
列宁说过，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

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
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

生工联主义意识，要把自发的工人运动变为自觉

的革命运动，就必须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

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

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增强工人阶级的政治

意识和阶级意识，提高阶级的自觉。列宁的上述论

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 160 多年的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
因此，深入而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的重要任务。武汉大学石云霞教授主编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史研究》（上、下）（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就是以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人物的理

论教育思想为中心线索，系统研究和全面阐述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专题史著作。这部著作

立足经典文本研究，论述全面深刻，结构严密完

整，共有导论、7 编 40 章，总计 136.9 万字，历时 14

年完成，是一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史

研究的开拓性力作，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研究，推

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时代价值。该著作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

下 3 个方面。
第一，理论内容的创新性。这部著作系统阐述

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关系，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内容，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历史过程和

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现时代的关系，提高

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化水平等问题。关

于上述问题，作者都在著作中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和凝练，作出了自己新的理论概括，创新性突出。
例如，在本书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的关系阐述中，作者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深入论

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并进一步揭示了马

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关系，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并对思想、
理论、政治、教育等关键词进行了深度辨析。又如，

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等人的理论教育思想为中心线索，全面系

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揭示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现

象形态和内在关联。再如，深入论证和揭示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前
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辩证过程和历史特点，特

别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是自

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亦即根据实践的发展，

及时补充、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及

时抛弃过时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代之以新原

理、新结论，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积极的自我批

判，在克服自身错误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

主义及其理论教育思想，等等。
第二，体系结构的创新性。此著作最初是武汉

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研究方向的多个博士生，在导师们多年分头指导

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领袖人物的理论教育

思想研究撰写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提

高、修订完善和系统整合而成的。这一系统研究始

于 1999 年石云霞教授指导的博士生孙来斌的“列

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学位论文选

题。这个问题难度较大，主要是很难找到学术界关

于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基本上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史研究的开拓性力作
———读石云霞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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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石云霞教授当时给学生提出的唯一要求就

是去读《列宁全集》60 卷本，从元典中自己发掘。学

生也没有辜负导师的期望和要求，下苦功认真读

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的主要著作，完成了博士

论文，并受到好评。正如华中师范大学聂运麟教授

在该论文评阅书中所说，“文章的一大特点和优

点，是有一个独创的、有关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思想的新理论体系，这也是该文非常有价值

的地方，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许多人不爱读马列的

情况下，作者通过艰苦的学习和再创造，完成了这

样一项工作，更是难能可贵的。”这篇论文的理论

框架和研究思路，主要是从列宁理论教育思想的

形成发展、主要特征、核心内容、目的作用、原则方

法、主体客体、时代价值、历史命运等方面展开研

究。这对后来的相关研究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也

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史研究》
的理论框架和结构体系。

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性。1998 年，石云霞教

授在武汉大学本学科点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博士研究方向，这在当时是国内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较早设立这一研究方向的学校。对于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其中一个

重要的领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教

育思想研究。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用现在的话语

说，在当时就进行了一个“顶层设计”，提出要以经

典作家和领袖人物的理论教育思想为主要对象，

逐个开展系列研究，最后形成一个理论教育思想

发展史的系统研究成果。经过武汉大学该专业师

生们 14 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写成了这部著作，也

成为武汉大学该学科博士点的一个特色。这种规

划设计和研究方法，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的建设和研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值得学

习和推广。另一点就是如前所述，在研究过程中，

强调对经典著作的研读，要求研究者下苦功夫掌

握第一手材料，对经典元论进行学习和再创造，真

正把文献研究方法落到实处，在今天这种许多人

不爱读马列原著或只看第二手资料、“言必称希

腊”的情况下，更具有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任志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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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2 页）

（五）注重心理疏导，提高学生情绪调节水平

大学阶段是人格塑造的重要阶段，必须注重

对学生人格塑造和积极心态的培养，提高学生自

我控制和调节情绪的能力。当前学生在学业上表

现出来的差距很大程度上与学生的智商等因素关

系不大，往往是因为缺少自我情绪调节的能力。学

生对待学习充满热情，在学习过程中有积极的情

绪体验就会不断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对待学

习情绪稳定，在学习过程中就能够始终坚持；学生

对待学习保持乐观情绪，在学习过程中就有不断

战胜学习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因此，在学习过程中

培养大学生积极的情绪和自我情绪管理和控制的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高校要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养学生积极向上

的心理品质。通过心理课程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类

活动、团体辅导、个性咨询等多种途径来帮助大学

生了解自己的情绪，学习情绪调节的技巧，学会缓

和、转移、控制情绪，从而提高情绪管理水平。此外，

还可以通过加强班集体、团支部、党支部、宿舍的文

化建设，用团队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来影响学生

的情绪，促进他们在情绪感染中增强学习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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