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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渠道。思想
政治教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性和过程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

哲学过程思想和过程方法对于指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的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运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思想和过程方法指导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就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坚持量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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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渠道，搞

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十分重要。思想政治教

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教学中注重教育的过程性

与过程价值是十分必要的，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认

为：“教育的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没有目的；它就是

它自己的目的。”［１］杜威把教育的过程本身当作

教育的目的来看待，可见教育过程之重要。在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过程思想指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于改

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不佳的状况具

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思想及其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过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事物的

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

出发点，在吸收前人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以往

形而上学的实体哲学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对

黑格尔的过程思想进行扬弃，吸收其辩证法思想，

从而提出了科学的过程思想，正确揭示出人类自身

及周围世界的各种规定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思想的内容

１．“过程”的内涵

人类对客体的认识是全部科学的任务。一部

人类的认识史，就是主体把握客体、认识客体的历

史。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依据科学所提供的关于客

体的知识，总结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概括人类

认识客体的一般过程和一般规律，以指导人们自觉

地把握客休，不断加深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２］。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对世界万物的认识不仅仅看

成一个稳定的存在，即要从事物的质与量、一与多、

现象和本质、形式与内容、实体与属性等方面来认

识，更要从过程中把握事物。“所谓过程，就其内

容来说，就是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灭亡，一个事物

向另一个事物的变化，或不同事物间的统一联系和

相互转化”［３］。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过程的本质

就是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存在意味着“有”，

“有”就是对事物存在上的肯定因素，非存在意味

着“无”，“无”就是事物存在的否定因素，作为“过

程”而存在的事物就是一个从有到无、从无到有的

过程，“有”和“无”统一于事物之中，“有”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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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无”，“无”中蕴含着“有”，任何事物都是“有”

和“无”的统一，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马克思以

人的生与死为例来说明人的过程性，他说：“每人

每天都死掉生命的２４小时。”［４］从过程方面来看，

人的生就是死，存在就是非存在，二者是同一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存在和非存在是互相规定的

两个概念，过程是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所以，我

们只有坚持存在和非存在的内在统一，从存在方面

来理解非存在，把存在看成是构成非存在的环节，

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存在和非存在，才能揭示

事物过程的本质。

事物从存在到非存在的变化过程还表现为两

种不同状态，即相对稳定的状态和显著变动的状

态。过程就是这两种状态的统一。

２．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思想的基本内容
（１）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马克思主义哲学

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

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过程思想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基本思想，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是

事物的存在方式。恩格斯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

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

是过程的集合体［５］。所谓世界是“过程的集合

体”，即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本身有一个产

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体现为一个具体的过程，并

且这些过程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的，使世界呈现为一个过程的动态系统整体。恩

格斯还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

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

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

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

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

失。”［６］这说明物质世界是处于普遍联系之中的，

事物不仅作为系统而存在，同时，也是作为过程而

存在。

（２）过程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矛盾论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是过程的集合体根

源于事物的矛盾。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事物

的内在矛盾和外在矛盾相互作用促成了事物的运

动发展。所以，事物与过程、矛盾、运动是联系在一

起的，不可分割的。毛泽东指出：“矛盾存在于一

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

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７］意思是

说，矛盾、运动、过程、思想与事物是联系在一起的，

不可分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揭示了矛盾是

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还揭示了事物的发展过程

是质变和量变的统一。质和量是事物的两个规定

性，质变和量变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两种基本

形态，事物的变化由量变开始，量变积累到一定程

度，事物发生质变，事物的变化表现为由量变到质

变和由质变到新的量变的过程。另外，马克思主义

哲学还认为，事物的自己运动和自我发展也是一个

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是波浪式上升和曲线式前进

的过程。

（３）过程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人们

对事物的认识是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

多、从感性到理性、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这个过

程是一个无限接近、反复无穷的过程。先从感性认

识开始，再到理性认识阶段，然后，再由理性认识到

感性认识，不断反复，以至无穷。人们对事物的认

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无限接近过程。

（４）过程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一个过程。所谓历史，即

是指一切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历史包

括自然历史和人的活动的历史，它是一个自然史和

人类创造活动辩证统一的过程。人的活动的历史

是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历史主体的活动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人类

在创造历史、追求合乎自己目的的历史的同时，又

要尊重客观规律性，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

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实践是人的活动与客观规

律统一的基础，并且，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

是实践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思想不仅是一个理论体

系，更是一个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世界

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理论的功能在于应用于实

践。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思想提供给人们分

析、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即过程方法。所谓过程

方法是指：社会历史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是一个过

程。从社会过程中相对稳定的方面入手去揭示社

会有机体的运动与变化，在社会过程中各个阶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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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空间状态的历史比较中揭示社会的进化与发展，

从内部矛盾和外部冲突的交互作用中揭示社会运

动的活动规律与发展规律，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

的过程方法［８］。社会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是一个

过程，这个过程既有运动的方面也有相对静止的方

面。运用社会过程方法研究社会过程，要全面把握

动态和稳态两个方面。社会中的稳态研究是将社

会运动过程在一定时间点上的状态进行截取，对其

进行定量、定性的研究，研究社会活动的动态则是

“考察社会机体的内部相互作用和外部相互作用

及其具体形式”［９］。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过程研

究方法，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要坚持社会历史过

程的量变与质变的统一。社会的发展从量变开始，

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引起质变，这时社会的发展

表现为飞跃突进。第二，坚持社会历史过程的前进

性和曲折性的统一。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是

前进的、上升的，但发展过程中的道路是曲折的。

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会出现

反复、迂回，所以前进道路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折

的，呈现波浪式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态势。第三，要

坚持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既要尊重客

观规律，又不能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方法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渠道。党和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度重视，

新时期面对新形势，中共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提出了新要求。２０１６年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

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２０１７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要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基本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铸造学生

的理想信念、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上好思想政治理论

课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

位的巩固，关系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关系

到学生的健康成长，意义十分重大。

尽管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取得了较

好的成绩，但是，在教学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不足：

比如当前高校思政教育“配方”比较陈旧、“工艺”

比较粗糙、“包装”不时尚、效果不佳、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等问题。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这一过程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学媒介几

个要素，这是一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参与、相

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科学运用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过程思想和过程方法进行教学是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的应有之义，也是改变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效果不佳的必然选择。

三、马克思主义过程方法融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思想和过程方法对于指

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重要意义。运用

这一思想和方法要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

中坚持过程思维，也就是联系思维、矛盾思维的方

法，摒弃实体思维的方法，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量变与质变

的统一。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

者、教育的内容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教育者把教育

的内容通过一定的教育方法传授给受教育者，受教

育者对这些内容从开始的不理解、不认识、不愿接

受甚至有可能相抵触到不断消化、内化、认同、接

受，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积累到一定

程度，才能达到质的飞跃。这就要求教育者在教育

过程中注重量的积累，关心、关注学生面临的实际

问题和各种矛盾，并帮助学生解决这些矛盾，一步

步达到教学的目的。相反，如果在教育过程中抱着

立竿见影的态度，你讲的内容要求学生立即接受并

实施，采取强硬的手段，逼迫学生按你的要求去做，

只求质变，不注重教育过程的量的积累，则会适得

其反。

第二，坚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前进性和曲折

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

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但发展过程中的道路是曲

折的。并且，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一个过程，这一

矛盾斗争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会出现反

复和迂回，所以历史前进的道路不是笔直的，而是

曲折的、迂回的，呈现波浪式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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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总

体趋势也是前进的、上升的、进步的，但这一过程又

是十分复杂的，也是十分曲折的。因为学生思想的

形成具有反复性，历史的现象纷繁复杂，尤其是在

今天思想文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

思想的交融交锋不断出现，给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带

来巨大挑战，这使得教育的过程更具有曲折性，这

更要求我们要坚持前进性和曲折性统一的过程思

想。

第三，要坚持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一方面要尊重学生的

成长规律和教育教学的客观规律，不能仅从主观出

发，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才

能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学生是受教

育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最终由学生的真正

接受为目标，学生不是一个机器，而是一个现实的、

活生生的人，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充分

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充分倾听学生的心声，要积极

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允许学生提出自己不

同的看法。真理是在辩论中产生的，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教学不能只是教师的独白，要与学生对话，让

学生在对话中树立辩证的和批判的思维方式，通过

全面的分析、说理，最终使学生信服，以理服人，以

情感人。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

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

抓住事物的根本。要抓住事物的根本，就不能仅从

主观出发，而要以事实为依据，以说理为手段，对事

物进行全面的考察，才能真正掌握事物的本质。

总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思想和过程方

法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

的过程中坚持量变和质变的统一、前进性和曲折性

的统一、客观规律性和主体选择性的统一，这样才

能顺利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提高思想政治教

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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