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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
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
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
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必要性和价值性，也进一步深化了我们
关于“两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新时代，深
刻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契合点，对于开
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推进中
国式文化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唯物思想上来看：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与马克思

主义物质统一性之间高度契合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世界的本
原是物质，强调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
质决定意识，而意识对物质具有主观能动作
用。从先秦到近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
蕴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例如，在
关于世界的本原和人的起源问题上，道家提
出“道法自然”，认为世界万物皆从“道”中自
然而生，而“道”指的就是客观存在；儒家提
出“天”生人和万物，认为天地万物是由“天”
生出来的；在体现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客观规
律方面，战国时期荀子就提出“天行有常、不
为尧存、不以桀亡”，认为自然界的运行都有
其客观规律，并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在物
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问题上，管子提出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
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物质生活足够的
基础上，社会礼制和道德荣辱才会产生。这

些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都与马克思主义唯物
论中的观点是相通的，两者之间存在高度契
合性。

从辩证思维上来看：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

唯物辩证法之间高度契合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重要内容。唯物辩证法主张世界是物质的、也
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联系和发展是唯
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总特征。矛盾的观点
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对立统一规律是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如“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揭示了宇
宙间万物变化都有其自然规律；“祸兮福之所
倚、福兮祸之所伏”，认为事物都包含对立的
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可以相互转化；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总结了世间万物
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任何事物
在其发展到衰落阶段时，就要通过变通来开
辟新境；宋明时期，程朱理学主张“格物致
知”，王夫之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其一分为二，
即强调格物是归纳法：从事物和感性认识中
归纳出道理；而致知则是演绎法，从感性认识
上升到理性认识，总结出其中蕴含的普遍规
律和道理，二者互为补充转化。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所蕴含的朴素辩证法精神，与马克思
主义辩证法之间高度契合。

从唯物史观上来看：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之间

高度契合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
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一观点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爱民忧民、民贵民本思
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如《尚书》记载：“民为
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
之，君为轻”。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
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管子》记载：“政之所
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尽管受
当时社会历史发展条件的制约，这些传统的
民本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对于我们认
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具有重要指引意义。

从价值目标上来看：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观与马克

思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高度契合
为全人类谋幸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价值基础；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
思始终如一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
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形态。大同社会是我国古
代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早期儒家经典著作

《礼记·礼运篇》就记载了大同和小康两种理
想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
信修睦……是谓大同”。康有为在传统“大
同”理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描绘了“大同”社
会的具体形态：“于是时，无邦国，无帝王，人
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孙
中山先生把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作为革命的重要目标。无论是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
想，都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设想，二者内在
的契合性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与融通

袁曾婷

“ 加 快 实 现 高 水 平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是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必 由 之
路。”如何实现高水平科
技 自 立 自 强 ？习 近 平 总
书记强调：“创新之道，
唯在得人”。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
资源。人才是指具有一定
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
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
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
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
的劳动者。“人才是创新
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
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
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
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
权。引进一批人才，有时
就能盘活一个企业，甚至
撬动一个产业。”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企
业要实施有效创新需要五大要素：技术战
略、创新氛围、创新流程、创新人才和资源保
障。其中人才是最为关键的要素，离开人才，
自主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
源。“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人才的来
源有两条途径，自主培养和引进。要让人才
出成果，还要用好用活人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
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要造就拔尖创新人
才，必须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创新教育方法，
推进素质教育，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
育人环境。高校要根据发展需要调整专业及
教学内容，更好地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创新
人才。人才培养中，要把立德树人放在首位，
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到教学中，引导学生爱
党爱国爱家乡，立志听党话、跟党走，服务人
民、奉献国家。同时，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要有识才的眼光、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
量、聚才的良方”。识才就是要识别哪些是我
们所需的人才，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吸纳人
才为我所用。用才的胆识就是对人才要充分
信任和大胆使用，让各类人才各得其所，大
展其长。容才的雅量就是对于人才不能求全
责备，使用所长，包容其短。聚才的良方就是
要健全聚集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体制机
制，创造人尽其才的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
各地要重视人才工作，多途径培养创新人
才，广泛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为现代化建
设提供人才支撑。

如何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首先要
尊重人才。要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在全社
会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开创人
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其
次，要建立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包括人才
培养，人才评价，人才流动，人才激励等机
制，其中人才评价机制尤为重要。要建立以
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
系。“以实际能力为衡量标准，不唯学历、不
唯论文、不唯资历，突出专业性，创新性，实
用性。”第三要放手使用，鼓励创新，宽容失
败。放手使用就是要为人才提供必要的创
新资源保障，只要不违规，在研究方向、人员
分工及经费使用等方面给予科研人员更大
自主权，减少不必要会议报告，让人才心无
旁骛，把主要精力用于创新上。第四是事业
激励与物质激励并举，让人才名利双收。不
但要落实好人才引进政策，更要制定和落实
创新激励政策，对于攻克重大科技项目的有
功人才要重奖，不仅要有物质奖励还要有精
神奖励，让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成为全社会
共识。

当前，邵阳正在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我们要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提高政治站位，脚踏实地，坚持做好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工作，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把邵阳打造成近悦远来的人才高地，从而为
邵阳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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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教学创新
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培养具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
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和要求，
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为思想政治
理论实践课教学改革创新提供了坚实保障。

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完整，内容丰富，博
大精深。将习近平文化思想有机融合思政课
教学，让学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必须坚持

“抓住重点、兼顾一般”原则，对教学内容进行
系统谋划。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以培养学生文化认同
为根本目的，不断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
学方法，提高思政课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
中，要将重点讲授的内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定文化自信。完整、准确呈现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并结
合实际案例，帮助学生理解坚定文化自信的
重要意义，提振其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气
神。二是要让大学生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激发大学
生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三
是着重讲解“七个着力”和“新的文化使命”，

使学生强化守正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在传承中
实现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故事教学法。思政课要讲好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开放等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以及中
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披荆斩棘、艰苦创业、
砥砺前行的奋斗故事，借助多媒体技术以图
片、视频等不同形式加以呈现，使抽象的理论
知识具体化、形象化，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
理解以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认识，提高课
堂教学效果。具体教学中，应广泛收集革命历
史和英雄人物、先锋模范的故事等，采用故事
演绎、小剧场等方式进行情景式教学，教师与
学生一起参与，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
流，在增进师生关系的同时有效指导学生讲
好中国故事，学习英雄模范人物身上的优秀
品质，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

案例教学法。思政课教师挑选与学生日
常生活、社会热点问题相关的实际案例，引导
学生深入思考，指导学生将理论知识与社会
生活联系起来。同时，鼓励学生参与案例分
析，引导学生从多角度审视问题，培养其批判
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利用案例设置合
理的议题，让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比如，如

何通过实际行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如何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设置相应的议
题，激发学生思考和表达欲望，引导学生进行
深度讨论和思考，营造和谐的学习与讨论氛
围，通过对各组讨论结果进行评价，并就学生
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讲解，并让学生分享自
己的学习感悟，总结自己的学习成果和不足，
从而提高思政理论教学效果。

演示教学法。思政课教师利用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AR）等现代信息技术，生动
化呈现历史影像、纪录片、专题讲座等多媒体
资料，使学生在视觉和听觉上获得更为丰富
的学习体验。如曾经获得第七届全国高校大
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和微电影展示活动的获
奖作品《太行精神耀千秋，红色基因代代传》，
以太行精神为主题，以学生讲述为主导、以红
色场馆为课堂。指导老师带领学生学习小组
沿着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讲述革命故
事，传承太行精神，深化对思政课教学内容的
认识和思考，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厚植大学生爱国之情，从而
传承红色文化，彰显民族自信。

（作者单位：湘中幼专马克思主义学院）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教学策略
严 琰

羁鸟恋旧林 刘人岛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