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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与学的统一》

内容概要

本书《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与学的统一(一种认识论分析)》试从认识论的视角，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
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以探讨师生主客体关系为切入点，分析了理论课教学中教师及其教授活动和学
生及其学习活动的本质特点，研究了理论课教学中师生双方应如何充分发挥各自的主体性以实现教与
学的统一。这一分析不是机械地将哲学、教育学之定义移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而是立足于马
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本身的思考，目的在于探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与学统一的内在规律。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与学的统一(一种认识论分析)》由王雪凌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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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特殊的实践结果：学生思想的变化　　理论课教师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使学生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由不知到知之，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直接影响着学生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从
而深刻影响着学生的主观世界，促使学生的思想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学生思想的变化是理论课教
师实践活动的结果。　　与以物为客体的实践活动的结果相比，理论课教师教学的实践结果是人的内
在思想的变化，不是物的外在形态的改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传授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实践活动既能引起学生思想、政治、品德上的变化，也能影响学生的智力和技能的发展。当
然，理论课教师的教学是以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主要目的实践活动，与其
他学科教师实践活动相比，理论课教师的实践结果突出体现在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的变化。　　学
生思想的变化是内在的，必须通过学生的言行来体现，且需要长时间方能真实地表现出来。它不像生
产实践的产品那样立即可以检验合格与否，即能在短期内准确地加以测定，而是需要对学生的思想言
行进行长期观察。检测学生的思想变化的确具有一定的难度，但理论课教师教学所产生的学生思想的
变化这一结果是客观存在的。当然，学生思想的变化绝不只是理论课教师教学活动的结果。学生总是
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之中，其思想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理论课教师的实践
活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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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中教与学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不失为深化教育研究、改进理论课
教学的一条重要途径。王雪凌编著的这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与学的统一(一种认识论分析)》就是
对这一重要课题展开的有益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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