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21 期·2021 年 11月

77

10.12345/jxffcxysj.v4i21.939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张潇

黑龙江大学，中国·黑龙江哈尔滨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自诞生起，直到进入中国，依照中国本土化的方式发展，为中国革命、改革、建设提供了充足动力。
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是依托于时代背景下，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问题。想要达到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精
神的目标，应当正视、解决好这两个重大问题。对此，论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发展目标，而后进一步分析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刻内涵，探寻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最后，针对如何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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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中国加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然

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为此，积极开展

这一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成为常态化工作导向，主要的目

的就是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更加适应中

国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方式，大众化发展。新时期，如何

落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是每一位马克思主义

理论相关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无论是研究者、教育者还是宣

传者、文化者，都应当积极认识到，坚持统一战线，并在实

践中不断的发挥领导能力，从而带领大众探索出一条适合中

国发展的康庄大道。

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发展目标

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的就是深入挖

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内容，而后与中国实际情况进行融

合，其本质就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原理

的有机结合，与时代当下的中国进行紧密结合，才可以逐步

助推中国强大。简单概括来说，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充分融合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具体实践，从而在真

正意义上促使马克思精神能够更加民族性、详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发展目标可以总结为两个，

即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新中国创始人毛泽东同志曾有言，

想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发展，促使整个中华民族站立起来，应

当虚心学习，积极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人提出并经

过实践，进而为中国创造新事物，寻求新发展。但是绝对不

能将思想禁锢在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定的言论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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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而应当结合具体时代特点出发，优化、升级马克思主义，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应用其方法，切实解决中国存在的

问题。而这一观念，也迎合了“解决中国问题”这一需求，

也是实践创新的最终目的，验证了理论创新的必需性。马克

思主义以中国方式发展，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二者的创新

本质都是相互联系，目标一致的 [1]。

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刻内涵

这里的“大众化”，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

也是这一理论的本质属性、要求。从过往历史看，面对不断

变化的世界格局，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应用，都是

结合具体情况而融合的，其中包含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

验，通过大众化发展，可以更好地帮助人民认知、探索、改

造世界。而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想要发挥作用，

必须以大众认可、理解、掌握的形态存在，只有这样，才可

以真正意义上发挥作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

入分析其本质，正是新时代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因此想要

进一步落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目标，则必须逐

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发展。

当今时代下的中国发展，想要促使马克思的基本理论，

以中国式、大众化形态发展，实质就是不断地向大众渗透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促使广大基层群众能够认识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正确性、引领性，必须坚守，才可以构建出社会

主义制度，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屏障 [2]。自“十七大”以

来，党和国家就一直在坚持、不断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明确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时代发展

趋势，始终坚持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的需要，针对如何落实

统一战线工作实施一系列的部署，最终形成“大统一战线”

工作格局。主要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凝聚力、吸引力。在具体实践中，不断组织开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相关宣传活动，让很多领导、百姓认识到

时下中国发展趋势和目标，从而自觉自发地参与其中，发挥

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作用。真正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只

有这样，广大基层人民群众才可以真正理解、把握好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而逐步转化为发展动力，实现目标。

4 中国化与当代大众化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的发展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之间的关系，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但无论何种关联，在中

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都应当高度重视这两个问

题，并处理好、解决好。二者的区别就是，中国化不等于大

众化，更不能相互取代。宏观层面上讲，中国化的前提必须

做到大众化，而大众化则是承接着中国化，这二者在理论上

侧重点存在明显的不同。基于静态视角下，由上文分析可知，

中国化目标本质就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进行创新，这是中

国式发展的根和灵魂；而大众化的发展目标，则是将理论进

行普及，促使大众用理论武装起来，这一过程的实践同样需

要创新，但不同的是创新方式 [3]，即宣教、话语、传播、教

育等方法。基于动态视角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

一个历史发展进程，与中国革命、中国改革、中国建设、中

国创新实践充分融合的过程；而大众化则为社会发展进程，

最终的目的在于用理论武装、教育全体中国人。

5 加速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

践路径

5.1 融入思想

基于心理学视角，人们只有在内因、外因共同影响下，

才可以将某一事物扎根心里。因此，马克思主义需要积极利

用多种传播资源，在思想层面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心底，与

党和国家达成共识。除了要深入教育领域，使得马克思主义

进课堂、教材、学科，扎根与人的思想之外，还要促使马克

思主义思想现代化、大众化，与基层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融合，

潜移默化中加速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

5.2 融入教育

进入教材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推进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以将其思想和内容引入教材，

作为补充教材，丰富学生学习内容，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思想。而后逐步走进课堂，明确新的“育人”目标，融入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具体的课程内容、教材编写、

教学设计和教学大纲等环节充分体现，为保证这一目标的实

现，需要做好相应的教学督导。

进入学科

设立和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可以为这一理论思

想的学习、普及创造出良好的支撑条件，因此，作为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高度重视。一方面，要把握

好学科建设方向，防止学科过度细化 [4]，另一方面，还要避

免过于学术化。如果偏向学术化，则会直接丧失马克思主义

的研究和传播的作用，造成一种思想主义信仰的表层理解。

“学术化”如果不加以控制，必将会引发马克思主义复兴危

机。因此，在融入学科过程中，应当做好平衡。

（下转第 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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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当代功能和技术的前提下加以应用，如此一来既能发挥其

本身作用，同时还是一种文化传承。

②符号拼接，具体来说符号拼接也就是将具有代表意

义的符号，同时这些符号也有可能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将各

个民族元素中的部分进行组合，通过抽象、剪辑或是改变外

形，将其变成代表意义的符号，并应用到室内设计中，进而

今古之间有所联系。

③剪辑或拼接，这种方式是将儒释道三家古老文化进

行剪辑拼接，进而创造出的一种全新的艺术形象，具体来说

将当代设计元素和古老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整合的一种全新

的装饰艺术设计。

4 结语

海南黎苗族染织手工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

的内涵，其能够为中国艺术设计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支持。能

够为中国艺术设计提供比较丰富的素材。在艺术设计需要的

图形和色彩方面也是有着丰富的内容，且风格和形式也呈现

出多元化的特点。这都能够解决中国艺术设计素材缺乏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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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融入大众文化

新时期，大众文化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思想和

精神追求不断提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提供了良

好契机。为此，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融入到大众文化中，

寻求和大众的精神共鸣，进而更好地激发大众思想认知。比

如，文学艺术作品、文化节目等载体，大众都可以从中受到

思想理论教育。在实际融入过程中，需要以创新、新颖的方

式呈现，在“大众”二字下功夫。除此之外，还可以积极与

媒体进行融合，牢牢把握大众传媒主阵地，如建设国家“马

克思主义之声”网站，创办“马克思主义百家讲坛”电视栏

目，举办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知识竞赛等，多种多样的形式，

在丰富马克思主义内容基础上，也达到了很好的普及效果。

6 结语

总而言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以哪种形态在中国的发

展，都要始终坚持中国化、大众化发展。在具体实践中，积

极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并充分应用理论武装大众头脑，转

化为内动力，最终促使三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构建中

积极、健康、持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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