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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

特色理论
”

教学的一些思考
`

张桂华

(盐城工专教务处
,

盐城
,

2 2 4 0 0 3)

政党的正确行动
,

取决于正确的指导思想
。

党的十四大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写到 自己的旗帜上
,

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

成为指引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

帜
。

为了使学生能够完整
、

准确地掌握
“

特色理论
”

的内涵和实质
,

在教学中必须紧扣其实践基

础和各基本观点的内在联系
,

同时切准学生的思想脉博
,

使理论真正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

量
。

本文从自身教学体会出发
,

对加强
“

特色理论
”

的教学谈几点看法
。

一
、

加强
“

特色理论
”
教学

,

必须紧抓理论的立足点— 实践

“

特色理论
”

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紧密相关
,

具有极强的实践性
。

以往教学中虽提及

其实践基础
,

但并没有完整地阐明
,

也没有突出其重要地位
,

不仅影响教学效果
,

且会引起
“

特

色理论
.
可脱离实践的误解

,

所以教学中应把理论所体现的实践性作为首要问题重点阐述
。

首先
,

必须阐明
“
特色理论

”

的实践基础
。

“

特色理论
”
的实践基础 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

首要的实践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实践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

建国以后
,

我国是学习和照

搬苏联的经验和模式
,

但随着历史条件变化
,

这种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

为此
,

以

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集体进行多次探索
。

如 19 5 6 年毛泽东同怎在《论十大关系》中对社会

主义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十个方面的关系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
。

随后
,

党的八大又正确分析了我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 “
大跃进

”
之后

,

党又提出不搞提前过渡
,

不搞平均主义
,

要发展有计划的商

品生产与交换等
。

但由于在指导思想上的
“ 左 ”

倾
,

把精力主要集中在阶级斗争上
,

而忽视生产

力的发展
,

虽经 20 多年的建设
,

但人 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
,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

充分发挥出来
。

1 9 7 8 年党恢复了实践的权威
,

在全国展开真理大讨论
,

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

接着提出对 内搞活
、

对外开放的方针
,

从农村体制改革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
从建立

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港 q 城市 ;从两权分离的企业改革模式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

这些都是

在实践中探索
、

总结出来的
。

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城乡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

人民

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
,

国际地位明显加强
,

事实证明
“

特色理论
”
是经受得住实践检验的

。

“

特色理论
”

的另一个实践基础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

社会主义革命首

先在苏联取得胜利
,

由于缺乏经验再加上受战争影响
,

苏联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

后来也成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
。

最先突破苏联模式的是南斯拉

夫
,

但由于在改革中忽视宏观调节
,

导致权力松散
,

使南斯拉夫的改革陷入困境
。

尽管如此
,

突

破苏联僵化模式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洪流
,

从 60 年代至 的 年代
,

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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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国的国情和具体的实践情况进行各方面的改革
。

苏联
、

东欧剧变使人们更坚信社会主义建

设不能拘泥于某一个固定的形式
,

各国只能从各自的实际出发
,

在实践中探索前进
。

其次
,

必须把实践的观点贯彻在
“

特色理论
”

教学的全过程中
。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一开始

就明确提出
“
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 ,

强调走 自己的路
,

到结尾又高瞻远瞩地指出
: “

我们改革

开放的成功
,

不是靠本本
,

而是靠实践
、

靠实事求是
” 。

强调一切从实践出发
,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是邓小平同志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最鲜明的品格
,

在他的一

系列理论中如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
、

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
、

社会主义

发展动力理论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

教学中应将实践的观点始终贯穿在各理论观点中
,

每一个基

本观点都必须阐明其赖以存在的实践基础
,

这样才能充分体现
“

特色理论
”

的科学性
。

如在经济

特区是姓
“

社
”

还是姓
“

资
”

的问题上
,

邓小平同志就是用实践来回答的
。

深圳特区以前是一个人

口 只有 3 万人左右的小渔村
,

现已发展成为一个百万人 口的现代化大都市
,

邓小平同志给深圳

特区的题词就是
“

深圳的经验和发展证明
,

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 。

在新的实践基础

上
,

邓小平同志又提出要以
“
三个有利于

”
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

不能纠缠于
“

资
’

,’’ 社
”

的

争论中
,

坚持实践的观点
,

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

再次
,

教学 中要强调
“

特色理论
”
还将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发展和完善

。

列宁曾指出
: “

辩证法

的基本原理是
:

没有抽象的真理
,

真理总是具体的
。 ’

,[ ’ ]离开了具体的时间
、

地点和条件
,

真理就

是无意义的
。 “

特色理论
”

作为党的指导理论
,

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

但不可能是终极真

理
,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承认有终极真理
,

邓小平同志也始终强调理论必须从实践中来
,

还要

回到实践中去
。

教学中要正确体现
“

特色理论
”
的实践性

,

除指出
“

特色理论
”

实践基础外
,

还须

指出
“

特色理论
”

本身不仅不否认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

而且要求在实践中继续完善和发展
。

二
、

加强
“

特色理论
”
教学

,

必须紧抓各基本观点的内在联系

整体把握
“

特色理论
”
必须抓住两个主要的关系

:

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如何建设社会主

义之间的关系 ; 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
。

第一个关系的核心问题是
“

什么是社会主义
” ,

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
,

而

是富
”
旧

, “

讲社会主义
,

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
,

这是主要的
’

心〕。

他把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到社

会主义本质的地位
,

这是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
,

社会主义只有创造出比资本主

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

才能巩固
、

才能发展
。

不少学生认为把发展生产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

定
,

容易混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
。

其实他们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唯一

规定
,

排斥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其它规定
,

这是违背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思想

的
。

在强调了发展生产力重要性之外
,

邓小平又特别突出了以下两个方面
:

其一是公有制占主

体
。

他说
: “
总之

,

一个公有制占主体
,

一个共同富裕
,

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

则
”

[’]
。

又说
: “

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

一是公有制为主体
,

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 〔5 1

。

这

样全面理解
,

有利于澄清两种错误倾向
:

一是认为纯粹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

以公

有制为主就不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 二是认为可以不坚持或取消公有制

。

其二消除两极分化
,

共同富裕
。

这一点邓小平同志说得相当明确
。

19 8 6 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
: “

社会主义财富属于

人民
,

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 富
”

s[]
。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

我们就失败了
’

,l[ 〕 。

社会主义国家不会为求生产力 导致两极分化
,

因为那样的话
,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没有什



第 4期 张桂华
.

加强
“

特色理论
”
教学的一些思考

么区别了
,

因此完整理解社会主义
,

必须把这两个方面同生产力的发展结合进来
。

理解了社会

主义的内涵
,

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有了
.

正确方向和具体目标了
。

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
,

坚

持公有制为主体
,

不搞两极分化
,

那么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和措施
,

都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冲突的
。

第二个关系问题也是学生感到难以把握的问题
,

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有极大影响
。

邓小

平同志所讲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

邓小平同

志说
:

我们搞的现代化
,

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

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闭

,

又说
“ 马克思主义必

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

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
” 〔。〕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精神
,

如公有

制与按劳分配
,

又用我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发展
、

充实
、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

这种对社会主义的

新的概括
,

决不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
,

而正是用新的实践去检验发展理论
。

三
、

加强
“

特色理论
”
教学

,

必须结合教育对象的特点改进教学方法

第一
、

从教育对象来看
,

大学生是一个思想活跃
、

思维敏捷
,

具有高涨的热情而理性却显得

不足的群体
.

特别是理工科学生
,

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比较薄弱
,

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

科

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了解不多
,

他们会由于种种不正当行 为如腐败
、

权钱交 易
、

见利忘义等而对

政治理论失去信心
,

他们面对我国还 比较贫穷的现状
,

会对政治理论产生抵触情绪
;
他们也会

由于教学缺乏生动性
、

针对性
,

又受到政治理论课与专业无关
,

学了以后没有什么用处这种
“

实

用主义
” 思想影响而对政治理论课有一种厌烦感

。

因此
,

在教学中应摸清学生的思想脉搏
,

做到

有的放矢
,

抓住热点问题
,

结合理论
,

深入阐述
,

尽量消除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的厌烦
、

漠视态度
。

第二
,

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

提高学生对政治理论的学习兴趣
.

教学中应强调以史说理
,

避免

以理说理
。

知史明智
,

不懂历史
,

就不能得出经验教训
,

就不会正眼看待现在
。

如讲社会主义为

什么不能实行单一全民所有制时
,

教师如只讲它跟生产力不相适应
,

学生就似懂非懂
,

而如果

结合 50 年代我国实行
“

穷过渡
” 、 “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 ,

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

给国家造

成了巨大的损失史实时
,

学生就会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原理有 了深刻的认识
。 “

特色理

论
”

具有极强的实践性
,

所以在教学 中要辅之参观
、

调查
、

访 间等教学形式
,

让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
。

教学中还可以充分运用课堂讨论形式
,

对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广泛讨论
,

直到搞清楚
。

用讨论形式师生直接对话
,

大家沟通思想
,

可以更好地解决思想障碍
,

达成认识上的一致
.

第三
, “
特色理论

”

教学还需领导重视
、

各方共同协助
,

形成一个重视政治理论学习的好氛

围
。 “

特色理论
”
教学不能仅仅是对政治理

.

论教师单方面的事情
,

领导重视
,

是激发教师和学生

学习政治理论的积极性
、

提高学习效果的前提
;
各方配合是理论学 习良好氛围的必要条件

。

校

团委
、

系党团支部
、

宣传部
、

学生会应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
,

如辩论会
、

理论班
、

理论讲座等
,

把

理论学习寓于多种形式之中
,

尽量提高政治理论学习的生动性
、

有效性
。

总之
,

加强
“

特色理论
”
教学不仅要从内容上

、

方法上着手大力探索
,

同时还必须形成一个

良好的学习氛围
,

这样才能使理论学习深
,

\ 人心
,

真正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

注释
:

1 〔1〕《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8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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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分别选自《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第 2 6 5
、

1 1 1
、

1 3 8
、

r 7 2
、

1 1一
、

2 9
、

6 3 页
。

3 [ 3〕选 自《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第 3 1 4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