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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动式讨论中贯彻最新理论成果 

——以《概论》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教学为例 

 

傅义强 

（南方医科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广东广州，510515） 

 

摘  要：《概论》课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的核心课程，需要

随时贯彻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互动式讨论是在教学中贯彻最新理论成果的重要一

环。在提出问题、讨论发言以及总结提高的互动交流中，教师结合实际，用最新

的理论成果正面引导学生，起到了澄清疑虑，统一思想的作用。 

关键词：《概论》课 思想政治理论 互动式讨论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简称“05方案”)，从2006年秋季开始，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做了全新的调整，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称“原

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简称“概

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简称“基础”）四门必修课程。在这四门课中，《概论》课是联系实际最

紧密的课程，也是要不断更新的课程，因为随时要将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以及国家

的大政方针贯彻到课程中去，这样才符合江泽民所提出的“一个中心、三个着眼



于”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

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1]。这就决定了在《概论》教学中，必

须不断结合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去正面回答而不是回避一些现实问题和实际问

题。 

然而，在《概论》课教学中，大学生越来越不接受“教师讲，学生听”的传

统“灌输”教育方式，他们对一些社会现实、时事政治及理论已有一定看法见

解，同时还存在很多的疑惑，想要有一个表达的渠道，来展现他们的思考。如果

不给他们这样一个渠道，就无法暴露他们的一些片面认识，及时予以纠正，也无

法解决他们心中的疑虑。这样，思想政治教育难以做到针对性、有效性。因此，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改变大学生被动接受教育的角色，让他们积极参与进

来，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的就一些问题与教师和同学之间进行互动式讨论，通过

广泛的探讨、辩论，教师及时进行总结提高，纠正偏差，澄清疑问，这样，才能

使“道理越辩越明”。 

《概论》课第五章第一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主要是

讲明1956年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探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这是本章第二节“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的逻辑

前提。然而，只谈历史是不够的，必然结合实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

地位，这就必须要将最新的理论成果——胡锦涛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

要讲话精神贯彻进去，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

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2]。因此，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在教学中，师生之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开展了广泛的互动式

大讨论。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当中“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看法一直存在，

从崇美到近年来的“哈日”、“哈韩”风可见一斑。在讨论中，一位学生明确提

出了心中的疑问：“我们总是提社会主义优越性，可是为什么在战后，我们与日

本的发展起点差不多，日本却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我国

却还处于不发达的阶段？”这个问题一提出，下面的学生就开始议论纷纷，有的

点头，有的摇头。发言的同学似乎受到鼓舞，继续说：“还有，同样是中国人，

为什么香港和台湾等地区选择资本主义体制发展却比我们大陆要发达？同样是朝

鲜人，为什么资本主义的韩国比社会主义的朝鲜要发达得多？”同学们的脸上，

此时出现了更多的疑惑。如果不澄清这些疑虑，在全球化的今天，年轻的学子们

会变得越来越一致——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趋于西方化，放弃中国大学生身上那

种独特的理想与信念的追求，从而使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流于空

谈。 

其实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是个老问题，曾经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盛行时期，



一些学者与精英就以此例来证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要在经济、政治和思想

文化领域里接受资本主义体制和意识形态，使我国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基于此，

我首先让学生们自己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些同学们纷纷发言，主要集中

在三点上：一是从历史出发，强调我们曾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但都失败了，资

本主义在我国行不通，而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和历史的选择。二是从国情出发，

指出我们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很快又进入社会

主义，强调我们处于社会主义不发达的初级阶段是由复杂而沉重的历史包袱所决

定，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三是从现实出发，强调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了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不仅可以救中国，而且可以发展中国。从同学们的发

言来看，他们对此问题的认识与我们以往的政治教育大体一致。可以看出来，绝

大多数同学来是具有一定的分辨是非观念以及分析能力，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素

质。 

但是从发言中，学生们对各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注意得不够，而这一点对全

球化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纳入

世界发展轨道的过程中，有可能牺牲本民族的独特性。因此，作为政治理论课教

师，在最后讨论总结中，特别突出得强调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

及影响。首先，肯定战后日本及东南亚“四小龙”的崛起，指出他们的崛起是有

着多重原因的，一是他们都是小的国家与地区，资源比较少，环境与国情决定他

们可以借助外来的帮助发展进口替代型产品来发展自己；二是他们在发展的过程

中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特性，他们是很好的将外力与本民族的特性融合才取得成

功的；三是各国各地区的发展模式也是不同的，韩国不同于日本，台湾不同于香

港，东南亚各国的发展也是各有各的模式。其次，强调中国的发展因为有着传统

的东方的农业大国的这一背景就决定着我们不可能走日本、韩国及亚洲“四小

龙”的“捷径”，我们需要对外开放来借助外力来发展自己，但是最为根本的是

中国自身独特的自主性发展，即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体现在走向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坚持中国发展的自主性，不

放弃自己独特性，这样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三，强调走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就是向发展中国家表明各国的发展应当按照本民族的特性与

国情来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就是自主性发展，正如邓

小平同志所说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

点”。 

总结发言完后，学生们疑惑消失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前途充

充满自信。学生们已经认识到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来看分析看待一切问题是有害

的，只是结合实际，用最新的理论成果去正面回答学生的疑虑，才会引导他们深

层思考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与信念。师生这种互动式讨论，首先让学生提



出疑惑，然后让同学们在课堂上展开讨论，展现学生们的思辩才能，最后由老师

结合实际贯彻最新的理论成果来回答总结，解开学生心中疑虑，有助于更好地确

立大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升当代大学生

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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