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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研究生思政课(为了聚焦问题的讨

论，这里主要指硕士研究生思政课)开设有 4门，

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自然辩证法概论”，皆面临着新时代新形势下高

层次高质量发展的挑战。如何提高研究生思政

课的教学实效性，满足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

既需要宏观上政策制度、理论框架、研究范式等

的思考，又需要路径、方法、形式等具体问题的讨

论。不畏浮云遮望眼，我们不妨选择一个具有代

表性意味的切入点来寻求破解难题之道，而具有

不可替代价值的独特资源——革命历史文献——

显然是一个合适的选择。那么，革命历史文献融

入研究生思政课的几个问题，诸如为什么融入、

融入什么、怎么融入，这几个逻辑问题的思考无

疑将有助于我们的讨论，也有益于丰富研究生思

政课改革创新的研究。

一、革命历史文献为什么要融入研究生思

政课？

革命历史文献融入研究生思政课，既是切实

提高研究生思政课教学实效性，提升研究生人才

培养质量的需要，又是发挥革命历史文献的独特

价值，提高文献利用效率的需要，反映出对重大

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

(一)提高研究生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需要

作为高校思政课完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生思政课是与本科生思政课紧密衔接的课

程，二者一脉相承，有着本质上的内在关联。思

政课要传承真理，回答青年人在理论与实践层面

的重大问题。但相对于本科生思政课来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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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思政课的理论色彩更为浓厚，对现实的关怀更

为强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中，如

果说本科生思政课是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那

么研究生思政课是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体现

着其“步步深、步步高”的课程特性。马克思指

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

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

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若在有限的时间和

空间内融入研究生思政课，并引导研究生发生思

想认识和行为方式上的变化，无疑是对教师提出

了政治意识、专业素养和技术运用等多层面的高

要求。但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是，尽管大多数教

师积极提高自身素养，主动探索教学改革，极大

推动了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但部分教师

仍然存在着重理论灌输轻学术讨论、重专题研究

轻体系贯通、重课堂活动轻实践体验等问题，使

得研究生思政课在回答“为什么”时难以交出满

意的答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学困境。如在

讨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时，通过解读李

大钊的《狱中自述》、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夏

明翰的“就义诗”、钱相摩的《文艺日记》和《光明

日记》等革命历史文献，无异于穿越时空隧道与

革命先烈进行心灵对话，感受凝结于这些红色书

信、文章、诗词背后的思想感情，从长时段的历史

视野中更深刻感受初心和使命，进而让研究生坚

定信念、洗礼精神、净化心灵。

(二)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需要

在我国高校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中，

研究生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还

有不少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问题存在。仅就

研究生自身而言，可以用“不学、不懂、不信、不

做”来概括。所谓“不学”，部分研究生对研究生

思政课的认识不够清晰，没有在思想意识上充分

认识到研究生思政课的重要性，多是为了学分的

被动上课，平时不想学、不愿学、不会学，寄希望

于结课时的投机取巧，分数及格即是唯一的诉

求。所谓“不懂”，是指不仅仅自然科学的研究

生，甚至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生也有着认识

上的误区，认为研究生思政课要学习研究的理论

深奥晦涩、高深莫测，“真是怎么学也不懂”。所

谓“不信”，是指研究生思政课如果不能和研究生

关注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联系起来，针对研究

生思想认识上和实际生活中的困惑来讲，即使教

师反复强调重要性，讲得再如何深入浅出，声情

并茂，先入为主的学生还是易于得出“大道理”

“讲空话”“没啥用”的结论，不信自然就发生了。

所谓“不做”，研究生思政课的重要性就在于，“既

要提高研究生教育的理论深度，又要在理论与实

践结合上给予正确的分析和思想的指引”[2]，但对

“不学、不懂、不信”的学生来说，“不做”自然就是

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了。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交

织在一起，制约着研究生在思政课学习上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人才培养质量受影响也就在所难免

了。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课程中“中国梦”的

专题教学，我们不妨采用历史回溯的视角，引用

毛泽东同斯诺谈话中的一段内容：“我陪同一些

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

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

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

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3]，字里行间显示

出毛泽东面对特殊国情的独立思考。此时的毛

泽东 26岁，而大多数研究生的年龄也在 25岁左

右，这极易让研究生透过历史文献产生亲近感，

更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出了一条

逐梦的中国道路，并思考如何做新时代逐梦的奋

进者。

(三)提高革命历史文献利用效率的需要

为了聚焦问题的讨论，我们主要关注教师层

面的认识分析。在教师对革命历史文献的利用

上，主要存在逻辑认识的问题，即革命历史文献

是什么、能用么、怎么用。为什么会存在此种认

识上的问题？这需要从教师的主观认识及综合

素养上来审视。基于学科背景、研究专长、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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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等缘由，部分教师对革命历史文献是什么并

没有明确认识，尚未和课程的教育教学资源清晰

联系起来。即使对革命历史文献有了明确认识，

但部分教师对其是否能应用于研究生思政课教

学尚存疑虑，革命历史文献还能适应日新月异的

研究生思政课改革要求吗？诸如此类的疑虑，导

致部分教师索性放弃了对革命历史文献的利

用。进一步说，即使认识到了革命历史文献融入

研究生思政课的重要性，但在怎么用上，涉及查

阅、摘抄、复印等技术要求，以及信息选择、案例

分析、使用反馈等操作环节，这同样对教师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说，如果革命

历史文献是一座宝库，那么部分教师的视而不见

或知难而退，使得革命历史文献失去了充分发挥

价值的机会。

二、革命历史文献融入研究生思政课的是

什么？

革命历史文献融入研究生思政课，不仅是基

于现实的诸多迫切需要，而且二者从内涵到外延

上存在融入的天然可能性。或者换一种说法，考

虑到二者的独特属性与内在关联性，既不能空喊

口号又不能事无巨细，而是要挖掘革命历史文献

中所蕴藏的理想信念、历史思维，选择合适的案

例融入，以和研究生思政课发生理论与实际层面

的化学反应。

(一)融入理想信念

革命历史文献蕴藏着丰富的理想信念资源，

这是与其形成与存在的独特性分不开的。从时

间上来说，革命历史文献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这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

革命年代，国家与革命、政党与社会、民众与抗

争、民族与救亡等错综复杂的变化交织发生于

此；从内容上来说，革命历史文献记载的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复杂、艰辛、曲折的革命运动

中取得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从

思想上来说，革命历史文献是通过特有的形式，

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救国救民道路上抛头颅

洒热血的抗争与奋斗，蕴含着人民群众在党的领

导下追求新生活的勇气与热情。进一步说，革命

历史文献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坚

定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不懈追求和为人民

大众谋利益的艰苦斗争，集中反映了共产党人坚

定的理想信念。这种理想信念经过岁月积淀体

现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中。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

要问题。”[4]革命历史文献所蕴含的理想信念融入

研究生思政课，将保证研究生思政课改革和发展

的正确方向，引导研究生形成科学的价值理念，

成长为担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融入历史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思维的涵养，将

历史思维列为领导干部必须提高的六种思维之

一。革命历史文献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思维，“包

含着建构集体记忆的关键”[5]，需要我们拓展视野

用发展的长镜头来审视。革命历史文献形成于

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中，但如果从长时段的历史

观来看革命历史文献，不仅有利于我们审视百年

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亦有助于回顾近世

以来180年的历史大变迁。从中国共产党革命、

建设、改革的历程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起点，民

主革命时期的历史文献书写的是党诞生后面对

复杂多变的革命形势求生存开展斗争的历史，记

载着其中胜利时的喜悦及低潮中的坚持，并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历史

的记忆和经验。如果从近世以来180年的历史大

变迁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旧到新的转变时

期，在革命新道路上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的历史任务，而革命历史文献记载了自“天朝上

国”迷梦中惊醒的国人，在前赴后继的救亡图存

中探索屡遭挫折后重拾信心，经过艰苦卓绝的革

命斗争推动社会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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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史文献蕴藏着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

社会变迁和人们思想感情的变化，对此的深度挖

掘有助于在研究生思政课上讲清楚历史发展的

轨迹，讲清楚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进而培

养学生的历史思维与提高学生的政治理论认识。

(三)融入具体案例

革命历史文献包括手稿、文件、电报、信件、

报刊、日记、回忆录等文献资料，和研究生思政课

有着紧密联系的案例不胜枚举，但在课程教学中

可以应用的具体案例还需要审慎选择。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为例，在“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专题中必然会讲到中国

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即可以挖掘革命历史文献

中的案例。如，李维汉有一段回忆南昌起义后与

贺龙的谈话：“他表示不愿去莫斯科，要回湘西。

我说，你怎么能回湘西呢？武汉和长江你很难过

去。他说，只要过了武汉，走水上、陆路到湘西，

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以前凡是打我的旗帜的，就

不会遭到强盗抢劫，他还说，我很保险，你不要

管，我只要出了武汉就行。后来中央同意他回

去。我就派人掩护他出了武汉，回到桑植。结

果，他回去又干起来了。”[6]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

党利用军事及政治优势挥舞着屠刀，无数的共产

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在一片血雨腥风中，

有的党员丧失了理想信念，叛党投敌；有的党员

贪生怕死，丢掉了革命斗志；但绝大多数党员在

困境中坚守和坚持着，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和坚定的斗争意志。此案例中，李维汉回忆他与

贺龙的对话似乎平淡无奇，不见刀光剑影，但联

系历史的发展，不去安全的“赤都”莫斯科，而要

历经艰辛去被危险包围的湘西，更能体现出艰难

困苦中共产党人对初心和使命的坚持。

三、革命历史文献怎么融入研究生思政课？

革命历史文献融入研究生思政课如此重要，

又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提醒我们必须坚持

有机融入的原则，提升教师能力以把握融入的节

奏，建构适合融入的教学模式，以确保这种融入

是及时的、有效的、持续的。

(一)确立融入原则

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和口号”，

“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

实际的呼声”[7]。革命历史文献融入研究生思政

课，显然不能为了融入而融入，而是基于新时代

多层面的迫切需求，以积极回应现实所提出的问

题。这也提醒我们，必须确立好融入原则，以确

保革命历史文献切实融入研究生思政课。在所

有原则中，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有机融入的原

则。这就意味着，必须处理好一些重要关系，方

能保证有机融入的实现。我们不妨以研究生 4
门思政课的关系作一简要论证。在研究生的教

育教学中，4门思政课是个有机统一体，承担的

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

务；同时，4门思政课有着各自的课程目标、教学

内容、重点难点，必须要在尊重课程独特性的前

提下开展教学。如以毛泽东思想的经典文献《实

践论》《矛盾论》为例，在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课程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的视角；在融入“马克思主义与社

会科学方法论”课程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视角；在融入“自然辩证法概

论”课程时要坚持“认识论”和“辩证法”相统一的

视角；在融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课程时要坚持

系统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显然，面

对诸如此类的挑战与应对，革命历史文献要融入

研究生思政课，必须统筹规划、系统分析、合理安

排、扎实推进，确保有机融入做到实处。

(二)提升教师素养

如何提高研究生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关

键在思政课教师。同样，要把革命历史文献切实

融入研究生思政课，思政课教师主导性的充分发

挥至关重要，这就对思政课教师的政治素养、专

业素养和创新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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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政治性。思政课的第一特性是政治性思政

课教师的根本立场是政治立场，只有“把教书育

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才能以德立身、以德立

学、以德施教”[8]，思政课教师才能始终保持坚定

信仰，不断提升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保

证革命历史文献融入研究生思政课是在科学正

确的方向上。其次，教师要有学理性。思政课教

师要传达给研究生的，不仅仅是理论成果和政治

道理，更要引导学生思考理论和道理背后的历史

规律、辩证逻辑和本质联系，而革命历史文献浩

如烟海，内容丰富，最是需要学理性强的教师发

挥分析引导作用，在抽丝剥茧的资料研读中培养

研究生的问题意识和科研能力。最后，教师要有

创新性。革命历史文献记载的是革命年代的斗

争、社会生活的变迁和思想文化的演变，若穿越

时空融入新时代的研究生思政课，必须构建具有

时代感的话语体系，破除学生认为文献是“文物”

的误读，引导研究生在革命与现实的贯通中学知

识、树信仰、促践行。

(三)改革教学模式

现行的研究生思政课多是实体课堂专题教

学的模式，采用讲授、讨论、案例等方式，在固定

的空间规定的时间完成教学任务。这种教学模

式的优点已经在研究生思政课建设历程中得到

了验证，但面对新时代的深刻变革，也面临着从

理念、内容到形式多层面的改革要求。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政课

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9]这

也意味着，革命历史文献融入研究生思政课，必

须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把“一主两辅”三个课堂建

设好。首先是实体课堂(主课堂)。教师事先布置

学生研读相关文献，课堂上采用专题的形式进行

讨论，引导学生在选择、解读文献的过程中，提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完成教学任务。其

次是网络课堂(辅课堂)。教师充分运用信息技术

录制慕课、微课，可以利用录制背景、道具、微视

频等，有机融入革命历史文献，让学生在互联网

中感受“思政+档案”的魅力。再次是社会课堂

(辅课堂)。教师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将课堂搬

到档案馆、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以及遗址遗

迹、教育基地，让研究生近距离地感受物化形态

与非物化形态的文献资料，在与历史跨越时空的

对话中实现思想感情的升华。

总而言之，革命历史文献融入研究生思政

课，不仅是教育教学资源如何利用的问题，而且

涉及教学理论、理念、内容、方法、路径、形式等多

层面的改革。在这场改革中，坚持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加强对研究生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把握党的

领导、问题导向和时代要求，才能切实将革命历

史文献融入研究生思政课，不负时代的召唤和人

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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