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马克

思早年针对黑格尔法哲学写的一部带有批判性的著作，这篇

文章语言凝练，内容丰富，针砭时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成立

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也是一篇带有思想政治教育

的内容的文章，对当时社会乃至现在高校教育有着重要的意

义。

1.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导言》中最常用的手法就是批判，通过对宗教的批判到

对政治的批判，从对政治的批判到人的解放，批判的思想就

是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当时社会没有这种提法，纵览全文，

《导言》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包含着丰富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首先，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通过对唯心主义和

宗教神学对人们奴役的批判，奠定了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和

宗教观的基础。当时德国社会的宗教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

身统治的，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宗教的批判，并结合当时社会

现状和自身的立场，阐述了马克思的宗教观。在文中，马克思

说：“人创造了宗教 ，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

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

和自我感觉。”[1](P1-2)马克思对宗教进行批判时强调的是：

宗教是由人创造的，宗教是脱离了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是

一种假象，是人的某种真正的自我意识的异化。在文中，马克

思关于宗教的阐述，揭示了宗教产生的根源，宗教产生就是

以宗教为慰藉的世界维护统治的需要，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宗

教的批判间接地反对德国王权社会和社会现实，从而进一步

揭示了当时社会宗教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维护王权统治

的工具。马克思在文中通过对宗教、对神学的批判，为其唯物

主义思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其次，哲学对无产阶级产生的重要作用是马克思在《导

言》中首次论述，并且马克思还论述了哲学对无产阶级和人

民群众产生的重要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过哲学可以对旧世界

进行批判。马克思在文中写道：“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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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P16) 强调无产阶级可以运用哲学的

伟大理论力量，带领人们实现解放，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和

压迫，无产阶级也能摆脱被奴役的现实。但是这种解放需要

的是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通过对宗教进行批判，阐述了

其唯物主义的思想，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奠定了重要的科学

理论基础。马克思关于哲学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作用阐述

包含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对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

有及其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最后，马克思在《导言》中首次论述了无产阶级在斗争过

程中应该有的做法和斗争所做的工作。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

作为被压迫的阶级，作为被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应该有勇

于革命和敢于斗争的精神，他强调无产阶级应该在群众中做

好指引，起到领导作用，这样无产阶级能够鼓动群众，在群众

中间起到强烈的舆论作用。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于无产阶

级带领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严密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思想是否严密关系到思想政治教

育育人的实践是否成功，放到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严密

的思想政治教育逻辑对于无产阶级摆脱束缚、摆脱剥削和奴

役，带领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

在《导言》中写下的一句很深刻的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

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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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9)这段话语

言凝练，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严密的

逻辑，值得学习和思考。

2.1“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马克思在《导言》中论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阐述科学

理论能够指导实践，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理论不能代

替实践，实践有它独特的作用，理论作为精神层面的东西，需

要和实践紧密结合，才能起到它的巨大作用。无产阶级带领

人民进行斗争，进行的不仅仅是理论斗争，还有实践斗争、政

治斗争等多种斗争，所以在革命斗争过程中理论斗争起到很

大的思想引领作用，但是不能仅有理论斗争，而是要用理论

斗争借助物质力量带领革命斗争取得胜利，这种物质力量指

的是实践，用实践来改变现实世界。

马克思在《导言》中阐述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一种辨

证关系。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的存在的，谁也离不开谁，理论指

导实践，在实践过程中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在文中，马克思

强调，精神力量可以转化成物质力量，但是有条件的，并不是

机械的、随心所欲的转化的。理论必须经群众掌握，与群众相

结合，才能变成他们自身的物质，成为实践力量 [4]。

2.2“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马克思论述理论经群众掌握就可以变成物质力量，但是

需要如何做，理论才能被群众掌握呢？要想被群众掌握理论，

只有说服群众，才可以。那么如何说服群众呢？中国有句古

话：“以理服人”，做到人民群众认可，就能说服人，理论就能

掌握群众。

首先，相信真理的力量。马克思大学期间学的法律，接受

的是理性教育，反对神秘主义和非理性的做法，反对祈求神

秘力量庇护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愚弄群众的做法。他主张

让群众接受科学理论的洗礼，主张科学理论要走进群众，这

样歪曲事实、宗教神学的思想就不能对群众起到奴役和剥削

的作用，相信真理的伟大力量。其次，马克思强调相信人民群

众的智慧。人民群众是变革社会的伟大力量，人民群众占人

口的绝大多数，对于科学理论，人民群众有自我发现的能力

和智慧，他们通过生产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财富，使得人

们群众掌握的社会现实很多，对社会现状不满，加之科学理

论的指导，人们群众定能发现理论的强大作用。最后，走进群

众。理论不是高高挂起的，是要与实践相结合的，是需要走进

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去的。由于人民群众在资产阶

级社会地位较低，接受的教育程度较低，文化水平较低，虽然

社会实践经历丰富，但是对理论的理解程度不够，需要将理

论带进群众中，为群众宣讲，进行讲解，定能起到不同凡响的

作用。

2.3“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理论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那么理论如何说服人呢？理

论要想说服人其实就是两个字：“彻底”，也就是说，理论必须

具有完整的准确性，必须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抓住事物的

根本其实就是把握事物的本质。针对德国社会的现状对德国

社会进行批判，要想取得批判革命的胜利，就需要抓住德国

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抓问题抓住了本质就能找到问题的根

源，从而把问题连根拔起，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就是需要

彻底的理论做指导，才能把握住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根本问

题，从而取得革命的胜利。

3.高校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启示
马克思在《导言》中阐述了严密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

为高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借鉴。

3.1 抓根本找本质，说服学生

《导言》中强调“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具有重要的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抓住事物的

本质。高校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不应以偏

概全，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住处理学生问题的各个

主要矛盾，抓住根本找到本质所在，才能说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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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说服学生，高校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抓根本找

本质呢？

首先，辩证的看待问题。大学生作为独立个体，思想越来

越独立，教育难度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高校在

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辩证的看待各种问题，

问题、情况的发生能加强学生对现实问题的认识，能不断提

升辅导员队伍的能力，能更好的完善学校的规章制度，所以

在高校应该辩证的看待，才能从当局者迷中解放出来，站在

第三方的角度来看问题、解决问题。其次，应坚持“两点论和

重点论”相统一的观点。事物的根本，事物的本质，其实就是

存在矛盾，高校在处理学生问题时应在两点中抓住重点，并

且相信重点是两点中的重点，不断地用深层次的眼光看待学

生问题。最后，坚持辩证的否定，即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发展

自己。高校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抓教育的

根本，这一根本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变化的，不是

一成不变的，需要它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否定自己，需要辩证

的否定，这样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更能够抓根本找本质，

说服学生，成功育人。

3.2 道真理言真理，走进学生

列宁反复强调：“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

理，真理总是具体的。”[5]（P523）真理一经群众掌握，必然会变

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学生也属于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是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学

校、教师的作用是引导、教育学生如何掌握真理，如何接近真

理，与学生一同追求真理。《导言》中强调真理的力量，摆脱宗

教和神学迷信，相信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高校在对学生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不断培育学生追求真理、探寻

真理的精神，并且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去自主

的去寻找真理，作为高等教育，才能更好的实现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

3.3 学中思践中悟，实践育人

《导言》中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

量。”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强调理论结合群众的巨大

作用。高校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时刻坚持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学生，不能脱离学

生。

高校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应摒弃传统教育存

在的“灌输”的做法，不能简单的对学生进行灌输式教育，而

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充分挖掘学生实践的潜能，将所学

所思所想运用于实践。比如：可以举办红色教育基地，通过实

践模拟仿真学红色基地的全貌，达到在理论与实践接轨；可

以举办红色展览参观系列活动，学生将自身的所见所学所想

记录下来形成文字，达到学中思践中悟的效果；微课展示教

育活动，通过学生自己备课，自己准备，充分寻找相关资料，

提升学生理论水平，提高学生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将理论转化成强大的物质力量。

《导言》篇幅不大，却字字珠玑，满篇充满哲思，其中思想

在当时影响巨大，对现今高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影响

颇深，通过不断品读，加之与现今社会相结合，定能碰撞出优

美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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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

4.结束语

结合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

师必须要充分认识到这项能力的作用，并且发现当前教学中

不利于能力培养的阻碍问题。因此，既要在教学形式和教育

思想上做革新，也要遵循“以生为本”的教育原则，充分尊重

每个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从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养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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