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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要搞好邓小平理论的教学�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本文认为�要以邓小平理
论本身的理论魅力吸引学生�以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力说服学生�以邓小平同志的高尚
人格感染学生�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如“ 糊涂” 教学法激发学生�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
段抓住学生�通过考核的“ 指挥棒” 作用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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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学课程中开设《邓小平理论概论》是党中央
针对高校政治理论课教育改革作出的一项重要举措�
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有用人才的重要保证。如何贯
彻党中央的决策、搞好邓小平理论的教学呢？使邓小
平理论不仅进课堂、进教材�而且进学生的头脑？为
此�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边实践、边总结�寻找有
效的搞好邓小平理论教学的途径。我们认为搞好邓
小平理论教学的关键之一就在于阐述邓小平理论彻

底的科学性�充分发挥邓小平理论“ 说服人” 的作用。
落实在教学的具体措施上�就是要积极探索有效的教
学形式�提高广大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变
“要我学” 为“ 我要学” �改变他们对空洞的政治理论
课不感兴趣的状况�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

一、精心组织教学内容�以邓小平理论本
身深邃的理论魅力吸引学生

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博大精深�涵盖面十分广阔�
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讲深、讲透�其难度可想而知。我
们通过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认识到邓小平同志告诫
的“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所
在。我们把邓小平理论的教学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概括为“12345” �即一面旗帜�两大主题�三根支柱�
四个核心�五条战略。一面旗帜是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两大主题是“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 ；三根支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准确把握�对时代主题的科
学论断；四个核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
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根本
任务�改革开放；五条战略是：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
抓�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社会主义
民主法制建设和祖国统一。

在邓小平理论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开始的
学习中同学们往往会怀疑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有些
同学认为“ 邓小平理论大多体现在一些谈话、报告中�
理论术语不多�更没有系统的大本专著�能算是科学
理论吗？” �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无从发挥邓小
平理论本身深邃的理论魅力对同学们的吸引力�针对
这一情况�我们在教学中反复强调“ 科学理论贵在求
真” 的观点�并且引导学生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判断一
种理论是否科学�关键要看这种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
客观规律�看这种理论和以前的理论或同时期的其他
理论相比�有哪些突破和创新？归根结底要看这种理
论对社会实践是否产生了积极的成效？我们通过大
量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向学生证明：在“ 什么是社
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根本问题上�邓小
平根据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和中国的具体

国情�剔除了人们以往的理想化色彩和非科学成份�
从而使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接近客观真理�也正是
在揭示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全面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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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我们
还引导同学们思考和讨论�逐步形成了这样的共识：
内容决定形式�一种内容可以有多种呈现形式�就科
学理论的形式而言�大本头的专著固然是一种形式�
但谈话和报告也是一种形式�关键看内容是否科学。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没有什么大本子�但却是人们公认
的科学真理。毛泽东写的一些小册子�当年曾被“ 左”
倾机会主义者讥讽为“ 狭隘经验论” �认为“ 山沟里出
不了马列主义” �但正是这些小册子�指导中国人民赢
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邓小平也没有写过什么大本
本�他提出的观点和原理都分散在不同时间和场合的
谈话和报告里�而且他善于用简洁而通俗的语言来概
括全面而深刻的内容�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巨大
成就证明了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的理论。通过这些分
析�同学们思想上的疙瘩被解开了。

二、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时事热点�解惑释
疑�以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力说服学生

邓小平理论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实

践力�十五大报告指出�只有邓小平理论能解决中国
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我们在讲课中充分体
现这一特点�结合当时的热点问题�理论联系实际�解
同学们的思想之“ 惑” 释其行动之“ 疑” 。例如在讲解
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理论时�联系我国积极争取加入
WTO 的实际�并从邓小平理论出发回答同学们提出的
种种问题；在讲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理论和国
有企业的改革时�结合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和非
公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抓大放小” 、“ 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改革思路；在讲解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时�用大量的案例说
明反腐倡廉的极端重要性、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党；
等等。对同学们关心的焦点问题也不回避�即使对诸
如部分官员腐败、犯罪率居高不下、黄赌毒黑等社会
阴暗面�我们在教学中既向学生提供有关资料�对这
些问题的背景、成因作客观、公正的分析�介绍国家有
关的政策法规�又组织讨论�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和评
价这些问题�引导学生树立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从
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用实际行动弘扬正气�祛除邪
恶。我们还利用有利时机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
教育�例如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
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广大学生义愤填膺�我们抓住这
一时机�揭露其“ 人权高于主权” 的荒谬；在1999年7
月“ 法轮功” 歪理邪说被揭露出来�我们针对性地进行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使同学们清醒

的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才
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思想和行动指南。
三、展示个人品德�以邓小平同志的高尚

人格感染学生
邓小平同志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我们就

从邓小平同志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从他不畏权
势、勇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从他无论在怎样的景
况下始终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前途苦苦思索和执着

追求的毅力�从他高屋建瓴的政治魄力和创新精神等
小平同志的人格去影响大学生的人格形成�激发学生
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求索。让他们从小平同
志的人生经历、伟大品格和杰出成就中�领悟到的伟
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特有的人格魅力�被伟人的人格所
感染�从而增强同学们报效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有些同学课后就说�小平同
志的人生原来如此曲折�对真理的追求又如此百折不
挠�难怪他的思想如此精练而深邃�我们真应该好好
地向他学习。

四、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用启发式的教
学方式激发学生

多年来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模式是“ 填鸭式” 的满
堂灌�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这种模式的弊端重重�
既不适应全面素质教育的要求�又会引起同学们的逆
反心理�不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我们采用启发式的
教学方式�充分激发同学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具体措施有：
1∙走出去�请进来。“ 走出去” 就是开展社会实践

和社会调查�让同学们亲身感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
果�俗话说“ 眼见为实” �通过这些活动使同学们真切
体会到邓小平理论的正确与伟大�从而加强对邓小平
理论的认同�坚定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和信念。
“ 请进来” 就是请从事实际工作的政府部门或企业人
员来校内开讲座�与同学们交流。
2∙“ 糊涂” 教学法。所谓“ 糊涂” 教学法就是充分

利用同学们的求知欲望�把同学们本来似乎明白的问
题搞糊涂�调动起他们非要问个明白的好奇和豪气�
再由教师把搞糊涂的问题彻底讲个明白。我们的教
学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的效果非常好。例如我们
在讲第一章时�设计了一个问题：十五大报告指出“ 在
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没有别的理论能解决社会
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这一说法有没有错误？同
学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抓住了�怎么全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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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报告还值得怀疑？片刻过后�请一些同学回答
这一问题�答案自然是“ 没有错误” 者居多（我们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认为“ 有错误” 的） 。接着教师根
据这句话进行推理：“ 只有” 是惟一的意思�“ 没有” 进
一步强调了前面的“ 只有” �说明在当代中国�能解决
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问题的理论只是邓小平理论�也
就是说�得到的一个推论必然是“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是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的” �再向
同学发问“ 这一推论对不对？” �此时有些同学已被搞
糊涂了�有些同学会回答：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是一回事。继续发问“ 同样在十五大报告
中�在阐述指导思想时�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方面都讲全的�而这里只讲个一个邓
小平理论�你认为这是十五大报告时的疏忽呢？还是
这三者本就不是一回事？” �至此同学们就被搞糊涂
了。此时我们再讲解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形成、发展
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同学们就会聚精会
神地听讲。
3∙开展课堂讨论。这种教学形式的关键是要比

较周密的组织�特别是问题的设计。可先由学生自己
提出问题�再由教师加以概括和确定大家兴奋度相对
集中的话题�布置大家准备�在下一次课进行相互交
流、讨论�或采用分组辩论等形式�调动他们的主动
性、创造性�引导同学们由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地
获取知识��激发他们地学习潜能和学习兴趣�培养同
学们应用邓小平理论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4∙学习成果展示。为了营造浓厚的邓小平理论

学习氛围�可以把同学们讨论、辩论过的内容�在社会
实践的体会、感受�选择其中优秀的布置在橱窗中展
示出来�并欢迎全校师生参与学习、讨论。

五、视、听、讲三位一体�运用现代化的教
学手段抓住学生
“两支粉笔�一张嘴” �一直被认为是政治理论课

教师的典型形象。在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的今天�知
识更新速度的加快�学生接受能力和求知欲的增强�
这样的形象导致了学生认为政治理论课就是空洞的

说教�从而不感兴趣�降低了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在
教学实践中�我们深深感到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集
文字图片、音像动画于一体�且内容丰富、生动形象�
对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形成多重刺激�大大地调动了同
学们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教学效果�我们的教改实

践给予了充分的证明。
六、改革传统的考试方式�通过考核的“ 指

挥棒” 作用引导学生
传统的考核模式都是一张试卷：单选、多选、名词

解释、简答、论述等各种题型轮番出击�这种考核模
式�很难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往往使学生被动学习、
沦为考试的机器。因此我们认为对《邓小平理论概
论》课的考试方法也应改革�丢弃“ 八股” �提倡“ 策
论” 。在改革的探索中�我们把考试分为两部分�第一
部分考邓小平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第二部分
开列一组现实的社会问题�要求学生写一篇不少于
2000字、类似于对策的小论文�并且规定“ 少说套话�
但求实效” 。在有些班级�我们还尝试了以平时成绩
为主要依据、口头考试等形式�取得了非常有益的经
验教训。总体来说�这些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同学们的
学习积极性�培养了同学们的创新精神�加深了他们
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与认识�提高了同学们应用理论
解决问题的能力。

七、教学实践效果
1999年我们对本校的三年级同学进行了问卷调

查�调查结果表明《邓小平理论概论》教学改革成效显
著。

调查的主要结论：（1）《邓小平理论概论》深受同
学们的欢迎�学习的热情很高。我们把《邓小平理论
概论》课与专业课程作了对比调查�在学习的主动性
方面�半数以上的同学对《邓小平理论概论》的主动性
不低于专业课（其中近16％甚至超过了专业课） �大约
60％的同学在课外时间阅读有关邓小平理论方面的
书籍�这种现象在以前的政治理论课程中并不多见。
（2）对政治理论课的认识发生了可喜的变化。50％以
上的同学认为政治理论课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必须

开设的课程�60％的同学认为对政策的理解能力是衡
量人才素质的基本要素之一。（3）80％的同学认为应
该开设《邓小平理论概论》课。（4）在教学思想和教学
方法方面�同学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十分关
注。对《邓小平理论概论》课教学的要求是�既不满足
于空洞的理论说教也不满意简单的实践现象的罗列�
而要在理论层次上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入思考�切实领
会、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精华。（5） 坚定了对社会主义
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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