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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专业研究生实践教学创新研究

——以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为例

王　琼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1

摘　要：基于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理念的落实，实践教学成为高等教育创新改革的首要环节。哲学专业研究生实践教学中理

论与实践相脱节具有典型性。以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为案例，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探讨对“双结合”实践观具有创新

意义。批判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实践教学，也批判以哲学为代表的只有社会实践而没有哲学理论的实

践教学，肯定并期待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即实践即理论“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创新型实践教学。

关键词：哲学；实践教学；双结合；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近年来，国家教育部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反复强

调研究生教育中实践教学的重要性。2020 年 9 月，教育部《关

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高校要“重

点依托产教融合型企业和产教融合型城市，大力开展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着力提升实践创新能力”[1]。《研究生

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

录管理办法》规定，硕士专业学位类别设置应该以培养具有

相对完整、系统的知识结构和实践创新能力的人才为目标。

2023 年 11 月，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规定，学术学位应“加强与国

家实验室和行业产业一线的联合培养，鼓励以跨学科、交叉

融合、知识整合方式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2]。2024 年 10 月，

教育部《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再次强调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要“激发科教融汇活力，激活产

教融合动能，赋能区域创新发展，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

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3]。这些文件规定的新时代研究生

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能够直接运用在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的专业上，有力推动其质量提升，但在哲学专业却收

效甚微。

1. 哲学专业研究生实践教学现状与问题

根据调查研究来看，我国高校哲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现

在基本都设有实践教学这个环节，时间一般长达 6 个月左

右。其现状如下：学生或在学术研究机构辅助从事相关学术

研究，或在本校从事教务助理、管理助理等工作，或在政府

部门或非政府组织了解政策制定过程，参与社会服务项目，

或在企业参与企业文化建设、战略规划，或在媒体机构参与

内容创作、编辑、出版，或在教育或培训机构参与课程设计，

熟悉教学工作，或参与社区服务、公益活动等社会实践项目。

总之，哲学专业研究生在实践教学中从事着各种五花八门的

社会实践工作，但与其专业理论学习基本没有关系。究其原

因，普遍对研究生实践教学认识不到位。很多人至今认为，

哲学专业是一个纯思辨的理论学科，不适合开设实践教学，

因而造成对实践教学的轻视和忽略，使实践教学缺乏明确的

教学目标和恰当的教学方法。学生也表现出目的不明确，学

习无方法、无动力，为了完成学分而参与实践教学。总之，

哲学研究生的实践教学有名无实，管理松散，茫无目的，不

能有效促进专业学习。结合哲学专业研究生就业难等现实困

境，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如何做好哲学

专业研究生实践教学？如何办好哲学专业研究生教育？

2.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实践教育

要改变这一困境，必须抓住根本问题深入分析，做出

实质性的理论突破。对实践教学的轻视或认识不到位，源于

对哲学学科本身的认识有偏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

深入研究有助于克服这一困境。

2.1 传统实践观与实践教学的困境

传统实践观认为，实践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不同，是

具体经验地改造物质世界的行为活动。当前关于哲学专业研

究生实践教学的研究基本持这一观念。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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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处的丁纪平、徐俊忠教授在《哲学专业研究生实践教学之

我见》一文中，把当前实践教学培养目标分为三类，分别是

“结合说”、“锻炼说”和“体验说”。结合说是指在实践

教学中实现专业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从而使哲学理论发

挥实际功能，也能实现知识积累和理论深化。锻炼说是指

在实践教学中通过具体的操作行为锻炼了学生的坚强意志。

体验说是指在社会实践中走出书斋，接触实际，体验国情民

情。[4] 作者倾向于把“锻炼说”和“体验说”合一，对大家

普遍认可的“结合说”进行了批判。作者认为，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实践教学中便于运用，

也易见成效，但哲学专业课程具有显著的思辨性、超越性、

独立性和非操作性，而社会实践中的操作技能往往是通过经

验积累的，因而在实践教学中很难直接对接运用，从而影响

教学效果，因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哲学专业研究生的实践

教学中行不通。而现有的大部分的实践教学方式，有一定文

化知识或专业技能的人都能做，并非哲学研究生实践教学层

面上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样的批评一针见血。但是作者

最后不得不把哲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基本目标定位为，“接触

社会，了解实际，体验国情和民情，磨练意志和毅力”，这

显然是对问题的回避。虽然发现了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认

识问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因而不得不回避问题。根源在

于未能突破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和实践观，缺少新的实

践哲学观。正如李红波所批评的，“所谓实践能力，主要指

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应用的能力，即对知识的运用能力。”[5]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即理论运用于实践中。在大部分的学科

专业中指导研究生实践教学的即是这一原则。但当理论不能

直接运用于实践中的时候，即不能用哲学原理直接解决现实

问题时，就出现了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

2.2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

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搞好哲学专业研究生实践教学

已有学者论及。袁贵仁在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历

史与现状》一书中提出，实践的观点，确切地说，实践唯物

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教学体系新探索的首要观点、核心范畴和建构原则。[6]

这一思想为我们指出了改革的方向，但关键是如何深入理解

马克思的实践观，这决定了如何做才是马克思实践观指导下

的实践教学这个核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不同于西方传统思辨哲学的实践

哲学，正在于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其哲学思想并不是坐在

书斋里建构出来的，而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生长出来

的，马克思不是为了创造新的哲学思想才去参与社会实践，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第十一条来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

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 这句话意味着，马克思主义

的哲学真理始终服从于改变世界这个总原则，即从实践中

来，到实践中去。这同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从一

个来自于现实社会的活生生的社会实践问题出发，这个问题

关系到国计民生非解决不可。其次，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运用

思辨哲学的理论做指导，而是立足于现实问题，扎根于社会

实践本身解决这个问题，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

方法解决。最后，当这个问题真正在实践中被解决时，即实

现了有益于国计民生，推动社会发展、人民幸福，同时应该

上升到哲学反思，即一种新的哲学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

诞生。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流派的关键之

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和方法。因而，在《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

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

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

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

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

学的问题。”[8] 实践在马克思思想中是一个革命性的哲学概

念，马克思因此彻底批判了思辨哲学。在西方传统哲学中，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即思维能否与存在同一，思维是否

具有客观真理性，是一个不能被彻底证明的问题。马克思认

为，只有实践哲学才能彻底而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即人的

思维具有客观真理性。

2.3 教育的革命：实践教育

实践教学改革首先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哲学

教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容易产生误解，即堕回到

理论指导实践的唯心主义实践观。只有确立了实践哲学作为

根本性原则，哲学研究生的实践教学才可能发生根本性变

化。不会再把实践当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理论在实际中

的运用，不会有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也不会有思辨

哲学逻辑下，实践就是培养动手操作能力，锻炼坚强意志，

体验国情民情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指导下的实践教

学，实质是一种新型教育，是对传统课堂教育的革命。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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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走出书斋，走出课堂，走到广阔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去，

关心国计民生，以人民生产生活中的难题为自己的学术课

题，对社会生产生活深入了解，客观分析，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服务社会，推动社会进步、

人民幸福的社会实践中创立新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看来，

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和哲学思维的客观真理性。实践哲学是真

正的哲学，实践教育是真正的教育。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研

究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方向哲学研究生的实践教学的改革

具有教育革命的试点的意义。

在传统教育模式下，国家给教育投资力度不可谓不大，

但教育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或矛盾却越来越严重。大量的研

究生、博士生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人才闲置，教育资

源浪费，不能有效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社会发展，教育理念、

教育模式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马克思把经济危机和

工人生活贫困的根源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异化，那么，作

为人才生产的传统教育，就是异化的教育。只有在实践教育

的理念下，才能彻底克服教育的内耗和矛盾，实现教育和社

会发展的自由统一和良性发展。

3. 以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为案例的实践教学具体方法

要阐明马克思实践哲学指导下的实践教育和实践教学

的具体内容，最好的方法是以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作为案例进

行探讨。

3.1 以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为案例分析

马克思曾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中谈到自己的

研究时，提到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9] 的方法，并认为这

就是贯穿于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经过的总体方法。这里的“个

别”是指什么？“一般”又是指什么呢？马克思在这里紧接

着提到了“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

还提到了“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护”。这里的“个别”

首先是林木盗窃案。1842-1843 年间，当马克思作为具有法

律专业知识背景的《莱茵报》的编辑，面对林木盗窃案时，

他遇到了一个具体个别的法律现象或法律事件。作为法律事

件本来应该运用法律条文在司法机构内解决，但马克思发现

这个案件不是仅靠法律本身就能彻底合理解决的。当摩泽尔

地区的农民因为在私人所有的森林里大肆砍伐盗猎被关进

监狱时，马克思发现，他们并不是因为品德败坏才这么做，

而是因为濒临破产，只为了领一份监狱里免费的午餐。当成

千上万的人因此而入狱时，普鲁士统治者不是从根源上解决

问题，而是出台了一个更严厉的法案，将人们在森林里捡拾

枯枝、采摘野果等行为也升格为盗窃犯罪，严厉惩罚。马克

思因为撰文为这些农民辩护而遭到普鲁士统治者的迫害，被

迫辞职。但却激发了马克思对此问题的深入思考，从而从法

律领域转入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地产析分”、“自由贸易”

和“保护关税”属于经济学的研究，即“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的个别具体的研究。在这里，马克思同样发现，旧有的经济

学的理论并不能彻底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只有立足经济事

实，实事求是，揭示经济事实的深层真相，才能找到彻底解

决问题的办法。经过这个过程必然走向政治经济学，得出唯

物史观的结论，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要彻底解决法律、政治、宗教、哲学等上层建筑领域

内的问题，根本的办法是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剥削、掠

夺的结构关系，即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分工，

改变异化劳动为自由劳动。这个根本性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不仅是马克思为解决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问题找到的一般性

的解决方法，也是为人类社会发展找到的一般性的规律和方

法，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一般”。

作为一个哲学博士，马克思对法律或经济等现实问题

的研究和解决，始终伴随着哲学方法的反思。这一反思典型

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中，马克思也提到，我们关于法的关系即法的本质的

理解，既不能仅仅从法律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

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而应该从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及

其总和的“市民社会”来理解。显然，对上述研究的反思使

马克思意识到，传统的思辨哲学，即使如黑格尔般严密和完

备，其本质仍然是宗教性的，脱离客观现实的，只具有形式

的合理性。真正的哲学，问题必须从物质现实中来，问题的

解决始终不脱离现实，目的能真实有效促进现实的发展，方

法与实践同步，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的哲学方法。从

形式来看，“市民社会”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作为法律或政

治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法律、政

治和经济学本属于不同学科领域，一个学科领域作为另外一

个学科领域的原因，是说不通的。但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为法

律和政治问题找到了根本原因和解决办法，在社会实践中是

真实不虚的，这一实践逻辑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落实为唯物

史观，是马克思在哲学领域革命性的创见。由此可见，以马

克思的哲学研究为典范，是理解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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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的门径。

3.2 哲学专业研究生实践教学具体方法

马克思的学术研究及其实践哲学的伟大，在于其促进

了共产主义事业，推动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彻底革新了

西方传统哲学观。他的实践哲学研究的范例带给我们方法上

的最重要的启示有两点：一是在具体研究中落实从实践中来

到实践中去的实事求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二是区别于传

统思辨哲学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实践哲学方法原则。

这两点方法至关重要，它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

生教育教学或实践教学的基本原则，并被贯彻、充实到其他

具体方法中去。下面以当前学界流行的几种方法进行分析。

3.2.1 产学研结合

近年来，国家关于产学研融合的教育模式颁布了一系

列文件。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产教融

合的若干意见》，同年，党的 19 大报告提出了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理念。2020 年 1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教

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管理办法》，2022 年，党的 20

大报告更加明确提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

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的科教兴国

战略。这些政策说明，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协同育人模式，是

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

但产学研如何深度融合，这是实现教学模式改革能否

成功的关键。郭玲玲、王宇明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视域下

哲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一文中提出产教融合的具体方法：

一是将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实践复

合式教学，二是校企合一的“课堂 + 社会”联动模式的教

学方法，三强调学科实践和交叉学科互动，培养学生运用哲

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10] 这里的“理论实践

复合式教学”、“校企合一的‘课堂 + 社会’的联动模式”、“学

科实践和交叉学科互动”、“运用哲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

问题”、“产学合作”等概念，是当前关于产学研融合的代

表性观点，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结合说”的实践观。

这些观点并没有深度理解 20 大报告指出的“加强企业主导

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意义。

笔者以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研究就是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典范案例。首先着眼于社会生产领域内亟待解决的难

题，然后立足于这个领域，寻找深层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根本

办法，最后再对研究过程进行哲学方法的反思。在这个过程

中，根本不需要两方面的融合，因为“产”是“学”也是“研”，

生产实践就是学术研究。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学术创新。

3.2.2 双导师制

2009 年，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校内外双导师制”，

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进一步提出“推行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双导师制”。

2013 年《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又指出，“建

立培养单位与专业企业相结合的专业化教师团队”。现在普

遍认为，双导师制是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知识互

补，多方师资力量共同致力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制度。[11]

双导师制强调校内学术导师和校外实践导师合作开展指导

工作。校内导师传授理论知识，指导学生参与科研项目，校

外导师可聘用企事业单位优秀员工，给予学生工作经验和实

践活动方面的指导。[12]

双导师制是“结合说”的发展延伸。同样，根据马克思

主义实践哲学，理论与实践在形式上的结合并不是主要的，

关键在于无论是学术导师还是实践导师，是否在学术研究和

社会生产实践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方法论。

如果是，那么学术导师指导社会实践也不会有问题，如果不

是，实践导师也不能成功指导社会实践活动。

3.2.3 科研平台和实习实践基地的融合

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要充分体现职业性、

应用性和创新性的特征，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必须加强实践

教学，引入行业的优质资源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为研究生培

养创设良好的客观环境。校企联合模式是研究生实践教学基

地建设的主要模式，这一模式更广泛地运用在以工程硕士为

代表的与企业科研应用密切相关的专业。[13] 这一联合模式

是传统科技哲学的实践观，理论指导实践或实践是理论的运

用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指导下的校企联合模式，应

该校企不分，共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解决企业面

临的生产或销售的问题，在这里，企业的问题也是高校的问

题，企业的解决方法就是高校的解决方法，这一模式的核心

结构是校企平等而同一。这就要求，高校的科研机构不仅要

有专业科学技术，还必须是马克思实践哲学指导下的科学技

术，如此才能实现与企业的深度融合，成功解决企业的现实

问题。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指导下的校企联合模式，也应该

成为哲学专业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主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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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启示我们，哲学从根本上指向社

会实践，哲学在真正意义上必然面对生活实践本身，从实践

中来，到实践中去，即实践即理论，“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是真正创新型实践教学。人大哲学院近年来开设的核心课

程实践项目“哲思中国——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传承发展”

县域调研，值得借鉴。该项目设立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引

导学生面对时代问题，深入现实，加强课外调研活动，提

升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思维能力，[14] 是对哲学专业实践教

学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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