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导论

版本 | 高教社（23版）                             课程归属 | 芝士教育/肖宁老师                             文档类型 | 课堂笔记 2025.3.9

导论

导论 框架

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五、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

（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

社会根源

阶级基础

思想渊源

思想前提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创始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经济社会历史条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9C中叶，欧洲的工业革命。

思考：财富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有没有带来人民生活的幸福和国家的稳定发展？

答案是否定的。

财富的增加，并随着贫困的扩散。生产的发展，引起经济危机的出现。

深重社会灾难
第一，社会两极分化，工人极端困苦。

第二，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5次巨大经济危机）

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和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和创新

19世纪西欧三大先进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

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

19世纪的三大科学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为马克

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前提。

古希腊罗马哲学、文艺复兴运动、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进步思想也是马克思

主义的思想来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1844年2月《德法年鉴》上的论文表明，他们完成了从唯心主

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前

提。

（1）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

主义的转变，也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2）1843年《论犹太人问题》：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

变，也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

马克思：德国人、律师家庭，1818年出生在德国的特里尔城，1883年过世。马克思在求学

时期，一直学习并信奉黑格尔的观点。1843 年开始在《莱茵报》工作。

1843年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发表在《德法年鉴》上，黑格尔强调国家和法

（上层建筑）决定市民社会（经济基础）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观点，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和法。1843年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发表在《德法年鉴》上，这两篇文章实现了马克思从

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恩格斯：德国人、工厂主家庭，1820年出生在德国的巴门市，1895年过世。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第一篇文章《神圣家族》|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析了这个怪异现象。

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发展时——给资本家带来了大量

的财富，资本家越富有时，工人越贫穷——所以社会两级分化，工人极端困苦。

（资本家越有钱，越有贪欲——会花更多的钱更新机器，再次提高劳动生产率——

工人失业——劳动力供过于求——工人工资下跌——工人贫穷）

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发展时——没有给国家带来稳定

发展，反而带来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

          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了全国性的经济危机

1836-1843年：银行业、工业为主的经济危机

1847-1850年：英、美、法铁路危机、工业危机

1857-1858年：棉产品，银行业的经济危机

1867-1868 年：铁路、工业、粮食、农业的经济危机

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家富有，工人贫穷——生产的产

品越来越多，但是工人越来越买不起——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引发资本主义经济

危机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从生产资料占有状况上作的分析。＝工人阶级：从工作性质上作的分析。

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方式：捣毁机器——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在斗争方式

的转变过程中，工人逐渐从“自发”走向了“自觉”。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欧洲

三大工人运动（法、英、德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现代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

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三大工人运动的意义：①标志现代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②

提供了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

三大工人运动的教训：①缺乏科学的理论为指导；②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德国古典哲学-德古：近代认识论哲学黄金轴心时代，约50年的时间

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施特劳斯、施蒂纳、费

尔巴哈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汲取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内核”是黑格尔辩证

法，“基本内核”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注意辨析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的是：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费尔巴

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导论

版本 | 高教社（23版）                             课程归属 | 芝士教育/肖宁老师                             文档类型 | 课堂笔记 2025.3.9

导论

导论 框架

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五、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

（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著作

基石核心

伟大发现

政党

《德意志意识形态》 首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现了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

《共产党宣言》

①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国际性的著作

②标志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著作、标志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著作

科学社会主义奠基性文件

马克思一生两个伟大发现

《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

唯物史观（哲学）、剩余价值学说（政经）

①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②揭示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③为人类指明了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④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⑤把社会

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神圣家族》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

《资本论》 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著作

剩余价值理论

《法兰西内战》

《哥达纲领批判》

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

《法兰西内战》：总结了巴黎公社运动的经验

《哥达纲领批判》：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高级阶

段-共产主义社会口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和核心

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著作 

杜林-攻击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反杜林论》-攻击杜林:幼稚病+装腔作势的人——造成杜林被柏林大学开除《反杜林论》

共产主义者同盟

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为其创作了党纲：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

（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

（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俄国化

总括

背景

一战：混战时期、矛盾交织，封建守旧、帝国主义体

系最薄弱的环节。

发展

马、恩：曾提出过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几个主要的

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设想

列宁：一国/数国首先发生并取得胜利的论断

总结：列宁最大的贡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4个历史时期（理解每个时期谁领导做了什么事、形成了什么理论、实现了什么飞跃），不用死

记硬背整大段，会有自己的话理解复述大概即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毛中特、新思想

会详细讲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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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革命性

发展的理论

实践的理论

人民的理论

科学的理论

（1）马克思主义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

（2）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

个突出特征和理论优势，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重要体现。

（3）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整体性，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它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并以实

践为检验标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科学探索性，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掌握客观规律的过程。

（1）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

（2）马克思主义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

人民的理论。

（3）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是以阶级性为深刻基础的，是无产阶级先进性的体现。

（4）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

（5）马克思主义政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

人民智慧，一切奋斗都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马克思主义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随实践而不断发展的学说。

（2）从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和作用来说，它是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科学理

论。

（3）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习近平进一步提

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

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马克思墓志铭

（4）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来看，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一基本观点体现在马克思

主义全部思想内容之中。

（5）马克思主义具有突出的实践精神，它始终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始终坚持与社会主义实际运动紧密

结合。

（1）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学说，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2）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并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3）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它不断吸取人类最新的文明成果来充实和发展自己。

（4）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在指导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与时

代特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得到丰富和发展，并形成新的理论成果。

（5）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

果，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品格。

（6）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既要发扬优良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

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1）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2）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也集中体现为革命性。

（3）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实践性和发展性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4）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任何时期，都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发扬马

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同时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是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上的，是与科学性高度统一

的。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能正确反映规律的才具有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实践并不是马克思的原创概念，但是马克思实

现了哲学史上的实践转向。所以实践是马克思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

动态的概念，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概念，是一个发展开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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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开放性试题，言之有理即可）

观察当代世界变化的认识工具

指引当代中国发展的行动指南

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科学真理

第一，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

第二，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

第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第四，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①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当代中国发展的精神旗帜。

②马克思主义是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

③马克思主义是引领当代中国实践的行动指南。

中国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

主义行。”【考题参看下册】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就在于能否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

创新和实践探索的勇气，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

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我们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

来，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的”，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

的理论创新，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①马克思主义给子我们观察当代世界的宏大视野。

②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透视时代风云的锐利目光。

③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展望未来世界的长远眼光和战略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