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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它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目的，人类通过实践

活动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无比珍贵的财富，包括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融合，既能助力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能为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创新发展注入深厚的文化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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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ist practice theory is one of the core viewpoints of Marxist philosophy, emphasizing that prac-
tice is the foundation and purpose of cognition. Through practical activities, human beings contin-
uously understand and transform the worl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history.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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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ccumulated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is an invaluable treasure, 
encompassing moral, value, and aesthetic concepts.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t practice theory with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not only helps us to understand and inherit the excellent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more profoundly but also injects a rich cultural source into the in-
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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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科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深邃智慧，共同承载着人类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时代

背景下，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既是推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培育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

课题。 

2.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涵及其在当代的意义  

马克思曾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

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以“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为核心，强调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

的物质性活动，揭示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及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改变了人

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尤其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 
(一) 内涵 
恩格斯曾高度赞誉实践观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这一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

深刻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根基，其内涵可

概括为：实践是以人为主体、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感性物质活动，兼具主体性、能动性与客观物质性，

涵盖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科学文化实践三种基本形式；在认识论中，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

力、检验标准与最终目的，决定认识的产生与发展；在社会历史领域，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物质生

产实践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通过实践推动历史进步；实践还具有历史性与社

会性特征。这一理论打破旧哲学局限，确立“改变世界”的价值取向，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提供了科

学方法论。 
(二) 核心观点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认识是在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实践是认

识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主张，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理论的真伪，实践结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实践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人们通过实践活动改造世界，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实践是丰富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必须与时俱进，不断从实践中吸取新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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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多维指导意义。其一，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方

法论，强调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要求在发展过程中秉持实事求是原则，从客观实际出发破

解现实问题；其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基于实践是认识源泉的核心理念，持续从现实实

践中汲取养分，使理论体系与时俱进地适应时代需求；其三，赋能人类社会进步，以实践作为历史发展

的根本动力为逻辑起点，倡导通过实践探索与创新突破，推动社会形态向更高阶段演进；其四，助力人

的全面发展，将实践视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步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建设，提升人民群众的综合生活质量；其五，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以实践推动社会发展的理念

为指引，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构建以共同繁荣为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唐代魏征曾曰：“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

先辈们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更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根脉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历经五千多年的沧桑变化更显智慧光芒，它不仅是我们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更是我们在全球化浪潮中坚

守自我、砥砺前行的坚实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以“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诠释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以“民惟邦本”的政治理念彰显治国理政的价值根基，以“知行合一”的哲学思辨强调理论

与实践的统一，以“和而不同”的包容胸襟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天下为公”的崇高理想凝聚人类共同

价值追求，深刻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思维方式与道德准则，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

丰厚滋养与精神动力。包括做人方面的道德精神，讲究善良、仁义、刚毅，不屈不挠，自强不息，以及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精神；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严于律

已，宽以待人、讲信修睦精神；物质生活方面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学习方面孜孜不倦、持之以

恒、不耻下问的精神；实践方面与时俱进、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4.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通的文化内核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强调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与人民主体性的实践品格，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躬

行践履”的力行思想、“民惟邦本”的民本理念、“知行合一”的哲学智慧一脉相承，同时二者均深植着

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实践目标与奋斗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倡导“不患寡而患不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公平理念，共同彰显出立足现实、服务人民、积极

有为且坚守正义的文化内核与价值追求。 
(一) 实践观念的共通性  
马克思主义不是躺在书斋里的，而是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的[2]。马克思主

义实践观强调人是实践的主体，实践是“感性的人的活动”，凸显人通过有意识的活动改造世界的能动

性。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实践理念相契合。道家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虽主

张“道法自然”，但亦肯定人在“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实践中需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蕴含改造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伦理追求，强调实践不仅是物质

性活动，更是塑造人的精神世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的

伦理实践观形成理论呼应，王阳明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强调道德认知需通过实践转化为

行为准则，如“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体现了道德实践对人格完善的决定性作用。

在王阳明看来，知与行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没有先后之分，二者在实践过程中是同时显现的关系[3]。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观念的共通性，本质上是人类对实践智慧的不同理论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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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始终包含着对人民的信任、对人民的依靠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深刻彰显其特质。在理论层面，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

确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将人民置于社会发展的

主体地位，明确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精神创造及社会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以人民利益作为价值评

判的根本标准。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将“为人民谋幸福”贯穿始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以人民利益

为宗旨，以实现共产主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奋斗目标，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实

践中，以满足人民现实需求、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导向。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人民立场，既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又彰显了其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价值追求，成为马克思主义

理论科学性与革命性的集中体现 。 
(三) 社会公平正义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聚焦社会公平正义，将公平正义的本质归结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主张通

过消除剥削与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其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摒弃压迫剥削、实现人人平等自由

的理想形态，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性跨越。与之相呼应，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儒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民众福祉视为政治实践的根本目标；墨家主张“兼

相爱，交相利”，倡导无差别的平等互助；《尚书》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将民意上升

为正义的终极依据。二者均以“人民”为公平正义的逻辑起点，反对特权阶层对利益的垄断，共同奠定

了“以人为本”的价值根基。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公平正义的终极目标，追求消除阶

级对立、实现社会成员自由联合的共产主义社会。《礼记·礼运》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

同世界，通过“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实践建构，展现了对普

遍平等、社会和谐的终极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在价值终极性上

高度契合。 

5.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4]。他着重强调，

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实践的根本遵循，学深悟透并灵活运用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在学习与实践过程

中，特别需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特别是实践观。通过深入理解与运用这些理论精髓，不

断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一) 教育领域的实践探索  
在教育领域，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探索，通过精准把握教育对象的本质

特征，立足学生成长规律与认知需求，将精准施教与科学育人有机结合；同时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

径，以知行合一为导向，推动理论讲授与文化体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传统

文化教育价值的双向赋能，培育时代新人。 
1. 以实践观精准把握教育对象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将人界定为“现实的人”，强调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总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需

兼顾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一方面，教育对象的思想认知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需从物质

生产实践维度剖析其思想形成的深层逻辑；另一方面，承认个体在思想水平、思维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性，

避免将受教育者抽象化为“原子式个体”，而是尊重其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具体实施中，

在制定统一教学目标的基础上，需针对不同群体的特殊性制定差异化教育方案，实现精准施教与科学育

人的有机结合。同时，引入实践标准检验教育成效，通过实践反馈机制发现问题、优化教学，推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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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因此，在检验思想政治教育成果时应加入实践的观点及方法论，并在检验的过程中发现新问题、解

决新问题，从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研究。 
2. 以实践观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塑造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实践活动，将实践观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旨

在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实践能力，培养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教育目标层面，构建“教”

与“学”的双向导向机制，尤其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内容的创造性融合，将五千年文化精

髓贯穿教育全过程，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思政教育体系。通过提升话语的现实亲和力，推动

教育内容从“入耳”向“入脑入心”转化，最终实现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实

践观以 “实践是认识基础”的核心论断，为高校思政教育创新提供理论根基。在教育实践层面，创新路

径需突破理论灌输模式，构建“实践融入全流程”的教育体系。在课程建设上，理论课嵌入社会热点实

践案例并开设“社会调查”等实践选修课；实践平台拓展方面，校内依托活动室与社团营造实践氛围，

校外与政企社区共建基地开展实地考察；教学方法创新采用项目式教学与情景模拟，强化学生实践参与；

评价机制整合参与度、能力提升等多维指标，引入教师、学生与实践单位多元评价；师资建设通过教师

挂职锻炼、校外专家引入等方式，打造实践型教学团队。该路径旨在推动学生在实践中内化思政理论，

培养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担当的时代新人。 
(二) 文化领域的实践探索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前提下，通

过逻辑重构与科学改造，使其符合现代认知逻辑并经得起历史实践检验。以马克思主义民生观与传统民

生思想的融合为例，商周时期“民惟邦本”的朴素民本理念虽绵延千年，但本质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

权稳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则赋予民生思想以人民主体性内涵，将“人民当家作主”确立为实践导向，

使民生理念从工具理性升华为价值理性。在文化创新层面，坚持以实践需求为导向拓展传统文化的时代

内涵：一方面，立足当代社会发展语境，为传统文化话语注入现代性表达，推动经典文本与日常生活的

对接，构建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辩

证批判精神扬弃传统文化，在继承“仁爱”“正义”等合理内核的同时，剔除“三纲五常”等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相悖的糟粕，实现传统文化伦理的现代化重构。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

赋能，推动二者在认知结构上的通古贯今，形成互补共生的文化发展格局。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以贯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路径  

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筑牢思想根基；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文化基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传承

创新，凝聚价值共识，三者协同发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交融，为新时

代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与实践指引。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

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5]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必然结论。马克思主义作

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其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历

史使命等理论，在历史和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从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始终得以坚守，无

论形势如何变化，这都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这一指导地位的确立，既是历史的选择、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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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也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所决定的，必须在实践

中始终坚守并不断丰富发展。因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探索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把握实践观的核心要义，将其贯穿于文化传承、创新和发展的全过程。通过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

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和未来发展方向，为文化传承和创新提供科学

的理论支撑。 
(二)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生命力源于其蕴含的普适性价值，如儒家“仁爱忠恕”的伦理观、道家“顺

应自然”的生态观等。在传承层面，需以辩证思维萃取其中的积极元素，挖掘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等思

想资源，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文化支撑；在创新层面，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求，推动传统文化与

时代精神的深度融合，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转化为共同富裕的实践追求，使传统文化在服务现实

需求中焕发新生机。通过“扬弃继承—创新转化—实践应用”的完整链条，构建传统与现代有机衔接的

文化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过程中获取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6]。 
(三)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传承创新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6]。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深刻的价值同构，前者从后者中汲取家国情怀、崇德尚贤等文化基因，

后者通过前者实现现代化价值重构。在实践中，需以核心价值观为标尺，对传统文化进行筛选与阐释。

一方面，将“仁义礼智信”等伦理范畴转化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具体要求，增强文化认同的时代共

鸣；另一方面，以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现代价值理念为指引，对传统人伦体系进行批判性改造，剥离

其等级制度的历史局限，保留并弘扬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内核。通过价值引领与文化传承的双向互

动，构建兼具民族特性与现代品格的文化生态。 
(四) 立足人民实践夯实文化发展根基 
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与传承的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人民性本质要求文化发展必须扎根于

人民生活。一方面，深入生产实践一线挖掘文化创新素材，以回应人民关切为导向，将基层的实践智慧

转化为文化创作的源头活水，使文化成果真正服务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坚持文化发展的

人民立场，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成果融入日常生活，引导群众在参与文化实践

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从革命年代的精神谱系到新时代的先进典型，

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转化的践行者与见证者，唯有扎根人民、服务人民，才能确保文

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与持久动力。 

7. 结语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深化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路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内涵与新时代宝贵的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我们需深入挖掘、系统梳理这些文化要素，赋予其时

代内涵与现代话语表达，在丰富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内容的同时，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认同度与接受度，使其更好地契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求。在此过程中，大力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亦能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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