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课程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专题》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212020070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专题

Course of Marxism on religion study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无

*课程简介（Description）

课程意义：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提升学生对宗教的认识，培养学生研究宗教现象、宗教

问题、宗教理论的热情，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国宗教的历史和现状，为进一步增进国际交往、

加强国际合作做出贡献。

课程目标：宗教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支撑学科之一，是从事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学生必备的通识教

育基础知识。领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即宗教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正确认识宗

教的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正确理解宗教的社会本质和社会作用。正确理解“一带

一路”沿线各国宗教热点问题。充分领会党和国家的宗教理论与宗教政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

价值观。

主要教学内容：

重点难点：教学重点：1.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2.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 教学难点：1.宗教的概念界定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历程 3.“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宗教热点问题探析 4.如何积极引

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5.宗教中国化

主要教学方法：讲授法、提问法、讨论法、案例法

基本要求：1.不缺勤，不迟到，不早退 2.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3.论文写作认真且规范。

结合我国宗教发展状况以及周边国家的宗教发展现状，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基

本内涵、新时代的宗教工作重点，较为系统概括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和方法论，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维度，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专业知识的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宗教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引导

学生探索宗教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充分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的相关论述以及相关会议

和文件的精神和理论内核，对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感悟，从而主动探索宗教在

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价值和作用，如何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及宗教中国

化的历史、现状和理论内核，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过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课程学习，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度思维，使学生的创新性

思维进一步得到释放。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Course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study of Marxism on religion study, students will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 cultivate their enthusiasm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us phenomena, religious

issues, and religious theories, and further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religions in the world, so that they can contribute to further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Course Aims: Religion study, as one of the supporting subject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s an

essential found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engaged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 understand the Marxist view of religion that religion has the objective laws

of its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extinction; gain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and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nature and social role of religion;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popular issues of religion in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fully understand the religious theories and policies of the Party and China,

and build up the correct worldview and values.

Main teaching content：

Key points: 1. Marxist view of religion 2. Religion policy of the Party and China

Difficult points: 1.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religion 2.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icized

Marxist view of religion 3. Analysis of the popular issues of religion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4. Sinicization of Religion

Main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questioning, discussion, case study

Basic requirements: 1. no absence, no late arrival, no early leave 2.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class

discussion 3. serious attitude and standard format in essay writing.

Comb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in China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ligion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is course provides a more systematic overview of Marxism on religion study in terms of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asic concepts, and the focus of religious work in the New Era. Students will be

helped to grasp the Marxist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and to gai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a Characteristics in New Era from the dimensions of history

and reality, theory and practice. Students should be guided through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Marxism on religion study to gai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laws of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religion in today's society, to fully appreciate the

spirit and theoretical core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relevant statements on religion as well as

relevant conferences and documents, and to gain further understanding and insight into the religious

policies of the Party and China so that they can take the initia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oday's China society. They will explore the status, value, and role of religion in today's Chinese society,

knowing how to actively guide the adaptation of religion to socialist society, as well as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religion, and consciously

promote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volution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Through the course of study in Marxism on religion study, students will develop the ability to solve

complex problems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 and critical thinking, so that their innovative thinking

can be further developed.

*教材

（Textbooks）
无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资料索引信息如名称，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份，版次，书号等）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马克思主义学院本

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语种

双语：中文+ 语种（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姓名：郑筱筠

职称：研究员（二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系

主任；目前已出版或发表《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建设》《关于

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宗教学三大体系之思考》《历史必然性

与文化创新性——关于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路

径》《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队伍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学科建设之思考》、《新中国宗教学 70 年》《中国南传佛教研究》

《斯里兰卡与东南亚佛教》等学术专著（含编著）20 余部和论文

200 余篇及内部报告近 30 篇，学术研究成果先后多次获省部级及

国家级优秀成果奖；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社

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委托的重要项目等 40 余

项。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姓名：金泽

职称：研究员（二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宗教学理论

研究。专著有《中国民间信仰》，《宗教禁忌研究》，《宗教人类学导论》，《宗

教人类学学说史纲要》等。论文有《略论中国宗教意识的兴衰沉浮》，《民间

信仰的聚散现象初探》，《全面研究宗教在文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宗

教与政治互动的复杂性》等。

姓名：晏可佳

职称：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宗教宗教问题研究、

基督宗教、祆教等相关领域研究。现为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宗教学

会会长、上海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

主要著作有《祆教史》（合著）、《中国天主教简史》、《宗教学理论前沿》

（主编）等。主要论文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等。

承担过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以及部委办多项课题，相关研究成

果获市级哲社优秀成果奖。曾出访欧美亚十余国访学、科研、讲课和参会等。

姓名：曾传辉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

论、道教与中国传统医疗文化、当代宗教等相关领域研究。现任北京中医药

大学国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院兼职教授，浙江省统一战线

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四川省统一战线智库专家，老子道学研究会副会长、中

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首部（1992 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第六章，《元代参

同学》、《20 世纪 50 年代西藏的政治与宗教》等。主要论文有《Religion 概

念的迻译与格义》《论马克思宗教观的发展脉络》等。

参与或主持过多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子课题，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策研究奖等奖项。

姓名：何虎生

职称：教授（二级）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

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副主任，中

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中

共党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特聘专

家。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当代中国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

问题；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中共统战思想、党的政治建

设和政治文化。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建设工程项目，国

家部委委托重大项目，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重点图书，2014 年、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等国家级项目 20余项。

出版《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新

时期党的宗教政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专题研究》《新时期中

国宗教公益慈善问题研究》《中国共产党宗教理论百年发展史》《完善党的宗

教政策研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史》等 30 余部学术著作，发表学术

论文 200 余篇。



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1.领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即宗教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

2．正确认识宗教的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

3.正确理解宗教的社会本质和社会作用。

4.正确理解“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宗教热点问题。

5.充分领会党和国家的宗教理论与宗教政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考核方式（Grading） 课程论文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填写规范化要求见附件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2022.8.29
金 泽 研究员

立足中国宗教国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第一节 以发展的眼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1、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具体论断与整体学说的关系

2、宗教与社会的关系

第二节 多角度定位宗教，既能丰富我们对宗教的认知，也有利于

社会和谐

1、宗教是个多层面的多面体

2、意识形态、文化、功能诸多定位间的关系

第三节 立足中国实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1、宗教现象存在的长期性与群众性

2、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与时俱进

第二周

2022.9.5
郑 筱 筠 研究员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热

点问题研究 （一）

一、何为“一带一路”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

内容

第三周

2022.9.12
郑 筱 筠 研究员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热

点问题研究 （二）

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全球性热点问题研究

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区域性热点问题研究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防范或降低宗教风

险

第四周

2022.9.19
晏 可 佳 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探究

教学目的与要求：结合我国宗教发展状况，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

历史发展脉络、基本内涵、新时代的宗教工作重点，较为系统概括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历史脉络部分从经典作家论述开始，从中国共

产党建党以来直至改革开放时期的宗教观的形成和成熟过程；基本



内涵部分，重点围绕宗教的五性，阐述 19 号文件和建设性作用和江

泽民《论宗教》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宗教理论的丰富内涵，结合是 16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和新修

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相关内容展开。总结部分，

强调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坚持和发展的两大基本特征。

第五周

2022.9.26
曾 传 辉 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第二节 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体系的构造

第三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的建立和发展

第六周 国庆节 法定假期日，停课一次

第七周

2022.10.10
曾 传 辉 研究员

新中国宗教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宗教的民族改革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宗教治理在曲折中发展

第三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国宗教治理体系

恢复和完善

第四节 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宗教治理体系的发展达到新的高度

第八周

2022.10.17
何 虎 生 研究员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一）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属性的基本认识：宗教的本质特征；遵循

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把握我国宗教的

主要特征。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宗教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总结：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牢牢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

本方针；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三、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当前

宗教问题的研判部署：沉着应对国内外宗教格局深刻变化；有重点

做好各宗教工作；做好其他宗教工作

第九周

2022.10.24
何 虎 生 研究员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二）

四、中国共产党关于推进宗教理论创新的核心要义：坚持“导”的

正确态度；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五、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对宗

教工作领导的制度保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巩

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把宗教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

系。

第十周

2022.10.31
金 泽 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宗教人类学方面的丰富与发展

第一节 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确立

1、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学的关系

2、宗教人类学的学科特点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关联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人类学方面的丰富与发展

1、论宗教的起源和演变

2、论基督教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当代宗教人类学的影响

1、陶西格的《南美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创世纪”》

2、约翰和简的《意识的殖民化》

3、回应时代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第十一周

2022.11.7
郑 筱 筠 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形成

二、理解习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重要论述的几个要点

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做好新时代宗教工

作

四、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宗教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总计 32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