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222021029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无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课程，是为哲学院本科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讲授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

历史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其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以引导学生深入认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现实品格等。主要采取讲授的方式上课，同时注

重与学生的互动，随时针对各种认识问题进行讨论和辨析。采取论文写作的方式进行考核。

课程教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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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结合专业知识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

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教学中将以学生接受度为指向，适应学生当前学术基础，激发他们的兴趣，在与学生的互动中提升他

们的学术兴趣与学术水平。体现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Western Marxism Studies”，as the optional course set for the undergraduates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in CASS，mainly includ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School’ rise and it’s development , its

pedigree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orists, as well as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Western Marxism and

classical Marxism. The course aims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the undergraduat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 philosophy. The course will be taught as lectures sprinkled with few seminars

*教材

（Textbooks）
因为是专业选修课，问题性强，不拟指定教材。

参考资料

（ Other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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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院 20 级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腾讯会议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哲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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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芙蓉，研究员，人大博士，专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1．张羽佳，副研究员，北大博士，专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2．贺翠香，副研究员，北大博士，专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3．范春燕，副研究员，北大博士，专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4.魏小萍，研究员，人大博士，专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理路，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

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理解；锻炼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提高他们对思想事件和

现实世界的认识和处理能力。

*考核方式

（Grading）
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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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第一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缘起和主要特征，主要讲述西方

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学术史源头和主要特征。

讲授法

第二周 2 2

第二讲：历史与阶级意识，主要讲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

奇的思想，以及他作为西马奠基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区

别。

讲授法



第三周 2 2

第三讲：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主要讲述西方马克思主义

者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偶然相遇的唯

物主义等思想。

讲授法

第四周 2 2

第四讲：讲授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

现代君主理论。主要依据《狱中札记》、《狱中书简》、《现

代君主论》展开。

讲授法

第五周 2 2

第五讲：讲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原

理和宗教的无神论，主要以《希望原理》为文本依据，对西

方文化中的乌托邦思想传统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

讲授法

第六周 2 2

第六讲：讲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家本雅明的资本

主义文化 批判理论和历史哲学，指导学生阅读本雅明的《历

史哲学论纲》、《拱廊街计划》、《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

情诗人》、《暴力批判》等文本。

讲授法

第七周 2 2

第七讲：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总体概况。主要内容

有：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霍克海默、阿多诺、哈

贝马斯、霍耐特的几代传承思想；他们的理论贡献；社会批

判理论在中国的历史效果。参考书目：《法兰克福学派：历

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上下册。



讲授法

第八周 2 2

第八讲：哈贝马斯对唯物史观的重建。主要以《重建历史唯

物主义》为主，探寻哈贝马斯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参考书目：《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讲授法

第九周 2 2

第九讲：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思想。主要以他的《否定辩证

法》为主，讲述否定辩证法的含义及其影响。参考书目：《否

定辩证法》中英文对照着看。

讲授法

第十周 2 2

第十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理论，主要包括新工具

论、国家自主性理论、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等。

讲授法

第十一周 2 2

第十一讲，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

性别异化理论、家务劳动理论以及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理论。

讲授法

第十二周 2 2

第十二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哲学，主要包括合理性的

乌托邦以及新共产主义理论。

讲授法

第十三周 2 2

第十三讲：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自由与财产权问题上的分歧，

内容包括启蒙思想家的契约理论、黑格尔对自由与私有财产



权关系的认识，马克思的批判思路。参考书目：卢梭的《论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马

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讲授法

第十四周 2 2

第十四讲：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内容包括施蒂纳对社会

贫富分化问题的认识方法，马克思在对施蒂纳的批判中所涉

及到的政治哲学基础问题。参考书目：施蒂纳的《唯一者及

其所有物》、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讲授法

第十五周 2 2

第十五讲：当代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分歧，内

容包括柯亨、比岱与诺契克、罗尔斯在自由、公正与平等问

题上的分歧。参考书目：柯亨的《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

诺契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罗尔斯的《正义论》。

讲授法

第十六周 2 2

第十六讲：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解析，内容包括皮凯蒂

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趋势的论证及其修缮思路。参考书

目：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

讲授法

总计 32 32 （.教学方法包含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视频教学、课堂汇报、课后实践等）

备注（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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