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研究(上)》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02062022103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中文）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研究（上）

（英文）Studies in Marxist Classical Philosophy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本课程是通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理解和把握贯彻其中的

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文献及其相关知识进行研

读的一门课。通过学习深刻地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在于，使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核心文本、主要内容、基本方法；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通过对理论的深刻分析和对现实的反复关照，使学生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分析解决问题。

本课程的教学团队以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研究员为主，年龄结构合理，容易和青年学生沟通。

课程选用马工程统一教材，由主讲教师在教材知识点的基础上，结合本人的研究特点授课。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为教学重点。教学难点

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其丰富和发展。

本课程在注重文本基础的同时，强调以学术前沿问题带动对文本的阅读，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

学生的启发性，重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究能力。

本课程采用学生课下阅读与教师课堂讲授、答疑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学业成绩由平时成绩（以考勤

为重要参考之一）和期末论文共同构成，注重对学习过程中学生积极性、主动性的反馈。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teaches Marxist world view and methodology, including the fundamental texts of

Marxism from Marx to Lennin. All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philosophy are required to attend. Two

research professors plus one assistant professor build up the teaching group. The core part of this course is

to understand the view and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r the final exam,

one paper is required. But the ordinary achievement, for example, to communicate actively with

professors, are also important.

*教材

（Textbooks）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编写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

导读》（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20年 8月，ISBN978-7-01-022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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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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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颜利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周 丹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

杨洪源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副主

任。

*考核方式

（Grading）
总评成绩=期末考试论文（70%）+平时成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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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颜利教授 讲授导论，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研究

对象、目的和方法等。

第二周 2 2
杨洪源研究员 讲授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上），主要内容包括马克

思的价值理论。

第三周 2 2
杨洪源研究员 讲授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主要内容包括政治

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方法。

第四周 2 2
杨洪源研究员 讲授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下），主要内容包括所有

权批判理论、社会革命理论。

第五周 2 2
杨洪源研究员 讲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主要内容包括

《资本论》的写作背景、重大意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本质。



第六周 2 2
杨洪源研究员 讲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主要内容包括

商品拜物教的表现和秘密、扬弃商品拜物教的方式。

第七周 2 2
杨洪源研究员 讲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下），主要内容是“重

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第八周 2 2
杨洪源研究员 讲授恩格斯《反杜林论》（上），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

第九周 2 2
杨洪源研究员 讲授恩格斯《反杜林论》（中），主要内容包括世界的

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第十周 2 2
杨洪源研究员 讲授恩格斯《反杜林论》（下），主要内容包括真理的

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关系。

第十一周 2 2 周丹研究员 讲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第十二周 2 2 周丹研究员 讲授《论犹太人问题》

第十三周 2 2 周丹研究员 讲授《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第十四周 2 2 周丹研究员 讲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第十五周 2 2 周丹研究员 讲授《自然辩证法》



第十六周 2 2 周丹研究员 讲授《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

总计
3

2

3

2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