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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
果进课程教材切实发挥教材培根铸魂功能

近期，国家教材委员会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部署加强大中

小学教材建设和管理，强调要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

成果进课程教材，切实发挥教材培根铸魂功能。我们必须深刻把握这

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任务要求，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和科学性。

一、深刻认识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进课程

教材的重要意义

第一，这是教材建设与管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的

根本要求。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必须旗帜鲜明地体现党和国家意志。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要

求，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指示批示精神，必须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

程教材。

第二，这是培养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本质需要。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事关

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课程教材是大中小学

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载体，其核心功能在于育人。全面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进课程教材，就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

话、跟党走，矢志奉献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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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是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的重中之重与灵魂主线。加强教

材建设和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完善教材管理体制、强化教材建设支撑等关键问题。全

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进课程教材，切实在各级各

类教材中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求，增强教材培根铸魂

功能，在落实国家教材委员会的总体部署中居于首要、核心、统领位

置，必须贯穿于教材建设和管理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

二、“四位一体”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进

课程教材

第一，要进一步推进教材编写修订。教材是教学之本，教材编写

修订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进课程教材能否

全面落实。在教材编写修订中，关键要做好顶层设计、进行科学编排，

确保分学段分学科加以系统落实。一方面，要分学段以突出重点。中

小学重在启蒙引导、感性体验、实践体认等，高等教育重在系统学习、

理论阐释、深度探究等，确保学段之间层次分明、相互衔接且循序渐

进。另一方面，要分学科以明确责任。要以思政课程为主渠道，以哲

学社会科学课程为重要渠道，其他课程有机融入，确保学科之间主次

分明、各有侧重且共同协作。为此，要及时组织好大中小学课程标准、

教学标准、统编教材修订，并开展相关培训；要及时修订中小学《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组织编写配套教师用

书；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及时组织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修订；各编

写出版单位要对其所出版的教材进行及时修订。

第二，要扎实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正如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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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强调指出的，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

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

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教材一体化是实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基

础。为扎实推进这项工作，非常有必要成立由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主

编、知名思政专家、各学段一线教师组成的专项工作组，科学研制大

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方案，明确具体的育人目标，并强化育

人目标的连续性和贯通性，细化各学段育人水平要求，合理确定各学

段教材的内容布局，确保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同时，要依

据这一建设方案全面修订思政课教材，确保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体

化设计、一体化修订。

第三，要深入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建设。马工程重点教材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的示范工程，

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是新时代马工

程重点教材建设的主线。全面落实《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建设推进方案》，抓好三项工作。一是重点建

设一批精品教材，即重点建设一批意识形态属性强、价值引领作用明

显、文化传承意义大的精品教材，加快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

现中国学科发展要求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为构建中国自主

的知识体系发挥基础性、导引性作用。二是打造“中国系列”高水平

原创性教材，例如要大力推进中国经济学、中国法学、中国新闻学等

教材建设，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中国价值应成为“高水平、原

创性”的核心之义。三是推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摘编“经典系

列”，即梳理摘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及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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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述，为教材编写、审核、出版、使用提供基本遵循，进一步打

牢专家学者理论基础，全面提高教材质量。

第四，要大力加强资源建设。资源建设是切实发挥教材培根铸魂

功能的重要支撑。一方面，要组织专门力量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解读，帮助教材的编者、用者及时准确把握党的创

新理论最新成果。另一方面，要开发建设一批针对性、实效性强，富

于吸引力、感染力的多形态资源，服务教材编写、修订、使用，确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进课程教材能有机、生动地落实落

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