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8 期◆版本 1.0◆2019 年 8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6 

Education research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精神相关性探究 
 

李蕙如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10.32629/er.v2i8.1969 

 

[摘  要] 在新时期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精神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

与发扬,还能使国家经济的发展获得相应的思想基础,对于国家及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针对相关内

容加强探讨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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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些年当中,随着社会文化及思想的不断革新,相关

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精神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不断深入,虽然,一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很多有价值

的观点,但对于部分内容还需要进行不断的探讨,这对于两

者价值的挖掘与应用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进一步的

研究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是很有必要的。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促进中国精神的现代化发展 

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将其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实践结

合起来, 为重要的就是中国人民的认同与了解。而中国在

民族危亡的时候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且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

中国化也实现了多次的飞跃,一次飞跃就是我们所说的毛泽

东思想,实现了相关文化建设理论的总结与完善。二次飞跃

是如今我们不断深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我

国实现中国精神文明有效建设的重要指导。而在新时期背景

下,我国的小康社会以及新农村建设都处在非常关键的时期,

面对这种发展形势,我党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精神

进行了不断的研究与培育,在精神层面上实现了现代化建设,

并结合时代发展特征为其添加了新的内涵,这对中国精神的

形成与完善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 

在中华文化当中,中国精神是 为核心的内容,而文化

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应该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文化是否具

有开放性,会对其生命力以及活力造成直接的影响。我国的

历史也告诉我们,闭关锁国将会对思想文化方面的发展产生

很大的限制作用,而马克思主义这门理论,本身具有较强的

开放性,这种思想在形成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着开放性思维,

并结合历史发展对自身的观点进行了不断的修正,这也确保

了该项理论的先进性,也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和中国

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的交融。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

精神双向建设时,能够帮助我们对文化发展规律进行了解和

把握,使我们可以利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自身与世界,而这样

能够为中国精神的重铸与发展提供可能,利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指导,党的领导人能够根据时代发展对文化发展

提出相应的理念,这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巨大

的推动力[2]。 

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方法论与世界观的相互统一,较为

关注自身对于世界发展的指导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加强中国

化建设,实际就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应用马克

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进行指导,中国领导人正

是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指导作用,才将其与中国实践进

行了有机结合,实现了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有效创造。而在

新时期,我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并对新时代的发展需求进行了不断的创新,使马克思主义的

发展更加中国化、时代化以及大众化。而对中国精神加强研

究和培育,能够对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产生一定的

促进作用,使中国人民可以对这种科学理论进行有效的掌握,

从而将其内化成自觉进行祖国建设的动力[3]。 

2 中国精神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相应的精神

基础 

中华民族的文化本身就具有着较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而中国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同样具备包容性与开放性

的特点。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应用与发展,

正是由于中国民族具有宽广、博大的胸怀,接受了马克思主

义这种来自于西方的思想文化,且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具

有尚宽容、贵和协的民族精神,通过这种中国精神的熏陶与

影响,才使得中国人民突破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推动了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有效融合[4]。 

在中国精神当中,革新精神一直存在,新时期的中国精

神,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基于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二

是基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也正是受到中国精神革新品质

的影响,中华文化才会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对马克思主义进

行改造,将其融入到自身的价值体系当中。而对于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来说,其与中国精神之间具有双向互动的关系,中

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进行创造性的应用,并将

其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及现代社会的建设进行

领导,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效果,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充分总结经验及教训的成果。在新时

期,我党应该对国家建设工作进行不断的深化,坚决推动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利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

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行指导,以此来获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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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成果。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党根据时代发展的相关需

求,不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添加新的内涵,并强化理论思

想建设工作,能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获得更为有

效的指导,而这也为中国精神的有效培育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5]。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精神能够实现双向互动 

在十九大报告当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阶段

的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一目标的实

现,需要将阻碍国家发展的体制及思想障碍有效破除。对于

伟大的事业而言,其落实需要有伟大的精神作为基础保障,

因此,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所在的中国精神,必须要与中国社

会主义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有效的结合,使马克

思主义能够作用于精神层面,使中国精神以及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共同发挥价值,从本质上来看,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精神在人生价值、思维方式以及社会理想

等多个方面都是相通的,所以,在新时期背景下,我们更应该

对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深入的研究,运用广阔的视野,与

各种该学科资源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对两者之间的这种相

通之处进行深入的挖掘,如此才能进一步提升两者的融合程

度,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避免冲突问题的出现,使其能够在

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新时代的中国精神,主要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时代

精神与民主精神,这是一种坚定的文化信念,是社会主义繁

荣发展的文化基础,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能

动。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涵盖物质文明建设,还包含

精神文明建设,要将两者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利用社会

主义新思想对经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进行指引,通过中国精

神提升各项建设工作的信心与决心,并实现各方力量的有效

汇聚。除此之外,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全面建设的过

程中,要对方向导向作用保持重视,对中国精神进行现代化

建设,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及方法进行指导,

根据社会发展形势和要求,对社会主义加强建设[6]。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中国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来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新时期中

国文化的深入结合,是实现文化自信有效培育的重要保障,

我国必须要加快发展步伐,对自身的民族文化进行大力的培

育与传承,对中国精神进行不断的凝练,现代化的中华民族

精神,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精神之间实现和谐

共生,这种发展需求也在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精神的有

效融合与互动[7]。 

4 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精神之间具有密切

的关联,两者之间的有效融合及互动,能够发挥相互促进的

作用。特别是在新时期背景下,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深入的

研究,并将其应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中,能够进一

步提升国家的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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