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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立德树人

中国智慧

中国故事 

政课，就是要跟学生讲清楚这种理论的内在逻辑和正确性，做

到以理服人。其实，任何一个人只要不带偏见地客观评价中国，

都会承认中国近些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虽然发展中还存在一

些问题，但中国的整体是向上的而不是颓废的，是积极的而不

是消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我们直面学生

问题的基础，更构成了我们理直气壮回答学生问题的底气。

不讲段子不熬鸡汤的修行

与闫方洁同为 80 后，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田明的

授课方式却与闫方洁亲切随和的风格截然不同。上课时的他，

眉头紧锁，讲课逻辑严谨，中间没有夹杂任何多余的话。田明

的“烧脑课”靠着强大的思辨逻辑征服了一众学子，被学生们

捧为“网红课”，以至于学校里早已流传着田明讲课场场爆满

的传说。

他说，哲学的本身就是一种探索与实践，学会如何面对世

界的过程。什么东西你有可能是没有兴趣的，但如果说你对马

克思主义没有兴趣，那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底气，来自于他

二十多年学术积累的自信。

不过想得到思维活跃的大学生们的认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老师上课讲得龙飞凤舞，学生哈哈大笑，下课后却觉

得一无所获，这不是我追求的。”田明宁愿把课讲得难一点，

也不愿意去讲段子，更不愿让课程变成鸡汤。“一定要在课堂

上和学生进行有效交流，这些有效交流则是建立在学术积累之

上，唯有用充足的学术积累解决学生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困惑，

学生才会买单。”田明说。

因为课程被评价有“茶楼评书既视感”，所以田明的课堂

常常充满“火药味”。

有一次，田明讲到“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动力、

来源和目的”。一个坐在第一排的1米 8大高个男生提出质疑：

“我脑子想什么还需要实践去推动？”“我喜欢某一个人，那

什么实践决定了我的这个认知呢？”

课堂瞬间被点燃，田明一一批评了这名学生的观点，说“马

克思说‘实践决定认知’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理解的这

个维度”。学生发现原来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更有趣的是，

此后，田明发现这位学生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了这样的话：这你

都看不懂，你去看看马克思吧。

在学生眼里，田明在课堂上严肃得让人害怕，他的课还很

难。田明并没打算为此而改变什么：“我就是要让学生‘烧脑’，

在学习过程中，他们的思维能力会有所提高。”

在他的课堂上除了放一两个极其简短的小视频，几乎不用太

花哨的多媒体手段。“我就是想让学生知道，要传达的是非常深

奥的东西，不容亵玩。”田明希望形成一种关于思想政治理论的

课堂上认同氛围，“关注思想和理论本身的魅力和科学性”。

在田明看来，“教学是一场修行”。“如果说当前的教育

环境使我们迷茫，若要回归教学本身，就需要首先破除自身的

狭隘性。同时应该以经典悟道，提升自身的认识能力，摆脱错

误的常识对头脑的束缚，注重科研积累。没有一定的科研积累，

课堂只能是机械性的，而不是充满活力的。”

田明认为，教学不是单纯的思想与知识的传播，更是在塑

造一种专属于教师的感染力，教师应具有思想、语言、人格上

的感染力，由此更好地将知识、信念、品行身体力行地传授给

学生，只有真爱学生，才能担负起成为大学生“人生导师”这

一神圣使命。

　　更有趣的是，此后，田明发现这

位学生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了这样的

话：

　　这你都看不懂，你去看看马克思

吧。

田明老师在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