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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
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理论武装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
作，也是我们党的重要历史经验和实践智慧。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复杂严峻，广大党员干部要
在学深悟透、弄通做实中把握理论武装的深层规律，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自己，牢记初
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胜利进军贡献力量。

端正学习态度，激发理论武装的内生动力

真学是真懂、真信、真用的前提。只有端正学习态度，明确理论武装的重要意义，才能增强理论学
习的自觉意识，主动、认真、深入地学习理论，激发理论武装的内生动力，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
由“好学”变成“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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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论武装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也是我们党的重要历史经验和实践智慧。把握理

论武装的深层规律，要端正学习态度，明确理论武装的重要意义，增强理论武装的自觉意识，养

成理论武装的习惯，激发理论武装的内生动力；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增强理论武装的

精神定力；领悟精神实质，深刻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升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

能力；强化情感认同，推动理论武装入脑入心，提升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开辟理论武装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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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学习态度，要明确理论武装的重要意

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上的坚定、党性
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干部要成长起
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我们党在中
国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
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
如果缺乏理论思维，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
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2]理论来源于实践，
又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
的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指明了前进
的方向，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
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
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
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
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马克
思主义政党，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会依靠
学习走向未来。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头脑，才能更好地发挥理论的引领作用，铸就强
大的精神力量，创造伟大的人间奇迹。

端正学习态度，要增强理论武装的自觉意

识。理论学习的目的，是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
脑，提升思想境界和理论素养，学以致用，笃
学笃行。有些党员干部缺乏理论武装的自觉意
识，认为理论学习在实际工作中“无用”，不能解
决升职、加薪等关系到切身利益的问题，理论学
习流于外在形式，停留在读文本、记笔记、写心
得的层面，宁愿把大量精力花在交际应酬上，也
不愿静下心来学理论，没有真正主动学习、用心
思考、联系实际。长此以往，这种急功近利的思
想势必会导致思想“生锈”，丧失政治敏锐性和政
治鉴别力，易受错误和腐朽思想的侵蚀，偏离人
生和事业前进的正确航向。思想是一切行动的先

导，理论学习不深入、不彻底的重要原因就是思
想上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理论学习的主动性、
自觉性，理论学习不能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
实里走。增强理论武装的自觉意识，要有“不待扬
鞭自奋蹄”的自觉意识，将每一次理论学习都视为
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对
理论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才能真正转变思想观
念，提升理论学习的效果。

端正学习态度，要培养理论武装的行为习

惯。学习是一个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过程，贵
在持之以恒。党的理论是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
展的，党员干部如果不及时跟进学习党的最新理
论和理论的最新内容，思想跟不上理论创新的
步伐，理论武装就不够彻底，就难以做到融会
贯通、活学活用。只有坚持理论创新每前进一
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才能筑牢信仰之基、
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2021年5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
育的通知》，要求全体党员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及时跟进学、前后贯通学、联
系实际学。我们党就是要通过系统的、有计划的
学习教育，让理论学习成为党员干部日常工作的
一部分，使之把学习作为工作来要求，把工作作
为学习来推进，养成理论武装的习惯，成为一名
学习型党员干部。

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理论武装的精神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没
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
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
我们党九十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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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3]理想
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共产党人
的精神之“钙”。真学才能真懂，真懂才能真信，
真信才能真用。党员干部只有具备坚定的理想信
念，才能牢记初心使命，增强理论武装的精神定
力，以深厚的理论修养滋养政治灵魂，为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理论武装是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途径。俄
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在李大钊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引领下，
全国各地兴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传播的热
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的先进知
识分子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催生了革
命政党，指导了革命运动。在党的六届六中全
会上，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
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
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
利是不可能的。” [4]他还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
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
多一点，更好一点”。[5]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同
志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提出“使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
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
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
决的问题。”[6]全党由此形成了浓厚的理论学习氛
围，通过学习，党员干部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
更确立了重视理论学习的理念，促进全党统一
了思想认识，加强了党性修养，增加了党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

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没有建立在科学
理论基础上的坚定理想信念，我们的党、国家和
民族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不可能取得革命、建
设和改革事业的成功。对于党员干部来说，用科
学理论武装头脑，既是掌握知识、增强本领、做
好工作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自身修养、坚定理
想信念的重要途径，这是党员干部的政治责任。

理想信念是增强理论武装的精神定力。马

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
党和国家的精神旗帜，也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
魂。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把“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就把“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
使命。理想信念坚定，方向就会明确，就算历经
挫折也会百折不挠；理想信念丧失，方向就会迷
失，遇到一点艰难险阻就会妥协退缩。党的“一
大”代表有13人，革命初期都怀着救亡图存、振兴
中华的理想，但在之后的历史洪流中，陈公博、
周佛海、张国焘却改变了“初心”，放弃了崇高的
理想追求，走上反党、叛党、分裂党的道路。毛
泽东、董必武等则始终不渝地坚定马克思主义信
仰、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革命事业保持客
观清醒的认识，在心中扎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
之根。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百年来，为了人民
的幸福和民族的复兴，无论是在革命的低潮时期
还是在革命的胜利时刻，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始终坚持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党员干部，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引导和激
励党员干部，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
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
苦卓绝的斗争，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
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
迹。由此可见，理想信念具有鲜明的导向和激励
功能，为党照亮前行的道路，为党员指明前进的
方向，是增强理论武装的精神定力。

领悟精神实质，提升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实

践的能力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学习有收获，重点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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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原有学习的基础上取得新
进步，加深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中央大政方针的理解，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增
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运用党的创
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7]理论学习
要想真正有收获，学懂弄懂是基础，学深悟透是
关键，融会贯通是目的。只有对理论的内容认认
真真学、原原本本读、仔仔细细悟，掌握其来龙
去脉，扎实钻研和深究，才能领悟其精神实质，
进而将理论消化吸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
化为行动的自觉，提升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
能力，让理论学习真正获得实效。

领悟理论的精神实质，要深刻理解和掌握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
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学好用好《共
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坚持学以致
用、用以促学，原原本本学，熟读精思、学深悟
透，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
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8]马克思主义基本
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源”和“流”
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源”，没有“源”
就没有“流”，要准确深入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就必须从它的源头——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学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就是
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原著”“原文”是指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
源。其他学者根据经典著作编写的教科书、通俗
读物等是第二手的材料，它们对学习、研究和传
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但是在思
想和内容的准确性、深刻性、丰富性和对基本原
理的实际运用方面都与原著存在差距。只有深入
钻研到原著之中，才能全面透彻地掌握马克思
主义的真谛。恩格斯在指导约瑟夫·布洛赫研究
马克思及其创立的唯物史观时指出：“我请您根据
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
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9]

阅读原著，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由
于写作时代背景、文化传统、语言习惯等方面的
差异，有些内容晦涩难懂，比起读第二手材料难
度要大得多。读原著要掌握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基
本原理，领悟经典作家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
思维方法。读第二手材料固然可以帮助我们理
解原著的内容和精神，但不能把原著抛到脑后，
完全依靠第二手材料。只要我们下苦功研读经典
著作，理解其思想内容并不难。在读经典著作方
面，毛泽东同志始终率先垂范，并对党员干部
提出读经典著作的具体要求。在党的七大上，
毛泽东同志提出要读5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要
求。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为提高全党的政治理
论水平，毛泽东同志要求广大干部阅读12本马列
主义经典著作。对学习这12本书的意义，他明确
指出，“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
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
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
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
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0]即使在指
挥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他仍挤出时间读马列主
义经典著作，《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
中的“左派”幼稚病》就是他这段时期阅读的主要
篇目。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和号召下，全党兴
起了学习的热潮。从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
“干部必读”印行总数达300万册，对提高全党干
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经济工作和城市工
作能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1]

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就是运用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实际，党员干部如果不学
习和练就这一本领，就不能担当起党和国家赋予
的重任，就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只
有原原本本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才能深刻
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
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领悟理论的精神实质，要提升运用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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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实践的能力。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真用是
真学、真懂、真信的目的。加强理论武装，领悟
理论的精神实质，要学以致用，通过学习理论知
识来强化党性修养，增强工作本领，提升工作能
力，把理论学习的成果转化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把理论武装的成效转化为指导实践的
能力和实效，同时用实践检验理论武装的成效，
真正达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的学习效果。

科学理论的产生，既有历史和实践的基础，
也是时代和人民的呼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事业，创
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
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
论，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又具有
鲜活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体现了科学理论的
继承性、创新性和时代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指导思想，揭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在治国理政的
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国情和实际相适应的
路线与方略，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方向，体现了对中华民族、
中国人民与世界各民族、各国人民共同命运的关
怀，表达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问和价值
关切。[12]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和
新目标，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武装全党头脑，统
一全党思想，实现全党行动步调一致。

能否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以致用，领悟其精神实质，是检验党员干部
学习成效的重要标准。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进
一步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和
主要依据，全面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和基
本要求，提高政治判断力和政策领悟力，自觉用
这一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在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关心
关注的突出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上创
造新业绩、作出新贡献，让科学理论在实践的土
壤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强化情感认同，推动理论武装入脑入心

情感是主体对客观事物与自身关系的一种心
理态度。认同是主体对某种思想或观念的认可、
接受，是将外在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心
理过程。情感认同体现为主体对他人或客观事物
产生的积极的、肯定的态度，进而吸收、内化为
自身的感受，并通过外在的行为体现出来的过
程。情感认同对于推动理论武装入脑入心具有驱
动作用。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
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13]主体要想在
情感和心理上认可并接受客体，在行为上按客体
的规范行事，必须在思想认识上对客体在实践中
形成的理论成果予以认同。主体的思想有了认同
的内在基础，行为才会受思想支配，真正发挥理
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理论的彻底性和说服力是产生情感认同的基

础。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
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
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14]

可见，理论变成物质力量的前提条件是经群众掌
握，能让群众掌握的前提条件是理论能够说服
人，而理论能够说服人的前提条件是理论具有彻
底性，即理论形成了关于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科
学认识，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理论的彻底性是
理论能够产生无尽力量的源泉。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
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改造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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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谋求幸福和解
放的理论，具有彻底性和说服力。马克思主义理
论为广大群众所认可并掌握，使之产生了强烈的
情感认同，经过群众的广泛传播，通过具体的实
践活动，成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转
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理论工作者的使命就在于
深入研究事物，抓住事物的根本，使理论具有彻
底性和说服力，被人民在情感上认同，从而能够
掌握群众变成物质力量。

理论的人民性和实践性是产生情感认同的

根本。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
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
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
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5]人民
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属性，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人民
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
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
性的价值理念，始终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各个历史时期，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坚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
念，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
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的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带领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疫情防控阻
击战，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因其人民性的
本质特征转化为人民的情感认同，得到人民的赞
成和拥护，成为指引中国走向富强、民族伟大复
兴的强大理论武器。

在情感认同中推进理论武装入脑入心。情
感认同是人类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认同，情感唤起
人心灵深处的感动，会使科学理论的影响力更加

深远和持久。要在情感认同中推进理论武装入脑
入心。一方面，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理论宣讲队
伍，让理论宣讲更具感染力、号召力和凝聚力。
理论宣讲是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有效途径，是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手段。
做好理论宣讲工作，要准确把握宣讲对象的所思
所盼，适应对象化、差异化、分众化的特点，根
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宣讲内容，有针对性地对
党的理论进行解读、解剖、解疑，主动回应受众
者关心的深层次思想认识问题，使宣讲更具吸引
力。要掌握宣讲话语艺术。宣讲者应保持昂扬向
上、平实务实的鲜明基调，运用通俗易懂的话语
模式把专业的理论术语讲鲜活，把枯燥的理论内
容讲生动，拉进党的理论与受众者的距离，使宣
讲接地气、有生气、聚人气，让受众者听得懂、
听得进、记得住。

另一方面，要不断创新教育方法和方式。理
论能否被群众正确地理解、认可和接受，还取决
于教育者的方法是否合理、恰当、有效，方式是
否丰富、多元、多样。为此，要抓好互联网这个
主阵地、主渠道，充分发挥媒体融合发展优势，
把理论武装工作规律和网络媒体宣传特点有机结
合起来，在网络平台上全方位、立体化、多声部
地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切实让党的创新理论主导
网络空间、引领网络生态。要以文艺实践传播党
的创新理论。将党的创新理论嵌入文艺创作，植
入到各类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中，在
落细落小落实中春风化雨、入脑入心，使党的理
论内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坚定信心，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分析问题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用理论指导实践，同
时用实践检验理论学习的成效，不断开辟理论
武装的新局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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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ping the Deep Law Governing Theoretical ArmingGrasping the Deep Law Governing Theoretical Arming
Feng Liujian

Abstract:Abstract: Enhancing theoretical competency is not only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k of the Party, but also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wisdom of it. To grasp the deep law governing theoretical arming, we should keep a 
correct learning attitude, understand its significance, increase self-consciousness, form a habit of it, and stimulate its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have firm ideals and beliefs, keep in mind the original mission, and enhance the spiritual confidence; comprehend the 
spiritual essence, deeply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using scientific theories 
to guide practice; and strengthen emotional identity, instill it into the minds and hearts of the people, better transform theoretical 
learning achievements into the ability of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and open up a new situation of theoretical 
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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