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本质规定及其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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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秦法

揖内容提要铱 在价值多元、 信仰多样化的现实环境下,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无疑具有紧迫性和

艰巨性。 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和内在逻辑上厘清, 并完整、 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精神

实质, 是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础和前提。 剖析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理论形态教育和实践

形态教育两个基本维度的内涵与特质, 是检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实施路径及其效果的两个基本

层面, 可以彰显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所具有的科学真理性与现实实践性品质, 从而内化为受教育者

主导的思想、 观念和思维方式, 使其主动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 观察、 分析现实生活

中的各种问题, 做出符合历史和现实的准确判断, 并在行动中自觉坚守和践行该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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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其内核与实质必须是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与实践逻辑而展开,
而非对一般意义上的 “信仰冶 的抽象泛化确认, 更不是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相悖的诸种混杂宗教信仰

的宣扬。 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之根本目的, 就在于使受教育者能够在人类信仰的宏大谱

系中, 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内蕴, 厘清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立场和理论边界, 科学地

甄别一切非马克思主义信仰之荒谬, 彰显马克思主义信仰之科学性与真理性, 充分释放出马克思主

义信仰内具的批判力与解放力, 从而让受教育者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和实践的自觉, 增强马

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践自信、 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路向与实践路径, 从

根本上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自信。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从其实施方案与具体展开的路向来看, 具有两个基本维度: 马克思主义

信仰的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 其中, 理论维度的教育, 其目的是全面、 准确而深刻地掌握真正的马

克思主义; 实践维度的教育, 其根本目的在于从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视角, 检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历史渊源、 现实遭遇与困境, 以及未来的光明前途, 由此自觉地坚守与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 这两

个基本的维度, 既承载着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本质内涵, 亦构成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主要内容

与逻辑, 更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实施的路径以及检验其效果的两个基本层面, 从而真正彰显

马克思主义信仰所具有的科学真理性与实践性品质。

一、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本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内容与主旨,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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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特征及其思维逻辑的正确把握与认知, 全面而深刻地透视其信仰理论支撑中所蕴含的独特价值

立场、 思想方法论, 提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的认知程度, 引导人们自觉坚持和贯彻这

一思想价值原则和方法论, 去审视、 判断信仰体系中各种不同信仰的实质, 进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指导, 批判与改造其 “现实生活冶, 从而超越 “人与自然冶 和 “人与人对抗性冶 关系的生产和社

会形态所具有的矛盾和困境, 追求 “人的解放与自由冶, 实现以幸福生活为根本的价值旨归。 所以,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就是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追求和传播, 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以

“现实生活冶 为支点, 以 “幸福生活冶 为价值指向的独特信仰, 其内蕴着现实性与未来性, 批判性

与超越性、 整体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内在逻辑, 凸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与真理性、 理论性与

实践性的高度统一, 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张力与现实征服力, 让人民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所

提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理论 “武器冶, 从而使之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意味着在教育中要做到真学、 真信、 真行, 实现 “学冶 “信冶 和 “行冶, 即

“知冶 “情冶 “行冶 的有机统一。 通过教育, 首先, 要让受教育者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解决思想、
观念上的 “无知冶 以及由此生成的诸多错误、 困惑或疑虑, 真正成就受教育者从 “无知冶 到 “真知冶、
从 “浅知冶 到 “深知冶、 从片面到全面的转变, 从而把握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质与精髓, 深刻了解支

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支点、 理论逻辑的价值原则与方法论的科学性与真理性、 批判

性与彻底性、 现实性与未来性、 实然性与应然性的内在高度一致, 以及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具的广博视

野和深厚的人类解放情怀, 完成思想、 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自我内在变革; 其次, 在此基础上, 受教育

者要主动实现自我价值观的革新与转变, 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深度内化, 使受教育者能

自觉而真正地从 “情感冶 上认同、 赞同、 崇尚马克思主义信仰, 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个体化, 这是

马克思主义信仰真正 “掌握群众冶, 进而变成 “物质力量冶 最为关键和紧要的环节; 最后, 在 “知冶
与 “信冶 的基础上, 受教育者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立场, 自觉遵循、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

法论与思维方式, 观察、 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 并对现实生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做出科学的

判断, 抓住这些问题的本质, 然后能够在自己的生活、 工作等一系列实践中遵循、 贯彻和践行马克思

主义信仰, 真正完成从思想、 观念的革命到行动的自觉, 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对于受教育者从

“知之冶 “好之冶 到 “乐之冶 的深化与提升, 达到马克思主义信仰 “知冶 与 “行冶 的统一。 所以 “学冶
“信冶 和 “行冶 这三个层面, 不仅为我们具体标明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着力点和抓手, 也为我们

进一步反思和检讨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过程中存在或可能生成的问题, 以及解决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

路径, 更为我们确立了一条检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得失成败的尺度与标准。

二、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理论维度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理论维度, 其根本任务是深入探析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真谛, 在理论

思维和方法论层面厘清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特征、 价值立场、 理论品质, 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对

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念。 所以,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理论向度, 从内容上来看, 必须紧紧围绕

“马克思主义冶 这一核心与关键, 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 理论主体、 价值原则、 理论旨趣和

方法论特质, 从而在思想、 观念上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维逻辑与理论内涵, 树立马克思主

义与非马克思主义, 以及由此而生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与非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判断标准, 最终从理

论与思维的层面, 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与真理性、 现实性与未来性原则。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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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理论向度, 就是要从理论层面真正落实与深入了解和把握 “什么是马

克思主义冶 这一总体理论的本质内涵。
第一,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类解放和追求现实幸福的科学真理。 马克思在肯定费尔巴哈对宗教

批判的基础上, 指出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 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冶, “真理的彼岸

世界消逝以后, 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冶淤。 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生活的矛盾, 明确提出

其理论的历史任务就在于 “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冶, 也就是确立人民的现实幸福。 这样, 我们就可

以说, 不能指导人们获得现实幸福的一切理论与信仰, 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信仰, 这就从理

论旨趣与根本任务上, 廓清与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正实质, 就是对现实幸福生活的追求。
第二, 马克思主义指出了人民获得现实幸福的方法与有效路径。 在后宗教解放的路径上, 针对

人民现实幸福何以可能的问题, 马克思明确指出: “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 揭露具

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 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于是, 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

的批判, 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 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冶于 在此, 马克思非常明

确地表明了人民为了获得现实的幸福, 就必须对其生活世界一切 “非神圣化的自我异化冶 予以批

判, 揭示其 “异化冶 的本质; 而 “非神圣化的自我异化冶, 已经不在宗教的世界, 不再以 “神圣形

象冶 出场, 而是我们生活世界中 “权利冶 “权力冶 的异化, 以及 “商品冶 “货币冶 和 “资本冶 的异

化, 构成了世俗生活中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的重重阻力。 为此,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完成其本身引

导人们追求现实幸福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就不仅要揭示和教导人们不再陷入虚幻幸福的宗教迷途之

中, 而且要指出和要求人们必须实现 “批判的转向冶, 将批判指向现实生活的异化力量。 并在此基

础上进而指出: “实际上, 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

界革命化, 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冶盂 这就超越了宗教先验主义、 启蒙主义以及狭隘经验主

义的理论逻辑, 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幸福何以可能, 在实现方式和路径等诸多方面做出了明确的

阐释。
第三, 马克思主义信仰直面现代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现实生活诸多矛盾而开启人类的未来。 马克

思以未来性思维来反观和定位现代生活, 从而以着力解决现代社会的矛盾为起点, 遵循历史辩证法,
构建人类生活的未来性。 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理论的现实立足点时, 明确指出其理论与旧唯物主义根

本差异和原则性界限。 他说: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 ‘市民爷 社会;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

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冶榆 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其思维绝不是让现代社会回到前现代, 而

是要超越内存着各种病态和问题的现代社会, 展望人类未来幸福生活的理论。 其理论所要结束的是

“人类的史前史冶, 开启真正 “人类的社会冶。
马克思主义理论承载和呈现的人类社会的未来性, 是以剖析现代社会, 即以充分肯定资本为主

导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为前提, 深度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内在对

抗性矛盾, 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被替代的历史逻辑。 所以, 马克思主义信仰获得真切而

深厚的现实性支撑和科学性保障。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于现代社会, 直面现实生活世界的

矛盾, 以历史内在规律为根据, 其理论所指引的未来性才具有广阔的前景, 也才对无数挣扎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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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人们具有真正的解放力和吸引力。 这在本质上即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魅力之所在。 更为

重要的是, 正因为其立足于现代社会, 深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历史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对 “蒲鲁东主义冶 “魏特林主义冶 “拉萨尔主义冶 “巴枯宁主义冶, 以及 “封建的

社会主义冶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冶 等各类 “反动的社会主义冶 和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

义冶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冶淤 等形形色色、 脱离现实性的 “未来主义冶 具有深刻的

批判力。 马克思在 1843 年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就指出, 这些号称的 “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

条的抽象概念, 不过我指的不是某种想象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 而是如卡贝、 德萨米和魏特林

等人所讲授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 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受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度影

响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 所以, 私有制的消灭和共产主义决不是一回事; 除了这种共产主义

外, 同时还出现了另一些如傅立叶、 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 这不是偶然的, 而是必然的, 因

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冶于。 这也正彰显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未来性, 绝非是 “乌托邦冶 式的构想, 亦不是对前现代社会 “迷恋冶 而引发的 “乡愁冶 冲动,
更不是基于抽象理性主义逻辑的范畴演绎, 这就充分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未来性生活牢固的现

实性。
第四,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路线, 确证、 落实与高扬了以人为本的价

值主张。 马克思主义批判了宗教信仰的神本主义, 剔除了人道主义的抽象人性论, 批判 “拜物教冶
“拜金主义冶 以及 “ ‘资本爷 主义冶, 其根本的价值原则都是集中于它们以 “物冶 “货币冶 或 “资
本冶 遮蔽了 “人冶, 将人工具化、 对象化和客体化, 消解了人作为目的, 而不是手段的主体地位,
未能现实地彰显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与价值原则。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
其根本的指向就是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 凸显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冶 的价值真理。 因此, 马克思指

出, “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 被奴役、 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冶盂, 即要把人从压制

人的生产 “分工冶 关系中、 从异化劳动中, 对宰制人的各种关系和制度中, 以及从各种错误思想的

迷雾中, 解放出来, 使人真正成为 “目的冶 和生活的主体。
第五, 马克思主义从历史现象学的视角, 描述了现代社会的真实图景。 马克思主义充分揭示了

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这不仅为人类追求解放和自由确定了可靠的现实前提,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

于把握现代社会的内在本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 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

的社会的财富, 表现为 ‘庞大的商品堆积爷。冶榆 这就说明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社会, 其生产能

力的极大提升, 直观表现为大量的商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由此构成了现代社会人与商品的关

系的表象, 这是社会分工带来的直接效果, 也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性前提。 伴随着社会分工而产

生的社会领域的各种分化, 呈现出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 政治生活、 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相

对独立的表象, 针对这一表象, 马克思揭示道: “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 而是一个能够变

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冶虞 更为深刻的是, 现代社会 “生产的不断变革, 一切社会状

况不停的动荡, 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 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冶愚。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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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 “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爷, 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

系了……它用公开的、 无耻的、 直接的、 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

削……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 它把医生、 律师、 教士、 诗人和学

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把这种关系变成

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冶淤。 在此, 马克思理性而又客观地勾勒与揭示了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的基本特征,
并表达了现代社会是 “人对物依赖冶 的偶然性社会, “偶然的个人冶, “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是

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冶于。 所以, 他认为, 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以 “资冶 为本、 以

“物冶 为本, 而绝非 “以人为本冶 的社会, 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 “人冶 的存在与本质, 都是被资本、
商品规定与宰制。

第六,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研究现实生活世界, 揭示生活世界的本质, 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面

对 “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 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冶盂, 以及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 把人们心中最激烈、 最卑鄙、 最恶劣的感情, 把代表私人

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冶榆 的现实研究生态, 要对现代社会的本质、
矛盾及其内在变化规律做出客观而深刻的把握, 马克思通过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比较, 提出了自己

研究现实社会总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说: “我的辩证方法, 从根本上来说, 不仅和黑格尔的辨证方法不同, 而且和它截然相

反。冶虞 在此, 他强调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

已冶愚, 这就为保证其研究具有客观性提供了原则指导。 为了真正体现和贯彻研究的客观性原则, 马

克思还具体陈述了其研究路向: “当然, 在形式上, 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 研究必须充分

地占有材料, 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 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 现实的

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这点一旦做到, 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冶舆 更为重要的是, 马克思绝不仅以描述方法, 保证其研究的客观性原

则, 而且更是以历史的、 发展的、 批判的和否定的立场和方法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 动态的把握,
揭示其历史变化的规律, 展示其现代社会的未来指向。 这样, 马克思认识现实社会的辩证思维方式

和方法论, 为我们审视、 判断和把握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的本质、 变化规律, 提供了正确而有效的

思想武器, 也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于当代依然具有强劲生命力。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见,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理论维度, 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在支撑,

其解除了宗教信仰的神秘性、 抽象性和神本主义的价值逻辑,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 现

实性、 未来性, 以及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 从而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对未来幸福生活追求与信仰

的科学性, 成为追求自由、 解放与幸福的人们的精神引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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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实践维度

严格地说, 共产主义信仰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完成其理论维度、 理论形态之后的现实生活维

度, 或实践维度、 实践形态。 这一维度紧紧围绕 “什么是共产主义冶 以及 “共产主义何以可能冶 这

两个基本问题展开, 这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信仰植根于现代生活而展现出来的未来现实

生活形态, 是马克思追求人的 “解放、 自由和幸福何以可能冶 的实践延展和践行, 是在宗教解放、
政治解放之后, 实现人的解放的追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确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 这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的科学支点。 所以, 共产主义信仰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生活自身否定与超越性

逻辑, 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实践形态, 必将成为真实的、 现实的信仰, 这就表明共产主义信仰是以信

仰的方式承载着人类超越现代社会的历史与矛盾关系的生活未来形态。 在此, 我们就必须深入解读

“共产主义冶 的本质内涵, 透析共产主义信仰的内在精神。
首先, 马克思针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内在矛盾, 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 阐

释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内涵。 马克思说: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因

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因此, 它是人向自身、 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

性的人的复归, 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 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
这种共产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等于人道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等于自然主义,
它是人和自然之间、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是存在和本质、 对象化和自我确证、 自由和必

然、 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 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冶淤 在马

克思看来, 资本主义的异化、 奴役, 以及人与自然等一切具象性问题, 均源起与发端于其制度的本

质性矛盾,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的宰制下, “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

立性和个性冶于, 人丧失其主体地位而沦为获取利润的 “工具冶。 由此, 马克思主张, 要实现 “人的

解放冶, 就必须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扬弃, 超越对抗性社会, 结束人类史前史的生存状况, 实现人

类和谐、 美好的幸福生活。
其次, 马克思针对先验主义和乌托邦思维, 创造性地提出在共产主义信仰中现实性和未来性、

实然和应然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指出: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 不是现实应当

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这个运动的条件是

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冶盂 在此, 马克思以 “不是……不是冶 双重否定了按照 “应然冶 “应当冶 的抽

象逻辑而确立起来的 “状况冶 和 “理想冶, 不仅批判和否定了康德主客二分的思维原则将 “应然冶
与 “实然冶 割裂, 悬空 “应然冶 的错误, 也批判和否定了黑格尔将 “应然冶 “应当冶 建立与理性逻

辑的演绎的先验主义, 从而强调共产主义 “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冶。 在此基础上, 马克

思凸显了共产主义是对 “我们来说冶, 这一方面并非是一个无主体的心理和观念的运动, 另一方面,
确立和自觉讨论共产主义的 “我们冶 所置身于其中的现代社会、 现代生活, 这就为讨论共产主义,
不仅确立了 “主体冶, 而且确认了时代生活语境。 所以, 马克思径直地指明共产主义是 “我们冶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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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的 “现存状况冶 的 “消灭冶 的 “现实的运动冶, 即是我们依据现实生活所提供的条件,
对 “我们的生活冶 所进行的历史性超越的内在革命。 因此,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信仰, 也就消解了

“信仰冶 的终极思维, 突出和彰显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历史性与过程性, 尤其重要的是凸显了对我们

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生活的批判性超越。
结合以上分析, 我们必须强调, 马克思所说的 “共产主义冶, 具有主体性、 历史性和过程性。

同时, 在此基础上, 也突出表达了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对 “我们的现实生活冶 的历史性超越。 具体

而言, 马克思强调指出, 共产主义并不在遥远的 “未来冶, 而是在 “我们冶 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批判

与革命之中。 所以,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洞见,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信仰的生成就在于对现代性生活的

批判和革命之中。
最后,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信仰, 是以建立超越对立性、 对抗性社会制度的新的 “联合体冶 为目

标, 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冶淤, 这是以人为

本价值理想的真正现实化。 因此, 从发展的权利来看, 共产主义信仰乃是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

公正的信仰。 共产主义信仰, 无疑是一场超越自然主义、 先验主义的思维和观念的革命。 它突出地

表现为以现实生活为起始点, 遵循历史与生活的内在规律, 着力解决现实生活的内在对抗性矛盾,
以不断超越 “现实生活冶 为指向, 以实现人的自由、 解放与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 由此体现了共产

主义信仰区别于其他一切信仰体系的本质分野。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就是在当代价值、 信仰多元化的条件下,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与

实践形态内具的理论性和实践性、 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学习、 研究和掌握, 内化为受教育者主导的思

想、 观念和思维方式, 确立为价值立场和行动原则, 并从 “知冶 “情冶 “意冶 和 “行冶 等多维度、
多层次上实现自觉, 由此才能深入透析、 甄别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质, 对其进行批判, 从而

达到积极主动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 观察、 分析和把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做出符合历史和现实的准确判断, 并能在行动中自觉坚守和践行该信仰。 也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信

仰教育, 就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科学与真理的信心, 确立对该信仰的坚定信念, 高扬

该信仰的理论与现实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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