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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基础性概念，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阐释并非凭空虚构

而成，而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关于“实践”概念丰富阐释基础上所孕育而生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中第一次对科学的实践观作出了系统论述，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于新时代高校教育、文化建

设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站在新的历史阶段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不

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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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is the basic concept in the whole ideological system of Marxism.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is not invented out of thin air, but is conceived on the 
basis of critically inheriting the rich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from predecessors. 
In Outline on Feuerbach, Marx made a systematic discussion on the scientific practice view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has rich connotation and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Standing at a new historical stag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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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unswervingly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t concept of practice and constantly push 
forwar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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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为《提纲》)，恩格斯将其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

个文件”，标志着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实践作为一条主线贯穿《提纲》始终，向人们展现了马克

思实践观的丰富意蕴。虽然《提纲》篇幅短小，但包含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实践思想。基于对亚里士多

德、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哲学家们对“实践”概念的理解，本文旨在进一步探究马克思主义实践

观的理论来源，并进一步分析《提纲》中蕴藏的实践内涵，进而阐明其价值意蕴。 

2.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来源 

“实践”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在雅典法庭申辩中铿锵有力的说：

只要我还有生命和力量，我就绝不停止实践哲学和教导哲学，并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从其言论可

知，他认为实践是一种提升道德修养的行为，尚未给“实践”界定基本的哲学概念，仅认为实践就是行

善。然苏格拉底跨出自然哲学的视角，转向了研究人自身，为之后的哲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此后“实践”

被纳入哲学范畴，许多哲学家就“实践”这一概念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虽然囿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

制、受思想认知水平的束缚，他们的思想难免具有片面性，但不可否认这些思想观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

实践观的重要理论来源。 

2.1. 发轫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概念的哲学阐释 

堪称西方实践哲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最先将“实践”这一概念进行系统化、理论化阐释。亚里士

多德在其经典著作《政治学》中明确指出“实践(‘有为’)就是幸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

士多德也指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所以有人就说，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

[1]显然，在阐述“实践”这一概念过程中，亚里士多德始终将“善”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而贯穿始终，

他认为实践是以追求“善”为目的的实现活动。并且，他认为“善”是有层次和等级的，较低层次的善

遵循于较高层次的善，只有最高层次的善即“至善”才是实践的终极目的与归宿。在这里，实践被表征

为谋求“善”的道德活动，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将实践提升为专属人的活动的

哲学家，从而使实践这一概念进入哲学领域，奠定了实践哲学发展的源头，这在整个实践哲学发展历程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影响着此后哲学家们关于实践的认识与把握。 

2.2. 汲取于康德、黑格尔对“实践”概念的抽象发展 

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基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概念的解释，就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见

解、对其内涵进行了新的界定与划分，这毋庸置疑推动了实践观点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康德在《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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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批判》中创造性地将哲学划分为“作为自然哲学的理论部分和作为道德哲学的实践部分”[2]。相应地

将世界二重化为现象世界和物自体世界，所谓现象世界是可以为人们所认识的，相反物自体世界是人们

难以探寻、摸索的。同时，康德还将其哲学思想划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理论哲学”探

索自然规律，触及自然界的必然性；“实践哲学”则以自由规律作为探求对象，与人的意志与自由紧密

相关。进而，康德授予了“实践”特殊的内涵，即有自然概念上的实践又有自由概念上的实践，前者是

在认识论指导下的活动属于技术实践，后者是在道德律指导下的活动可称为道德实践，并且他将后者“遵

循自由概念的道德实践”看作是真正的实践。康德对实践概念的划分使西方实践哲学有了全新的发展，

但探本究源其对实践的理解只是一种道德实践活动，局限在伦理领域。 
黑格尔在批判康德二元论实践思想将理论与实践割裂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主张，对马克思

主义实践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首先，强调实践的突出特性是它的目的性。黑格尔认为人与

动物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是有目的地，动物虽然也具有源于本性的“实践”，但这种所谓的“实践”

是盲目的、无目的的；而人的实践活动是在意志、愿望支配下展开的，表现出明显的目的性。人的实践

活动的终极目的即追求自由。其次，将劳动视为实践的具体表现形式。黑格尔指出不能忽视生产劳动的

意义，承认生产劳动、技术也属于实践，可以通过生产劳动把握实践概念的具体形式。是故，劳动这个

概念就是实践的具体化。最后，黑格尔将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领域，把实践看作认识过程的必然环节，

主张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实践。虽然黑格尔的实践观仍笼罩在唯心主义的色彩中，但其辩证

思维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2.3. 超越于费尔巴哈对“实践”概念的唯物主义分析 

费尔巴哈将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开端，赋予其思想较为深刻的唯物主义

内涵。在探索“实践”概念的过程中，费尔巴哈跳出了黑格尔把实践看作抽象的、精神的活动的漩涡，

突破性地将实践与人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联系起来。费尔巴哈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但对人的研究

仅从自然角度出发而不考虑社会角度，注定了费尔巴哈的实践观是狭隘而片面的。他将实践简单的理解

为人为了生存而开展的呼吸、吃喝、消化等诸多生理活动。另外，他还认为实践是一种利己活动，人之

所以进行实践活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费尔巴哈看来犹太人的经商活动就是一种典型的

自私自利活动，正如马克思在《提纲》中所说“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

解和确定”([3], p. 137)，这无疑贬低了实践的含义。可见，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精准地把握实践的概念，

没有深入对实践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属于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但值得肯定的是，费尔巴哈的实践观

为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3. 《提纲》中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丰富内涵 

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针对“实践”概念提出了不同理解与阐释，马克思

批判性地继承了他们实践观中合理内容，在《提纲》中阐述了自己科学的实践观，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

涵。 

3.1. 实践是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的基础 

“对象、现实、感性”是欧洲哲学的普遍用语，马克思把这三个范畴拿来并用，指代的是实际存在

的可感知的客观事物——即客体。《提纲》第一条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

在于其“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方面理解”([3], p. 133)。一方面，旧唯物

主义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只是像照镜子似的消极被动的反映客观世界；另一方面，旧唯物主

义忽略了实践的重要作用，主体与客体之间不仅是反映与被反映的认识关系，更为根本的是改造与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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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实践关系。与旧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将人的主体性奉上高不可攀的神坛，仅仅从主体方面去理

解“对象、现实、感性”，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将现实世界看作人的精神的产物，割裂了主观

思维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唯心主义也不能真正理解实践活动。对于“对象、现实、感性”的

理解，只有以实践为中心，把它放在人的能动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3.2. 实践证明思维的真理性 

“思维的真理性”可以理解为思维是否符合客观存在，即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马克

思在《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3], p. 134)，这意味着马克思开始探讨怎样检验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这一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

性？该怎样验证思维与客观存在是否相符合？这是哲学史上重要的基本问题，哲学家们围绕这一问题展

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在马克思之前他们并未得到明确的解答。在《提纲》中，马克思将实践观点引入认

识论领域，明确提出人的思维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并进一步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的

本质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但是主观认识不能自称正确进而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这仍然在主观

范围内兜圈子。其次，客观事物作为认识对象，也不能对人们的认识是否同它相符合作出科学回答。因

此，要验证主观是否符合客观，只能是作为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联系、沟通纽带的实践。 

3.3. 环境改变和自我改变的一致统一于实践 

亘古通今，人与环境和教育之间关系的问题，在哲学史上始终是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哲学家们争

论不休的问题。关于“环境”“人”“教育”之间的关系，西方哲学界一直存在“环境决定论”和“教

育万能论”的两种观点，《提纲》对以上两种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环境是由人改变的，而教育者本

人一定是受教育的。”([3], p. 134)马克思承认环境和教育对人产生影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片面夸

大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将环境与教育视为无所不能，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人与环境之间并非简单的单向影响关系，而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要辩证地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一

方面，人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另一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只

能消极被动地接受，人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能动的改造环境。人与环境之间具有双向互动性，不能

只看到其中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作用。 
《提纲》第三条的后半段，“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

为革命的实践。”([3], p. 134)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可以借用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说法，即环境创造了人自

身，环境变了，人也会改变。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作为实践的主体主动或被动地改变以适应环境的结果，

这叫做“一致”。“自我改变”是自我内在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一起变化，倘若只有一个方面的改变，

就很难适应新环境。而环境的改变与自我的改变必须靠付诸于现实的感性的革命活动——实践。 

3.4. 实践是理解人和社会本质的关键 

“本质”这一概念，指的是使一事物成为其本身的根本属性，这些属性决定了它的性质、面貌、存

在及活动。自古希腊哲学以来，对于人的本质的探讨就从未中断过。费尔巴哈以“现实的人”为切入点，

批判了黑格尔以自我意识作为人的本质的思想；并在批判宗教时，将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提出

人是感性的类存在物。马克思在《提纲》中批判了费尔巴哈人的本质说，通过把“实践”与“人”相结

合，以人的实践为基础，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 p. 135)。马克

思强调要结合实践理解人的本质，人为了生存而进行实践，正是在实践过程中，人与人通过交往活动生

产着各种社会关系，每个人都不再是孤立的个体，因而人必然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 
在《提纲》第八条中，马克思从实践出发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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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3], p. 135)。一方面，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使物质世界分化为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必须通过物质生产实践获得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

否则人就无法生存和发展，人类社会必然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实践是社会意识产生的基础。社会意识

并非凭空而生，而是来源于社会存在，都能在实际生活中找到依据。无论社会意识正确与否，都必须通

过社会实践得出合理的解释。 

4. 《提纲》中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价值旨归 

《提纲》中的实践观意蕴深厚，对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深入挖掘《提纲》丰富的实践观

内涵，对于当前我国的高校教育、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4.1. 优化育人环境，强化实践教学 

《提纲》第三条驳斥了“环境决定论”与“教育万能论”的错误观点，强调从实践角度出发考察“人”

与“环境”、“教育”之间的关系，阐明了人能够通过实践改变环境对教育产生深刻影响，对新时期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指导作用。这启示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着重优化环境、重视实

践教学，达到教育效果最优化，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新发展。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运行的一切外部因素，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复

杂系统，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教育对

象道德品行的培养具有感染熏陶作用，影响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一方面，人也

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改造，充分发挥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教育活动的

影响。优化育人环境，既要营造和谐的校园环境，引导受教育者进入到教育情境，实现“润物细无声”

的效果，从而达到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目的；又要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监管，对各论坛等

网络交流渠道进行必要的监管，强调主流价值观念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强化正面宣传引导。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多采用理论教学的方式，而实践教学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并没有受到应有

的重视，多被削减或取消，这显然与马克思实践观相违背。要加强实践教学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占比，

引导受教育者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夯实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思政教育不应拘泥于书本知识中，要建立与

课程相匹配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受教育者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更好的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更好的为国家

和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 

4.2. 指导文化建设，聚焦文化实践 

马克思在《提纲》中跳出以往哲学家固有的思维范式，立足“实践”这个新的角度分析问题，全面

系统地阐释了科学的实践观。将马克思实践观运用到文化领域，无疑为新时期文化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

文化作为一定政治经济的反映，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其形成、发展与人类的文化实践密切相关。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马克思实践观的指导，有利于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建设文化强

国提供理论支撑。2023 年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用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八字概括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明达体用”中的“体”指本体，

可指科学的思想理论；“用”也就是实践。“体”与“用”指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体用关系的真谛在

于经世致用，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体用”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是对理论与实践辩证

关系的高度凝练，这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鲜明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党中央基于人民群

众的文化实践经验抽象凝练而成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前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但思想理论不能束之高

阁，必须聚焦当前文化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矛盾，继续拓展理论成果，不断完善习

近平文化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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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从未停止对实践概念的探讨，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再到德国古典哲学家

康德、黑格尔及费尔巴哈，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认知水平的限制，他们的实践思想难免的具有片面

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思想对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创立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提纲》一文中，

马克思对实践内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推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无疑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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