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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
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一

口朱西周 [郑州大学郑州450052]

[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原理，揭示了社会历史和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了民族与阶级，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

的基夯关系；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观点。从而表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初

步确立，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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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揭示社会历史和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明确提出民族有各种类型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地研究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基

础上，在<共产党宣言》中精辟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民族

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认为过去的一切社会形态和民族类

型，无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暂时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

产方式的演变，社会形态和民族也在不断变化。生产力、生产

方式在社会和民族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既可

以促进民族的生产和发展，又可以使民族融合。社会历史和

民族就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由原始社

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这样发展起来的，民族也就随着社会形态的变革由原始民族、

奴隶制民族、资产阶级民族、社会主义民族这样发展下来，这

是社会历史和民族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客观发展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以前的论著中就曾经提出

过许多关于民族类型的划分。诸如按职业划分有“商业民

族”、“工商业民族”、“货币民族”；按意识形态划分有“哲学民

族”、“精神民族”、“空想民族”、“唯灵论民族”、“唯物主义民

族”、“拜物教徒的民族”；按大小划分有“大民族”、“小民族”；

按发展的程度划分有“蛮族”、“未开化民族”；按时代划分有

“古代民族”、“现代民族”；此外还有被赋予不同寓意的“模范

民族”、“财迷民族”、“现实民族”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在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民族思想诞生

时期的论著中，不仅论述了资产阶级民族，而且还明确提出在

资产阶级民族产生以前就已有各种类型的民族。《共产党宣

言》中所说的“最野蛮民族”、“野蛮人”就是指原始民族或奴隶

制民族；“农民的民族”则是指封建制民族；“现代民族”、“文明

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就是指资产阶级民族。马克思恩格

斯关于民族区分为各种不同类型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以前

的论著中就已经萌芽，而在《共产党宣言》中更加明确化了。

(二)阐述了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过程和资产阶级民族的

形成对各民族的统一、交往以及落后民族的社会变革的积极

影响和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社会发

展的不同阶段，阐明了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他们在<共产党

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

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

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是政治集中。

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

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

一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

家了。”【Io这一段所描述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变革了封

建分裂割据状态，日甚一日的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使原来古

老的相邻的各民族，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统一的资产

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民族和资产阶级专政国家。这种统一为

～个民族的国家，也叫做单一民族国家，简称为“民族国家”，

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后来，恩格斯在1893年给意大利

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中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

民族。”因为“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新纪元的

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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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

诗人。”[2 3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思想理论，同以前《德意志意识

形态》中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认为《宣言》提出并

描述了资本主义民族形成的过程。

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在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资

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从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推行到全世界，

创造了巨大的城市，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消灭了封建割据

的四分五裂的局面。资产阶级为了扩大产品销路和搜寻原料

来源，奔走全球各地，冲破民族的和地域的界限，使得一切国

家和民族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样资产阶级就

破坏了各国的旧的民族工业。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

“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

基础。”⋯封建时代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天天被消灭着，

它被新的大工业所代替。落后的民族和国家、殖民地半殖民

地国家就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大工业的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

场。资本主义的廉价商品的大量倾销，使这些国家和民族、穷

乡僻壤的人民生活也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联系起来了，物

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精神生产的

成果已成为各民族共同享用的精神财富。许多民族和地方的

文学、艺术、科技、哲学等方面的成就，已成为世界性的东西，

打破了民族的、地域的界限，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

联系，用先进的生产方式摧毁了落后民族的旧的生产方式，用

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战胜了落后民族的封建制度，使世界各

民族在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互相联系的

整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作了高度的概

括：“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日益不可能存在”，使各民族之间

的共同性却越来越多。这样在客观上就起了促进各民族之间

的互相往来、克服各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的作用。

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在客观上促进了落后民族的社会

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侵入落后民族国家

是为了掠夺他们的天然财富、农业原料、倾销商品、残酷地剥

削和压迫落后民族，使它们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但是在客

观上也促进了落后民族的社会变革。恩格斯列举了奥地利、

中国、印度等国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机器的推广而发生的

变化。大工业即机器生产在奥地利的运用，促进了奥地利的

社会变革，铲除了落后民族的封建社会制度，发展了现代工业

和农业。随着英国的入侵和先进生产工具的输入，在客观上

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同其他民族的联系，使中华民

族开始接受资本主义，开始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英

国入侵印度后由于英国商品的输入，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使

各个民族加强了相互往来，杂居起来，使印度社会发生了变

革，封建制度彻底垮台，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起来。

资产阶级文明对落后民族的侵入，在客观上促进了各落

后民族的发展，为各个落后民族的社会改革，无论在阶级基

础、思想基础各发面都提供了积极的因素，但是这种进步的作

用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它没有消灭对落后民族的压迫和剥削，

它只是用新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代替了旧的民族压迫和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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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的民族矛盾代替了旧的民族矛盾而已。

(三)透析了出现世界性的民族剥削和压迫的现象。揭示

了民族剥削、压迫的实质和消灭民族剥削、压迫的途径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靠掠夺殖民地为条件的。资本主义

的商品贸易，开拓了世界市场，它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

成了世界性的。勿庸讳言，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资产阶

级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该肯定其革命性和进步性。

但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私人占有的制

度，它发展生产的目的是要追求资本的高额利润，不是为了造

福全人类。为了达到追逐高额利润的目的，资产阶级不惜牺

牲他人的、他民族的利益，进行重利盘剥，发动侵略战争。实

行殖民主义，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由此便加剧了世界性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国际关系和

民族关系的对抗日益尖锐化。⋯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

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

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就是说，现存的这种生

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

造成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原因；而这种人剥削人的关

系越出了民族界限，就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因此，

只有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制度，才能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压迫、剥

削。只有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关系消灭以后，民族之间的敌

对关系才会随之消失。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给我们指明的民

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和消灭民族剥削和压迫这种敌对关

系的途径，也就是对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密切关系的阐发。

但是必须指出，民族内部阶级对立的关系消灭之后，民族

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不是马上就会终止。这是由于人们旧的思

想意识、民族意识，不同政治主张的分歧在一定条件下还会造

成民族之间的矛盾关系，甚至还会演变成为敌对关系。这是

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别和特点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存在的原因。

所以，对于民族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二、阐述了民族与阶级、无产阶级革命与

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

(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鲜明地指出民族问

题应从属于阶级问题

《共产党宣言》是把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革命问题联系

起来观察的，它认为，在近代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在每

个民族内部都存在着两个基本对立的阶级，剥削压迫阶级和

被剥削压迫阶级。这两个阶级从来就没有共同的阶级利益。

在民族之间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各民族之间的矛

盾、对立和斗争，主要是由阶级矛盾造成的。民族压迫、民族

剥削和民族对抗是阶级社会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表现

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剥削压迫与

对立，只不过用新的剥削压迫形式代替旧的剥削压迫形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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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要消灭民族与民族的对立，就必须消灭阶级与阶级的对

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自原始公社解体以后，至资本主

义社会为止一切有记载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得

出的科学结论。

所谓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并不是说压迫民族中的所有人

都去压迫和剥削被压迫民族，而是压迫民族中一小撮剥削阶

级分子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去剥削和压迫被压迫民族中的广大

劳动群众，而各民族中的剥削阶级是各民族中的广大劳动群

众的共同的敌人。在反对各民族中的剥削阶级时，各民族中

的广大劳动人民应团结起来反对各民族中的剥削阶级。在观

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时，要用阶级、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用超

阶级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民族问题。否则，就抓不住民族问

题的实质，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民族问题应从属

于阶级问题。这是他们对待民族问题的根本观点。民族问题

不能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的整个历史过程，它必将随着

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的进展，经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过渡的各个发展阶段，达到阶级、国家、政党、民族的消

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

析资本主义民族问题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无产阶级政党

在处理民族问题和制定民族政策时的理论依据。

(二)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不是“废除民族”而是上升为民

族的领导阶级

针对资产阶级及其御用学者污蔑攻击共产党人和无产阶

级要“废除民族”、“背叛民族”，《共产党宣言》驳斥说，共产党

人决不是“废除民族”、“消灭民族”，而是“无产阶级必须首先

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

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这就是

说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使自己在

本国民族上升为领导阶级，彻底消灭民族间的对立和剥削的

根源，是无产阶级在民族范围内巩固和发展起来，确立为社会

主义民族。无产阶级也只有首先在民族范围内从事社会主义

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建设，才能巩固和发展起来。所

以说无产阶级暂时还是民族的、民族范围的，而根本不是要

“废除民族。”事实上，民族也废除不了。马克斯恩格斯既坚决

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不认为无产阶级永远是民族的。无产

阶级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消灭阶级、国家，实现共产主义，

而不是在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内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即告

完成，若如此，那就背叛了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变成了资产

阶级的民族主义。无产阶级是以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为最

终目的的，因而随着阶级、国家的消亡，民族也会自行消亡的、

融合的。而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废除民族”的目的，其实

只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对民族的领导和统治地位，维护民族

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压迫、剥削关系，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民族”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认为，自己应当在民族中居于领导统治

地位，代表整个民族。然而，无产阶级的民族观念是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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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爱国主义的高度统一，资产阶级则是民族利己主义；无产阶

级主张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而资产阶级口头上也主张各

民族一律平等，实际上却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都优越，

剥削和压迫其他民族是理所当然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是暂

时存在的，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说作为有阶级性的民族是暂时

的，等到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民族会自行消亡。资产阶

级则认为资产阶级民族是永恒的、永远存在的，这是天经地义

的。所以，《共产党宣言》断言：无产阶级所理解的民族“完全

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11

(三)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以及马

克思恩格斯对待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论波兰》中，论述了无

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当时英国的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矛盾最为尖锐，革命力量最强，人数众多，而且具

有全国性的组织。因此很有可能英国的无产阶级首先推翻资

产阶级而获得胜利；同时波兰的各族人民也将在这场斗争中

获得解放。英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获得胜利，

对于被压迫民族反抗异族压迫的斗争及其胜利具有决定性的

意义。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

被压追民族获得胜利的信号”。【11又说：“波兰解放信号将由英

国发出”。“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而不是在波兰解放波兰”。⋯

这是马克思把注意力集中在英国，想借助于英国无产阶级的

胜利来推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促其获得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也非常关心和支持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运动。因为民族解放运动，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是一

致的，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是一支强大的革命力

量、重要的同盟军。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无

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该积极支持

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马克思恩格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

们不仅把被压迫民族视为一个受苦受难的民族，而且视为一

个具有反抗性、关键性、革命性、光明性的民族。他们认为压

迫愈深、反抗愈烈，这是革命发展的规律，他们希望被压迫民

族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获得胜利。

三、提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

相统一的观点

(一)提出了无产阶级必然是国际主义者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在各国无产者的

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

的共同利益。”⋯这就要求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

的国际主义，克服民族狭隘性，把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阶

级的共同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不仅是

他们共同命运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他们实现自身彻底解放的

必然要求。不分民族不分国度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团结是

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力量和源泉，所以恩格斯说：“工

人阶级就其本性来说是国际主义的。”b1各个民族的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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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本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就是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初总是民族斗争。每一个

一部分。各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共同的，奋斗目标是 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

一致的，这样就决定了他们在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级必须首先在民族范围内和自己的国度内组成为一个阶级，

的斗争中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而它直接斗争的舞台就是自己的国度。工人阶级如果不是民

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国族的，就不能够巩固、成长和形成。无产阶级绝不能幻想自己

际主义的基本内容，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提出国际主义即革命斗争的舞台建立在他国的领土上。有些单一的民族国

用各民族高度统一的融合来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就是说要家，像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当然是在民族范围内进行。有些

把各民族的平等团结、联合互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些有 多民族国家，像俄国和中国，也必须在本民族和本国进行。无

利于各民族的思想放在首位，促进各民族的融合。他主张各产阶级起来革命，首先碰到的革命对象是本国本民族的资产

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既反对自己的民族压迫其他的民族， 阶级、剥削阶级，应首先推翻他们的统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

又反对其他民族压迫自己的民族，《共产党宣言》根据无产阶 阶级专政。这样从实质上、内容上来说远远超出了本国本民

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后来，列族的范围，因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国际体系，打击了资本主

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时代，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和义世界的某一个环节，也就打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向前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如果所有民族的无产者都完成了这个任务，那么他们也就完

提出了“全世界元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新口号。 成了解放全人类的任务。所以无产阶级除了忠实于本民族的

(二)关于“工人没有祖国”的思想 利益之外，还应该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革命利益考虑。

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马克思恩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把本国本民族的社会主义革

格斯回击道：”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命建设搞好，成为本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使社会主

西。”⋯“工人没有祖国”这个口号是针对那些资产阶级掌握政义民族形成起来，同时要发挥国际主义精神，大力支持其他民

权的资本主义国家说的，是从工人阶级遭受资产阶级国家的族，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使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取得政

剥削和压迫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它既强调了工人阶级的国际权。只有这样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民族隔阂和民族对立的状

主义思想和彻底的革命精神，号召各国各民族中的工人阶级况，才会更快地消逝，才能消灭国家、消灭阶级，在全世界实现

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又阐明了 民族融合。这样也就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

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国家所处的历史地位，指出工人确实没的思想。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既强调

祖国。因此，列宁把“工人没有祖国”视为“《共产党宣言》早已 了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又强调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国

阐明的社会主义基本真理。”H1 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6】“无

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在经济上一无所有，遭受资本 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1这样既强调了各个民族

家的残酷剥削，经常处在饥饿线上。在政治上毫无权利和地的无产阶级首先完成本国本民族的任务，又强调了各个民族

位，整个国家政权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祖国”完全被资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既强调了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又强

产阶级所窃取和霸占。这样的祖国对无产阶级来说，实质上调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是没有祖国的，当时祖国对他们来说元异是后母。既然工人

没有祖国，当然也就“绝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于是 巢喜由赫
也就谈不上共产党人要废除祖国的问题。由于不少人对《共

爹丐X陬

产党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这句名言加以歪曲，故使列宁不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止一次地对它加以解释。他说：“‘工人没有祖国’——这就是1972．47l，469，253—256，”o，鹅7，409—410，479，487，478
说，1)他们的经济状况不是民族的，而是国际的；2)他们的阶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级敌人是国际的；3)他们解放的条件也是国际的；4)他们的国 ．。，，，。。，，。

际团结比民族团结更为重要。”口1就是说在大工业发展的近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代，日益打破了民族壁垒，消除了民族隔绝，阶级对抗代替民1972 472

族对抗，在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国家被资产阶级所把 [4]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

持，国家的、祖国的利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名词，就 [5]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4一

这个意义上说，祖国已不属于工人的，所以说”工人没有祖235

国”。在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不分国家和民族的界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限，实行“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1972．26l

一。’’c21这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一脉相通的。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三)无产阶级应该是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

《共产党宣言》中说：“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那么

1972．87

(下转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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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评价方法等。

当前一些大学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估往往以学生评估为

主，且简单表格化。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评估难以排除学

生非科学性取向评价。比如一个教师的课讲得平平，但他，她

在课堂上过多地谈论幽默笑话或社会上奇谈轶事，学生对他，

她的评价就可能比较好；反之，一个教师讲课的知识性、方法

学和艺术性都不错，但时间利用的太紧，且过于严肃和严格，

学生对这个教师的评价可能不会高。

教学质量评估是个复杂的课题，这里我们只能提及有待

进一步考虑的一些要素。首先，参与评估的人员构成应包括

学生、课程责任教授小组、教师所在院系的领导和教学管理

者、跨院系的同行、大学教学管理部门等。其次，在评估方式

上，可以有随机听课评审；公开听课评审；查阅有关教学资料

评审，资料包括备课记录、学生作业、试卷等。在内容上是教

学能力的评估，即执教育人、知识性、方法学、艺术性等。最后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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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述这些要素在评价模型中的量化分值、评估结论的判断

标准、以及对被评教师处理意见(改进或接受培训)，等等。

教育部已经正式成立了“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

心”，计划开展每五年一轮的高等学校教学评估，而且要逐步

建立行业评估和社会中立机构评估机制。因此，大学教学管

理部门应高度重视教学评估工作，组织人力研究国家评估政

策，优化内部评估模型，建立有效的评估约束制度，促进教师

队伍的执教能力建设。

三、结语

本文就“教师的执教能力建设”的两个问题做了初步探

讨，即教师应具备那些执教能力和怎样加强教师的执教能力

建设。希望本文能引起大学的领导者、教学部r丁的管理者和

广大教师对这个课题加以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To Elevate the TeachiIlg Abilities of Teachers

KANG Zhu—sheng

(UEST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topic to elevate the teaching abilities of teachers．’11le teaching abilities of wllich a teacher should be

possessed are first consideI-ed：pmfessional standPoint，professional knowledge，professional techniqIle and professional an—style．11le four

stages to elevate山e teaching abilities of teachers are further stlldied systemadcally．

Key words teacherte锄； teaching ability； hi出一education research； teaching adIlliIlis扛眦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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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eory of National Problem iIl Marx and En甜es’Man洫sto of the Commmlist Pany

ZHUⅪ一zll”

(zhengzhou uIlivers畸 zhengzllou 450Q52 chiIla)

Abs的ct In the mallifest of the p时y and other famous works，Mar】【and En舀es opened out tlle objective rule using dialectical material一

ism aIld hist耐cal眦terialism．They expounded the esseInial relation between nationality aIld class，tlle essential relation between proletariate

r{evolution and nationalit)r liberation movement．They also put forward pr01etariate intemationali锄aIld patriotism．so all these indicated that na—

tional theory of Marxism was founded elementarily and gave a strong founda60n fbr a final fb册ation．

Key words Marx and Endes； Man如sto of tlle commullist Pany； tIleory of national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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