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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思行方式研究

论科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

内涵的基本原则＊

———以界定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为视角

李春华　上官苗苗

【提　要】思想政治教育内涵是思想政治教育学首先要阐明的前提性问题，它直接影响

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目的、内容、价值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当前，思

想政治教育学界在该问题的总体方向上基本取得共识，但对内涵的理解和把握上还需深入

研究。科学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应坚持客观性、普遍性、内在性原则，以使自身更加

逻辑自洽、严谨缜密，在更大程度上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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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 “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简而言之，就

是对 “什 么 是 思 想 政 治 教 育”或 “思 想 政 治 教

育是什 么”做 一 个 明 确 的 回 答。在 思 想 政 治 教

育研究中，直 接 研 究 其 “内 涵”的 并 不 多。有

些研究虽 以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冠 名，但 具

体内容 并 未 给 予 回 答，更 多 的 是 以 对 “本 质”、

“内容”和 “价值”的研 究 而 展 开 的。例 如，思

想政治 教 育 是 政 治 灌 输 （本 质）、是 思 想 教 育

（内容）、促进人的发展 （价值）。这一方面说明

从不同侧 面 的 研 究 可 以 深 化 对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的理解，另 一 方 面 也 说 明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

可以通过其本质、内容和价值等方面得以体现。

但是，这些 研 究 本 身 都 不 是 对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是各种各样思

想政治教育活动存在的根据。”①科学界定思想政

治教育内 涵 是 其 成 为 一 门 科 学 的 前 提，因 而 追

问思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 并 不 是 一 种 多 余 的 探 究，

更不是一种 本 质 主 义 的 矫 情。那 么，如 何 揭 示

和把握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科 学 内 涵？ 抑 或 揭 示 和

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或要

＊　课题项目：本文系北 京 高 校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研 究 协

同创新中心 （中国政法大学）的阶段性成果。

①　郑永廷：《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外延与规范》，《教学与

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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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我 们 认 为，应 考 虑 两 个 方 面 问 题：一 是

从 知 识 论 的 角 度 如 何 保 持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

的 科 学 性，二 是 从 当 前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 研

究 现 状 的 角 度 如 何 破 解 存 在 的 问 题。而 在 分

析 基 础 上 我 们 惊 人 地 发 现 这 二 者 的 一 致 性。

要 揭 示 和 把 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科 学 内 涵，基

本 的 应 是 坚 持 客 观 性、普 遍 性、内 在 性 原 则

和 要 求。

一、坚持客观性原则，区分

　　应然与实然的关系　　

　　对任何概念 内 涵 的 揭 示，都 首 先 要 坚 持 客

观性原则，即概念 内 涵 所 反 映 的 对 象 必 须 真 实

可靠，反映的内 容 必 须 以 客 观 实 际 为 根 据、必

须与客观事实 相 符 合。坚 持 客 观 性 原 则，要 求

在 定 义 这 个 内 涵 之 前 必 须 尽 最 大 可 能 获 得 大 量

而不是少数的、真 实 可 靠 的 而 不 是 想 象 的、虚

假的信 息，如 实 反 映 事 物 的 存 在 和 发 展 状 况。

客观性原则不是 强 调 对 象 的 精 确 性，而 是 强 调

其非主观性，不 能 把 主 观 想 象、主 观 愿 望 和 主

观判断加入其中，把 尚 未 实 现 的 理 想 和 即 将 建

成的东 西 当 作 已 经 完 成 了 的 目 标 和 实 现 了 的

结果。

用 坚 持 客 观 性 原 则 来 揭 示 和 把 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就 是 要 求 概 括 和 界 定 的 内 容 是

真 实 存 在 的，不 仅 不 能 是 无 中 生 有、凭 空 捏

造 的，而 且，属 于 应 然 性 和 理 想 化 的 东 西 也

不 能 包 括 在 其 中。也 就 是 说，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 所 反 映 的 内 容，必 须 是 自 阶 级 产 生 以 来

至 今 任 何 社 会 都 客 观 存 在 的 现 象，是 古 今 中

外 都 存 在 的 既 成 事 实，而 不 能 包 括 主 观 愿 望

想 要 建 设 的 思 想 政 治 教 育，如 果 属 于 某 一 个

时 期 有 而 另 一 时 期 没 有 的 某 种 特 征，应 属 于

这 个 阶 段 的 特 殊 性，而 不 应 出 现 在 所 提 炼 和

概 括 的 内 涵 之 中。否 则，就 会 出 现 逻 辑 的 不

严 密 和 不 自 洽，而 违 背 客 观 性 要 求 进 而 影 响

到 内 涵 的 科 学 性。

当前学界 对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具 体 表 述 不 够 自

洽和严谨 的 表 现 之 一，就 是 很 多 内 涵 的 界 定 将

主观愿望 与 客 观 事 实、应 然 状 态 与 实 然 状 态 混

淆，从而导致 了 客 观 性 的 不 足，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响思想政 治 教 育 的 科 学 性。如：学 界 普 遍 认

为思想政 治 教 育 是 一 定 社 会、一 定 阶 级 用 一 定

的思 想 观 念、政 治 观 点、道 德 规 范，在 遵 循 人

的思想、品 德 和 心 理 等 形 成 和 发 展 规 律 的 基 础

上进行的实 践 活 动。显 然，这 是 一 种 理 想 化 的

思想政治 教 育 活 动，是 我 们 正 在 建 设 的 科 学 的

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具有的特质。遵循人的思想、

品德和心 理 等 形 成 和 发 展 规 律 来 做 思 想 政 治 教

育工作，这 只 有 在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或 中 国 共 产 党

所开展的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才 能 做 到，在 剥 削 阶 级

社会过去 不 存 在 将 来 也 不 会 出 现。但 如 果 使 用

了 “一定”，则表示是在一切阶级社会都客观存

在的。因此，如果 要 是 特 指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思 想

政治教育，那么就没有必要用 “一定”，而应具

体化：“一定阶级”就应明确为无产阶级， “一

定的政党”就应明确为无产阶级政党，“一定社

会的思想 观 念、政 治 观 点、道 德 规 范”就 应 明

确为马克思 主 义 的 思 想 观 念、政 治 观 点、道 德

规范。至于 “遵 循 人 的 思 想、品 德 和 心 理 等 形

成和发 展 规 律”这 一 点，在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成 为

科学之前是 根 本 谈 不 上 的。其 实，该 内 涵 的 界

定者也已经看到了其中的矛盾：“通过强调思想

政治教育 应 该 是 涵 盖 思 想 品 德 教 育、政 治 素 质

教育和心 理 品 质 教 育 几 个 方 面 的 综 合 性 教 育 目

标和内容 的 教 育 实 践 活 动，这 一 定 义 明 确 区 分

了现代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作 为 独 立 学 科 体 系 与 其 他

学科的界 限，为 提 升 新 时 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实

效性 奠 定 了 理 论 基 础。”① 这 里 的 “应 该”和

“现代思 想 政 治 教 育”，正 是 作 者 对 这 种 矛 盾 的

解释和补充。

认识和 遵 循 人 的 思 想、品 德 和 心 理 等 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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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 展 的 规 律，要 依 赖 于 生 物 学、生 理 学、思

维科学、心理 科 学 等 学 科 的 发 展，在 这 些 科 学

没有产生之前，想要遵循这些规律是不可能的。

而这些科 学 只 是 在 现 代 社 会 才 出 现 的。思 维 科

学 （ｎｏｅ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是研究人的思维规律、思维

的生理机 制 等 问 题 的 新 兴 科 学。思 维 科 学 理 论

体系包括基 础 科 学、技 术 科 学 和 应 用 科 学，涉

及哲学、逻 辑 学、心 理 学、思 维 生 理 学、脑 科

学、人工智能、计 算 机 软 件 工 程 等 众 多 学 科 和

领域。我们知 道，思 维 科 学 作 为 研 究 思 维 活 动

规律和形 式 的 科 学，是 三 大 科 学 （自 然、社 会

和思维）之 一。思 维 科 学 是 恩 格 斯 在 《自 然 辩

证法》中 提 出 来 的。 《自 然 辩 证 法》最 初 是

《１８７３～１８８３年 自 然 哲 学 手 稿》，写 作 年 代 大 致

在１８７３～１８８３年间， 《自然辩证法》１９２５年俄

文版出版。依 据 当 时 科 学 技 术 发 展 的 状 况，恩

格斯总结了人类在科学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提出了关 于 思 维 科 学 的 概 念。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初，我国科 学 家 钱 学 森 倡 导 开 展 思 维 科 学 的 研

究。现代思 维 科 学 的 研 究 要 为 当 时 的 研 究 如 智

能计算机、人 工 智 能、模 式 识 别 等 建 立 理 论 基

础。心理学产生于１９世纪中叶，１８７９年冯特在

德国的莱 比 锡 大 学 创 建 了 世 界 上 第 一 个 心 理 学

实 验 室，成 为 心 理 科 学 独 立 的 标 志。显 然，

《１８７３～１８８３年 自 然 哲 学 手 稿》写 于１８７３～

１８８３年间， 《自然辩证法》发表于１９２５年，心

理科学独立于１８７９年。就算这个时候人们认识

到了思维规律并能够应用它来做人的思想工作，

这也就有 一 百 多 年 的 事 情，而 人 类 的 思 想 政 治

教育活动 有 几 千 年 历 史。如 果 从 现 代 思 维 科 学

产生的时间看那就更短了，才有几十年的历史。

把几百年 甚 至 几 十 年 前 产 生 的 科 学 说 成 是 几 千

年历史中 就 存 在 的 事，显 然 不 符 合 历 史 事 实。

实际上，这 只 是 我 们 要 建 立 的 科 学 的 思 想 政 治

教育的一个 特 征。可 见，古 代 社 会 没 有 思 维 科

学、心理学等科学，人类还不能认识自身意识、

心理发展 的 规 律，显 然 奴 隶 社 会 和 封 建 社 会 的

思想政治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根 本 谈 不 上 遵 循 这 些 规

律。另外，也 是 更 重 要 的，在 现 代 社 会，虽 然

这些科学 产 生 了，人 类 认 识 到 了 这 些 规 律 并 广

泛地应用 这 些 规 律，但 并 没 有 能 够 自 觉 地 应 用

在对 人 的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上。只 有 无 产 阶 级 政

党———中国共 产 党 的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才 能 做 到 这

一点，因为 只 有 我 们 把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作 为 科 学

来建设。

总之，作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界定，

应是包括 各 个 阶 级 社 会 历 史 时 期 客 观 存 在 的 思

想政治教 育 现 象。如 果 有 一 个 时 期 不 具 备 这 个

特点，无论它 有 多 么 美 好 的，都 不 能 包 含 在 这

个内涵定义 之 中。因 此，我 们 有 必 要 做 一 个 区

分：主观愿望 和 客 观 事 实、实 然 的 和 应 然 的 思

想政治教 育 的 关 系，区 分 客 观 存 在 的 思 想 政 治

教育与我 们 要 建 立 的 新 的 科 学 的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关系。如果 不 加 以 特 别 的 说 明，就 会 造 成 一

定的混乱，就 会 使 人 误 以 为 这 是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有史以来 就 客 观 存 在 的 特 征。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响思想政 治 教 育 的 科 学 性。应 该 说，推 进 思

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或建设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

本身就是要 包 括 应 然 的、希 望 的、理 想 化 的 新

东西，这是建 设 一 个 新 学 科 的 要 求。运 用 现 代

科学技术手 段，遵 循 人 的 思 想、品 德 和 心 理 等

形成和发展 规 律，是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科 学 化、现

代化、时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坚持普遍性原则，区分

　　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对任 何 概 念 内 涵 的 揭 示，不 仅 要 坚 持 客 观

性原则，还要 坚 持 普 遍 性 原 则。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的辩证 唯 物 论 揭 示 了 事 物 存 在 的 普 遍 性 与 特

殊性、共性与 个 性 的 关 系。一 个 科 学 的 概 念 内

涵所反映的对象必须是在其领域内普遍存在的，

概念内涵 所 涉 及 的 对 象 不 能 仅 仅 存 在 于 特 定 的

时间或特 定 的 空 间 中，必 须 在 其 领 域 内 没 有 例

外，在时 间 上 无 时 不 有、一 以 贯 之，在 空 间 无

处不在、全部 覆 盖。不 仅 这 一 现 象 不 能 是 此 一

时此一处有、彼 一 时 彼 一 处 无，而 且 就 是 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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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变化 发 展 过 程 的 特 点 也 是 任 何 时 间 和 空 间

都具有的。否 则 就 难 以 保 持 逻 辑 严 谨 和 自 洽，

其科学性就会被大大削弱。

用坚持普遍性原 则 来 揭 示 和 把 握 思 想 政 治

教育内涵，要求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 所 反 映 的 内

容，必须是自阶级 产 生 以 来 至 今 任 何 社 会 的 任

何时期都 客 观 存 在 的 现 象，古 今 中 外 概 莫 能

外。不仅思想政治 教 育 这 一 现 象 不 能 是 在 历 史

的某一时期某一 个 民 族 中 存 在，而 在 历 史 的 某

一时期、某一个 民 族 中 不 存 在；而 且 就 是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活 动 过 程 的 特 点 也 是 任 何 历 史 时 期 和

任何民族中都存 在 的。如 果 属 于 某 一 个 时 期 有

而另一时期没有 某 种 特 征，应 属 于 这 个 阶 段 的

特殊性，而不应出 现 在 所 提 炼 和 概 括 的 内 涵 之

中。否则，就会 出 现 逻 辑 的 不 严 密 和 不 自 洽，

而违 背 了 客 观 性 要 求 进 而 影 响 到 内 涵 的 科

学性。

当前学界 对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 界 定 不 够 自

洽和严谨 的 另 一 个 表 现，就 是 有 些 内 涵 定 义 将

普遍性与特 殊 性、共 性 与 个 性 混 淆，从 而 导 致

了普遍性 不 足，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思 想 政 治 教

育的科学性。主 要 表 现 在 三 个 方 面。一 是 思 想

政治教 育 这 种 活 动 或 现 象 存 在 的 普 遍 性 问 题。

我们知道，“思想政治教育”是从我们党和国家

的文献中 产 生 的，也 是 我 们 党 和 国 家 的 宣 传 话

语中经常使 用 的，但 人 类 思 想 史 告 诉 我 们，一

个概念在 哪 个 国 家 产 生，并 不 意 味 着 这 个 概 念

所反映的 事 实 只 在 这 个 国 家 存 在，正 如 当 前 西

方国家虽然没有标明 “思想政治教育”，但是其

开展的 “精神教育”、 “人格培养”、 “价值观教

育”、 “政 治 社 会 化”等 却 发 挥 着 相 似 的 作 用。

思想政治 教 育 不 只 是 无 产 阶 级 政 党 发 明 的 教 育

实践活动，而 且 是 人 类 自 从 阶 级 社 会 出 现 以 来

就普遍存 在 的 现 象。但 在 界 定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时还存 在 着 不 够 严 谨 缜 密 的 问 题。如 学 界 界

定思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 时，普 遍 使 用 了 “一 定 的

社会或社会群体”，这里的 “一定的社会或社会

群体”就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特定条件，

实际上承 认 了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是 与 人 类 社 会 共 始

终的，即从 原 始 社 会 直 至 共 产 主 义 社 会 都 存 在

思想 政 治 教 育。那 么，在 原 始 社 会、共 产 主 义

社会真的 存 在 着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吗？ 我 们 承 认 原

始社会存 在 着 教 育 活 动，但 是 其 所 进 行 的 相 关

教育实践 活 动，指 向 的 是 生 产 经 验 和 社 会 规 范

的传递，依赖 的 是 风 俗 习 惯 的 约 束 力，目 的 是

为了共同 对 抗 自 然，这 种 活 动 是 从 属 于 整 个 社

会群体的，可 以 说，无 论 从 其 目 的 还 是 开 展 过

程乃至内 容 上 看，这 种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都 不 能 称

之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随着阶级 和 国 家 的 消 亡，思 想 政 治 教 育 这 一 实

践活动也 将 不 复 存 在，所 存 在 的 也 仅 仅 是 一 种

社会 管 理 实 践 活 动。因 而，我 们 认 为，思 想 政

治教育是 一 种 历 史 阶 段 性 现 象，是 从 阶 级 社 会

开始的，随着 阶 级 和 国 家 的 出 现 而 出 现，它 只

存在于阶 级 社 会，而 并 不 是 一 种 与 人 类 社 会 共

始终的现象。可 以 说，这 一 内 涵 界 定 忽 视 了 思

想政治教育只是存在于阶级社会的这一普遍性。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特点的普遍性问题。

思想政治 教 育 这 种 活 动 具 体 是 怎 样 进 行 的？ 对

此，多数学者 在 界 定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 时，均

有 “自觉地进 行 的 活 动”、 “……有 目 的、有 组

织、有计划的 活 动”。 “有 目 的、有 组 织、有 计

划”这一 点 实 际 上 也 不 具 有 普 遍 性。这 里 的 教

育是广义 的 教 育 即 “影 响”的 意 思。但 一 般 说

的有 目 的、有 组 织、有 计 划 的 教 育 活 动，主 要

是专门指 向 学 校 教 育。而 对 于 大 多 数 被 统 治 阶

级来说，他们 进 入 学 校 的 机 会 是 有 限 的。而 作

为 “影响”意义上的教育就很难说都是自觉的，

相反，在古 代 以 自 然 经 济 为 基 础 的 农 耕 社 会，

这种影响 恰 恰 是 潜 移 默 化 的，是 通 过 风 俗 习 惯

而自 发 地 发 生 作 用 的。以 家 庭、家 族、宗 族 为

“组织”的 影 响 （教 育），往 往 是 自 发 性 的 言 传

身教。《白鹿原》中的 “祠堂”的作用，就是在

发生重大 事 件 时、针 对 发 生 的 事 件 以 对 族 人 进

行强化族约教育。

三是仅仅 把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看 成 是 统 治 阶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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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进行的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活 动，也 违 背 了 界 定 思

想政治教 育 内 涵 的 普 遍 性 原 则。一 些 学 者 认 为

思想政治 教 育 是 用 统 治 阶 级 的 思 想 教 育 人、培

养人。事实上，不 仅 掌 握 国 家 政 权 的 统 治 阶 级

进行思想 政 治 教 育，其 他 社 会 集 团 或 组 织 也 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 “一定的 阶 级、集 团 或 组 织”

不是抽 象 的，而 是 具 体 的，如 国 家、政 党，等

等，既包括统治阶级，也包括被统治阶级。“统

治阶级的 思 想 在 每 一 时 代 都 是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思

想。这就是说，一 个 阶 级 是 社 会 上 占 统 治 地 位

的物质力 量，同 时 也 是 社 会 上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精

神力量。支 配 着 物 质 生 产 资 料 的 阶 级，同 时 也

支配着精神 生 产 资 料，因 此，那 些 没 有 精 神 生

产资料的 人 的 思 想，一 般 地 是 隶 属 于 这 个 阶 级

的。”① 因此，统 治 阶 级 的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也 就 是

该社会的 主 流 意 识 形 态 教 育，它 必 然 具 有 排 他

性，对该社 会 的 非 主 流 意 识 形 态 要 进 行 批 判 和

抵制。但是，在任 何 阶 级 社 会 中 都 必 然 还 存 在

被统治阶 级 及 其 组 织，他 们 在 夺 取 政 权 之 前 所

进行的宣传、鼓动等工作都属于思想政治教育。

如果把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活 动 看 成 是 只 有 统 治 阶 级

才能进行 的，那 就 从 根 本 上 否 定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理论 教 育 史，否 定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思 想 政 治 教

育史。

总之，以 上 三 种 观 点 在 界 定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涵时都 存 在 把 个 别 当 成 一 般、把 特 殊 当 成 普

遍的问题。正确揭示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内涵，

不仅要坚 持 客 观 性 原 则，还 必 须 坚 持 普 遍 性 或

广泛性原则，在 时 空 维 度 上 保 持 一 致 性。这 样

才能在 最 大 程 度 上 使 其 保 持 准 确 性 或 精 确 性，

否则会影 响 客 观 性 真 实 性，进 而 影 响 到 思 想 政

治教育内涵的科学性。

三、坚持内在性原则，区分

　　本质与现象的关系　　

　　揭示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还 必 须 坚 持 内 在

性原则。 “内在性原则”本 来 是 一 个 哲 学 术 语，

是指从主体自身出发进行思维判定一切的原则，

即 “思维内在性原则”，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思

维方式 的 主 导 原 则。但 我 们 这 里 所 说 的 “内 在

性原则”与 之 不 同，是 指 在 揭 示 和 把 握 事 物 内

涵时，要注重 从 事 物 内 在 本 质 出 发，而 不 是 从

外在现象 出 发。人 们 一 般 把 概 念 和 概 念 的 内 涵

在同等意义 上 使 用，但 是，实 际 上 概 念 和 概 念

的内涵是 有 所 不 同 的。概 念 的 反 映 对 象 是 带 有

本质属性 的 一 类 事 物，而 概 念 的 内 涵 是 反 映 在

概念中的事物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人”这一概

念所反 映 的 是 带 有 如 下 本 质 属 性 的 一 类 物 质：

能思 维、有 语 言、能 劳 动 等，而 “人”这 一 概

念的内涵所 反 映 的 是 能 思 维、有 语 言、能 劳 动

这一组本 质 属 性。一 个 概 念 只 有 有 了 内 涵 才 能

称其为概 念，内 涵 是 概 念 质 的 方 面 的 规 定 性，

若这个概 念 没 有 质 的 方 面 的 规 定 性，这 个 概 念

也就等于无。

对思想政 治 教 育 内 涵 的 深 入 研 究 之 所 以 重

要，是因为 它 首 先 揭 示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内 在 本

质。它不是 仅 仅 停 留 于 简 单 地 回 答 思 想 政 治 教

育是一种怎样的现象或活动 （事实），而是要揭

示思想政治 教 育 内 在 本 质 性 的 关 系。因 此，实

际上思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 是 对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本 质

属性的反映。作 为 内 在 的 本 质，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涵隐藏 在 事 物 的 深 处，不 是 通 过 直 观 直 接 能

够把握的，而 是 通 过 抽 象 思 维 才 能 把 握 的。正

如毛泽东同 志 所 说 的，战 争 的 本 质、规 律 这 种

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

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②

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这种内在性是从诸多现象、

表征中抽 离 出 来 的，是 对 事 物 内 在 规 定 性 的 根

本把握，是一 事 物 与 他 事 物 相 区 分、表 明 自 身

独特性之所 在。把 握 住 了 这 种 内 在 规 定 性，也

就是抓住了 事 物 的 本 质。因 而，在 揭 示 思 想 政

治教育的 内 涵 时，要 从 根 本 上 抓 住 其 内 在 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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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拷问 其 最 核 心、最 本 质 的 东 西，而 不 局 限

于外在的描绘和叙述。

那么，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本 质 是 什 么 呢？ 目

前，学界对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本 质 有 多 种 解 读：第

一种 是 归 结 为 政 治 性、阶 级 性、意 识 形 态 性、

灌输论等 的 一 元 论；第 二 种 是 归 结 为 政 治 性 与

科学性的统一、党性与人性的统一等的二元论；

第三种是 归 结 为 同 时 具 有 目 的 性、实 践 性 和 超

越性等的 多 元 论。２０１６年，有 研 究 者 将 目 前 思

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总结为十大观点：灌输论、

教育论、社会化论、交往互动论、精神生产论、

以人 为 本 论、铸 魂 育 人 论、思 想 掌 握 群 众 论、

属性 论、综 合 本 质 论。① 还 有 一 种 观 点 引 人 注

目：“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

质诉求、思想 政 治 教 育 的 目 标 指 向、思 想 政 治

教育的价 值 追 求、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内 容 选 择、

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坐标……我们知道，“人的

自由全面 发 展”从 根 本 上 要 依 赖 于 生 产 力 的 巨

大发展、消灭旧式分工和私有制。“自由”相对

于受束缚而言，“全面发展”相对于片面发展而

言。因此，实现 “人的自 由 全 面 发 展”，就 是 摆

脱来自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各种压迫和束缚，

就是消灭 私 有 制 和 旧 式 分 工 带 来 的 人 的 片 面 发

展。教育对 “人 的 自 由 全 面 发 展”具 有 重 要 作

用，我们的教 育 方 针 是 使 受 教 育 者 在 德 育、智

育、体育、美 育 等 方 面 都 得 到 发 展。但 仅 仅 依

靠思想政 治 教 育 是 不 可 能 做 到 的。思 想 政 治 教

育只能对 人 的 发 展 的 一 个 方 面 起 到 作 用，那 就

是思 想 政 治 素 质、水 平 和 能 力。因 此，思 想 政

治教育 在 促 进 “人 的 自 由 全 面 发 展”上 所 具 有

的重要作用，主要作用于人的 “思想”，对人的

其他方面的发展没有直接作用。

从对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本 质 的 研 究 中，我 们 可

以反 观 人 们 对 “什 么 是 思 想 政 治 教 育”或 “思

想政治教育是什么”这一 “思想政治教育内涵”

是怎样理 解 的。针 对 当 前 学 界 对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涵界定 泛 化 的 现 象，已 经 有 很 多 学 者 指 出 来

了。“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实现发展速度快、总

体质量好 的 跨 越 式 发 展 过 程 中，不 可 避 免 地 出

现了实践 中 的 外 在 化 价 值 取 向 和 理 论 研 究 中 的

获得性品 质，尤 其 是 出 现 了 一 种 回 避 思 想 政 治

‘理论硬核＇，非对象化、非本体性诠释的 ‘去思

想政治＇现 象，应 该 引 起 我 们 的 省 思。”② 一 些 学

者提出：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本 质 是 “思 想 掌 握 群

众”③、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就是 “政治教育”④、

思想政治教育实质是 “消除思想迷茫和困惑”⑤、

“思想政治教育 学 要 回 到 ‘思 想 政 治＇”⑥ ……应

该明确，思想 政 治 教 育 的 对 象 是 人 的 思 想，解

决的是人 的 思 想 问 题。因 而 不 能 简 单 地 说 思 想

政治教育 是 做 人 的 工 作，更 确 切 地 说 是 做 人 的

“思想”工作。当然，这里的 “思 想”不 是 泛 指

人的所有 思 想，而 是 指 与 政 治 相 联 系 的 思 想，

抑或 “思想政治”，即思想政治素质、思想政治

水平、思想政 治 能 力。基 于 这 一 内 在 本 质 的 认

识，在抽象和 凝 练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 时，不 应

包括 那 些 属 于 外 延 性 的、派 生 性 的 内 容。如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够

承载的内 容。再 如 “心 理 健 康 教 育”是 为 了 更

好地进 行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而 采 取 的 途 径 和 手 段，

它可以纳 入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范 围，但 它 不 是 思

想政治教 育 本 身 的 内 容，因 而 不 能 成 为 思 想 政

治教育内 涵 的 要 素，不 能 在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内 涵

中出现这一外延性的、派生性的内容。

基于上 面 的 分 析，我 们 在 逻 辑 上 得 出 一 个

初步结论，可 以 将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内 涵 界 定 为

“在阶级产生以来的一切社会中，一定阶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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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用 自 己 的 思 想 意 识 和 思 想 理 论 影 响 和

教育人的实践活动”。其中 “阶级产生以来的一

切社会”，限定了它只存在 于 阶 级 社 会 中； “一

定阶级、政党、组织”，既 包 括 统 治 阶 级，也 包

括被统治阶级；“用自己的思想意识和思想理论

影响 和 教 育 人”则 明 确 “用 什 么”来 教 育 和 影

响人，即思想 政 治 教 育 的 内 容，它 既 包 括 未 形

成体系的 思 想 意 识，也 包 括 已 形 成 体 系 的 思 想

理论；它舍弃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特点，

既包括有 组 织 的 自 觉 的 教 育，也 包 括 不 自 觉 的

潜移 默 化 的 影 响。一 定 的 阶 级、政 党、组 织 是

思想政治 教 育 的 主 体，被 影 响 和 教 育 的 人 是 思

想政治教 育 的 对 象，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主 体 对 思 想

政治教育 对 象 进 行 思 想 教 育 和 影 响 的 过 程，就

是思想政 治 教 育 的 过 程，也 就 是 用 一 定 的 思 想

或理论掌 握 人 的 过 程。因 而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本

质是用思 想 理 论 掌 握 人，我 国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本质就是 用 马 克 思 主 义 科 学 理 论 掌 握 人。这 一

内涵能够 满 足 客 观 真 实 性、最 大 的 普 遍 性 以 及

反映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内 在 本 质 的 原 则 和 要 求，

对于 进 一 步 认 识 “什 么 是 思 想 政 治 教 育”或

“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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