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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历来认为，治国理政不仅依靠法律和制度，还要依靠接班人的培养。因此，中国教育历来秉承“仲

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传统，承担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职能。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的成长发展

是一个典型案例，从中可以总结出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人皆可以为尧舜”，普通学生和伟

大领袖都渴望提高思想政治素养，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教师的根本任务是通过培养服务人民

的“善念”和家国情怀，满足学生提高思想和政治能力的诉求。近代以来世界变化不断加快，自主学习

和知识创新的能力是从事政治事业的前提。教育人们从社会现实出发思考问题，运用科学方法认识社会

发展规律，依靠思想宣传和政治组织改造社会，实现自身和人民大众的共同解放，这样的教育是思想和

政治解放相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样的人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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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he Chinese wisdom of governance that people educating is as important as institutions 
building. Therefore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following Confucius to elaborate YAO and 
SHUN’s legend, and to make improvements to WEN and WU’s institutions, which means to make 
education work for state governance and world peace. As the founding father, Mao Zedong’s 
growth is an ideal model, from which we can learn much about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teaching. 
All men could be YAO and Shun, which implied that the common can be educated being respected 
spiritually and politically, and which should also be good departing station for political education. 
What asks for the teachers is to plant the seeds of love for the people and the state, by which is also 
to learn the capability of thinking and behaving politically. Since the old world has been moving 
speedily into a modern one,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study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has be-
come the requirement for political career. To make people think based on the social reality, learn 
the social principles in a scientific way, transform the community by new thought and organiza-
tion, liberate one and the others all by himself, which makes education and politics integrate into 
one is what politics of education means, and people educated by this way are the socialism build-
ers and successors. 

 
Keywords 
Politics, Education, Mao Zedong, Builders, Successors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周文王、武王

建立了周朝，他们治国理政的典章制度记载方策之中。但是，制度还得依靠人来执行和革新，有好的继

承人就能使国家兴亡发达，没有好的继承人国家就会衰败灭亡。西方通常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中国人

历来认为培养接班人同样重要。 
《礼记》中的《学记》篇有言：“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则说：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将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

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

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

典乐之官所由设也。”这表明中国历来强调通过教育实现国家治理和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也就是强调

国家治理和教育教学相结合的“政教”。“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修

道之谓教”(《中庸》)，“君”和“师”、“治”和“教”从根本上说应该完全一致，君主和官员治国理

政的言行对百姓的影响就像教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政教”的核心要义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

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也就是不论治国理政还是教育教学都要强调以人为本、从我做起，人人能够

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感叹说：“及周之衰，贤圣

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

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也就是说，原本合一的“君”和“师”、“治”和“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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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衰落之后就分离了。但是，作为“万世先师”的孔子尽管不得君师之位以行政教，仍然继承“君”

和“师”、“治”和“教”合一的教育方法，通过教育实现国家治理和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 
西方其实也不是只重视制度建设，也同样甚至更加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广为人知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说，资本主义“必得与一整个敌对势力的世界历经一番艰

苦的斗争方得卓然挺立”[1]。资本主义国家在教育中贯穿“民主”、“自由”和“法治”政治理想，凸

显与“君主”、“专制”、“独裁”的对立斗争。资本主义在打败了封建主义之后，又试图打败新兴的

社会主义。1945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在演讲中说：“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

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楚。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

[2]应该说，苏联东欧共产党最初也高度重视教育中的政治问题，但却没有成功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最后导致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和苏东剧变。“不过，我当然绝不会以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

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

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这只要回想一下俄罗斯千百年来的历

史，包括卫国战争那悲惨的时光和最后的胜利结局，就可以一目了然。”[3]也就是说，苏共垮台和苏联

解体主要还是因为没有抓好思想政治教育。民族历史、民族英雄始终是教育人民的最重要素材，当俄罗

斯的历史和列宁的事业不再为俄罗斯人崇敬时，俄罗斯民族的悲剧也就注定要发生了。 
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

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

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4]。习近平的讲话明确了我国教育工

作者必须承担的政治任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鲜明特点，指明了思想政

治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极端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远不止是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和“思想政治工作”，它实际上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手段，中国传统的“政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孔子通过追述尧舜和推崇文武来教化人民。追述党和国家

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革命先辈的成长历程，从中获取青年学生成长

成才的历史经验，这是中国传统“政教”给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启示。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创立

者，本文以青年毛泽东的成长发展为案例，从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出发，探究社会主义教育工作，

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方向。当然，这只是为了从学生成长的“需求侧”开展深入研究，并不

否定“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关键和主导作用。关于教师队伍建设、教材编写和教学手段方面的

研究，笔者发表过《思想政治理论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刍议》一文[5]，可供读者对照参考。 

2. 通过传播人民中心思想和家国情怀提高学生道德品行和政治觉悟 

1917 年，毛泽东致黎锦熙老师的信中说自己“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

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

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

其苦有不可胜言者”[6]。学生最大的困惑和痛苦通常并不是学业本身的困惑和痛苦，而是关于自身与国

家、社会和他人关系的困惑和痛苦。学生不仅仅想要成为一个学业成绩优秀的人，更渴望成为一个对国

家、社会有用的人和道德品行受称赞的人。现在学生中出现“抑郁症”甚至发生自杀的悲剧，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因为看不到自己对国家、社会、他人的作用，而只是一味地为了学习成绩而互相竞争，这正是

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作用的时候。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通常不能像专业课一样为学生“授业”，帮助学生在

相应行业就业甚至自主创业。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使命是向学生“传道”和“解惑”，帮助学生形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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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的道德品行、树立正义的政治立场、顺应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确立正确的人生方向。借用为北宋张载的

话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事业。 

2.1. 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 

《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7]人
天生本性善良，受环境影响变得不同；如果不进行教育，善良天性就会改变；教育的根本，就是教人专

心向善。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明确提出：“思

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8]只有首先相信“人之

初，性本善”，才能真正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才能真正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观点。“人之初，性本善”既是中国

教育的出发点，也是中国政治的立足点。 
毛泽东的母亲信佛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9]。青年毛泽东曾经对佛学很感兴趣，随

着知识增长和阅历丰富，毛泽东后来不再随母亲信佛。但是，母亲虔诚的佛教信仰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灵

中播下“无非一念救苍生”的善念[10]。像母亲这样的普通群众的宗教信仰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尊重和理解，

正因为如此，新中国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49 年 9 月 29 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1954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1959 年 10 月 13 日，毛泽东和北

大哲学系教授任继愈谈话说：“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

命的，没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他还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圣

经》有没有人研究？”[11]共产党人自己是无神论者，但能够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这本身就是善的

表现。宗教在播散善的种子、提升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的积极作用，今天仍然值得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以

发掘和利用。 
发展青年毛泽东善良本性和正义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古典经书和传奇小说。他说：“我熟读

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

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我想我也许深

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12]这些传奇小说塑造的造反英雄，在毛泽

东幼小的心灵中确立了正义感，激励他为受剥削受压迫者奋斗终生，甚至还给予他与强权斗争的智慧。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可能在毛泽东为农民起义的英雄叫好时已经萌发。虽然

毛泽东自己说不喜欢经书，但正是四书五经让毛泽东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以及孙中

山的“天下为公”找到了共鸣，他实际用中国古代的“大同”来阐释自己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毛泽东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共产党人要“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13]。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长、结果，只有扎根中国大

地、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才能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才能真正让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引领教育作用。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能只是理论武器，它还必须是一种关爱人民大众的炙热情感。我们今天的

思想政治教育也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慧根”，也就是培养学生热爱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没有这种

感情就不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性修养，也不可能真正确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 

2.2. 教导学生树立止于至善的志向 

当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宗教而是对人民的信仰，是在科学认识世界本源和趋势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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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的崇高理想。《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

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14]
意思是说为学之道首在寻找光明的德性——它是不同于细枝末节的大本大源，其次还要在明德指引之下，

不断改进自己，最后达到至善境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探寻人类发展的“至善”境界。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可以说就是共

产党人的“至善”境界。 
1917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在致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动其心者，当

具有大本大源”，如此方能“一干树立，枝叶扶疏”[15]。他感叹大多数人“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

准，以为判断之主。正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16]
因此之故，“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

不亦大可哀哉！”[16]即便有教立志者或有志者，其实也不过是“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

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

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

也”[17]。用今天的话来说，求学首在立探求宇宙真理的大志，其次在真理指引下向着大志向不断努力，

最后完成志业、实现真理。毛泽东的一生就是通过早年求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确立了为共产主义

伟大事业奋斗终生的志向，最终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在选择学校时曾说，湖南师范“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18]。大学当

然需要专业技术教育，但是只有专业技术教育不够。这就像果农只是种果树获得丰收并不会满足，他还

需要体验劳动的快乐、丰收的快乐、自然的美妙。如果他被迫年复一年地像奴隶一样劳动，如果劳动的

果实完全不属于他或很少属于他，他就没有丝毫的快乐可言，也很难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如果他始终都

不能改变这一切，他就会觉得人活着完全没有意思。他可能选择革命，或者选择自杀。也就是说，人生

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是人生和世界的本源问题，专业知识是人生存在世界上的手段，是末。只

有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人生才能心神安定、泰然自若，才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就是指引人成为正人君子的“明德”。思想家是探寻和践行正确

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君子，政治家则是以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指导思想治国理政、

经世济民，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传播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之成为每个人的人生指导。 

2.3. 坚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 

中国人历来从自我、家庭、国家、天下的逻辑关系来思考人生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如果离开这种模

式而照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追求，就会使学生完全迷失方向。当然，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包含封建家长制的色彩，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否则就可能不自觉地宣扬了

封建主义的糟粕。 
每个人的教育其实都是从家庭教育开始的，父母很容易影响子女——可能是正面的影响，也可能是

反面的。毛泽东曾向美国人斯诺回顾自己的家庭时说：“我的母亲是一个慈善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

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

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

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19]显然，毛泽东的“共

产”主义情感，其实早在家庭当中就已经萌芽了，尤其是受了母亲乐善好施和关爱穷人的影响。后来，

他的弟弟妹妹妻子儿女都跟着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毛泽东的家庭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庭。我们

可以设想，如果毛泽东完全赞同父亲贩卖大米牟利的生意，毛泽东就可能成长为一个大米商，也就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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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家。 
家庭教育的关键是只关心自己家的日子过得好不好，还是也关心别人家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很显然，

毛泽东认为主要是母亲教会了他关心别人家的生活。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还说了几件影响了

他一生的事，其一是他上小学时长沙饥荒民众游行示威被斩首示众，其二是彭铁匠领导哥老会起义被斩

首，其三是“吃大户”运动扣留了他父亲贩卖的大米，他说“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

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20]。别人家没饭吃了，别人家的父亲被砍头了，别人家抢了自己

家的大米了，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冲击了毛泽东幼小的心灵。一个人的不幸会带来一个家庭的不幸，无

数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就是整个国家的不幸，这些不幸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他说：“在这个时期，我也开

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

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

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21]正是

从身边的一家一户、各家各户的不幸遭遇，让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中国遭受外国侵略的不幸，从此，毛

泽东逐步确立了为劳苦大众斗争的信念，形成了救国救民的革命情怀。 
当然，毛泽东知道凭一己之力很难改变国家和社会，只有靠很多人共同努力才能改变国家和民族的

命运。因此，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热心寻找“同学”——志同道合的学习者。他说：“人非圣贤，

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22]。他甚至曾为此贴出征友启事，别人以为他是找女朋友，

其实是“要结交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

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我的朋友和我只

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23]很显然，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已经确

立为改变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命运而奋斗的志向，他就不会和蔡和森等人组织新民学会，也不会成为从根

本上改变中国的革命领袖。从人的善良天性出发，到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再到整个国家，最后到

世界和宇宙，这就是人的思想境界提升的必然路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近代以来，曾经作为中国社会细胞的家庭受到最大冲击，以“私塾”为主的家庭教育则彻底被冲跨。

从此，家庭就几乎成为“封建家长制”的代表词，成为“革命”的对象。但是，正如毛泽东自己看到的，

在反对父亲这个“执政党”的斗争中，“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

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

中国的道理。”[24]对于穷人劫去一船米，父亲气得不得了。毛泽东在感情上也是“对他不表同情。同时，

我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25]。家庭教育如今大致被公认为是私人的事情，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着眼于个人、国家和社会三个层面，缺失了家庭层面。但是，家庭教育是影响最深远的关键环节，正

如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大学》)如果鼓励子女把父亲当作束缚自己的革命对象，学校必然难以培养热爱国家和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的公民。今天大概没有人能做到像毛泽东一样“舍小家为大家”了，但是，如果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小

家而努力，社会主义又从何谈起呢？家庭是联系个人和集体或者私利和公益的根本环节，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急需认真思考继承和发展传统“家教”或“齐家”的历来经验，否则国家治理必定在私人利益和国

家、社会利益之间顾此失彼。 

3. 通过培养自主学习和研究提高学生更新知识和创新思维能力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每个青年学生都渴望通过学习掌握知识，拥有改变自己和社会的能力。

青年毛泽东在成长过程中，就曾深受曾国藩、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胡

适等人的影响，渴望像这些风云人物一样参与到中国历史变革的大潮中。当然，青年毛泽东不可能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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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到这些名人，他主要是读书读报接触到这些人的思想和事迹。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郑

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孙中山领导

的同盟会办的《民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记录了毛泽东早起思想的发展历程。正是这些思想家和文化人的思想和事迹引起了他探究解决当时中国

和世界面临的问题的兴起，最终确立了他不屈不挠地领导中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使命。思想政治

教育首先要注重思想性，要满足学生渴望提高思想水平和改进国家社会的愿望，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得

靠自主学习和研究掌握不断更新的知识和形成创造性思维。 

3.1. 培养自主学习习惯 

毛泽东从小就喜爱读书——每个人回顾自己的小时候可能都觉得自己曾喜爱读书，在私塾接受严格

的《四书》《五经》等传统国学教育，但他更喜爱读《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精忠传》《隋

唐演义》等小说，通常白天读《四书》《五经》，晚上在油灯下读小说。中学时代为了博览群书毛泽东

曾经每天到湖南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读到关门才出来。毛泽东读了斯

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约翰·穆勒、卢梭、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书。在认真研

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毛泽东自己认为，这样度

过的时间极有价值[26]。从《毛泽东早期文稿》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师友的通信基本上都是在谈读书。

事实上，引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流派，包括洋务派的、维新派、革命派、新文化运动的著述，

都曾是震撼毛泽东思想的书籍。通过阅读这些思想流派的代表性著作，毛泽东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

集大成者。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的学生时代知识更新已经越来越快，从曾国藩、郑观应到

康有为、梁启超，从孙中山、黄兴再到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物在毛泽东心目中地位的变化，也正是

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快速变化。今天的世界和中国变化速度又更快了，学生只有学会自主学习和研究才能

跟上知识更新的速度，只有学会创造性思维才能赶上时代进步的步伐。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把推

动思想理论创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主要内容。 
当然，创新并不是完全抛弃历史的“无中生有”，而是博学基础上“守正创新”。2014 年 5 月 4 日，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广大青年“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注重把所学知

识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见解，既要专攻博览，又要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世界，学会担当社会责

任。”[27]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说，革命战争年代，

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他谈到中西方不同历史时

期的伟大思想家在社会变革中的先导作用，他熟悉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经典著作并能够经常在讲话

中引经据典，他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

内拉的《太阳城》、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汉密尔

顿等人著的《联邦党人文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亚当·斯密的《国

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

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

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西方重要思想家的著作，过去自己都翻阅过。当然，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眼界广阔、知识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

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不下大

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

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28]。 
毛泽东和习近平其实在告诫我们，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首先应该自己多读书，古今中外的书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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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并且要把主要精力用于引导学生多读书，当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读书。毛泽东一生对于重教轻

学的教育理念极其反对，在学生时代他曾离开学校自学。毛泽东在选择湖南师范学校时曾说：“其制大

要与书院相似，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处也。”[29]毕业之后他更是醉心自修学校，1919 年他

提出的教育改革是“学校教授之时间，宜力求减少，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30]。“人力资本之父”，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也大声疾呼：“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了。我确信，总有一

天我们将会发现，只要花费我们现在让学生在教室里的时间的一半，我们就会更接近最优。”[31]他认为：

“我们能用阅读代替讲课，而且，学生可能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讲得少一点，学生阅读的时间

就多一点。我相信，原始的论文和文献能够代替教科书，教育质量在这里也会有一个提高。代替上课时

间的另一种可能性是用大学生的研究取代传统的课堂教学。”[32]很显然，用更多的阅读原始论文和文献

以及研究取代传统的课堂教学，正是毛泽东推崇的自修学校教育模式。 

3.2. 推动学习和研究相互促进 

除了广泛地学习前人的思想以外，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伟大革命马克思著作等

身，正是这些著作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被国

文老师柳潜称赞“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

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

知其所至”[33]。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作为《心之力》像前文一样获得 100 分，老师杨昌济先生还称赞

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34]。毛泽东文章

写得好，不只是因为他书读得多，也是因为他勤于写作读书笔记、思想论述、诗词绝句、亲友书信、新

闻评论、布告宣言、章程纲领等各种各样的文章。今天我们的大学生读书首先就很少，说到写作就更少

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是上课听老师讲，不少学生上课也不听讲。既没有课前阅读要求也没有课后作

业，结果就是既没有接触伟大思想家的著作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就很难成为有思想深度、政治

觉悟、道德情操和品行修养的人才。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像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黎锦熙一样，首先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和作者，

进而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前人的思想，能引导学生思考和解决道德、政治、社会等问题。我们并没

有看到毛泽东赞扬教师课讲得好，但我们读到了毛泽东和老师的书信往来以及思想交流，这种师生关系

就是今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生关系的典范。当然，在读书问题上，对于本科生，尤其是理工科的

本科生，教师列一个书单，要求学生完成必读书目，不会有很好的效果。应该允许学生有一定的自选书

目，此同时，教师也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制定教学参考书和必读内容。阅读材料不应该让学生感到厌倦甚

至大受打击，而应该是能吸引学生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很强的教学资料，甚至是某篇文章的某个段落。在

此基础上，应该要求学生写读书笔记，或者课后作业。这就对教师自身的阅读能力和理论水平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要求他先就教学内容搜集、整理、研究适合学生学习需求的教学资料，而且还要能够对不同

的思想观点进行评价和引导。不过，这些工作也不是完全要依靠老师来完成，学生完全可以通过小组讨

论、学生社团交流读书经验和开展问题研究，就像毛泽东学生时代经常做的一样。 

3.3. 加强人文社科通识教育 

毛泽东 1913 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1915 年他在《致湘生信》中提出：“为学之道，

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35] 1915 年 9 月 6 日在写给学长萧子升的信中认为，孔、

孟、朱子强调博学“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

学，尤贵肆应曲当”；据此他认为同样作为政治家，德国俾斯麦因“通识最富”而取得成功，王安石“有

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36]。毛泽东所说的“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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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包括中文、历史、地理、体育、美术等科目，并提出斯宾塞所著《群学肄言》(《社会学原理》)
作为方法指导。他特别强调说“然而何苦而为中华民？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37]毛泽东“通

识”或“常识”教育的思想对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以理工科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

要的指导意义。通识教育也早已经被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所普遍实行，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以“古今贯通、

中西融汇、文理渗透”为宗旨，以“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为导向，也正是对“通识”教育的探索。 
“通识”教育的理念不是学习一项专门技能，而是培养学生广泛的学习兴趣和探究真理的热情。科

学技术日新月异，曾经的新技术很快被技术创新所淘汰，唯有学习的兴趣和探究真理的热情才是人类知

识和社会进步的不竭源泉。思想政治教育并不能直接给学生带来一门谋生的技能，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

的研究思想政治问题和探究人类解放真理的热情。阅读和写作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最基本手段，也

是通识教育的最基本方法，这是青年毛泽东的成长发展充分证明的教育规律。目前来看，我国高校对“通

识教育”还没有达成通识，尤其是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太过专注专业教育，对“通识教育”没有足够的重

视。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又对阅读和写作不够重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课堂教学上。由于没有课前

阅读要求，也很少组织有利于学生学习交流的小组研究讨论，即便积极组织课堂讨论也往往因为天马行

空不着边际而流于形式。普遍的情况是学生课前课后都不学习，课堂上还经常做专业课作业。究其原因，

是不注重阅读和写作、过分注重教师讲授造成的，是教师主导型教学的必然结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唯有

把教学重点转移到读书和写作上来，不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以读书和写作为重。不大量阅读书籍，不大

量地写作文章，教师自身也很难成为一个有思想深度和政治觉悟的理论创新者和实践者。 
总之，学校应该把通识教育放在重中之重，把营造读书氛围和培养写作能力作为第一要务。思想政

治理论课作为面向全体学生的公共课，应该主动满足学生“通识”或“常识”教育的需要。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应该把指导学生读书和写作放在第一位，把学生的“阅历”和“作文”作为评判学生成绩的第

一标准。 

4. 通过问题研究和实践锻炼激励学生了解社会和服务社会 

青年学生除了对老师讲授和书本书写的知识具有求知欲以外，还渴望了解现实的国家、社会和世界。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无疑是每个人的心声。学了老师讲授的知识和书本记载的知识的青年学

生，如果能把理论知识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就一定会对国家、社会和世界有更准确的认识，以后也就

能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和世界。 

4.1.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导向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人民大众有深厚的爱，渴望通过学习和研究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1919 年 9 月

1 日他拟定了一份《问题研究会章程》，准备建立一个分工合作研究各种问题的协会。他认为“凡事或

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

并列出了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国语问题、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婚姻制度改良及婚姻制度应

否废弃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民众的联合如何进行问题、勤工俭学主义如何普及问题、俄国问

题等等大的问题共计 71 个，为此他又提出了作为解决问题方法的主义 10 种[38]，这些问题和主义反映了

他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思想疙瘩。1918 年 10 月，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

任李大钊，经蔡元培同意后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这给了毛泽东最好的读书机会。与此同时，毛泽

东还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与北京大学师生共同学习讨论哲学问题和新闻写作。1920 年 3 月，李大

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毛泽东从此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1 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毛泽东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很显然，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是通过博学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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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思想上入党。毛泽东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之后，我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39]正因为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毛

泽东为解决中国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问题立下了丰功伟绩。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有针对性和亲和力，就得坚持问题导向。习近平曾强调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

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0]可以说，马克思之所以能创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之所

以能够创立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之所以能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之所以能创立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因为解决了时代所面临的根本性、普遍性问题。 

4.2. 学会用理论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 

靠个人的力量很难解决复杂的国家、社会、世界和人类普遍问题，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和动员

起来才能形成磅礴之力。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1]思想政治教育必

须着力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和动员群众的能力，帮助学生掌握通过组织和动员群众以服务

群众的实干才能。 
1919 年 7 月 14 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42]而后，毛泽东分三次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的长文，他认

为民众的大联合是解决国家、社会、人类问题的根本方法，历史上的运动无不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过去

都是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现在应该从小联合入手实行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号

召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

干？刻不容缓的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43]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地从“小联合”开始实践。

1917 年 9 月 25 日发起组织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1917 年 10 月当选为一师学友会总务(负总责)兼教育研

究部部长。1918 年 4 月 14 日，和蔡和森家等人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孕育了一批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比如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罗章龙、李维汉、

谢觉哉、向警予、杨开慧、蔡畅、夏曦、萧三、郭亮等。新民学会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关键是毛泽东对

于组织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就是认识到了“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我虽不反对零碎解决，但

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44]这是毛泽东对胡适和李大钊当时的问题和主义之争的

明确回应。1920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写道：“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

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45]认识到了“主义”的重要性，也就认识到了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

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

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

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46]。但是，争取国际话语权不仅仅是传播手段问题，更是话语能力问

题。长期处于听众地位的学生很难掌握话语权，长期垄断话语权的老师也很难掌握听众。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教学效果不理想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普遍采取这种学生当听众、老师垄断话语权的“灌输”模式。

这种“灌输”模式培养出来的“听众”型学生，非但很难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的能力，而且很容

易受其他思潮诱导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叛者。这种“灌输”模式下的教师，也同样难以掌握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话语权，即便他们敢于“主动亮剑”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也因为缺乏与听众和读者

交流沟通的能力而无所作为。课堂上教师言辞激烈，学生昏昏欲睡；网络上文章铺天盖地，读者寥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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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危机的显著标志! 
长远来说，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靠思想政治教育培养青年学生组织

能力和话语能力，造就一支宏大的青年马克思主义队伍。改革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着力培养学生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写作、宣传等话语能力，使之成为掌握马克思主义批判武器的思想者，同时又是

通过马克思主义把人联合起来的组织者，这是既是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积极参加和指导学生社团活动，尤其是思想政治色彩浓厚的

学生社会活动。 

4.3. 鼓励学生深入社会磨炼才干 

1917 年，毛泽东和萧子升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了解一

些风土民情，获得许多新鲜知识[47]。从湖南一师毕业后，他更是游历了北京、天津、山东曲阜、南京、

上海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亲密接触中国文化和人民。参加革命之后，他很快就深入到厂矿工人当中搞

工人运动，后来又率先把注意力转移到农村搞农民运动。1925 年，毛泽东回到韶山，一边养病一边搞农

村社会调查。1925 年 12 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 年 3 月，《中国佃农生活

举例》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1930 年 5 月毛泽东写下《寻乌调查》，并在 1930 年 5 月写

成的《调查工作》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31 年 1 月写了《兴国调查》，1933
年 11 月间又先后进行并写下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正因为有这些深入农村的社会调查，

毛泽东终于带领中国人民摸索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并最终形成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939 年，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

革命……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实

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

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48]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习近平于 1969-1975 年的七年时间里在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的插队，他在《我是黄土地

的儿子》中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

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49] 2014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回信说：“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

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希望越来

越多的青年人以你们为榜样，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实

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50]这就是要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实践，

通过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把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起来。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实践，把

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社会实践作为课程设计和考核的重要环节。 

5. 结论 

青年是国家和世界的未来主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和未来世界格局的重大政治

问题。1957 年 11 月 17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对留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

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

上。”[51]但杜勒斯在 1945 年就说：“我们要从青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

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52]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通过争取青年

完结苏联东欧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达到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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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深刻教训，就是要把“培养什么人”这一根本任务放在教育的重中之重。2016 年 12
月 8 日，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

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

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

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53]。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又提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

亲和力、针对性”；“要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注重启

发性教育，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54]。只

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深刻地认识学生的成长规律，满足学生成长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就能引导学生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思想政治教育归根结底其实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

断发展。中国传统的“政教”思想强调“修身为本”，资产阶级兴起之时为反对欧洲中世纪“神本位”

而宣传“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突出的重点是个人“自由”和“权利”，“修身为本”突出的重点

是个人“自律”和“责任”。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为人民服务”、“以

人民为中心”。中国古代的“政教”和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的目标，都是通过教育塑造服务国

家治理和天下和平的人才。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以“人治”、“礼治”、“德治”为核心的“政教”传

统的现代化，它并不排斥“民主”、“自由”和“法治”等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只是强调“民

主”、“自由”和“法治”背后的“人”本身的思想政治道德的重要性。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中国

传统“政教”和今天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就是要通过教育教学使人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最终达到“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自在”，它也正是国家治理和教育教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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