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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完整的人”意味着人本质的丰富性，在人与世界的各种关系中能够以人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

本质，进而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审视“完整的人”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中教育主体的主导偏差、教育客体的片面发展、教育环体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厘清教育者关于“完整

的人”的育人理念，净化受教育者对“完整的人”的理解与期待，增强教育环体的正向催化作用，深入

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促进“完整的人”生成，以此更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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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Totaler Menschen” means the richness of man’s essence, and he can possess his compre-
hensive essence in a human way in various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the world, so as to realize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society, man and nature, and man and himself. To examin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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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devi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subject, the one-sided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al object, 
and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taler Menschen”, further clarify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Totaler Menschen”, purify the educatees’ understanding and expectation of “Totaler 
Menschen”, and enhance the positive catalytic effect of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in-depth study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ow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com-
plete man”,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an and the all-round progress 
of society. 

 
Keywords 
Marx, Totaler Menschen, College Stud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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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到的“三全”育人从某个意义上看就是培养自由、

完整的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更是中

国共产党对人自由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总目标的贯彻。而马克思“完整的人”思想贯穿其

哲学体系的始终，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石，至今仍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深刻的启示

与意义。 

2. 马克思“完整的人”的内涵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首次提出“完整的人”概念，立足于历

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从现实的人的发展出发，是全面发展理论的理论基石。 
首先，“完整的人”思想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从文本译法角度看，“完整的

人”的思想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理论力量。在人民出版社在 1979 年版和 1985 年版的《手稿》中，“Totaler 
Menschen”都被译为“完整的人”，然而在 2000 年版的《手稿》中人民出版社又将其译为“总体的人”。

只有 1985 年版将其译为“完整的人”，在 1979 年版中则采用了“十分完满的生命表现的人”的译法，

而在 2000 年版中又被译为“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无论是“完整的人”，还是“总体的人”，

亦或是“十分完满的生命表现的人”，这些译法在本质上并无差别，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完整的人”的

实质内涵。像“共产主义”、“人的复归”、“私有财产的扬弃”、“人的本质”这些字眼在经典著作

中频繁地出现，其中都有密切的关联。在经典著作中，有很多关于“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和“分

工”导致“人”成为机器，丧失自主性和创造性，成为异化的、不完整的人的论述，如“分工提高劳动

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日益精致，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并变为机器，”([2], p. 14)“劳

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2], p. 54)这样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很容易带来存在方式的片面

性，即不“完整”的人。 
其次，“完整的人”的生成植根于社会历史实践过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人得以生存的基本前提，

人的生理存在的满足首先得益于物质生产实践。实践是人走进现实世界、避免异化的第一步，而对人的

分析绝不能仅仅走在理论和逻辑的分析中。无论是生理生存，还是精神层面对立的解决，亦或是人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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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都需要实践的桥梁，因此，“完整的人”的生成需要经历长期的实践过程。正因为“完整的人”

的生成需要经历长期的实践过程，我们需要对群体或个体在经历此刻不是“完整的人”，经过努力后不

断走向“完整的人”的这一反复过程予以更多的支持与宽容。 
再次，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及私有财产的扬弃指出“完整的人”意味着一切感觉

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

情感、愿望、活动、爱……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

的现实的占有。”[3]“完整的人”将不仅能够通过实践，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

自己。因为富有和贫困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更表现在精神上。至此，青年马克思围绕“Totaler Menschen”
谈人的发展问题，奠定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价

值旨归。 
总之，马克思“完整的人”具有以下极其深刻的内涵：“完整的人”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不断生

成的独立、自由的个体，是一种近乎理想的状态，意味着人本质的丰富性，在与世界的各种关系中能够

以人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然而，自由、独立、

完整三个关键词是当今大学生渴望却很难满足的重要特质。 

3. “完整的人”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分析 

从“完整的人”角度考量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不难发现教育主体对“完整的人”的主

导偏差，教育客体的片面发展以及教育环体对“完整的人”的负向影响都困顿了“完整的人”的生成进

程。 

3.1. 教育主体的主导偏差 

首先，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把握不完整。本学科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但与其学术性并无矛盾。而对于二者的把握有时容易陷入迷雾。一方面，意识形态性容易把握不当，给

学术性戴上“紧箍咒”。“在行政官僚制的等级秩序所生成的权力格局中，‘绝对服从’让我们的教育

良知和生活智慧噤若寒蝉”[4]。尤其是年轻的思想政治教育者面对复杂的国情和社会问题时，为了规避

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很难向学生讲清社会问题的本质，忽视大学生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和个性化需要，

甚至蜻蜓点水、唯唯诺诺。以上种种容易造成大学生拒斥、疏离思想政治教育，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

“成人”目标。 
其次，教育主体在迎合学科交叉的势态中伤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完整性。在这一形势下，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容易成为相邻学科的“收容袋”，收纳得越多，也就越支离破碎。第一，研究主体泛化，

学科门槛低。很多高校行政人员也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博士学位作为最简单的学历镀金方式，以敲开职业

晋升的大门。第二，研究领域宽泛，大到人类发展、国家政策，小到婚恋、人际交往等问题都喜欢借用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外衣；第三，功能泛化。比较突出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万能论”，总是与政策文

件与社会热点生拉硬拽捆绑到一起，似乎哪里需要理论“维稳”和政策“传声”，研究热点就会跟到哪

里，思想政治教育摇身一变就成为了包治百病的社会良药。思想政治教育看似丰富多彩、热闹非凡，实

则泛化“破碎”。“完整的人”的生成需要有学科尊严与学术独立品性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更有

力的助推。 
再次，教育主体评定标准存在局限性。思想政治教育评定标准在衡量“完整的人”的感觉和特定的

解放上存在一定难度。首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诸多隐性因素造就评估难题。并非所有的感觉和特

性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多变和隐蔽的教育效果难以评估；其次，隐性功能评价体系不完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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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感觉和特性的评估囿于时空的限制很容易陷入片面的评估指标中。再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很

多隐性功能评价主体模糊、缺位，评价体系不完整，教育主体被干扰因素“捆绑”，导致其教育功能“显

形”更加困难。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评定标准在衡量“完整的人”的感觉和特定的解放上存在一定难

度。 

3.2. 教育客体的片面发展 

“人类在其绝大部分时期内并不具有全面的主体性，他们是一种片面的人、畸形的人，”[5]当学生

被“占有式”的片面发展迷惑，为功利化的思想所浸淫，个性歪曲，理想信念不坚定时，就会严重影响

了“完整的人”的生成。 
首先，大学生存在“占有式”的片面发展。“占有式”发展在教育领域的显著表现在于学生受到功

利化思想的侵袭。一方面，功利化思想催生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另一方面，功利主义缺乏超越

固有生存方式的勇气。如今的大学生个性十足、情感丰富，即使他们对“完整的人”有所期待，但是不

免受功利主义环境的影响，难以突破世俗的藩篱。就如同“洞穴隐喻”，受制于陌生的生存环境与生存

规则而不敢跑出来的人一样。 
其次，理想信念松动。坚定、积极的理想信念是大学生对人本质追问的量变之一。然而，《中国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 2020》研究发现，部分学生对于索取与奉献等问题的关系存在“说不清楚”

的状况，其实可以理解为并不认同，如何帮助大学生坚定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帮

助大学生摆脱功利，实现大学生的自由与解放，值得所有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思考。 

3.3. 教育环体的负向影响 

“马克思从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人的类本质以及人的社会性活动三个层面揭示出了劳动概念的

人性意蕴。”[6]在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对劳动这一教育要素的忽视同样使大学生通往自由自觉

发展的现实途径变得坎坷。 
首先，资本对劳动的排挤。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对资本的迷恋更易

于带来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等，社会风气也会愈加浮躁，最基础也最崇高的物质生产劳动并没有得到

它应有的尊重。当代大学生在躁动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驱动下，容易倾向于对金钱、财富和权力的追

求，并且将之作为确证自身的存在与价值的标尺，忘记了对人自身的个性、能力、修养、内心的培育和

关照。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通往自由自觉发展的现实途径，“完整的人”是自由自觉发展的人，因

而对劳动的排挤和轻视势必会造成会为“完整的人”的生成带来阻碍。 
其次，自由时间的占领。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劳动时间分为“剩余劳动

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并且把自由时间与人的自由自觉发展联系起来。一些大学生在躁动的功利

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驱动下，热衷于为自己幻想出来的利益蛋糕奔忙，忘记了对人自身的个性、能力、修

养、内心的培育和关照。同时，随着社会和家庭经济条件的提高，弱化了大学生对劳动的需求，他们可

以不用知道某一劳动成果的形成过程，就能有条件享用甚至浪费。此外，临时性的、运动式的形式主义

劳动取代自由的劳动，看似忙碌多彩，实则没有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自由劳动时间的挤压阻碍大

学生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追寻“完整的人”的美好追求变得更加艰难。 

4. “完整的人”视域下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致力于“完整的人”的生成是其立命之所、根系所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

如何形成教育合力，进一步把握和处理马克思所提到的一切关系与特性，共同推进“完整的人”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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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教育者在理论和实践中秉持“完整的人”育人理念 

继承“完整的人”思想，既要关注人的理性思维，也要关注人的感性思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既要

通过意识形态性彰显其理性思维，也要从其学术性中凸显感性思维。因此，我们要在意识形态性和学术

性寻求合适的发展点。既予以缜密的逻辑思维训练，也对生活实际问题予以回应，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

治教育的认同。 
第一，注重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统一，谋求教育内容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既要关注人的

理性思维，也要关注人的感性思维。在大学生三观不断确立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既要给予扎实的理

论知识，用虚拟问题将抽象的问题情景化，给予学生思维和逻辑的锻炼；也要注重解决学生在成长过程

中的实际问题，给予即时的回应，化解更多的实践难题。虚拟问题将给予他们缜密的逻辑思维和多样性

的逻辑假设，从而生成理性和创新，而生活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他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可与接受。感

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共同关注有助于大学生站在不同的视角审视人的自由与解放。 
第二，注意教育方法的显隐结合消除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的隔膜。一方面，既要发挥显性教育方法

的优势，又要创新隐性教育方法。传统的好的显性教育方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确起到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但是面对更追求自我和个性的大学生，隐性教育方法显得尤为必要。隐性教育方法有利于“完

整的人”发展丰富的思维方式，有利于一切特性和思维的自由与解放。另一方面，在教育方法的应用上

要实现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的合理嫁接。二者都需要站在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的立场上。 
第三，走出评估标准的“物化”迷雾，打破评估标准的机械化，树立教育评估的总体性方法，延长

评估标准的时空维度。首先，要做好定性评估。也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实效性的量化评估标准。总

结、探讨量化管理是对学生实现品德考核以及人才评价制度的创新之路。让“知”入心、“行”落地，

“知”可考、“行”易量，“知”与“行”达到效统一与相互促进。其次，要坚守“教育主体”的完整

性，既要依靠教育主体的评价机制，也要注意发挥同辈群体的互评优势，这种互评不一定要摆在桌面上，

而是注意从同辈群体中获取学生发展状况的“一线”消息，不断提高评价结论的真实性、科学性。 

4.2. 净化受教育者对“完整的人”的理解与期待 

第一，祛除“功利化”思想的邪魅。“功利化”总是和“占有欲”相伴而生的，如果说“占有欲”

是对生活范围的大面积侵略，“功利化”就是“占有欲”的集中表现，尤其是教育被工具理性挟持，成

为个人谋求发展的，而要祛除“功利化”实现的邪魅，需要受教育者做到情感的充盈与心灵平静。在思

想政治教育中要尤其突出大学生的情感教育，充盈大学生的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充分发挥人的感性情

感的表达。情感表达与情感体验看做是人主体性的表征之一，是人通过对象性关系占有对象的本质力量

而不是获取利益的工具，充盈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才能让人占有自己感性的本质。“完整的人”总是

能摆脱功利化的邪魅，祛除功利化是“完整的人”的重要表现。 
第二，鼓励大学生借助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及四史学习抚慰躁动的社会和躁动的心灵。功利夺走了

很多人内心的朴素，他们被物欲绑架。而真正的朴素不在于衣着的简朴，而在于内心的充盈。“完整的

人则是身体与精神合一、情意知融生与全面发展的人。”[7]传统文化籍四史学习中蕴含丰富的情感教育

智慧，尤其是铿锵有力的爱国主义精神，更能调动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一个深受优秀传统文

化熏陶的人一定是一个内心充盈、心灵平静的人，而只有内心充盈、心灵平静的人才会在日常生活中不

至于迷失自我。 
第三，坚定理想信念教育以正行。首先，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关系，将个人

发展融入社会发展之中，充分认识到个人发展既要满足自身的理想追求也要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其次，

要引导大学生在实现人生理想的路上要有大格局，在实现个人理想道路上要注重社会理想的实现，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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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利与义、奉献与索取的关系。讲究奉献不是否定获取，但是不能在利与义、奉献与索取之间锱铢必

较，有大格局的人才能成大事；再次，要用“小行为”展现“大道理”，引导大学生把远大理想“落地”

实践，实现知行合一。 

4.3. 加强教育环体的催化作用 

马克思在《手稿》中谈到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与动物生命活动的不同。内在的精神活动与

外在的身体活动统一于一个完整的人。 
第一，加强劳动教育。正确认识劳动的意义，削弱资本对劳动的排挤。卢梭认为：“劳动是社会的

人不可或免的责任。任何一个公民，无论他是贫还是富，是强或弱，只要他不干活，就是一个流氓。”

[8]首先，正确理解劳动涵义。引导学生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里的“劳动”与通俗意义上的“劳动”涵

义的异同，正确认识物质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意义，掌握丰富、完整的劳动内涵；其次，祛除劳动耻感，

在教育活动中要避免劳动是低等的、惩戒性的价值暗示。如不能把劳动作为惩戒学生的手段，不能宣扬

规避物质劳动的职业选择是更理想的职业追求；再次，在劳动教育中穿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宣

传奉献性劳动，形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劳动文化。 
第二，增加实践教学比重。拓展劳动形式，增加实践教学比重。教育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均强调

了实践环节在教学中的重要性，要探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践育人”新载体与新方法。引导大

学生通过实践不断学习，提升其观察、分析社会现象及社会问题的能力，增强对中国特色会社主义旗帜

的认同感，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5. 结语 

马克思“完整的人”思想贯穿其哲学体系的始终，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石。在日新月

异的当下，从教育主体、教育客体及教育环体的角度出发，审视“完整的人”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问题，深入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教育环体如何形成合力，促进“完整

的人”生成，既是学科使命，亦是时代命题，需要不断挖掘其理论及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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