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7), 1730-1733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7239     

文章引用: 靳帅帅, 拓雨欣.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之眼” [J].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7): 1730-1733.  
DOI: 10.12677/ass.2021.107239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之眼” 

靳帅帅，拓雨欣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1年5月28日；录用日期：2021年7月6日；发布日期：2021年7月13日 

 
 

 
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具有坚定立场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一门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致力于培养

社会所需要的人的学问。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范畴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集体属性；从思想政

治教育的实践过程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确的社会导向；从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目标来看，思想政

治教育具有正向的育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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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kind of social practice with firm position; as a discip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knowledge devoted to cultivating people needed by society. 
From the concept categ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has a distinct collective attribute; from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a clear social orientation; from the expected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a positive educational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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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门学科总有其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用某一学科特有的思维方式理解世界，这种思维过程便是一

个学科的“学科之眼”。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有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观察和思考方式，

也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之眼”。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之眼”的研究不多见，本文将聚焦思

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之眼”。 

2. 立场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 

自上世纪 80 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以来，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进行了深入探讨。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经过反复比较后认为：“思想政治教

育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根据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以正确的思想、政治、道德理论为指导，在适应与

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和促进全面发展的过程。”[1]这一定义得到了

学界的广泛认同，本文也以此定义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规定了学科的边界，从此概念出发阐释思想政治

教育，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实践导向。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改变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使其在思想

和行为上符合社会或社会群体的要求，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实践活动，脱离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是

不可能想象的。二是态度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蕴含时间维度，通过长期影响使其受众具备一定社会一定

阶级所要求的思想品德，这实际上是接受和维持一定态度的过程。三是立场倾向。本文所说的立场是指

意识形态立场。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一定社会的人，而作为独特个体的人必然带有独特的历

史特征；另一方面，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带有鲜明的意识

形态性，以维护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上两个方面决定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维护

特殊意识形态的立场。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上述三个特点中，重中之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立场倾向。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

根本性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为谁服务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指向，因而立场问题是区分思想政治

教育和其他类型社会实践的标准，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特征的体现。骆郁廷指出：“立场说到底是一种

阶级立场，它是阶级利益的反映，从根本上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点、情感体验和价值取向。”[2]不同历

史时期的统治阶级是不同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一定阶级所需要的人的社会

实践活动。 

3. 培养人：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人的实践活动。这里的“人”不是任意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目标是通过教

育过程改变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使其成为特定阶级所需要的人。社会需要的人必须能使社会维持下

去。如果社会成员是破坏、消解社会的因素，社会基于本身存在的需要必定会予以打击，矛盾斗争的结

果无非两个：新社会的建立或是旧社会得到维持。人类社会的三次变革莫不如此。每个社会都会基于生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723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靳帅帅，拓雨欣 
 

 

DOI: 10.12677/ass.2021.107239 1732 社会科学前沿 
 

存本能对其成员进行改造，也即是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从其产生开始就

注定了其培养人的使命。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形态自原始社会就存在，甚至认为动物界也存在类似

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对此本文仅从“培养人”的角度做出回应。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

的实践活动，动物界某一物种的严密组织也是为了培养“所需要的特殊物种”，但应该看到，动物界的

这种分工合作与人类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本质区别，动物不具备人所独具的主体性特征，动物只会

“求生存”，而人却“在世界中”生活。人类自原始社会，甚至在人类的形成过程中，就有社会性需要。

人没有尖牙利齿，也没有庞大身躯，人类的优势在于拥有发达的大脑并能进行缜密的群体合作。群居的

人类要维持群体的生存，就需要培养个体适应群体需要的能力，从这一最为朴素的需要出发，思想政治

教育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无法逃避思想政

治教育。因为有人，人有思想品德发展的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存在。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当产

生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根源已经消亡时，思想政治教育将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它将褪去阶级立场显示其培

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面。 
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的人要与社会整体规范相一致，不能与社会共识相冲突，在此基础上培养出的人，

才是维持社会发展的未来力量。基于这一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定以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引导社会成员，

用正向社会力量牵引社会成员，必定会在整个社会中渗透主流意识形态，以达到使受众思想、行为与社

会整体规范相一致的目的。社会主导价值观念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就曾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

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3]。社会主导思想的推行和维持不是一蹴而就的，统治阶级必然要通过

思想政治教育保持主导思想的稳定性。 
社会整体规范不是确定不变的。人类社会在发展，人的观念在变化；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生活背景

会具有不同的观念。社会整体规范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规范，占统治地位的规范又由占统治地位的生

产关系所决定。因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变迁，社会整体规范必然发生改变。

这种改变反映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表现为不同社会所需要的人不同。从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可以

明显的看到这一差异。奴隶社会要求满足奴隶主的需求，需要的是遵守严刑峻法的奴隶以维护统治；封

建社会要满足封建地主阶级的维护封建统治需求，需要大量农民进行生产；资本主义社会要满足资产阶

级的统治，需要能够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剩余价值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要满足人的自由和平等的

需要，需要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展望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

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因而需要的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由于不同社会对人的要求不同，思想政治

教育内容与方法上也会产生诸多差异。这种经验的积累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史，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积累了经验。 
综上所述，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共同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集体属性和社会

导向，会跟着社会变革的步伐前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定社会所需要的人，从而保证社

会的持续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更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也因之发生改变。 

4.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合理性阐释 

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有独特的研究领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特点使

受教育者形成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点，维护一定社会或社会组织的正常运转。但思想政

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主要通过教育实践影响、改变受教育者，因而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根据

受教育者的特点选择特定的教育方法，这催生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教无定法，不同社会、不同国家、

不同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各有其特点，借鉴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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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这催生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懂得不同发

展阶段受众的心理特点、熟悉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规律是迫在眉睫的，这催生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存在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的结果，这一事实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其他学

科难以替代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哲学、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确有交叉，思想政治教

育也确实借鉴了一些学科的规律和方法，但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倾向促使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

从这一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不同于自然科学用数字、实验展示结果，思想政治教育的达成需要行动的验证。思想政治教育是一

种实践活动，其有效性难以直接验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与否要通过行为检验。思想政治教育

有效性的检验可以以阶级性为标杆分成最低标准和最高标准：不危害社会是最低标准，拥护、促进社会

的发展是最高标准。受教育者在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理最高标准的同时，自身也形成了社会认可的思想品

德，个体发展的社会价值得到承认，个体也就成为了社会所需要的人。 

5. 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之眼”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合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立足阶级立场，秉承社

会整体价值规范作用于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在此过程中达成维护社会平稳运行、个体全面发展的目

标。这一存在方式不同于法律、道德，有别于教育、德育，是一个独特的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建

立以来就受到低估甚至排斥，这一现象的根源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没能得到阐发，似乎思想政治教

育没有学术根据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本文不认同这一观点。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是具备学

术性的。应该运用哲学思维从顶层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4]。 
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合理性的辩护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部并以教科书的形式呈现出来。

学者们的观点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展开，说服力有限。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性出发为

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辩护，是在更高层面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合理性的辩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5]作为一门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

程中发挥着“社会水泥”的作用，它将引领我国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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