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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德树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之眼”，表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有的视角和认识方法。

特别是在与相关学科教育学、政治学的区分上，具有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特征，它立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

全面发展的哲学基点面向具体现实，从不同层面联接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核心范畴、关联范畴、运行

范畴、价值范畴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同时也从时代化发展和本土化发展层面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方向，

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独特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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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disciplinary ey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edagogy,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shows the perspective and cognitive metho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edagogy. In par-
ticular, it has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essence of human and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human’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faces 
the concrete reality. From different level, it connects through the core category of ideolog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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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pedagogy, related category, operation category, value category and a series of important 
issu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gives a clear direction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modern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uniqu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Cultivate Mor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edagogy, Disciplinary 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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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大报告提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其中明确了立德树人是在党的教育方针下的根本

任务，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指明了方向。当下

的研究也大多立足于“立德树人”教育目标，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领域的具体问题。从学理角度对“立

德树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关系充分把握可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原理依据，因此这一问题也具

有深入分析的必要。本文则主要运用学理分析的方法，阐述“立德树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重要范

畴之间的关联，透过“立德树人”这一学科之眼，从根本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特质与属性。 

2. “立德树人”何以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之眼” 

“立德树人”立足于人的本质，以人的本质的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归宿。马克思用社会关

系定义人的本质，突出人是作为社会性的类存在。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人发展的目标，也是一个贯穿人类

发展进程的动态的过程，在人类的发展的不同时期具有一定特殊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2]在教育分化意义上，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指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是情感、知识、审美、意志、技能等各领域的全面和谐发展；在社会历史意义上，按照恩格斯的观点，

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各项潜能得到发掘，具备能够在社会生产系统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的能力，表现

为“交往的普遍性”、“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前者是后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体

现。 
“立德”是手段和内容，“树人”是方向和目的。“德”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具有社会主义规范的

道德。立德树人并不是仅仅作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个具体分支，也不能将其简单看作是全面教育

的组成部分。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立德树人”，就要正确处理两对关系[3]。其一，思想政治教

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全方位辐射各个领域，统一于培养人的各个环节。“立德树

人”就是要在遵循人的特殊性的基础上坚定社会主义的方向，使主流意识形态以具体有效的形态融入个

体的人的生活。这从微观层面解释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特征。其二，思想政治教育学与人的全面发

展的关系。“立德树人”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目标，更是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和人的

全面提升发展的不断生成的实践过程。“德”的内容的特殊性表明思想政治教学关注的领域具有马克思

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性，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对使人异化的社会制度批判中探索出解放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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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贯穿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整个历程，这也在宏观

层面，以发展的角度解释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使命。 
“立德树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思想政治教育学和教育学都以培养人为目

标，从教育与社会和人的辨证关系中把握如何培养人，但是二者在对培养人的方向、性质上存在差异，

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培养人”具有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政治性特征，同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现实问题出发，具有现实层面的时代内涵和鲜明的实践意义[4]。政治学以“权力”作为学科

的一个基本视角，从宏观出发，以社会或团体为单位，将权力的运行贯穿于政治学各学课体系和基本范

畴之中。但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为本，立足于现实的个人，研究在社会各领域、各群体中关于的人思想

和行为的规律，探讨自下而上方向中人个体发展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和自上而下方向中社会规范何以个体

化的问题[5]。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学具有教育的内涵和政治属性但不能将其机械的界定为教育学与政治学

的交叉，透过“立德树人”这一基本视角可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面对的系列矛盾，矛盾的形成和存

在是研究的出发点，对于矛盾的解决是学科关注的核心领域。矛盾(矛盾的双方，矛盾的产生、发展)和矛

盾的解决(解决方法、矛盾解决成效)共同串联起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几个重要范畴。 

3. “立德树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范畴 

3.1. “立德树人”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核心范畴 

思想政治教育学就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不同于人的思想品德形成

发展的规律，不同于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演变的规律，后两种规律的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

部作为学科工具性内容存在，具有一定的目的指向性，是要解决如何更好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

即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以德化人的过程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范畴

中的本质问题。通过“立德”确立一种外在于人的，能够衡量思想政治教育标准和人的发展水平的客观

标准。同时在“树人”活动中以“德”的要求实现对人主观世界的品格教育进行思想政治化的改造。目

前学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界定主要包括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与政治维护；注重价值观念的引导与

教育实践；侧重精神交往的互动和社会事务的治理与文化建构[6]。 

3.2. “立德树人”统筹思想政治教育构成要素的关联范畴 

“立德树人”包含多对复杂矛盾的关系。围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心的“立德树人”，具体可以展

开一系列由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各要素构成的关系范畴。谁来进行立德树人的教育以及对谁进行立德树人，

涉及主客体关系问题。主客体范畴是最基本的关联范畴，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最基本

的构成要素，二者互为前提，同时也是德育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条件。在什么背景下立德树人，涉及思

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包括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发展状况、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等

等，这些都是“立德树人”客观制约因素。通过什么途径立德树人，涉及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范畴。教育

载体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要求也具有历史阶段性。 
以人为中心的“立德树人”就是从思想和行为这一对矛盾的逻辑关系出发，前提是承认人是自觉能

动的，必然是在主观的意识思想的支配下进行活动，人的活动是具有目的性和自觉性的。一方面，一定

的言行反映出人的思想认识，且思想只有通过一定的言行才能表露出来，为他者知晓。因此人真实存在

的双重性表现为思想的内隐性和行为的外显性。另一方面，思想的外化有赖于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为。

外在的行为一定是思想外化的结果，反映实时的人的观念认识，且与既已转化为行为的思想不同，未经

行动外化的思想仍然处于内隐的状态，在这一层面上，人的真实存在的表露具有实时性和滞后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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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就是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为人的培养明确思想方向渗透和行为的价值引领。 

3.3. “立德树人”在实践意义上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范畴 

如何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使命进行“立德树人”，回应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运行范畴的问题，

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何展开，教育活动以什么方式达到什么样的育人效果。 
从思想政治教育灌输论本质出发，“立德树人”的过程就是要协调德与人、知与行、人与社会的关

系[7]。“立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首先基于人类发展的历史积淀和社会具体发展具体阶段的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主导下融合民族特殊文化传统和价值共识立社会之德，以社会之德作为评价个体行为的客观

依据，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三个方面：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一致性程度。外在的道德标准对个体的内化程

度，以及潜在的道德认知对于具体行为的外化效果。其次对于个人层面的立德强调思想的灌输和疏导，

使社会主义道德成为受教育者自觉的思想，并能够主动地用正确的意识调整个人行为，符合社会主义发

展方向和要求。 
这一范畴中还包括运行成效的问题，即将人的思想和行为视作基本单位，探讨道德思想的内化与外

化，这是衡量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社会层面的道德要求要潜移默化到个人，个人的

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观念，外化为实际行为选择。这些主要涉及人的发展状况和社会发展要求矛盾解决

规律的问题。 

3.4. “立德树人”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范畴 

“立德”是前提，“树人”是根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是坚持以人为本，按照人的本质的规定性

实现“树人”的根本使命。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提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

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这一论断围绕人与社会关系说明的人的本质内涵，

人的本质由现实中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所决定；每个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只

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表现出人的本质；社会是变化发展的，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也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

而变化。人本质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满足个体发展和内在需求的同时，赋予人的思想社会性和政治性的特征，同时

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保证社会的人本化发展，能够关注人的发展诉求，并以经济、政治、社会等多

种方式有效满足个体发展的需要。“立德树人”体现的价值范畴就是让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联接个人与社

会的纽带，在双向互动过程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下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性，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 

4. “立德树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创新 

4.1. 时代化的发展方向 

“立德树人”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具有新的时代特征，明确了时代

化教育、创新型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向。这就要求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

互联网发展的网络媒体已经遍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面对泥沙俱下的网络信息，如何提高自身辨

别力，甄选、整合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信息对学生形成了新的挑战[9]。一方面网络媒体传播有其自身特

点，传播迅速、影响广泛、言论自由，但这一领域中也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挑战，在网络环境中，

事件的传播容易被片面化放大，很多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的报道就会干扰公众对社会事件认识。同时在网

络环境的虚拟性也为各种错误思想的传播提供可乘之机。网络时代中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

的复杂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拓展新的研究新领域，融合线上与线下多重教育阵地，创新教育方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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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4.2. 本土化的发展方向 

“立德树人”的提出有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理想底蕴，同时在十八大中提出，作为中国的教育战略方

针，符合中国民族传统历史价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现实价值。“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思

想政治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确地显示出它在培养判断力上的不可取代的作用。”[10]各种外来意

识形态渗透，错误的思潮滋生泛滥，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蚀，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这就更加需要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应对性和巩固性，自觉抵制西方包括对中国制度黑化、主权分化、价

值西化的极端思想的渗透。 
“立德树人”的本土化要求就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民族性、群众性。首先，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始终坚持主导思想的一元化，强调人民的社会主体性地位，牢牢把握思

想道德的社会主义性质。其次，保持民族特色就是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让民族优秀文化以时

代化的新形式为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再次，“立德树人”的主体是面向各领域，各行业，

各阶层的人，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广泛性的要求，群众基础是社会主义理论教育转化为现实力量的

关键，因此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用社会主义道德武装群众。这是“立德树人”体现的思想政治教育本

土化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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