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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是关于人的本质、

需要、价值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科学理论学说。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和塑造人的重要实践活动，归根

结底是以人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在考察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成果时，我们会发现，社会主义发展所需具

备的思想道德水平与学生实际的思想道德水平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差距。因此，本文在对马克思主义人

学思想进行了深入哲学思考的基础上，以期揭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未来的发展路径。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同时也为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提供

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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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humanology thought starts from the “real individual” and aims to promote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t is a scientific theory of general laws about human na-
ture, needs, values and develop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ractice 
of cultivating and shaping human beings, is a practice of human subjects in the final analysis. 
When we examine the achiev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day, we will find that 
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level required for socialist devel-
opment and the actual ideological and moral level of students.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deep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Marxist humanistic thought,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problems 
faced b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ts future develop-
ment path. This not only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Marxist theory of human studies more deeply, 
but also provides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improving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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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进步的日益加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愈发显现。其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必

须紧跟时代潮流，紧紧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关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取向。然而，目

前在我国，部分高校思政教育的发展仍存在一些不均衡的现象，其中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受教育

者的主体性、个人价值、人文情怀和教育实践性等方面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鉴于此，本文依据马克思

主义的人学观点，从现实的个体出发，强调人作为主体的重要性，并重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可以

看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不仅成为教育活动开展的至关重要的哲学依据，同时，也为增强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实效性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方法论借鉴。 

2. 马克思主义人学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2.1. 人学 

人学不同于人的科学，也不同于人类学。人的科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涵盖了所有以人的特定方

面为研究目标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人类学一词起源于希腊语，本义为“人的科学”，即根据人

类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综合地研究人类自身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而人学从字面上最通用的理解，

是关于人的学科，但因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维度的差异，学术界对人学概念的界定也不同。在马克思

主义人学诞生之前，人类对自身的学问尚未形成一个清晰的体系。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发展，

这一领域逐渐得到了不断的拓展和完善。因此，关于人学的定义，许多学者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

观点来概括的比如袁贵仁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中给人学所下的定义：“所谓人学，就是以人这一特

殊社会存在物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生存与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1]: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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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马克思主义人学 

历史上任何一种哲学学说都有其理论来源，人学也是如此。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就是在前人人道主义

传统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展起来的，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启蒙时期思想

家伏尔泰、洛克、卢梭等对人的本质、人的地位等问题的探讨，他们都把人归结为自然实体，提出“人

是机器”等思想。而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则把自然实体上升为理性实体，把理性

看成是人的本质，其中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在劳动中形成的，人是历史性的存在物，

但是，他只看到了劳动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费尔巴哈则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感性存在，

理解为某种抽象物，而不是感性活动，不是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批判继承以往人学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科学地阐明了

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发展的理论学说，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革命性转变，

具有内在逻辑和系统结构，从而使人学真正成为科学。 

2.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自阶级形成和国家产生以来，便已成为一种客观的存在。但在不同的阶级社会、不同

的历史时期，其名称有所不一样。若单纯从概念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定的社会或者一定的社会群

体用一定的思想观点、政治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并促使其

自主地接受这种影响，从而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2]: p. 4)。根

据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我们可以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涵。从人的客观存在出

发，在尊重人类发展特征和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对人类本质的准确理解。同时，我们也将尊重人的本质，

满足人的创造性发展，以此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精神和价值提供重要条件。而高校作为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其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培养大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培养学生积极参

与社会实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解读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并非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思辨，也不仅仅是一种教条的知识体系。而对如何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阐述，为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人学对于人的本质、价值、需求和发展等方面的理论阐述，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哲学

立场和理论依据。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内容进行深入剖析，我们可以将其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中，从而确保人本思想在教育实践中得到有效贯彻。 

3.1. 人的本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和前提 

人的本质问题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科学问题，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正确理解奠定了马克思人学理

论的科学基础。马克思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人的本质，即人的本质是劳动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首先，

关于“人的本质是劳动”，就人与动物的不同来说，马克思指出，可以根据很多标志来区别人与动物，

比如意识、宗教等。而人的本质作为人的内在依据，是人如何成为人而动物如何不能成为人的原因方面

的区别。正如恩格斯所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

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

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3]: p. 517)劳动是人生存的基础，通过劳动改造世界，提供必

要的生活资料，保证人们吃、穿、住和其他的必需品。其次，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在《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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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 p. 60)由此可知，人始终是社会的人，在社会之外是不存在人的。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中的个体，其教育过程实际上是个体的实践体验，而教育的终极目标是推动个

体的全面发展。因此，为了深入探讨新时代大学生思想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人学关

于人的本质理论进行准确理解，并科学地掌握人的本质内涵。 

3.2. 人的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动力 

人的需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核心概念，要深入探讨人的问题，就必须对人的需要进行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人的需要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认为人

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质在生存状态中得以体现，首先，对物质需求的满足是最为基础的需求。

恩格斯曾经阐述过，为了生存，人们必须首先创造出满足吃、穿、住、行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条件。

因此，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就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首要活动，人类无法完全摆脱物质生活和物质利益，因

为它们是人类进行其他活动和产生其他需求的基础。除此之外，精神需求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正

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强调，“人们第社会活动是多方面多，工人除了满足吃、喝、住这些自然需

要外，还必须有实践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5]: p. 260)。精神需求的根源在于物质需求，但它

超越了物质需求。它指引着物质需求的发展方向，并在某一层面上限制了人们对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

再次，劳动和交往的需要也是人们的基本需求之一。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通过劳动人类可以解

决物质、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又离不开人的相互交往，人是社会性的人，劳动也是他

们的社会性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交往从而形成整个社会性的环境。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教

育应当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合理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只有当他们有了需求，才能激发出学习知识的动力，

进而主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推动力。 

3.3. 人的价值：高校思政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展现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深入探讨了人的价值这一重要主题。作为一种关系范畴，价值涵盖了价值主

体、价值客体和价值中介这三个基本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主要从人的社会价值和人的个体价值两个方

面来探讨人的价值。首先，人的社会价值体现在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上，这种贡献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

和发展。其次，人的个体价值则体现在自我满足的过程中，其本质是个体不断追求完善和提升。这两者

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

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不能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6]: p. 316)一方面，人的社会价

值与个体价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们始终置身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因此，相较于个体价值，人的社

会价值更为显著。在追求个人价值的过程中，我们不应损害社会的整体价值；反之，对社会产生积极影

响、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的人，往往也是具有较高个体价值的人。另一方面，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

也存在对立的一面。由于两者最终目的的差异性，人的社会价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和实现大多数社

会成员的利益，体现出前瞻性和整体性；而人的个体价值则是以个人的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旨在促进个

体的完善，展现出明显的现实性和个体性。此外，当两者产生冲突时，社会利益往往要先于个体利益，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以个人的价值为代价，才能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在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

教育者应秉持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相融合的原则，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促使其全面提高自身

能力和素质，激发内在潜能，为持续完善个体价值创造有利条件。 

3.4. 人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归属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

起点和终极目标，蕴含着极为丰富和深入的理论内涵。首先，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从人的本质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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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层面来看，劳动是人的本性，而人类的进步实际上就是人的劳动能力的进步。唯有通过劳动，人们才

能持续改造外部世界，进而不断发展和壮大自身力量。其次，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要达成个体的全

面发展，我们必须紧密依赖其社会关系。只有在复杂而多样化的社会联系中，我们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

社会个体。显然，作为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们必须根据时代的进步需求，全面推动经济、政治、文化

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只有这样，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从理想变为现实。最后，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

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个性自由的成长和完善。社会全面自由发展意味着阶级的消亡，每个人的进步

不会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并且尊重并支持个人独特性的保持和合理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

的资产阶级旧社会中，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7]: p. 294)这一崇高的理念，对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始终关注着培养人、改变人以及教育人的

全过程，最终实现个体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不仅是其永恒的核心主题，更是其终极的目标与价值归属。 

4.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人的基本特征在于其社会性，而人的思想发展又与社会历史密切相关，总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演

化。随着社会多元化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与盛行，人的思考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与多元。但同时也造成了不

良思想的滋生与蔓延。因此，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不断反思和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具体而言，当前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正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挑战。 

4.1. 片面注重知识的灌输，忽视社会实践的作用 

灌输式教育方法在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教育方式曾在某些时期为我

国教育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方式的不断进步，个人的人格素质也在

不断提高。在这一背景下，过于片面的灌输式教育方式，逐渐成为制约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的障

碍。在教学方式上，课程内容往往过于单一，主要采用教案讲解和幻灯片展示的方式，过于注重教学进

展，从而忽视了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长此以往，学生可能就会觉得课程枯燥乏味，过于教条化和形式

化，导致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兴趣减弱，缺乏实践指导，并最终产生学生与思政教育渐行渐远的

现象。在教学内容方面，过于强调理论知识的灌输，却忽视了个性化内容和创新性互动的重要性，同时

也未能充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此外，仅仅掌握理论知识而缺乏实践参与，会导致学生无法将所学理

论应用于实际情境中，从而无法抓住课堂内容和思想理论的核心要点。 

4.2. 偏重教育者主导性，忽视受教育者主体地位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的主体性不断提高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然而，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

育者往往在课堂上占据主导地位，受教育者则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道德理论和思想观念。在这种教育

模式中，学生与教师的地位存在不平等，往往会导致许多问题。“以人为本”的理念向来被各时代学者

所强调，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为了保证课程进度而忽视了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另外，

教师权威的建立也可能会抑制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产生。因此，在这种僵化的教学模式下，学习变得异化，

人的类本质也发生了异化。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学生在教学活动中逐步丧失自己的主动性，主观意识变

得模糊且淡化，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使得高校的思想教育流于形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4.3. 片面强调社会价值，忽视个人价值的实现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社会价值指的是个人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价值作用，而个人价值则是指

个体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往往倾向于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于集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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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上，将个体的价值看作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发展的一种途径。然而，这一观点忽略了对个体价值

的培育，把社会发展的推进看作是对个体的整体发展的一种必然，从而将所有个人的成长都寄托于社会

发展的带动之上。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既要体现个性化教育特色，又要强调社会化的教育与引

导([8]: p. 132)。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的实现，不能以牺牲个人价值为代价，而是需要社会与个

人共同推进的过程。其根本原因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建立在对个体价值的提升之上。只有在

个体价值得以充分实现的情况下，社会价值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果。如果我们过于关注和强调社会价值，

而忽视学生的个体需要和价值，就会对社会的整体价值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也会导致高校的思想政治

工作失去应有的活力和生机。 

5. 马克思人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说，是对于人的教育，实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其目标归属在于推动

学生自由全面且充分的发展。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融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无疑是切合

实际的，也符合我国教育发展的总体趋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

并以人学理论为理论支撑，可以给我们提供富有成效的指导和启发。 

5.1. 立足人的本质，增强受教育者主体性 

马克思在讨论人的主体地位时，始终强调“人始终是主体”。他认为，人的主体性揭示了人的本质

力量，这种本质力量正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关键差异。这说明，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受教育者具有独

立思考能力、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行为是自由的，他们的思想是自觉的。由于“人的现实性”

被视为马克思人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基

本权益，而非仅仅进行抽象和空洞的说教。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活动，是关注于

人还是关注于物，是关注于抽象概念的人还是具体实际的人。其次，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实践活动

的一部分，反映了人的本质力量和存在方式。因此，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我们应该从历史、现实和

具体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化的角度出发。正如卢梭曾说到：“在万物中，人类有人类的

地位，在人生中，儿童期有儿童期的地位；所以必须把人当作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待。”([9]: p. 63)
可见，只有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他们的主体意识，培养个体独立人格的形成，我们才能

增强他们的创新精神，实现教育的真正意义。 

5.2. 立足人的需要，丰富教育方式和内容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深入探讨了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的多样化需求。物质需求被视为人类最基本的需

求，它是受教育者实现其他一切需求的物质基础；而精神需求则代表着人类更高层次的追求，它是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动力。“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

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0]: p. 8)由于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当我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如衣、食、住、行

得到满足后，必然会产生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因此，作为一项精神性实践活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

须适应人们不断变化的思想和持续生成的精神需求，不断丰富和调整教育内容，关注个体的个性发展。

一方面，为了满足学生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我们需要持续激发他们的潜能，并将这种需求转化为他们追

求成功的动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学生的精神需求，通过加强人文关怀，确保他们在学习过程中

拥有坚实的精神支柱。 

5.3. 立足人的价值，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 

马克思主张，人的价值既包括个体层面的价值也包括社会层面的价值，这两者之间是相互融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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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相成的。一方面，人类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具有深厚的社会属性，个体的价值实现必须在社会中得以

体现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人只同自己打交道，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

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会对己对人都利。”([11]: p. 406)显然，社会价值是确保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保

障，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追求并实现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另一方面，社会的价值目标最终依赖于个人

的价值观。只有充分尊重每个人的价值观，我们才能在各种实践活动中不断实现自己的价值，并进而内

化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因此，高校思想教育对于个人的价值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政治素养和理论知识的提

升，还应涉及到德、智、体、美、劳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内在需求，使他们在这段过程中

能够实现自身价值，进而推动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共同提升，培养出对社会有贡献的综合型人才。 

5.4. 立足人的发展，提升思政育人的实效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不仅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原则，也是其终极追求的目标。马

克思主义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物质财富丰富、人们精神境界高尚、每个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理

想境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教育来满足人们的需求，通

过提升人的素质、激发人的思想活力、满足人的需求和解放，为促进人的全面成长创造有利条件。此外，

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也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与对个性的崇尚息息相关。因此，高等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

应承担起塑造人格的任务，根据受教育者的思想现状、日常生活体验、文化渴望以及价值观念的持续变

化，实事求是地制定教育内容，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坚守个性化原则，深入挖掘学生的潜能，正确引

导他们的个性发展，持续推动他们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成长。这将有助于提高教育活动的感染力，为新时

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持。 

6. 结语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直接关系到立德树人目标的达成。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为指导，不仅为

思政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还使思政教育的“以人为本”更具现实意义。只有深入了解学生的实

际学习需求，并结合这些需求来开发更具实践性和时效性的教学新方法，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帮助他们将

所学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生产和生活中，从而更好地回馈社会，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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