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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基础与实践进路
张湘宾

（新疆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当下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不同学科间的交叉与互动、融汇与补充，逐渐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的重

要突破点。或可以说，多学科交叉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增长点。尽管研究范式复杂多样，但

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学科的发展提供历史观、价值观与方法论支撑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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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4 年开始在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的本科专业以来，数

十年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培育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学科发展呈

蓬勃之势。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专业学科面临着发展窘境，

一是学科定位和专业边界存在争议，二是其作为一门学科学术发

展缺乏活力且较为单一，尚未形成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关系。严

谨的学科思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一大优势，但也形成了照本

宣科、缺乏活力的现象。近年来，我国学界为了增强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的理论活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科底蕴，不断尝

试从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视域切入，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为推进思想政治理论学科的发展与完善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仍

需警惕的是，跨学科、多维度的理论研究视角为学术研究找寻了

丰富的思想土壤，但在汲取多元的理论之时，须注意分辨暗含在

思想背后的多元价值观带来的思维冲击。建立和培训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是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推进，这一学科建立之时便肩

负着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因此在学科建设探索进程中，须坚守

理路高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 1847 年就明确地提出了“宣传工作”这

一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中，他们不仅注重“武器的

批判”，也非常重视“批判的武器”，所谓“批判的武器”就是

指科学的唯物主义理论。如何让无产阶级掌握这一“批判的武器”，

“宣传工作”以及在革命运动中对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教育，则

成了重要的途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尽管研究范式复杂多样，但为思想政治教育

这一学科的发展提供历史观、价值观与方法论支撑的仍然是马克

思主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哲学方

法论，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发展的始终。另一方面，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意识形态的经典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也

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源泉。

马克思曾言：“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

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

这一哲学原理表明，我们制订和规划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以

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和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当下社会的发展

状况，时时关注社会文化形态的变化，并积极汲取和学习主流意

识形态思想最新成果，不断为思政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添砖加瓦。

这一理论同样提醒我们社会意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可能与社

会经济的发展实时同步，正确的意识就是先进的思想，具有引导

社会正确发展的作用。重视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了引导

人们建立正确的思想意识，这正遵循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能动

作用的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

就需要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去塑造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社会职能所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

质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理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

理论根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培育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

最终目标，正是源于此。马克思的这些理论理论，为我们在思想

政治教育中科学识别教育对象特点、完善学科理论内容提供了理

论指南。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是摆脱了片面性，能够完全自由和全

面发展和发挥个人的才智和能力的人，而教育则是使人摆脱这种

片面性的重要途径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虽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它诞生和滋长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土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发展以及

理论延展无不体现着中国智慧的滋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第一，

浓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意蕴的滋养。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

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伦理思想，儒家将“道德”

置于社会运行系统的枢纽位置，倡导“德福一致”。儒家认为崇

高的道德理想的传播与教化是维护社会秩序建构的关键性的、决

定性意义的手段，因而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观念，形成了

一种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路径，这也是“教化”

理念兴起的根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内容多方位多角度对

元华渗透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当然，思想政治教育的学

科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不争的事实。第二，浓厚的中国红

色革命文化基因的赓续。千千万万英雄的中华儿女不畏艰难，意

志决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书写了壮美史诗永载史册。对中

国革命文化的继承、挖掘与发扬应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重要学

科目标之一，应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术发展、学科背景的理论

溯源的重要方向之一。当下我国正处在为中国梦奋斗的关键时期，

将革命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对培养社会主义人才，实施

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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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实践进路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多元文化的涌入对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

科的根本性实践目标与价值追求从未改变，在进行学科交叉以及

理论创新之时要时刻谨记自己的根本任务是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思想。近年来，教育部提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这正

是帮助和引导给学生树立正确三观的拔节孕穗的关键阶段。马克

思主义哲学正是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个方面为思想政治

教育提供了正确的实践指引。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具有明确价值目

标的、兼具复杂性和广泛社会性的教育实践活动，面对现实的挑战，

为贯彻立德树人的根本的任务，在思想政治教学实践中需要思政

工作者将理论融汇于教学过程之中，达到润物细无声之效。如何

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渗透到教学中，达到润物

无声的效果，本文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叙事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尝试探索。所谓思想政

治教育的叙事方法，是指教育主体在教学过程中，在对教学内容

与现实生活融合贯通的情况下，以生动的讲故事的方式，将教育

对象带入一定的故事情境是其感受到故事背后蕴含的价值观念。

这一方法不仅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而且更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

教育的时效性。作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叙事方法如何有

效呈现并让学生更好地吸收和接受，对思政教师来说是新的挑战，

也是契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须时时谨记职责，紧密关注时政，

对日常生活实例抱有较高的敏感度，以便于及时获取叙事素材。

因为对叙事方法这一教育手段的选择虽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者，但根本上对叙事方法的具体实操的决定权仍掌握在教育对象

的手中。教育对象的接受度、反应度决定着我们应当叙什么“事”

以及如何叙事。马克思指出，人是现实的人，是社会性的人。在

面对教育对象时，须以教育对象所处的现实条件为依据，灵活运

用叙事素材和叙事方法。优秀的乡土文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也是

独具意义的叙事素材，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课堂教学和实

践教学中尝试探索。优秀的乡土文化不仅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有的放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阔

天地。利用优秀的乡土文化更容易引起教育对象的认同与共情，

是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重要途径。

第二，优秀红色文艺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优秀红

色文艺作品大多以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和奋斗史为题材，如近年来

引起热议的《觉醒年代》《山海情》等电视剧集。如《觉醒年代》

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筚路蓝缕的奋斗历

史，带我们重温了一批伟大的革命家为挽救破落的旧中国所进行

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对于传播红色党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建党

百年，优秀红色文艺作品赓续相传承载着积极、阳光、健康、向

上的价值导向作用，这是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优秀红色文艺作品带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意义也是极其重要的。

首先，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教育资源来源之一，文艺作品借

史咏志更容易引起教育对象的兴趣。其次，红色作品的传播引起

了观众的共鸣，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更容易培养教育对象的文化

自信，引导教育对象保持对国家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定力。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应积极整合红色文艺作品资源，在教育过程中多融

合和利用红色文艺作品，不仅有利于提高教育过程的生动性，而

且更有利于引起教育对象的互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形式是丰

富多样的，不应只仅仅拘泥于课堂教学或宣讲的形成，可以开发

多种主题的文化活动。以红色精神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可以以优

秀的红色文艺作品的内容为借鉴，同时这也将成为文艺作品的一

大传播形式。优秀文艺作品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更有利于教育对

象在活动中轻松、主动地学习到党史文化、红色知识以及马克思

主义理论，并有助于加强教育对象对知识内容的深刻理解。最后，

优秀红色文艺作品有效运用到教学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

是新的挑战，考验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灵活运用红色资源达到

育人效果的基本功。第一，对红色文化作品的认知和选择。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员、传播者肩负重任，

任何运用到教育实践中的素材都须经过谨慎地识别，素材内容是

否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历史原貌，素材的价值旨向是否有利于在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这些都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挑

选文艺素材是应严格遵循的标准。第二，对新媒介技术的掌握。

对于新媒介技术的掌握程度会极大地影响教育过程的进度与效果，

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于数据技术、新媒体技术的

了解和掌握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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