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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观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石少虎 1  赵厚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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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思想政治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这一根本的规定性上，既有一元论、二元论的观点，还有多
元论的声音，这一问题尚处在争论阶段。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也有众多维度的探讨。而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观推进思想
政治教育这一学科的发展已经迫在眉睫，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亲和力，以图推进思想政治教
育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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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达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在取得巨大发展与成绩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存在

的一些问题，也越来越被关注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难以定论 
首先是一元论的争论：孙佩锋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阶级利

益服务的，因而阶级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本质特征[1]。孙其昂认

为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出发，政治性才是其本质 [2]。石书臣

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既具有意识形态性，同时也具有非意识形

态性，而前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性 [3]。侯丹妮则认为，思想

政治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实质是一定的阶级后者政党用

社会价值体系对其成员加以影响，进而促使其形成符合社会价值体

系要求的个体价值观的（教育）实践活动。简而言之，思想政治教

育是一种价值观的教育 [4] 。 陈秉公的社会性理论，他认为思想政

治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的思想品质和心理相关因素的社会化体

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将一个不适应、不

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人，逐渐培养成为一个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的合格成员的过程[5]。刘书林坚持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灌

输。” [6] 

除了一元论的观点，也有二元论的论点出现：陈志华的政治性

与科学性的统一观点，这一观点坚持，政治属性是贯穿思想政治教

育整个过程的本质属性，政治性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其他性质；

而科学性则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规定性 [7] 。李斌雄

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本

质上是反映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规律的，同时也符合历史

发展的客观规律、趋势和广大人的根本利益 [8] 。魏晓文的工具性与

目的性的统一，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既有意识形态的特性和促进社会

稳定发展的服务性，又要兼具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目

的性 [9] ，等等。 

还有多元论：张耀灿的目的性、实践性和阶级性[10]；吴林龙的

社会学、政治性和人文性[11]；王健的政治目的性、内容历史性和手

段多样性[12]；李辽宁的阶级性、服务性、工具性、启蒙性[13]；邓燕

霞的个体价值性与社会价值性、阶级价值性与全民价值性[14]。 

这一现象虽然是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一种体现，但是在基本

问题上的含混不清，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学科下

的基本概念没有厘清。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多元 
既有不同的视域：邱仁富的全球化视域[15]、汪馨兰的新媒体视

域[16]、杨月霞的传播学视域[17]、陈章龙的主体间性视域[18]。还有不同

的视角：张耀灿的人学视角[19]、毕红梅的交往视角[20]、侯建雄的公

民教育视角[21]。 

值得注意的是张耀灿涉及到了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

式”， “简言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共同体及共

同拥有的学科背景、理论框架、研究方式和话语体系。” [22]这为我

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和理论支撑。 

研究方法和路径的不同为本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地动

力支持，但是如此多元的方式方法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

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

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 [23]的具体体现。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观持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
发展与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 [24]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就是新时代的发展逻辑。 

（一）这一逻辑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深入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观。 

2012 年 11 月 15 日，习总书记提到 “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

好”作为“人民美好生活”首要构成，明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5] 。2018 年 9 月，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到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26]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观，就是要坚持“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

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7] 

（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针对性 

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就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在课堂中坚

持学生的主体地位，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发

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关键在发挥思政课教师的积极性，提高教师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

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28] 

这就要求必须做好学情研究。 

教师要重视学生学情的研究。实际上，学生的成长与特点变化

非常快，特别是在时代发生了深刻而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学生的个

体差异、亚群体分化、代际鸿沟都已经和十年前甚至 3 年前不可同

日而语。当今的学生已经很难简单用“90 后”“00 后”这样比较模

糊的语言来概括。学情研究根不上，就从根本上削弱了思想政治教

育的针对性，变成了无的放矢。 

学情研究根本上时代发展要求的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 

1、学校不重视。 

学校对学情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很难形成年级、班级甚至班

内各种“小群体”、特殊学生的学情研究。对于学情研究不仅很少

提供资金、人员、场地、物资的支持。甚至，在时间上都很难给予

保障。对学情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往往还提现在从事一线思想政治

教育教学的教师课业压力太大。 

这些原因使得学情研究难免流于形式，甚至在个别地方，连这

种形式都省略掉了。 

2、教师方法和现代化手段的缺失。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给各种研究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

然而，教师往往只能是单打独斗式的通过原始的方式进行相关分析

和研究。这一现象更多的体现在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在一

些有相关研究机构的大学中，这一状况略有缓解。 

这一方面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情研究上耗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另外一方面，也因为这种“前现代”的制约，使学情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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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质量不高，大多数的分析和研究是大量的低水平重复性的。 

3、学生配合意愿不强。 

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学生选择将自己内心真实想法进行隐藏

的人数逐渐增多，这也无形中增加了获取学生真实想法的难度。 

学生之所以选择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主要是因为学生的真实

想法很难被尊重。特别是学校教师，在师生关系中处于较为强势的

一方，很多学生担心表达真实的想法会对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这

是师生之间信任关系难以建立的一种表现，也是需要教师建立起新

任关系的起码要求。 

针对以上情况，要求要始终把分析学生的学情作为教学的前

提，通过各种形式建立起师生之间的信任关系。比如和学生座谈、

和家长交流、侧面观察学生、进行实验课对比以及及时了解各种学

科前言探讨等等一系列手段了解和理解学生。从学生的实际生活、

实际想法、实际成长入手来准备思想政治课程，增强思政课程的针

对性。 

（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亲和力 

思政课程决不能曲高和寡，要坚持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

实际的原则，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亲和力。 

首先，要坚持灌输的原则和灵活的教学手段相结合，不能以讲

授代替课程的其他环节。习总书记强调，要将“漫灌”和“滴灌”

结合起来 [29]，要坚持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 [30]。列宁在 1902 年撰

写了《怎么办？》一文，其中全面、系统、完整地阐述了灌输理论

的内涵，并对为什么灌输、灌输什么以及怎样灌输进行了系统阐释。

列宁曾经论述到：“工人阶级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

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

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 [31] 在增强思想政治教

育课程亲和力的过程中，要坚持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这就要去

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思想性和理论深度。 

只有真正的信仰者才能将理论吃透、讲通，才能够通俗易懂的

解释原理，深入浅出的讲明道理，充分展现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本身

的理论魅力和思想吸引力，才能展现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亲和力

与说服力。亲和力是建立在真理性基础上的。没有教师的理论钻研

和情感投入，是不可能有追随者和信仰者的，更无从谈起什么直面

现实问题，更无法解释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 

第二，注重教育教学手段的创新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需要“内容为王”，也需要形式上的改进。

在教育的形式上不能因循守旧，要敢于尝试各种教育教学手段。要

让学生既感到“有意思”，也要感觉到“有意义”。 

注释： 
[1]孙佩锋，尉天骄.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与发展——兼谈思

想政治教育的本质［J］.学术论坛，2011，（10）. 
[2]孙其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J］.南京师大学

报（社会科学版），2002，（09）. 
[3]石书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及其把握[J]．马克思

主义与现实，2009，（1）． 
[4]侯丹娟.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再思考［J］.学校党建

与思想教育，2010，（03）：15-17. 
[5]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学[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 
[6]刘书林，陈立思．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7]陈志华．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政治性与科

学性的有机统一[J]．理论与改革，2005，（5）． 
[8]李斌雄.论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特征［J］.中南民族学院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 
[9]魏晓文，关丽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规律探析—

—基于中美比较的历史主义范式 ［J］. 思想教育研究，2012，
（06） 

[10]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6，（11）. 

[11]吴林龙，王立仁.论实效维度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J］.
理论与改革，2001，（11）. 

[12]王健.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J］.思想教育研究，2007，
（07）. 

[13]李辽宁．解读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多重维度[J]．思想理
论教育，2007，（11）． 

[14]邓燕霞．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论[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
生论文，2001． 

[15] 邱仁富．论全球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
［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07） 

[16] 汪馨兰、戴钢书. 创新与发展：新媒体环境视域下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教育研究，2013，（02）. 

[17] 杨月霞, 吴琼. 传播学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
究［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 

[18] 陈章龙、卢彪. 主体间性视域中的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J］.江海学刊，2012，（02）. 

[19] 张耀灿、曹清燕.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定位——
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J］.江汉论坛，2008，（01）. 

[20] 毕红梅、张耀灿. 关注交往: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转换
［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06）. 

[21] 侯建雄. 公民教育——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新视角［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10）. 

[22] 张耀灿、钱广荣.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论纲——思
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J］.思想教育研究，2014，（07）. 

作者简介：1.石少虎（1980 年—），男，汉族，山东省临沂
市人，任教于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学历，讲
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2.赵厚双（1981 年—），女，汉族，山东省济南人，任教于
西安市八中，研究生学历，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学思想政
治教育。 

基金项目：西安石油大学 2019 年度“立德树人”研究课题
（项目编号 0303/140201912）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