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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和高科技，更重

要的是，没有理论的支撑，盲目地去做，是不可能成功

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是从我们的生活中、言行中、

经验中去思考和总结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概述

1. 内容与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由三个部分组成。首

先，人类的思维支配着人类的行动，所有的实际活动都是

由我们自己的思维来决定的。其次，思想政治理论的根基

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和完善。最后，

以思想政治为依据，作为行动的指南针和指引。上述三种

原则并非无中生有，而是经过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和具体的

理论，经过了系统的归纳和整理，才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具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思想政治学科并非毫无依据，而是以

思想政治理论为理论指导。思想政治的理论基础，又是我

们的人生的指南针和行为规范，必须严格遵循，不能违反。

2. 联系与区别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

关联和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隐藏的，需要具体的

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两者在基本的内容起点上是相

同的，不同之处在于两者在发展的作用方向上存在着一

些差异。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知识，是由思想政治教育

的基础知识间接积累而来，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没有外

部因素的干扰，是一种本质的思维连接。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问题的研究展望

目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问题，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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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1）要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进行更深层次

的研究。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指导思想政治教

育，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高校的学科建

设和实际工作提供科学的、直观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

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直接

理论基础的研究还不充分，仍然是各自独立的，今后要

进一步加强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综合应用。

（2）关于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的探讨，

必须予以充分的关注。目前，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

基础问题，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而

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则是由于缺乏对其理论基础的分

析和研究。因此，直到今天，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

础问题上仍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所以，在今后的研究工

作中，我们必须对这一方面给予足够的关注 [1]。

（3）要加强对某些学科的深入学习。当前，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必须吸收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充实和完善

自身的专业理论。然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应该学习

的内容，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关于要学习的学

科，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

大多数都没有细化与深入到相关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学

的具体联系上，而仅仅是停留在表面。

1. 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研究

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认识。从两个方面来

看，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和过程的规律是：一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二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一些

学者则认为，这两种法则是不同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很

大的不同。但是，对于这一问题，却没有进行过多的探

讨，大家各抒己见，提出了一些规则，但目前还没有达

成一致意见。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性进行了概

括。在同一本书中，竟然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归纳为

十余条，并陷入了“泛规律化”的困境。很明显，对思

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探讨还处在起步阶段，还没有达到科

学的理性水平。在新的时期里，我们应该不断地去探

索。

2. 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态度

当前，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存在

着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相对缺乏以实际为基础，以

问题为基础的创造性。实践是创新的根本，问题是创新

的先决条件。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研究

中，由于缺乏对实际问题的创造性，致使其在很多重要

的理论问题上缺乏创新与突破，同时也导致了长期以来

一直致力于构建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未

能形成。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

立足于实际，注重问题研究。第二，缺乏对科学的追求。

其主要表现在对某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深层次的探究，

常常是“一炮而过”，只停留在现象描述上，致使近年来

的基础理论研究很少取得重大的创新和突破。例如，在

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过程、本质、功能、机制、环境等

方面，多年来一直缺少有分量的理论成果问世。第三，

缺少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其主要特点是，对于

重大的具有争议性的理论问题，很少进行深入的探讨，

更是少有争辩，多是以回避或观望为主。对存在的理论

分歧不争，更没有激烈的思想火花，导致问题悬而未决，

难以解决。要构建科学、完整的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基础理论体系，就需要以创新精神、求真务实、百

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精神。

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从学科建设、理论规范、研究领域等各方面来看，

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相比之下是一门新兴学科，学

科建设尚有诸多问题 [2]。

（一）学科建设的边界模糊

学科界限是一个学科所具有的独特的学科范围，是

其它学科所不能取代的。所以，有一个清晰的分界线，

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是区别于其它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

针对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状况，存在学科

边界不清、学科定位不明确等问题，如将其与比较政治

学混为一谈，主要是因为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对各

国和区域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梳理和对比，以对特定政治

体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概括。这两个领域有很大的

联系，所以有人将两者的共同点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

这就是两个领域的交叉。所以，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

学科范围进行梳理，明确其界限，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

的理论问题。只有牢牢把握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

和视野，才能避免混淆学科界限。

（二）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的研究方法不够成熟

一门学科要想独立发展，就必须要有扎实的基础

知识，我们发现，历史、文学等传统学科之所以能够取

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着悠久的

历史，在漫长的发展中，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

论体系。因此，一个学科要想持续地发展和成熟，必须

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坚实的学科基础。回顾以往，我们

发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并不成熟，主要是由于

缺乏较为成熟和完备的基础理论，缺乏一套系统的基础

理论工作，往往研究的内容支离破碎，缺乏“以一带

多”“以点串线”和“以线成面”的研究成果。在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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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研究上，缺乏足够的知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除了基础理论尚未建立起一

套完整的系统外，其基础研究方法还不够科学、比较成

熟。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种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

它的发展历程只有三十多年，与其它哲学社会科学相比，

它缺乏深厚的发展历史，因而没有形成科学特有的研究

方法。所以，如何在实践中“兼容并蓄”，吸收其它哲学

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它们相互结合，是我们学科

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人才培养的规格与质量有待加强

学科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而人才培养

的好坏关系到学科能否继续发展和充实学科的队伍。在

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发现，在这一专业的人才培养上，

还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水平。我们先把比较的思想政治

教育放在一边，再把它扩展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领

域。这门学科共有六门二级学科，但各学科均有招收思

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所以，这门学科肩负着培养和输

送人才的重任。许多硕士生都在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但

他们没有专业背景，这就使他们面临着培养高素质的工

作。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方面，

也有类似的问题。尽管在思想政治教育界一直在呼吁加

大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力度，但对其进行深入研

究的人却很少。同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受到

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学科的繁荣发展，除了要有自己

的学科领域和深厚的基础理论支持，还要有一支有责任、

敢担当、勇于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优秀人才

队伍作为保障 [3]。

四、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夯实学科的基础

本文所说的学科基础，并不是纯粹的学科，作者认

为，要打好这个学科的基础，不仅要打好它的基础，还

要打好它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科建设对我国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成立时间尚短，充其量不过三十余年，

很多学科的基本功工作都不够完善，“母学科”的发展不

够完善，必然会对“子学科”产生一定的影响。为此，

必须强化“母学科”的学科建设，使学科的基础理论、

方法和学科功能定位更加全面、细致、有效。扎实的学

科根基，必须把学科的方向浓缩清楚。学科定位是学科

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先决条件。如何凝聚明确的学科导向，

确保学科的建设？作者认为，这一问题应当从两个方面

加以阐述。第一，不能夸大其词，不是自己的专业，绝

对不能接受。换句话说，是属于谁的，就得由谁来做，

属于社会学的，就应该是社会学，而不是一切都是马克

思主义。我们提倡不同学科的互相学习，是为了开阔眼

界，开拓新的思维，但不代表要把所有的知识都塞进去。

第二，强化对“母体”的指导作用。作为“母体”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当对下面的次级学科和三级学科

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指导，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

“子学科”应当自觉地在“母学科”的引导下发展，与

“母学科”的关系更加紧密，在建设和研究的同时，也

要注意“母学科”的前沿问题，适时地将前沿问题纳入

到自身的范畴之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子学

科”和“母学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更上一层

楼，就必须把学科的根基打牢，把“母学科”和“子学

科”结合起来，把二者发展的更好，让后人有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二）做好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

一门学科的最终建设和发展取决于“人”。人文精神

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一个学科发展的

先决条件是扎实的学科，那么，建设和培养人才就是其

中的核心。所以，我们该如何去教育有才能的人？本文

认为，在加强人才培养方面，必须做到以下内容：

一是培养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自信心。从实际情况

来看，一些非本专业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认识

还存在着一些误解，认为它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育，

难以形成一个真正的学科。所以，在各种误解面前，我

们的专业人员是否能够建立起学科的高度的学科自信和

学科意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但具有

思想史上的科学性，而且具有不可磨灭的当代价值”。

二是培养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意识。作为一个新兴

的学科，在基础理论和方法上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学

科建设的工作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所以，在培养高素

质的人才的过程中，要做好“冷板凳”的工作，必须要

有“忍辱负重”的精神，要有为这个学科的发展而奋斗

的勇气和自信，要有自觉的承担起学科建设的责任和使

命。“自觉担当，自觉奉献”是本专业培养的一个重要方

面。

在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时，要自觉地

将学科自信和学科自觉与培养相结合，使人才培养工作

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让更多的人才感到责任重大，从而

更有信心和自觉地承担起自己的职业责任。作者认为，

在培养专业人员的学科意识和专业意识方面，要远远超

过只教授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因为一旦有了学

科意识和专业意识，那么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不会轻

易放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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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工作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的学科，

又是一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所以，我们必须加强与其

它专业的交流。比如：借鉴已经存在的研究方法，丰富

我们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适当地吸取已经

存在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从不同的角度进

行综合，有利于我们的学科建设。

五、结语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是经过长期实践和长

期积累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把全部

精力都放在这方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以开拓新的领

域。当前，学术界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进行

了大量的探索，并逐渐深入，成果丰硕。要深入探讨思

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问题，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下，结合学科本身的特殊性，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

究，才能推动学科的发展，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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