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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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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意识形态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功能，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

社会现实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提出新的挑战，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巩固和发展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也是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要

求。新形势下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化也要求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流意识

形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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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的思

想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
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
定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这里的“一定的思想
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即阶级意识形态。 

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由来已久，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因“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
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
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
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
中，占领了物质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为了保证自己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统治
阶级也要像进行物质生产一样，进行“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正
如列宁所说，“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
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3]这就是说，只要不同性质的
国家、政党、制度存在，反映、维护国家、政党、制度的“思想
体系”，即意识形态就一定要发挥作用，而思想政治教育是发挥
意识形态作用的重要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是统治阶级进行精神生产和分配的重要途径，
如前所述，“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就是发展与一定经济基础相一
致的，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意识形态与
意识形态机构。意识形态是精神生产和分配的重要内容，同时也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意识形态，我们采取中性的描
述性态度，即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是
在阶级社会中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树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
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4] 

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存在天然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存在的内因，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
形态都反映了社会上一定阶级和群体的根本利益，从本质上看，
二者具有同一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较大的
包容性，这样一来，要求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反映本阶
级、本集团的利益以外，需要从形式到内容上反映整个社会的整
体利益，反映社会的整体进步，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发
挥意识形态功能，又要发挥非意识形态功能。 

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具有密切的联系，但二者还是
有区别的，主要表现在：第一，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是内容
和载体的关系。意识形态(主要是指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思想
政治教育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是灌输意识形态的载体和途径，
任何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和灌输的都是本阶级的意识形态，
而不是别的意识形态；反过来，统治阶级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
途径(比如通过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途径)来传播主流意识形
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第二，
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是

传播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但是其本身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
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指导思
想，成为个体政治社会化的指导思想。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和
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这些要求对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
态功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意识形态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导性功能，这一功能的充分发挥，直接关系到我国政治、经济、
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态势是，在我国国内处于强
势地位，在国际上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种态势下，发挥思想政治
教育意识形态功能，更加具有现实必然性。首先，是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依然严峻，
如果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破坏，政治生态也会受到波及，
也必然会影响到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的政治安全。因此，意
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重要，不能轻视。其次，是推进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主流意识形态
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
力和方向保证，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意识保障。 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对于提高我
国国民素质，提升民族凝聚力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而提高民族的凝聚力，能够使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更好地发展，使中华民族以更加强大的
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党
是居于领导地位的”，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全党”，作为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思想政治教育是
党的领导的真正优势，如何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对于党更好
地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思想政治教育
的功能可分为个体性功能和社会性功能两个方面，个体性功能是
指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方面的作用和影响；社
会性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现
为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功能中，意识形态性 强的是政治
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培养具
有特定思想政治素质的受教育者以推动政治发展的作用。统治阶
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观点对整个社会的思想起着主导作用，因此
政治功能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至关重要。除此之外思想政治的
文化功能也十分重要，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是以文化为载
体．以一定的世界观、价值观为导向，推动一定社会的文化按照
统治阶级设计的蓝图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是
显而易见的。无论是文化传统的传承、文化目标的确立，还是文
化体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必然反映一定阶级社会的发展水
平，特别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执政需要和根本利益，因而必然带有
意识形态性。 

三、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当今世界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意识形态的发展也呈现出多
元化、生活化、斗争复杂化等特征，并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提出
了新的要求。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科学化、
方法多样化，生活化的意识形态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包容性和
人本性，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化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提升主流意
识形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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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由经济基础决定
的，社会统治阶级所主导的，以国家强制力来维护的，能够为社
会大众认可并自觉作为实践指导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观念体系、
价值体系的总称。“一般地说，一个国家政治共识的程度越高，
政治凝聚力就越强，政治就越稳定；反之，政治共识越低，政治
凝聚力就越弱，政治也就越不稳定。”[5] 一个社会需要主流价值
观，如果没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那么这个国家将在精神文化
领域陷入混乱与迷茫，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破坏。我国目前
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
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显
得尤为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和对外开放，我国
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也遭遇到很多挑战。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
上看，正面的、直接的政治理论灌输一直是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
传统优势。在这个过程中，宣传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系统
讲授政治理论知识、对社会成员进行价值观和人生观教育，是我
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科学、严谨、系统的理论来解释现有
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以及政治目标和实现方法的正当性
和必然性，使社会成员坚信自己采取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
行为是合理的和应该的，这种认识使社会成员拥有政治归属感，
会为国家的政治决策、方针、政策主动寻找理论依据，主动为各
种政治行为寻找合理性。公民主动为政策寻找合理性比政府寻找

的合理性更容易让公民接受，使公民更加认可政策，从而 终能
够实现政策的实施目的。正如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循思想自由
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还必须具有对其他社会
意识的整合作用，而不能一味地强调自己意识形态的一元性，对
其他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应该具有兼纳其合理成分
的气度，通过整合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 终提升自
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6]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地
位，发挥着巨大作用。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
的高度，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充分认识和发挥思想政
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才能更好地加
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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