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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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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培之 
 [摘要]   坚持以人为本，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现实路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
性，是基于对现实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差的深刻审视与反省，是思想政治教育属人本性使
然。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以人为本；   人的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8）20-0044-
02
现代哲学的人本学转向为我们开启了一个从人类追求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角度分析研究现
实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科学发展观也将以人为本确立为指导我们实际工作的指导方针和
重要原则，将人的全面发展确定为当代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社会生活的重要目标。
以促进主体人的思想政治品格与德性的形成和发展从而满足当下人们追求过幸福生活需要
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凸显其应有价值与意义。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
是当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所在。 
一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是指针对特定群体而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满足这一特定群体
的自我建构和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时所表现出的积极性。作为“一种尊重人、理解人、肯
定人的价值、开掘人的潜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给人以更多选择和创造机会的人生哲
学”(王东莉：《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199
3年第4期)，如果思想政治教育所蕴含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政治理想等内
容，没有被教育对象所“消费”时，即没有为受教育者所接受，没有内化为他们各自的深
刻而稳定的思想政治品德心理结构、个体意识，外化为一定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行为习
惯，进而超越社会历史的种种规定性，实现所追寻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就说明思想政
治教育没有表现出其应有积极性。因此，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选就是要提高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促使其在满足受教育主体的自我建构和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时发挥
其应有的积极作用。然而，通过我国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深刻审视与反思，人们
又不得不承认“人”的缺失却恰是其有效性差的重要原因之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越来
越与个体具体的、当下的社会生活本身相脱离，也越来越关注将外在于个体存在的、甚至
于与个体现实生活经验相左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政治理想等强行灌输给受
教育者，以此规范个体行为达到对某种社会价值的实现。然而，外在于人的生活世界的思
想政治教育内容因无法满足于现实生活中受教育者的现实需求（主要是精神方面的需要，
而此正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确证）而丧失了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即丧失了其
应有的积极性。这正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其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身、思想政治
教育价值取向的理解和把握。从根本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之于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仅具有工
具价值或手段价值，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而且，只有当思想政治教
育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时才真正展现其与人类本性相契合的属性。 
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一种纯主观精神的自我规定和自我创造,也不是生物体自发生成的。“共



同体”内在规定性的获得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性条件，而这些规定性本身也是属人的存
在与发展的内容。所以说，人的全面发展，往往以把握和合乎蕴含于社会要求之中的普遍
规范、规则等等为前提条件，并因此获得作为现实存在的最基本的规定。也就是说，人的
知与行唯有合乎于社会的某些规定性，才能为社会所肯定和接纳。而社会地、历史地形成
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等对个体而言具有先验的性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将社会的文
化、政治、法律、道德的观念、行为准则传授给受教育者，为受教育者所理解和接受并内
化为个体的意识之中，从而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具有合乎社会要求的思想政治品质、行为
习惯的历史的、具体的社会存在。同时，社会的文化、政治、法律、道德观念、行为准则
则以命题、范畴等形式使个体达到对经验世界中特定对象的理解、认同和把握，并且在知
与行的互动中推进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向深度和广度展开并实质性地转“知”成“智”。而
智慧则更多地与人自身的存在相联系，并具体展开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的存在的意义、
价值理想的追问，通过扬弃的方式赋予社会历史规定以新的内容，从而使人不断占有新的
本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 
以人为本，在中国当代，表明人的全面发展已经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到现实、从价值目
标到具体行动纲领的关键性转变，因而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
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且仅当人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
重要目标时，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真正成为人的感性存在时，其有效性的提高才能
有现实可能性。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开启了将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社会
目标的社会发展理念，“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
点”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我们党和国家已将“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
本”、“和谐”等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
出从根本上确立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的理念。理论上的清醒确保了实
践上的自觉。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党和国家始终自觉地将以人为本作
为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价值取向，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党的最高纲领与现阶
段奋斗目标的统一点，并为我国现阶段如何落实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制订行动纲领，构建
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体系，全力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其本身就是人的发展的具体展现与确证，从而极大地保证、
促进了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认同，增强了人们从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角
度自觉地、主动地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内化、积淀为自身深刻而稳定的心理结构、主体意
识的积极性，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实现对自身现实规定性的否定和超越，成为一个不断全面
发展的人。 
以人为本，也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对活动的一种态度、方式、方法。适合的、有
效的态度、方式、方法，将有助于教育活动主体之间良好的和有利于交流、引导的关系的
确立，有助于促进教育对象激活自身的一切有利于接受活动刺激的内在准备条件、状态。
对于教育者而言，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在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其属人的本性及人的全面发展
的客观规律，善于解读出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自身所蕴涵的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的伦理价值，以此展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体现的对受教育者成长成才的人文关怀
和现实力量，赋予他们不断超越现实自我的自信心和力量，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获得
受教育者更广泛的认同；其次，在面对受教育者时，要在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
人的前提下充分关注“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体需求和心理感受，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
人们学习成才、择业交友、健康生活等现实生活世界中具体问题结合起来，既解疑释惑、
以理服人、教育引导人，又排忧解难、以情感人，切实把人文关怀的价值情怀落实到实
处。对于受教育者而言，坚持以人为本的关键就是要改变仅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看成是通
过对个体生存与发展的束缚与控制以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为目的的政治宣传手段、异
己的存在，要认识自身的思想政治品格与德性的形成和发展既是为了适应当下生活的需
要，也是人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内在需要。因此自觉主动地以主体的身份去诠
释、内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通过领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蕴含的意义、价值而自觉地
加强对自身素质的修炼，使自己成为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政治方向、远大的理想
抱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正确的理想信念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从而使自
身全面发展的需求得到实现而不再只是“理想、职责”。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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