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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理想信念教育的概念与地位  

------------------------------------------------------------------------------------------------ 

朱喜坤 

  在人类历史上，一定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人们的理想信念或思想信仰有关。
歌德曾经指出：“世界历史的惟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所有信仰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对当代
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不管这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
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不管这信仰是什么形式），都只得到一点微弱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的光
荣，这种光荣也会飞快地逝去，因为没有人操心去取得一种对不信仰的东西的知识。”[1]（P363）歌德的话虽
然有些夸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理想、信念、信仰在一定社会和时代的重要性。当前，我们正处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社会和人民，不仅需要理想、信念和信仰，而
且应该树立起科学的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这样的形势下，理想信念教育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
题。 
   
  一、理想信念教育的概念 
   
  自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诞生以来，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就伴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始终。那么，什么是理想信念
教育呢？列宁曾指出，对工人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任务，“它的任务是赋予自发的工
人运动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理想，把这个运动同合乎现代科学水平的社会主义信念结合起来”[2]（P167）。从列
宁的这一表述中，可以总结出我们的理想信念教育的概念，即通过对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
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他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并在此基础上明确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引导人们特别是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马克思主义
的坚定信念。这样概括理想信念教育的概念，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在语意表达上，理想信念教育比单纯的“理想教育”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可以说是更为全面的概
念。过去，我们通常使用“理想教育”这一概念来表达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事实上是把“理想”外延放大，
把信念也包含在其中。比如“四有”新人，其中的“有理想”就是一个广义的概括，其含义并不仅仅是有理想
目标而已，也包括“有信念”这样的内容在内。这样来使用“理想”概念，有其不得已的一面，但实际上是无
限制地突出和放大了“理想”一词，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理想信念教育中的一种偏向，即片面强调对未来的
理想追求和理想实现，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在当下生活中人所应秉持的信念支撑和信念引导。事实上，理想
与信念作为信仰现象中两个基本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不能突出一个而贬低另一个。理想并不是信仰的全部，甚
至也不是其中惟一重要的东西。理想是以信念为基础的，是信仰或信念在未来目标上的具体体现。不能脱离基
本立场和信念而孤立地突出理想目标，更不能只片面强调理想教育而忽视信念教育。把人们的目光全部吸引到
未来某个理想目标上，让人们急切地期待那个目标的实现，并不是高明的信仰教育策略。当前理想信念教育中
的一个重点，就是加强关于社会人生基本信念的教育，给人们的实际的生活以价值导向上的信念引导。一个
人，不论他对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和未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的实现是否相信和追求，都应该确立一些在我
们社会中生活所必须的基本信念。如对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对集体主义的信念，以及爱国的信念等。事实上这
些信念本身也是我们所倡导的理想信念的一部分。 
   
  第二，在教育目的上，理想信念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树立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坚定信
念，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引导他们特别是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树立共产主义的
远大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这是对为什么要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毛泽东在《新民
主主义论》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
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
的。……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3]（P686）因此，作为思想体系的
共产主义，应该成为当代人的坚定信念；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应该成为当代人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理
想信念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需要通过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任务和具体奋斗目标来实现。我国
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
是我们现阶段的共同理想信念。它作为最高理想信念在现阶段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必经阶
段。因此，共同理想信念的确立是从理想信念和现实的关系上来把握的。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
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
大理想信念需要完成的现实目标，这一现实目标的实现是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创造条件，是在向共产主义社会
迈进。所以，共同理想信念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可分割的现实构成部分，是实践中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实
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它的必然归宿。 
   
  第三，在教育规划上，理想信念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或共产主义信仰教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教育两部分内容，其具体规划是在现阶段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要依托“四信”教育，即马克思主义信仰教
育、社会主义信念教育、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信心教育和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教育。在《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被区别为两个层次：一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二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信念。这两个方面的教育是紧密联系相互过渡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在当代中国的阶段性表现，又是引导人们追求更高的目
标并树立远大理想信念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意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作了新的概括，
即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这
一概括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几个方面的组合中综合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特别是把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共同理想信念的目标性内容，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中的“中国特色”，具
有深刻的爱国主义内涵。 



   
  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是国民教育体系中众多教育活动中的一种，但由于这种教育活动与其他
传授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活动的根本任务有所不同，因而说它是人类教育活动中的一个特殊的部门，具有超越性
与现实性相统一、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等特点。 
   
  二、理想信念教育的地位 
   
  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主要任务是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关于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从而使人们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中所处的位
置，它能够使一定的个体完成和实现他的社会化过程，从而真正成为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一员，为一定社会所接
纳。尤其是它可以使个人了解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感受到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教育既能内化为人的精神的
内在指令，又能外化为人的行动。理想信念教育的这一教育目的的特殊性，使它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居于核心地
位。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阶级或集团为了建立或巩固其政治统治而进行的符合本阶级或集团根本利益的，包括
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和宗教思想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教育。它是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建设来促进
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最终塑造本阶级所需要的人。在当代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通过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和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活动来培养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广泛而丰富的，在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
中，理想信念教育居于其核心地位。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毛泽东早在1957年就提出
来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指出要将理想信念教育列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和核
心，要求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和全国6亿人民树立崇高的、进步的、正确的理想，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为实
现理想境界付出辛勤的劳动。1999年在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以党
的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了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2004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又一次给理想信念教育明确定位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
心。 
   
  理想信念教育的核心地位是在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上体现出来的。培养“四有”新人是思想政治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理想信念教育。之所以这样说，是由“有理
想”在“四有”中的突出地位和“有理想”对“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内涵与价值取向的制
约、导向和规范作用决定的。 
   
  首先，在“四有”中“有理想”是首要一条。所谓“有理想”，就是要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现阶段的共
同信念。共产主义理想是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应该具有这种崇高的理想信念。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
理想信念，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邓小平说：“现在中国
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4]（P190）。他说：“为
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
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4]（P110）。江泽民也强调指出，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
教育，有了共产主义理想，才会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有理想”在“四有”中的重要性决定了理想教育在思想
政治教育中的核心地位。 
   
  其次，道德修养是以理想信念为基础的。所谓“有道德”，就是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以及社会公德
和职业道德。一个没有理想信念、思想空虚、精神萎靡的人，是不会有高尚的道德境界的，在适宜的条件下，
是一定要被邪恶势力牵着鼻子走引入邪路的。在这个意义，理想信念教育是世界观的“牛鼻子”。从历史上
看，追求理想信念本身就意味着牺牲，就意味着必须有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精神准备，没有对理想
信念的坚定信仰和执著追求，很难达到这样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列宁曾经说过，道德是为人类社
会提升到更高水平，为人类摆脱劳动剥削服务的。从道德的这个作用来看，对道德追求的本身，也是一种理想
即道德理想，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是理想人格的实现，这是人们在道德修养上所能达到的最完满状态，也是
“四有”中“有道德”的本来含义。 
   
  再次，共同的纪律是以共同的理想信念为基础的，否则就不是自觉的纪律。所谓的“有纪律”，就是要有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和法纪观念，自觉地遵纪守法。根源于为实现共同理想信念而奋斗的自觉纪律意识，可形成
无坚不摧的力量。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能够取得胜利依靠的就是建立在理想信念的聚合功能、
凝聚功能基础上的自觉地遵守纪律的信念。他说：“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
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4]（P144）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要靠纪律保证。没有纪律，没有自觉的
纪律，就没有人的团结，没有力量，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稳定而有秩序的发展。 
   
  最后，文化教育也不能脱离理想信念教育。所谓“有文化”就是要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所必须的
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人是需要用文化来武装的，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念。在全民族开展普及文
化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实际上就是对一种价值目标的追求，这个价值目标就是文化理想。具体而言，文
化理想是指人们基于对文化现实的认识而产生的改善现实的设想，核心内容是希望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社会境
况，使人更文化，从而建立一个更文化的社会。文化教育是实现文化理想的基础手段和工具，反过来，文化理
想赋予了文化教育活动以价值和意义，并给这一教育活动指明了方向。文化理想有社会文化理想和个体文化理
想的层次差别，使二者统一起来，是文化教育的任务，更是理想信念教育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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