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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的超越性主要包括: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超越性、思

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超越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超越性，其目的就是要让受教育

者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中自我教育的主体。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超越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按照某种超越于现实的道德理想去塑造与培养人，促使人去追

求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与行为方式，以此实现对现实的否定”。[1 ]思想政治教

育中的“超越”是指教育者在对人们思想道德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掌握

人们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和特点，预测人们思想道德的发展趋势，针对不同思想

道德特点的人进行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走在人们思想道德发展的前面，将

错误思想消灭在萌芽状态，以防止各种不良行为的发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超越性

主要包括: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超越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超越性、思想政治

教育方法的超越性。  

 

一、目标的超越性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超越性是指目标应指向未来，其设定应高于教育对象的

现实道德水平，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教育要求，具有时间上的超前性。  

柯尔伯格曾经说过：“对于年幼的儿童，我们在传授道德信息时确实可能会犯水

平过高或过低的错误，而犯水平过低的错误比犯水平过高的错误更糟糕，这是因

为，在信息水平过低的情况下，儿童会失去对所传递的信息的尊重。”[2]我国

现实社会中有不同的道德层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从现实出发，根据不同教育对

象的差距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帮助他们向目标靠近。  

1、个人尺度与社会尺度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既具有差别性又有一致性，它们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关系。一方面，任何人都是一个个体的存在物，正如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

叶一样，世界上也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人，这是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机

体所决定了的；另一方面，任何人又不是“纯粹的个人”，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

能存在，这也就是说，个人同时又是一定社会的成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仅

要满足作为社会道德生活主体的个人自身道德发展的需要，而且也要满足作为社

会对人的道德发展的需要，既要提升、发展人的价值，使人的内心臻于“至善”，

又要适应社会需要，教授社会所认可和追求的品德规范，为社会的发展服务，把

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2、从政治的高度引导经济 

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体系，它和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联，体现

着社会主义的要求，理所当然的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联。第一，市场经济离不开宏观调控，

而思想政治教育是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辅助手段。尤其当经济发生波动时，通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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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稳定人心，避免发生思想混乱引起的社会动荡。第二，市场经济形成的价值观

具有两面性，其正面效应在于以利益为导向，可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人的上进心和

创造性，促进经济的繁荣。其负面作效应在于强调以利益为核心，容易导致个人利益至上，

弱化人的社会责任感，淡化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观念。因此，迫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

们正确认识市场经济价值观，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建立义利并重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  
二、内容的超越性  
现阶段，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以“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义(集体主义、

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的

教育，帮助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还要根据

形势的发展而进行相应的教育活动，才能使受教育者具有与 WTO“普惠”原则相适应的开放

心灵、合作素质、社会责任感、凭借自己实力公平竞争的意识和创新能力。  
1、培养受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意识  
当前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如何呢？在对某所高校的研究生人群调查中，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

分研究生缺乏集体观念和参加集体活动的应有热情，甚至不愿当班干部，唯恐因集体活动频

繁而影响了自己的学业或日常生活。而面对入世的挑战，21 世纪中国的发展，更需要一大

批对人类、对祖国、对社会、对事业具有强烈责任感和义务感的人，因此，在当今大力加强

思想品德教育之时，应引导人们把个人人生价值的追求同对社会和人类的责任感、使命感紧

密联系在一切。  
2、培养受教育者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  
WTO 的公平贸易原则要求现代人具备以下素质：“在尊重与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尊重他

人的利益，以公平的心态、互惠的原则处理事务，谋求共同发展；尊重各种文化的价值，作

为世界公民平等地与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打交道，在与别国交往过程中重诚意与守信用。”[3]
所以，诚信是现代人应具备的重要的素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要求建立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

秩序。但事实上，在日常社会交往中，不诚信的行为比比皆是，美国大型制药公司道-康宁

公司知情不报，蓄意出售有质量缺陷的硅胶乳房植入片；[4]就连纯洁的校园里，大至考试

作弊，小至抄袭作业，更别提司空见惯的欺骗、说假话了。这样的状况又怎么能在素有信用

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严守诚实的法线，在各种国际规则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呢？因此，

诚信教育应刻不容缓地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三、方法的超越性  
目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乃以念文件、读报刊、谈心、上大课、写黑板、开座谈会为主的

面对面的手段。这些方式的针对性强，反馈及时，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导致思想政治

教育常常处于被动应付、消极防范的滞后状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们思想的发展，必

然引起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新的超越。  
1、利用网络优势  
现代网络的普及和发展给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难得的机遇。

2000 年 6 月 28 日，江总书记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深刻阐述了互联网的特性及其对思

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和作用，指出：“信息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开展思想

政治工作提供了现代化的新手段，拓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空间和新渠道。要重视和充分运

用信息网络技术，使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时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5]面对新形势

的挑战，应充分利用网络的优势，实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与现代新设备

新技术的有机结合，对受教育者进行生动、形象、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扭转思想

政治教育方法陈旧呆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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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入研究性学习方式  
受教育者既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有强烈主体性的人，也是教育效果的最终检验者。现代

社会公平、平等、民主的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深入人心，传统的以灌输、塑造为主，过分

强调教育者的权威性，忽视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将越来越难以得到人们

的认同。因此，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更强调以人为本，贯彻人本主义思想，一切从受

教育者自身实际出发，立足于受教育者个人的思维特征、认知能力。这就需要我们的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引入旨在改变受教育者的学习方式、真正发挥受教育者主体作用的研究性学习方

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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