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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毛泽东的干部学习评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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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学风。毛泽东就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意义、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理

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阐述。从重要性来看，“好箭”应该射出去；从要求来看，“任何一点调皮都不

行”；从方法来说，系统而不零碎、实际而不空洞。毛泽东还围绕上述三点就如何评估干部学习作了深刻的论述。毛

泽东的这些思想至今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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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理论学习评估是对干部理论学习成绩和学习效益
等学习状况的评价，搞好干部理论学习评估，有利于干部在

学习理论过程中能够把握住学习内容、学习方法，纠正学习

误差，确保学习质量。如何搞好干部理论学习评估？毛泽东

同志从学习的目的，态度，方法三个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

一、“好箭”应该射出去
———看理论学习成绩关键是看能否运用于实际

　　毛泽东同志指出，理论学习的目的关键在于运用。如果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支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

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

古董鉴赏家”［１］８２０。毛泽东同志还认为，干部理论学习评估

的核心要求，这就是看干部理论学习是否能运用理论这一关

键。他曾就理论家问题进行了具休剖析，他说：“我们读了许

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

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

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

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

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

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１］８１４。可见理论水平的高

低，并非看其马列的书读了多少，而在于能否运用理论来研

究和解决实际问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读书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学习。如果读

书而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而

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念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和解决实

际问题，这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干部，如果只是去钻马克

思主义理论，而不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只

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

团……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不是到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

是为了单纯地学习理论而去学理论”［１］７９９，这种理论的学习

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

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１］８１５革命的实践证明，

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用来指导革命的实践才能发挥巨大的

指导作用。

干部学习成绩的大小，也主要看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两个实

际问题，那就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你说明的东西

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１］８１５否则，即使能

“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

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不仅不能算理论家，也

不能真正取得预期的的学习效果。

二、“任何一点调皮都不行”
———看学习状况重在看是否有“老老实实”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马克思列宁
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

行的。”［１］８００毛泽东同志这里强调的是“老老实实”的学习

态度。

领导干部的学习态度，首先要看是否有谦虚好学的精

神。理论学习不能“自我满足”。每一个干部都必须谦虚好

学，甘当小学生。毛泽东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

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

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采取这种态度”［２］５３５从知识

的掌握来看，我们要学到比较完全的知识并非易事，因为“一

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

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

展阶段”。书本知识是“前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总

结”，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

况说来，这种知识还是片面的。另一方面，如果缺乏理性的



知识和普通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即使有丰富的实际工

作经验，其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因为“经验”是偏于

“感性的或局部的”。“这样看来，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

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

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

全的知识。”［１］８１６要把两种知识学深学透才能算是真正掌握

了比较完全的知识。所以，只掌握了一点理论知识，或有一

点实际经验就“沾沾自喜”、“自我满足”的人，其学习态度是

不好的。他们“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

一些”［１］８１６。要勇于甘当“小学生”［２］５３３。

其次，要看是否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理论学习要

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即在理论学习中坚持从实际出

发，坚持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引用斯大林的话说，“脱离实

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

的，应该抛弃的。”［１］８１７如果只掌握了“空洞的理论”，那是

“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１］７９９。真正的理论学习应当“从国

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

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

系，作为我们行为的向导”［１］８０１。简单地说，就是要端正学

风，而端正学风的关键是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毛病，即从实际

出发，“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

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

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态

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１］８０１这种态度就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作风，好学风。那种“‘闭塞眼睛捉麻

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

解”［１］７９７，是极坏的作风，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

神的作风。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现

在要立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

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

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１］８１５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看

得清楚，看不清楚，会看不会看，主要是从态度上来评估的，

即是否坚持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

三、系统而不零碎、实际而不空洞
———看学习方法主要看能否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
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

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谆谆告诫

人们的一条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１］７９８那么，怎样才能

算是理论联系实际呢？理论联系实际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可

从下列几方面考察。

首先，要看是否学好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一般地说，

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列宁、斯

大林的理论……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

究。”［２］５３３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所以“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

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２］５３３。还有，指导一个伟大

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革命理论，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所以，领导干部应当首先把理论知识学好，如何学好理论知

识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学习马列主义“不应当只是学习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

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

真正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

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２］５３３。

其次，要看能否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地学。毛泽东指出，

学习必须做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

学”［２］５３３。怎样才算是“实际地而不空洞地”学呢？“拿一句

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

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

是箭和靶的关系。”［１］８１９也就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与

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尤其要对“我们民族的历史”、

“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作深刻的研究，特别要“以研究中

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

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

法”［１］８０２。换句话说，就是要在精通理论的同时，搞好实际问

题的分析，否则，就称不上理论联系实际。

再次，要看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人们对客观

事物的理性认识，如世界观、人生观、政治立场、政治观点、道

德意志和其它社会意识等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毛泽

东认为，思想是对于感觉、印象的一种认识结果。人们在社

会实践中，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

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毛泽

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

的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所以，

干部理论学习的方法如何，实践情况也是一个重要依据。理

论学习中的“实践”，主要体现在调查研究上。１９３０年毛泽
东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

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只有对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行详

细的调查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

“由表及里”的分析，“去伪存真”的整理，才能使理性得到深

化，促进理论水平的提高。

此外，关于学习问题，毛泽东还强调文化学习。他指出，

学文化是学理论的基础，学好文化才能学好理论。他说：“我

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就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文化学习也应列入干部理论学习评

估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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