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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的
价值与发展

吴 敏 英
(四川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学院 ,四 川 成都 610068)

摘要 :以 人为本包含了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本的深刻内涵。它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肓的发展方向9指 出了思

想政治教肓发展的合理基础和有效途径,有 利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肓工作者的责任心和自豪感。在以人为本视野中

反恩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肓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方法的改进与发展 ,需 要树立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

思想政治教肓教育理念,建 立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为出发点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系统,倡 导将服务意识贯穿

始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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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改革开放 ⒛ 多年

基本经验的基础上 ,提 出了这次全会最重要的、带有

根本性的理论创新成果 ,即
“
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

面发展
”
。人的全面发展 ,将是进人新阶段的重要标

志。以人为本 ,就是要把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 ,作 为发展的根本 出发点和归宿。

这是实践工作中必须长期坚持的价值取向,也是思

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在以人为

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视野中反思思想政治教育的

教育理念、地位作用、教育内容以及途径方法的改进

与发展 ,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思考和启迪。

- 以人为本的基本内容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

的价值

以人为本 ,是一个外延广泛丰富、内涵深刻的概

念 ,从总体上或一般意义上分析说明 ,把握其基本内

容 ,以 引导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向 ,是一个有着理论和

实践意义的重要问题。江泽民在纪念建党 80周 年

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在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这一思想对我们认识以

人为本有着根本的指导作用。人的全面发展既是马

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根本价值 目标 ,也是人类努

力奋斗不断追求的理想境界。在一般意义上说 ,今

天我们强调的以人为本 ,应该看作是以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为本 ,以 人为本包含了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为本的深刻内涵。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

1858年 )》多次谈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也是我国学术

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马克思在他的历史理

论中 ,阐述了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规定 ,认为理想社会

的本质特征是
“
自由个性

”
的实现。其基本要点是 :

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个人能力的

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实现 ,亦 即每个人的能力的

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认为 ,所谓人的全面发

展是
“
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作 为-个完

整的人 ,占有 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
匚1彐 (123页 ),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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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互相联系、辩证统一的三方面内容。其一 ,人 的

活动及其能力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看来 ,“ 自由自

觉的活动
”
是人的类的特性。这一特性使

“
人

”
真正

成其为
“
人

”
。人的活动的全面发展包含着活动能力

的全面发展 ,即体力和智力、自然力和社会力、个体

能力和集体能力、潜力和现实能力等的全面发展。

其二 ,人的社会特性的发展。马克思一贯认为现实

的个人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 ,是
“
一切社会关系的

总和
”
。社会关系既为人与 自然变换物质、能量、信

息所必须 ,也是个人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的社会特

性的发展包括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社会交往的普

遍性、人对社会关系的全面占有和共同控制。其三 ,

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其基本内容是指人应该以全

面的方式发展他的 自然潜力和积极的、各个方面的

需要 ,从而
“
不仅在思维中 ,而 且以全面的感觉在对

象世界中肯定 自己
”

匚2彐 (79页 ),最 终达到 自由个

性 ,“全面地发展 自己的ˉ切能力
”

,“ 发挥他的全部

才能和力量
”
。人的个性的 自由发展主要是个人生

命有机体的各种构成要素的均衡协调发展 ,个人的

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的发展和完善 ,个人的

思想道德观念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和进步 ,个人

各种需要的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

展内涵的阐述从根本上表明了以人为本 的基本 内

容 ,促进人的活动及其能力的全面发展 ,促进人的社

会特性的发展 ,促进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 ,无疑是以

人为本所应该达到的理想 目标。

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 ,主要是从克服社

会关系对人的限制 ,即 从克服旧式分工和异化劳动

对人的压抑的角度来提出和考虑问题的。针对旧式

分工条件下人的不平等发展———些人得到了发展

的垄断权 ,而另一些人暂时失去任何发展的可能性 ;

畸形发展——人的某一方面的才能得到了发挥 ,而

其他方面的才能却得不到发展 ;不 自由发展——人

们的活动受着各种客观限制 ,长时间只能从事一种

操作 ,不能 白由变换其活动的状况 ,马 克思指出 ,人

的全面发展就是指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平等发展——

每个人都应得到平等的发展 ,这是
“
人

”
的全面发展 ;

完整发展——人的需要、活动、能力、社会交往关系

和个性都能得到充分发展 ,其 中人的能力的全面发

展是核心 ,这是
“
人的本质内容

”
的全面发展 ;和谐发

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 ,它包括个人和人

类的和谐发展、个人和集体的和谐发展、个人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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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谐发展、个人 自身内部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 ,这

是
“
人在社会关系上

”
的全面发展 ;自 由发展——作

为目的人的个性的 自由发展 ,它包括个人从某种束

缚中解放出来和个人可以按照 自己的意愿 自主地做

事两个方面 ,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形式、目标和

成果 ,是
“
人在个性上

”
的全面发展。正因为这样 ,马

克思以
“
每个人的全面而 自由的发展

”
为核心内涵而

形成的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 ,体现着对人类与 自

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 ,以 及在

此基础上的人类 自身能力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 E3彐 。

在马克思看来 ,研究人的发展时 ,不能仅仅停留于对

各种具体发展方案的制定上和对各种具体发展蓝图

的描绘上 ,而是应当重点考虑如何顺利推进人的全

面发展 ,即 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 ,如何促进生产

关系的发展、交往关系的发展 ,不断拓展人类与 自然

相互作用的范围和层次 ,提供丰富多样的可供人们

选择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等 ,这些关系的发展本身就

属于人的发展的内容 ,而且是人的发展的最基本的

规定。离开这些关系的发展 ,事实上无从谈及人的

全面发展。所以 ,强调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要促进

人与社会 、人与 自然的协调与和谐 ,坚持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 ;强调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同 推进经济、文

化的发展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互为前提和基础

的关系 ,这正是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

发展。这一根本观点对于认识新时期以人为本的价

值是十分重要的。面对外部社会的深刻变化 ,以 人

为本不应是一种 自我封闭的体系。不断拓展人的全

面发展外部可能性空间 ,增强人 自身 自主选择能力 ,

为每个人的自主选择创造条件 ,都是以人为本应该

完成的基本任务。

应该看到 ,马 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既具有不

断超越某种历史束缚进而推进人的解放的历史过程

的历史规定 ,也是当前社会主义的现实过程的现实

规定。江泽民在纪念建党 80周 年讲话中 ,明确把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提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来 ,

看作是我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人文价值取向 ,回 答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不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

这一过去理论上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人的全面发

展程度是一个逐步提高 、不断推进和永无止境的历

史过程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历史实现形

式和具体内容。在我国现阶段 ,人 的全面发展的实

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主要表现为促进人民整体素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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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和全面实现人的现代化。以人为本 ,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 ,将是进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是实践工作

中必须长期坚持的价值取向,它对于思想政治教育

的改进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 ,明 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方向。思想

玖治教育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定

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 ,以 及由此推动的人类思想政

治教育实践的发展既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角

度、中心话语和发展方向,又为其发展提供机遇、条

件和现实需求。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于资

本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面临的最紧

迫的任务是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推翻资产阶级

的政治统治。因此 ,作 为直接服务于革命和夺取政

权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必然要为无产

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提供科学的理论论证 ,

必然要以寻求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和途径为自己的

中心话语 ,形成了以为阶级斗争中心服务为取向的
“
革命论

”
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方向。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 ,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我国思想政治教

育 ,适应中心任务的变化 ,积极回应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需要 ,关注统一思想认识、调动人的生产积

极性、维护社会稳定等问题 ,形成了以为经济建设中

心服务为取向的
“
建设论

”
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角

度。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和社会生活各方

面的巨大变化 ,适应小康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 ,我 国

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话语、研究视角将越来越围绕
“
人本论

”
,即 以人为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展开。人

是教育的基础 ,也是教育的根本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

的基本价值是把教育和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

严、人的终极价值联系起来 ,其基本理论更加关注人

发展的外部环境 ,包括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政

治民主、秩序改革等基本问题 ,关注人的内在品质的

发展 ,包括人的品格完善、情趣高雅、心理健康等等 ,

即以现代人的精神培养现代人 ,以 全面发展的视野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以人为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等基本概念的确立 ,标志着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

的中心话语、研究视角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清楚地认识这一变化 ,将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

学术意识日益增强 ,研究视野日益开阔,方法论意识

更加自觉 ,学科边界更加清晰 ,从而进一步凸现我国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实践价值和学术价值。

其次 ,指 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合理基础和

有效途径。以人为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视角 ,

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寻找到了合理的基础和有效的

途径。反思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在 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把思想政治教育

视为完全外在于人 ,与人的需要、情感、享受与幸福

毫不相干的规范戒律 ,过分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约

束性、强制性和适应性的一面 ,认为它是对人的某些

欲望和自由的压抑和侵犯。从本真意义上讲 ,这些

都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所在。以人为本 ,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 ,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根据社会经济发

展的需要 ,通过启发、引导受教育者内在的受教育需

求 ,创设和谐、宽松、民主的教育环境 ;要求思想政治

教育对个体的全面发展需要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重

视 ,让教育深人到人的内心世界 ,启 动教育对象能动

性的内在机制 ,唤醒个体思想政治潜能中积极的因

素 ,培养能够自主地、能动地、创造性地进行认识和

实践活动的社会主体 ;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从注重其

外在价值转变到注重内在价值 ,从保守价值转变到

创造价值 ,从单一
“
教育型

”
价值转变到多元

“
综合

型
”
价值。立足于教育 ,辅之以管理 ,把思想政治教

育与法律约束、心理健康教育、思想交往等多种手段

有机结合 ,将教育内容和要求贯穿到人们社会活动

的各项制度中,以 人的全面发展需求为导向,优化教

育资源,真正实现合力 ,增强教育的整体功能。

再次 ,有利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心和自豪感。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 ,

能够使我们看到 ,它 的立足点不是抽象的人性诉求 ,

作为其核心的
“
以人为本

”
思想是与我们党一贯倡导

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中的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是与我们

拿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

标相统一的。以此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 ,应该看到 ,

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 ,维 护、实现、发展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 ,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

脚点。思想政治教育围绕此 ,把工作做好了、做扎实

了,就能凝聚起齐心协力战胜困难、推进事业和人的

发展的强大力量。同时 ,也会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的地位 ,产生从事这一职业的使命感、责任感和

自豪感。人类从脱离动物界以来 ,一刻也没有停止

向前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渗透在物质文明

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因素 ,对于这种发展的推动作

用是不容置疑的。人们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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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抛弃了陈旧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增 强了人控制

风俗习惯 、提高思想道德品质、调节 自身行为的能

力 ,使社会 日益成为自由人的社会 ,使人 日益成为全

面发展的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现代人思想道德活

动的组成部分 ,促进人们适应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其地位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 ,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是大有可为的。

二 以人为本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在以人为本视野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从

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方法进行反思 ,以 促

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1.树立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理念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 ,首先应该倡导

和形成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思想政治教

育理念。今天 ,通过社会实践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 ,

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不 只是经济的量的

增长 ,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科技水平的提高 ,更

包括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的全面进步 ,归 根到底 ,

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与人 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 以

来 ,思想政治教育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有了

很大的进步 ,但是还远远不够 ,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存

在过分强调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工具性功能 ,而忽视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性功能 ,存在发挥思想政

治教育的社会价值得心应手 ,而发挥其个体价值准

备不足的尴尬局面。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

下 ,思想政治教育定位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即要进

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 ,履行它的社会功能 ,但更

为根本、基础的定位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 实现人

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进步。这一教育理念的转

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 ,思 想政治教育建设定

位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可 以改变我们 因担心削弱

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而固守其社会 目标教育 ,

从而 自觉不 自觉地走 向政治说教的被动局面 ,从观

念上解决发展方向问题 ;其次 ,可 以改变教育停留在

书本设定的理论知识体系框架内的状况 ,着眼于深

人研究人与社会 、与自然的和谐问题 ,人类潜能开发

问题 ,个体精神满足问题等等 ,一句话 ,着 眼于研究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问题 ;另 外 ,还可以改变长期以

来我们总认为的只要教育者把道德观念灌输给受教

育者 ,受教育者就能获得相应的品德 ,而忽视了受教

育者道德思维水平的提高和道德能力的培养的问

题 ,从而在实践中重视发展受教育者的道德思维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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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道德判断水平 ,提升思想道德修养能力。

在纪念建党 SO周 年讲话中 ,江泽民阐述了努力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不断推进社会进步的辩证统一

关系,指 出,人越全面发展 ,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

会创造得越多 ,人 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 ,而物质

文化条件越充分 ,人的本质越丰富 ,越能推进人的全

面发展。这一思想明确了人的全面发展程度是逐步

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我们越是关注人 ,越能

感受到人与社会相互促进中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发

展既是一种外在性发展 ,即 自然生态、社会关系的丰

富和发展 ,也是一种内在性发展 ,即人的素质的丰富

和发展。讲话的这些内容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拓展

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领域 ,也为树立以人为本、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提供

了理论指导。这里 ,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 ,以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开展工作 ,并不是放弃其社会

教育目标 ,而是为了达到社会发展要求和人的全面

发展在更高、更广、更深层面上的统一。

2.建立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为出发点的内

容体系

以人为本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作为提升和

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方式 ,其落到实处是与教

育内容选择与确立紧密相联的。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 ,思想政治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受

教育者的个人发展需求的问题。过去我们往往简单

地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了改变人的需要 ,因而

在改变人的不正确需要上着力。这样做的结果 ,总

是使我们感到力不从心 ,事倍功半。思想政治教育

定位于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

说 ,就是为了满足人的发展需要 ,是在满是人的发展

需要基础上 ,发展人才的需求体系 ,寻求满足人的正

确发展需要与改变不正确需求两者的统一E4彐 ,并 由

此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人

的全面发展需要也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高级社会需

要。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来源于人内在自觉的追求 ,

是个体成其为完整和谐之人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

教育重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 ,是对人自身资源

的尊重与开发 ,是牢牢抓住了人的发展的源头。尊

重人的发展需要 ,并 以此为基础予以引导 ,能够使教

育者在教育观念上由
“
维持型

”
转变为

“
发展型

”
,注

重开发人自我发展的可能性 ,着 眼于人的品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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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的培养 ,从而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深

度发展。重视满足人的发展需要 ,是时代赋予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体系改革和发展的任务。

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是历史与社会共同造就的 ,

其丰富的内涵涉及到人性、社会、心理等多个层面。

现代人关注发展 ,渴望发展 ,他们中许多新的发展需

要 ,如心理健康发展需要、人际交往需要、道德素养

培育需要、现代法律意识养成需要等等 ,都带有明显

的时代特征。现代人把心理的健康视为其一生可以

依赖的最重要的资源 ,希望自我认识和了解 ,能够悦

纳自己,与他人友好相处、合作共事 ,能够在学习、生

活、工作中体现能力 ,体验、享受乐趣 ,快乐、自信、积

极、乐观。现代人认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对每个

人都是一种挑战。在我国主动融人经济全球化的浪

潮中,他们希望在交往意识中摆脱狭隘性和地域性 ,

追求平等、宽容和开放 ,追求民主意识的提升、理性

权威的确立 ,希望培养 自己自尊、尊他的品质 ,增 强

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具有对人、对事的宽容、诚

信、客观、理性的人生态度。现代人追求道德素养的

发展需要。他们知道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价值活动 ,

它的运作要求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具备与之相适

应的个体道德素养,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和义务 ,拥

有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

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现代人还具

有强烈的现代法治素养发展需要 ,不仅仅是要求人

权、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主张者和维护者 ,同时也必然

是自觉的、以理性精神和法律意识进行 自我约束的

自律者。总之 ,他们努力寻找他们能够为之献身的

重要价值 ,有意识地发展自己的价值系统。现代人

上述诸多方面的发展需要 ,与其说是社会对他们的

期望 ,不如说反映了自身的要求。当他们面对矛盾

必须选择 ,处在矛盾冲突的状况中时 ,他们已经深深

感到 ,对现代社会本质的认识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没有明确认识 ,没有明确的动力 ,本 身就是一种风

险——无法驾驭环境的风险。思想政治教育重视满

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 ,就是要着眼于个体的思想道

德需要 ,重视和研究个体的思想道德需要 ,在人们关

心的问题上下功夫。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要激发

和引导个体思想道德需要的产生和发展 ,培养个体

高尚的思想道德需要素质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

的超越性功能。思想道德需要是人存在的一种方

式 ,更是人的一种素质。个体的思想道德素质越高 ,

需要层次越高,个 体生命质量和精神价值就越高。

在这种素质的培养过程中,思 想政治教育理应发挥

更大的作用。

3.倡导将服务意识贯穿始终的教育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立是于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 ,不仅要重视满足人们的发展需要 ,还需要倡导

将服务意识贯穿始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分强调单一的教育方

法 ,从而容易形成我讲你听、我打你通、我说你服的

单向教育关系,使得教育者总是以
“
传道、授业、解

惑
”
的教化姿态出现 ,有意无意地把自我设定为他人

思想道德的设计者、仲裁者 ,理直气壮地教育他人。

在以人为本视野中,教育者就是服务者 ,需要强调思

想政治教育的服务功能 ,强调不断努力提高教育服

务的品质。立足于为人的发展需要服务的教育 ,是

一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社会地位、人格平等的教

育 ,是一种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和发展互相学习、互

相帮助、教学相长、共同提高的双向互动关系的教

育 ,它要求教育工作者首先走出思想道德高位者的

误区。当我们作为社会教化者的身份 ,担 当着传输

社会思想政治价值的使命时 ,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唤

起他人对个体思想道德问题本身的关切 ,唤起每个

人对自我美好生活的关切 ,拓展个体的价值视野 ,并

且提高个体对思想政治价值思考、判断、选择的能

力 ,提高个体的思想政治基本素质。

在以人为本视野中,倡 导将服务意识贯穿始终

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核心是尊重人。现代社会 ,关

切人的价值与尊严 ,尊重每个人的存在价值平等性 ,

并且倡导社会对人的尊重 ,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

自由的发展 ,乃是以人为本的基本追求 ,也是我们提

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基本要求。尊重人 ,最为根

本的就是关切个体的思想政治判断、思想政治选择

与思想政治思考 ,选择建立在个体思想政治知识和

能力基础之上的、诉诸个体理性自觉的应对现代思

想政治问题的方式 ,而不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建立在社会政治强制性基础之上。我们相信 ,惟有

更多地倡导尊重 ,走 向自由、自主,个体思想政治生

活的理性抉择才可能逐步深人每个人的心灵世界 ,

社会整体的思想政治素质才可能逐步上升 ,这是我

们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

倡导将服务意识贯穿始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

法 ,基础是关心人。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 ,受教育者

10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面临求学、就业、人际交往、恋爱婚姻家庭等人生各

种问题 ,面对社会的不平等、腐败、道德成本过高等

问题时 ,思想心理都会有各种困惑乃至冲突和斗争 ,

这就需要社会对人们思想品德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关

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自觉的教育关怀 ,其 核心

在于教育者的高品质服务意识 ,其途径在于着眼于

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修养能力。在思想政治教

育的理论和实践中确立人的全面发展应有的地位 ,

扬弃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性 ,凸 显思想政治教育的

人文关怀价值 ,应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应有

之义 ,是高品质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真正体现。

倡导将服务意识贯穿始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

法 ,落脚点是激励人。社会进步需要大力提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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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而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正是建立在个性的充

分 自由发展的基础之上 ,压抑人的个性就等于扼杀

人的创造力。有生命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要禁锢

人们的头脑和手脚 ,限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而是要

开发人的智力 ,培养人的创新精神 ,激 发人 的创造

性 ,以便在更大的程度上实现 自身和社会价值。思

想政治教育的服务不是消极的 ,其积极性体现在通

过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深刻有趣的教育材料、生动

活泼而涌动创造激情的教育活动 ,帮助人们建立 良

好和谐的人际关系 ,提供有利于人们培养积极 向上

的精神状态的社会条件和氛围 ,形成有利于人的全

面发展的宽松环境。只有这样 的服务 ,才是一种高

教育品质的服务。

Value and】DeveIopment of IdeoIogicaI PoⅡ ticaI

Education in the L且 ght of Humanism

WU Min-ying
(Poht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1J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IIumanisⅡ 【comprises the profound intension of regarding overall human developˉ

ment promotion as fundamental, which clarifies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IPE),indicates the reasonable base of and effective approach to the IPE∶ development,

and benefits IPE workers’ sense duty and pride。 lReviewing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f

IPE;idea, content,approach and rnethod in the light of humanisrrl,we needs to buⅡ d up an IPE i-

dea with overaⅡ  human development promotion as the core,estabhsh an IPE content system With

satisfying the overa11development as startingˉ p̄oint, and advocates as IPE method with service

consc1ousness throughout。

Key words:humanisⅡ 1; ideological pohtical education; value; development

104

匚责任编辑 :王永政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