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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形态与

评估行为的导向功能

高 标

内容撮要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精神劳动。准确客观地认识思想政治

工作的价值形态,科 学合理地评估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效绩 ,会 产生强劲的导向力

量。本文认为 ,思 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形态在于
“
有形

”
与
“
无形

”
相伴生,“ 直接

”
和

“
间

接
”
相表里 ,“ 渐变

”
与
“
突变

”
相一体,“有界

”
与
“
无界

”
相关联 ,“ 定量

”
和

“
定性

”
相渗透 ,

并就此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关键词 思想政治工作 价值形态 效应 评估 导向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 ,激发广

大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作为学校教育实践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工作 ,是一

种有别于其他任何物质活动的特殊形式的精神劳动 ,具有独特的价值特点。就象人们从事其他类

型的劳动一样 ,思想政治工作者对自己的劳动也有强烈的价值追求。因此 ,准确客观地认识思想

政治工作的价值形态 ,科学合理地评估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效绩 ,在人们希冀尊重的心理需求

获得较大程度满足的同时 ,还会产生强劲的导向力量 ,唤起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意识 ,进

一步追逐更趋合理、更适应社会需要的劳动价值。正由于这一原因 ,更显示出思想政治工作价值

的科学评估 ,是一种高层次的认识行为 ,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 ,综合考核 ,全面

分析 ,对人们劳动实践的价值程度作出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

-,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形态 ,在于
“
有形

”
与

“
无形

”
相伴生。只有综合考察 ,“隐

’’cF现 ”
结合 ,

才能促使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劳动实践中 ,既追求易现性效应 ,更追求潜隐性效应
“
春华秋实

”
。如果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行为是一种科学的投入 ,最终产出必然是一种客观存

在 ,其价值不以人们的主观认识所左右。正如列宁所说 :“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

的印象 ;不言而喻 ,没有被反映者 ,就 不能有反映 ,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
”
然而 ,

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 ,感觉器官对这些价值的反映 ,始终存在着
“
有形

”
和

“
无形

”
的区别。其

中有清晰的、可见的 ;有隐约的 (飘忽的 ;也有些甚至
“
不识庐山真面目

”
。比如 ,召开一次鼓动性的

动员大会 ,教育对象斗志昂然 ,立时可见‘开展一次娱乐活动,人 们的欢悦之情 ,很可能溢于言表 ,

这就是
“
有形

”
的。而我们倡导

“
以身作则

”
,用 人格的力量去影响他人,带动他人,且不谈劳动者本

身付出的牺牲难以显现 ,就是其反映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的撞击力量 ,也是难以
“
捕捉

”
的,这就是

“
无形

”
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活动的固有特点 ,又 决定着其价值以隐而不现、难以捕捉为主体。

,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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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愈深的思想问题 ,难度愈大的转化工作 ,其成效和价值则愈难显现在人们的感觉域野。又由

于
“
耳闻为虚 ,眼见为实

”
等思维习惯的影响 ,我 们的评估活动常常重直观印象 ,轻深层变化 ,使思

想政治工作者经过大量的、艰巨的、复杂的劳动而产生的潜隐性价值 ,不能得到正确的评估 ,陷入
“
有形→易察=有价值

”
,“无形→难察=无价值

”
的认识误区,显现程度最终成了评判思想政治工

作价值的首要标准。值得注意的是 ,在实践中,如果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予以全盘肯定 ,

则容易调动他们对整个工作的热情 ;对 他们的劳动予以部分肯定 ,部分否定 ,又必然诱使他们对

被肯定的部分抱热情、积极的态度 ,对被否定的部分抱冷漠、消极的态度。这就提醒我们在评估思

想政治工作价值的实践申,一要端正评估态度 ,把客观反映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部价值作为基本目

标 ,反对指导思想上厚此薄彼 ,重
“
现

”
轻

“
隐

”
;二要坚持科学思维 ,尽可能反映思想政治工作的全

部价值 ;三要增强洞察能力 ,善于透过
“
有形

”
的表象 ,抓住

“
无形

”
的实质 ,力 求

“
现值

”
、
“
潜值

”
全

面掌握 ;四要改进工作作风 ,不怕麻烦 ,不怕困难 ,合理评估 ,力求到位 ,既肯定易现的、容易考察

的有形价值 ,更肯定难察的、容易被忽视的无形价值 ,并将两者密切结合起来。使广大思想政治工

作者感受到 ,自 己的劳动价值 ,不论是
“
有形

”
的 ,还是

“
无形

”
的 ,都会受到社会的充分肯定 ,从而

在实践中 ,既积极从事具有易现性价值的劳动 ,又积极从事具有潜隐性价值的劳动。

二 ,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形态 ,在于
“
直按

”
与

“
间接

”
相表里。只有全面分析 ,“ 内

’’JF外”
结合 ,

才能促使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劳动实践中,既追求外附性效应 ,更追求内驱性效应

一般来说 ,某项劳动价值目标的实现 ,既取决于活动的外部条件 ,更取决于活动的内在动因。

在二者关系上 ,毛泽东同志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 :“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 因是

变化的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
思想政治工作也是这样 ,其价值同样是劳动者 (即主观部分 ,

内因)、 劳动条件和劳动对象 (即 客观部分 ,外因)这三个因素的凝结。可以这样认为 ,思想政治工

作者的自我觉悟、负责精神、劳动热情和工作艺术等内部动因起主导作用 ,所创造的劳动价值 ,则

富于直接性 ;而受体行为的基本规范 ,客观环境的基本优化 ,则 构成了劳动的外部条件 ,这类因素

起主导作用 ,劳动价值则富于间接性。直接与间接之间,互相依存 ,互为表里。从实践看 ,价值的

间接性则占有更大的比重 ,它是评价其劳动效值的基本依据 ,但不是唯一的依据 ,更不是绝对的

依据。现实情况是 ,我 们在评估思想政治工作的劳动价值时 ,往往只注意其终端结果 ,而忽视劳动

运行中的客观环境和受体行为的规范程度 ,没有把人们的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相联系,进行全面

测定 ,从而产生了
“
客观条件差9工作开展难→实际效绩差=低价值

”
,“ 客观条件好→工作开展

易9实际效缋好=高价值
”
的现象。这样一来 ,客观上不是评估一个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价值

的高低 ,而是在考察工作条件的优劣 ,导致了少数同志只讲客观条件 (即外附力量)的消极行为。

正确的评估方法 ,就是在把握效值整体的同时 ,分清哪些是内驱力量 (即 主观努力)起作用的结

果 ,哪些是外附条件 (即 客观条件)起作用的结果。在评估时向主观努力倾斜 ,做到 :(一 )全面考虑

自我行为和工作对象的联系,从工作对象的配合程度上 ,看到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辛勤程度、工作

质量。(二 )全面考虑自我行为与群体配合的联系。(三 )全面考虑自我行为与工作基础的联系。即

看到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物质条件 ,以 及工作对象接受水准 ,等等。(四 )全面考虑自我行为和周围

环境的联系。特别要注意思想政治工作的
“
大气候

”
、外部环境如何 ,不能把环境方面造成的不利

因素 ,强加在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个别劳动上1从而在评估过程中,增强联系功能 ,摆脱孤立状态。

引导人们更大限度地消除对外附件因素的企求 ,更大限度地激发内驱力量的作用 ,勇 于在环境艰

苦、基础薄弱的条件下 ,追求劳动实践的更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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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形态 ,在于“突变
”
与

“
渐变

”
相一体。只有前后兼顾 ,“远

川
近

”
结合 ,

才能促使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劳动实践中,既追求近期性效应 ,更追求远期性效应

从时序界限上来分析 ,思想政治工作价值的实现 ,或长或短 ,都有一个潜伏阶段 :这就决定着

其劳动价值的显现有两种情形 :一种由于应激行为比较迅疾 ,从而呈现
“
突变

”
状态。人们常说的

“
一打就通

”
,“一教就灵

”
,大概就是如此。另一种由于它需要有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 ,循序渐进这

样一反复、漫长的过程 ,不可能
“
立竿见影

”
、
“
刀下见荠

”
,只 能是

“
渐进∷J眭 的。尤其是涉及到人们

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 ,涉及到群体性情绪的优化 ,则更是如此。人们常说
“
十年树木 ,百年育

人
”
,就是这个道理。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尽管时间有长短之分 ,其

“
突变

”
和

“
渐变

”
也总是相对

的、一体的 ,“突变
”
依赖于

“
渐变

”
,渐变终点是

“
突变

”
。在考核和评估思想政治工作者劳动价值

时,千万不能产生
“
突变=有价值 ,渐变=无价值

”
错觉 ,只注意眼前的

“
突变

”
,而忽视潜在的

“
渐

变
”
。否则,就会诱导人们在劳动实践中,盲 目迫求形式主义 ,追求急功近利 ,从而导致实际过程中

的大轰大嗡等
“
短期行为

”
。这些 ,不仅不易对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久远性的效应 ,还会带来

毁坏性的后果。我们在评估思想政治工作价值时 ,既要肯定因为客观条件成熟 ,工作难度较小而

出现的
“
突变

”
,更要体现预见性原则 ,激励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为获得长远性的效应 ,做更多的

日积月累、逐渐深入的基础性、延续性工作。那么 ,在评估过程中,如何体现
“
远

“
近

”
结合的原则

呢?一是既重应急任务 ,更重基础建设。对与现实工作贴得近、联系紧的教育工作 ,要肯定其效果 ,

以促使人们为完成各个阶段的任务而奋斗 ;同时更要注意发现和肯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社会主义信念教育等活动的实缋 ,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念 ,搞好人的造就提高。二是既重教育形式 ,更重教育内容。提倡教育活动形式多样 ,寓

教于乐,但不能搞形式主义 ,近利主义。三是既重配合中心 ,又重系统教育。搞好思想政治工作中

长期目标、基本任务的建设 ,改变
“
临时抱佛脚

”
、
“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
的状况。四是既重奖罚并

论 ,又重正面引导。改变实际工作中因为求急求快 ,而
“
以训代教、以卡代教

”
的问题 ,重视谈心、对

话沟通等琐细、繁杂的工作 ,引 导人们注意化解各种消极情绪 ,重建良好的人际关系。

四,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形态 ,在于
“
有界

”
与

“
无界

”
相关联。只有系统认识 ,“共

“
分

”
结合 ,

才能促使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劳动实践中,既追求分享性效应 ,更追求共享性效应

在劳动中 ,人 们生产简单产品的实践活动 ,常常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完成的 ;产生的使用

价值 ,也有着特定的时空界限。作为复杂劳动的思想政治工作 ,尽管有时(或有些事)是在时空界

限比较清晰的范围内完成的 ,但占很大比重的却是
“
无界

”
的。这里我们仅从空间范围上来认识。

比如 ,一场鼓动人心的事迹报告 ,一项卓有成效的经验推广 ,不仅其适用范围可以超越本单位、本

系统的地域界限 ,就是产生的价值 ,也不是本单位、本系统的教育对象所独享。这就表明在思想政

治工作的价值分类中,存有本单位成员分享 (即 有界 )和 其他社会成员共享 (即 无界)的 问题 ;而
“
有界

”
和

“
无界

”
,分享和共享 ,又是相互关联 ,不可分割的。没有无界性 (即共享)的价值就没有可

靠的有界性 (即分享)价值 ;而没有有界性 (即分享)价值 ,就谈不上无界性 (即共享)价值。这种特

殊的价值特征 ,又决定着我们评估其价值时 ,必须体现
“
共

“
分

”
结合的原则 ,不能顾其一点 ,不及

其余。这是因为 ,我 们在评估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价值时 ,其评估者往往来自思想政治工作者

的所在单位。他们首先要考虑某项劳动对本单位所产生的价值 ,所作出的贡献 ,即我们所说的分

享的东西 ;而对思想政治工作者劳动实践带来的社会性效益 ,外界性价值 ,即 具有共享性特点的

东西 ,或者不予重视 ,或者不予承认。这种评估上的狭隘性 ,容易产生
“
分享价值=有价值 ,共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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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无价值
”
的消极导向,不仅难以准确全面地体现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实际劳动价值 ,更重要的

是容易诱使人们产生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等不良行为 ,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只 顾自身利益 ,而不

顾外部效应 ,出现
“
各人自扫门前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

”
的倾向。思想政治工作 ,不可能是一项孤立

的社会活动 ,而是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其他社会成员的劳动成果为我所用 ,产

生的成果又应人所共享。仅从学校风 气的优化为例 ,如果仅有某个人或某个系统的努力 ,是难以

实现的 ;反过来 ,学校风气的好转 ,也是惠及整体的。这就告诉我们,必须在思想政治工作者劳动

价值评估的实践中,既重视分享性的成果 ,更重视共享性的成果 ,充分肯定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整

个社会作出的贡献和创造的价值 ,激励人们增强获取整体效应的进取意识。在评估的实践中,应

重视人们这样几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广泛性的努力。即活动的效益追求广泛性 ,对更多的人有教

育作用。二是协同性。鼓励人们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中,能够互相协作 ,互相支持。三是扩散

性。尤其对一些在实践中产生的、具有特殊效益的新方法、新经验 ,能通过多种载体,向 外部扩散、

幅射 ,使之产生几何级数的的效应。四是全局性。对人们的激励、理解、支持 ,能够考虑全局利益 ,

鼓励人们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五 ,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形态 ,在于
“
定呈叮□“定性

”
相渗透。只有科学分析 ,“呈

”“
性

”
结合 ,

才能促使政治思想工作者在劳动实践中,既追求物化性效益 ,更追求意识性效益

在思想政治工作价值评估的实践中,还会碰到这样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就是如何正确处

理
“
量化

”
和

“
定性

”
的关系问题。这是因为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价值 ,有着

“
物化

”
性和

“
意识

”

性的特点。物化性的价值 ,比如 ,经济建设的成就 ,业务工作的成果等 ,人 们可以用量化的方式来

进行测评和确定 ;而意识性的价值 ,比如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 ,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等 ,就

只能用定性的方法来测试和估价。还应看到 ,虽然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效应最终体现于物化劳

动 ,但现实成果首先是意识性的 ,而这种形态的价值 ,是无法用定量手段来界定的。况且 ,即 使思

想政治工作的成果 ,要凝结在业务活动的成果之上 ,但也不可能是全部物化的 ,或量化的 ;其 中 ,

总有相当部分是意识的,不可量化的。这就表明,对思想政治工作价值的评估 ,要有定量化的要

求 ,但却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可 以离开定性的手段。我们如果强调某一方面 ,而忽视另一方面 ,就

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 ,在评估实践中 ,由 于我们对量化尺度的把握比较有数 ,经验

比较丰富 ,测评的对象又比较实在 ,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出现了重量化测定、轻定性估量的问题 ;或

者对定量考察比较精确、准当 ,而对定性考察则比较模糊、粗糙 ,形成
“
容易量化=有价值 ,不易量

化=无价值
”
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 ,很可能导致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实践工作中,对容易量化的工

作 ,比较重视 ;而需要定性、务实性的工作 ,则 比较马虎。要纠正这一倾向,就必需在价值评估实践

中,既注意物化的务实部分 ,又 注意意识化的务虚部分 ,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今年年初召

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思想工作的任务 ,就是
“
要以科学的理论武

装人 ,以 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 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 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

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
可以说 ,出 色的完成这些任务 ,也未必就

完全可以物化、量化。因此 ,在考核其成果时 ,就需要有体现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重视教育

对象政治觉悟的提高 ;二是重视教育对象价值观念的优化 ;三是重视教育对象道德行为的规范 ;

四是重视教育对象进取精神的确立。还要注意引导人们把意识性的效应及时有效地转化成物化

的效应 ,在为业务工作服务的过程中,鼓励人们实现更高的意识效应和物化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