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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是深入八脑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谭

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

潮流不断冲击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在这样一
个历史大变革时期,人们心里承受过多的变

化之后,个体的行为准则、心理定势和价值

取向受到超负荷的冲击,必然产生无穷的振

荡。由于各人年龄、经历、文化、地位、 行

业以至利益的不同,对这场大变革的许多问

题,也会有种种的认识。 “
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
”
,这并不足怪。相反,它标志着我们

国家正在走向民主化,表明群众都在积极认

真地思考一些问题。但必须明确的是,改革

开放要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其根本保证就

是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此,需要创造各

种生动活泼ni方法,以便在民主和谐的气氛

中解决人们心理需求的各种新问题,逐步求

得思想认识的一致,求得思想政治工作主体

与客体更趋完善和统一。

而对话,无疑是实现这一 目标 的 好方

法,它伴随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应运而

生。赵紫阳同志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

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
正面教育一定要

做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9既有坚定的原则

性,又有很强的说服力。形式和方法可以多

种多样。比如说,可不可以组织一些有马克

思主义理论基础的、熟悉中国的建设和改革

实际的、比较有水平的同志到群众中去苴接

对话,解答他们关心的问题'澄清一些模糊

了o

伟

认识。互相对话,你问我答,有来有往,有
针对性又生动活泼。

″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

为, 
“
对话

”
是一种深入人脑的思想政治工

作好方法,值得大力提倡和广推。
“
对话法

”
的运用,就其思想政治工作

方法本身来说,有一定的必然性。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思想政治工

作围绕政治运动进行,其 内容也着重解决政

治立场,阶级观点,斗争态度等问题。在这

个时期,压制、堵塞与打击的方 法一 度 流

行。这些方法压抑人的个性, 封 闭 人 的思

维,打击人的积极性,给我们的事业造成的

危害和后果是巨大的。后来 ,又出现了一种

习惯上叫做
“
打通思想

”
的方法,当 中虽有说

服教育的意思,语气也较委婉 ,但实际上往往

是你打我通,打而不通则进行 批 评 以至批

判,让人被动地接受。这种方法之不佳,已
为历史所证明,在今天更难为广大群众所接

受,甚至会形成一种逆反心理,结果常常是

事与愿违。

我们认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所运用的

理论,实施的方法和计划,以及采取“l方 针

措施是否正确有效,不能以教育者的主观愿

望作为衡量的标准,而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来

检验。即使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方案、计划

即方法是在实践中经过调查研究:掌握一定

材料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但仍然是观念形



态的东西,是否芷确地反映 了人 的 思想实

际,还有待于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和修正。同

时,受∴教:育者的思想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如经

济的、政治的以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也会

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原定r勺 思想政治工作

的实施方案、计划和方法也必须根据新台i实

践经验和内容,加 以丰富和发展。

在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想政治

工作要有效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首先是它

的内容应该扩大,应该全方位、多层次地展

开。除了政治性内容以外,还应包括非政治

性内容。从起码的社会公德, 日常的文明行

为,申美意向,恋爱、婚姻、家庭和其他各

种人际关系,作风和情操,劳动纪律和工作

态度,职业道德直至思维方法,政治立场 ,

人生观,世界观⋯⋯都应置于思苞I政治主作

的视野之内。 “
对话法

”
正是适应而且体现

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包容量必须扩大的这⊥历

史需求。在
“
对话

”
中,大至国际时事,改

革开放,小至生活细节,人际关系,无不容

纳其中。这样,人们不知不觉学到了知识 ,

受到了启迪,使思想政治工作在轻松愉快,

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改变了过去那种凡

做思想政治工作,必触及人的灵魂的陈旧观

念。

同时,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也必

须较之过去有所丰富和发展。在农村革命根

据地和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信息传播工具有

限,思想工作主要采取群众集会和个别谈话

的形式和方法。建国以后,条件和情况虽有

变化,但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一般还是群众运

动和个别谈话这样两大类。今天,一方面开

放,信息源继续扩大;另 一方面,信息工具

如电视机、收录机和录像机等的普及程度大

大提高,报刊书籍的发行量也显著增长。我

们要善于运用这些现代信息传播工具,充分

发挥它们各自特殊的教育功能,并用系统的

观点,把它们与传统 r巾 思想△作手段有机地

结合起来 ,形成社会化的思想工作网络。崽

想工作反对
“
大呼隆

”
∷并不意味着它只能

单个地进行,恰恰相反,它更加要求我们重

视群体 F内 作用。因为在新时期中,信息来源

不断扩大,人际交往日益频繁,出 于人们的

社会心理需要,群体组织必然会发展并更加

多样化,群体意识对于个人思想的影响力也

相应地加强。我们在进行思想工作时,如果

只着眼于个体而忽视所属的群体,那是难以

收到预期效果的。在改革、开放、搞活的形

势下,我们更需要健全和开辟多 种 形 式 的
“
对话

”
渠道,充分蓬视群体的作用。

我们提倡和推广
“
对话法

”
,还困为它

较之其它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有独特之点。

首先是对话的平等性。对话双方 (或几方 )

在地位上完全平等,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那种居高临下,以势压人,只 能是训话,算

不得对话。其次是对话的双 向 性。你来我

往,不 同于一方用嘴巴,而另一方只能带耳

朵,而且往还反复,不限于一个回合,可以

相互倾听和思考对方意见,使 问 题 易 于深

入,观点易于接近,认识易于统一。第三是

对话的群众性。对话可以自由参加,且不分

年龄大小和地位、文化水平的高低。有的人

虽未直接发言,但就象知识竞赛时坐在电视

机前的观众一样,内 心里实际也是对话的直

接参与者。第四是对话的自觉性。它易于创

造一种自觉自愿的反思气氛,大家追求的不

是谁胜谁负,而是真理。一方言之有理而令

人信服,他方则可以从自己的人生观、世界

观、思维方式、论据或逻辑结 构来 反 思自

己。对话双方都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获

得无穷的启迪和深思。最后是 对 话 的 灵活

性。对话形式多样,不拘一格;题目可大可

小,人数可多可少,时间可长可短,只要沟

通了双方的思想,促使他们沿着正确方向去

思考议论,就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
对话

”
由它 自身 的 特点所决定,对



于在政冶息想主作中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路线蜒两个基本点,有着重 要 的 现 实意

义。

第一, 
“
对话

”
是建设寸会主义民主的

重要方法。

民主是一定历史阶段发展神必然产物 ,

历史上产生和存在的主要有两种 类 型 的民

主:一是资产阶级民主,一是 无 产 阶 级民

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莳元 产 阶 级民

主,其主要内容包含两点:一是全体入民当

家作主,即在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不同形式

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

的崇高权利;二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

定指导下,能够自主履行白 己的 权利 和义

务。我们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 有 制 基 础上

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乃是社会主 义 民主 之根

本。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 ,

又还是不成熟的,必须根据国家经济、政治

形势的发展,采取循序渐进 F勺 方法。然而 ,

建设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奋斗目

标,这是确定无疑的。

作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 方 法 的 对话

法,是最能体现民主、和谐、平等精神的方

法,民主关系在对话中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

来。因为,领导者要与群众对话,就要了解

群众,与群众平等相处,要有宽容的大将风

度,还要在平时的工作言行中以身作则,否

则对话就是空谈,也不能有实际效果;另 一

方面,各级领导都深入基层与群众对话,并
接受群众监督,这是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整

治官僚主义顽症的一剂良药。在对话中,群
众对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批评、建议通过正

常的方式提了出来。群众的建议和批评,对
的,能办到的,要及时、积极地去办;限于

条件 '一时办不到的,应把情况告诉群众,取
得谅解 ,即 便有些意见有偏颇之处冫也应该让

人把话说完冫然后耐心地加以解释 ,这样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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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为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开辟了
一 条童 要 蕖

道,我们的民主生活就会 出 现新 的局面。
·
第二, 

“
对话法

”
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

者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是增进

人与人相互理解的重要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者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

者和执行者,人类灵魂的塑造者,同 时,也
是人与人之 l可 关系的调节者。人 r勺 本质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可避免地要和他所处

的时代和社会发生关系并受其制约,这就是

人的社会性。但也不应忽祝人的 主 体 意 识
——主观能动性与创造力。整个社会就由有

血有肉的社会个体所组成的。这一个个活的
“
人

”
,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理应最

大限度地发挥其人的个性及个体意识,但又

不脱离其特定r的 社会客体。但 在 这 个 问题

上,我们过去却常常忽视了。因而, 
“
对话

法
”

的运用,实际上也提出了这 样 一 个命

题:思赶政治工作者同时也是社会工仵者。

所谓思想问题,其实质就是社会关系的

失调。一个人的发展总是取决于和它直接或

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人的发展 ,因 此 ,″直接

群体
”

既是产生思想问题的温床,也是解决

思想问题的关键。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着眼

于
”
直接群体

”
,正确处理好个人、小群体、

大群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消除有碍于现

代化进程的一些非动力因素,以便团结一心

奔四化。

思想政治工作者作为处理个体之间、群

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社会学工作

者,其 目的是将 自己的要求转化为个体的思

想观念和信念,为此,理解是重要的中介环

节。理解,可 以促进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

的感情交流,产生相互信任,形成和谐的教

育气氛。由于长期积囿在人们头脑中的传统

观念以及由改革而引起的人们思想认识上的

分歧, 
“
理解

”
n1呼声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为强烈。前方战士从心底里、从灵魂



深处喊出了 〃理解万岁∵,⒈ 足′见他帘l对
“
理

解
访

的百般渴望;上下辈之问莳
“
代沟

″
,

正强烈呼唤
“
理解1来 填平;ˇ 不同工种、职

业造成的利益不均,∶以及不同搀位脚人们,

也希望在他们之间架起 一座
“
理解

”
时桥

梁:渴望理解,增进相互思情,已成为时代

的最强音。可是,不少思想政治工作者,常

饣忽视甚至还没意识到人亻丨11饣 这种心理意向

与个体追求 ,· 仍△味强调灌输,∶ 采取老一̄套

的模式化、:单色调nqェ作方法,囚 而,致使

一些地方阝t思杷政冶工作总是处
JⅠ

∴被动与软

弱无力浒状态。而
“
对话法

”
则不同,它是

j顷应历史潮流与人们心理的共同愿望应运而

生的,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重要渠

道,是连接不同地位、不同年龄以及从事不

同职业的人们之间的感情并使之和谐统 -T^的

纽带。

第三, 
“
对话法〃是更能适应当代青年

特点的方法。       ∶

青年从来都是思想政治工 作 的 主 要对

象。塑造他们的好坏与否 ,∶ 直:接 关系到四化

大业的成败。当代青年大都是在十年动乱中

成长起来沙`现又处于社会大变革及第三次

科技大革命的年代,医l而 他们仍具有以下特

点。亠,渴望四化。不溅现状,勇 于改革,

但又要求过高过急,容易丧失信心;二 ,思

想活跃,勤于思考,但由于缺乏正确庐
q指导

思想,看问题往往容易片西和偏激;三,讲

究实际,反对空谈,· 注重物质利益,但也有

部分人不讲远大理想,热衷于个人的眼前利

益;四;热烈追求民主,.拥护改萆,∷ 敢于发

表意见,提出问题,但易受无政府主义和极

端民主化的影'响 ;五,求知欲旺盛,强烈追

求各种新:鲜知识,迫切希望了解外部世界 ,

但分辨是非l妁 能力不够9有时候会把糟粕当

精华,兼收并蓄。1 。

当彳弋肯年所表现出不同以往任何时代荇

年的上述五个特点,使他们无论在心理还是

行动上都表现出独特钾双重矛盾性,理想中

的
“
我

”
和现实中F唧

“
我

”
存在较大距离。

在社会上,有些人往往离开他们所处的社会

历史条件,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民主

革命时期青年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这一代青

年氵囚而指责多、埋怨多,关心少、理解更

少,看不到他们F勺 长处、本质与主流。使许

多青午满腔热血得不到倾洒,浑身干劲没地

方使,于是便产生困惑与傍徨。面对现实生

活中许多耳闻目睹的人和事又往往看不惯,

因雨牢骚满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殷切渴

望得到上∵辈人n∶ 指点与∷理解,∵ 更希望获得

同龄人油相互理解与支持:琴取
“
对话

”
的

方式,无疑是∷了解青年思想动向 与心理特

征,以及在对话反思中寻求∵种 心 灵 的呼

唤,情感的碰撞与谐振的重要途径。因为对

话,是让他们把自己汹观点和意见,见识和

措施,牢骚与不满等积极因素与非积极因素

暴露无遗的有效的方法,旺盛精力与独特∷性

格追求白i最好场所。而当前对青年的思想政

治工作 ,∶ 较多地注意了引导,对疏通这∵环

节却重视不够——即对
“
创造绦件让大家畅

所欲言,把各种意见和心里话讲出来
”
重祝

不够。而真正要把青年的思揖玫治工作做扎

实,使人心悦诚服,就必须了解青年的思想

动向.心理意r圮 与个人志樱。甭则,思珥政

治工作就很难做到
“
点

”
子上9不可能收到

良好的熬果:所以c 
“
对话法

”
的运用,夸

青:年 中就显得十分迫切f        ∷

∴ 第四, 1对 j舌法
”
是ˉ种生动活泼.浒 思

想政治工作户法。     q
愉快的思想教育,∴它展现出一种南超的

教育艺术。以往浒经验告诉我们,思想政冶

工作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集思怒性、

知识性、生动性于一体P熔形象性、艺术性

于一炉,才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

感染力和说服力。 1对话法
”
“i绝 炒之烛,

就在于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问,自 觉弓不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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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已达到了引导人、教育人的目的。因

为双方对话的过程就是自觉自愿 反 思 的过

程。人总是追求真理的,哪一方正确,我们

的思想最终是要趋向那一方的。对话中,在
谈自己正确的观点与意见时,便包含有引导

对方的成分;另 一方随着对话的不断深入 ,

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修正错误,趋向正确,虽
然他或许并没意识到自己潜移默化地受到了

对方的影响。这正是
“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

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

“
对话法

”
的生动活泼的另一具体体现

是能最大限度地尊重和激发青年的自尊心。

自尊心是人们的一种心理需要,它表现为自

尊、自重,来 自-个人的情绪体验和意志行

动。个人自尊心的心理需求倘能得到满足 ,

就会体验到安慰与欢快的情绪;反之,则会

感到紧张与不安。自尊之心,人皆有之,特
别是青年更为强烈。青年最怕的莫过于自己

的价值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渐渐由自尊变成

了自卑。在不拘一格的对话过程中,人们可

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对话中找

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再有,对话本身就是-门艺术,-闸理

论性与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对话的双方,都
力求阐明自己的观点,说服对方,因 耐往往
力求、把抽象深奥的道理深入浅 出地 表 述出

来,这就需要综合各门知识,广征博引,采
取多种形式,层次分明地来说明某一问题。

实际上,对话是人生理想、语言艺术、理论

素养、知识水平的一个综合性活动。
·
同时 ,

在对话中,人们也可以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

和口头表达能力,增强思维的敏捷性和辩论

的实际经验,增强应变能力及分析问题的能

力等等。

总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话是思想政

治工作者 的一种 重 要 的 领 导 方法。1985

年秋,部分大学生闹学潮,当时许多省市领

导分别到各大学与学生直接对话,加深了当

代大学生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进一步认识,收
到了良好脚效果。我们相信, 

“
对话

”
这种

深入人脑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一定会为更

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所重视,并且在实践中

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上接第59页 )

丹所需要的肥料不同,你用松树的肥料培养

牡丹,牡丹会瘦死,反之,你用牡丹的肥料

培养松树,松树受不了,会被烧死。培养儿

童的创造力要同园丁一样,首 先 要 认 识他

们,发现他们的特点,而施以适宜之肥料、

水分、太阳光,并须除害虫,这样,他们才

能欣欣向荣,否则不能免于枯萎。
” (第 309

页)这比喻是十分恰当的。陶行知所创办的

育才学校就这么重视因材施教。学校除设置

管修课外,还开设了特修课,前者占三分之

二,后 者占三分之一。两类课互相补充,互
相促进。同时,在学生中还分设了音乐、戏

剧、文学、社会、自然、绘画六组,依据智

慧测验、特殊测验选拔儿童加入最适合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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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兴趣之一组学习,以期各得其所。对一时

不能发现其特长的学生,或各方面都有才能

的学生,便设普通组以教育。对中途发现不

适合某一组的学生,可以让他转组学习。这

样,学生不但懂得一般做人的道理和学习基

本文化知识,而且培养了各人的特殊才能。

这些主张和实践都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目

前强调学校教肓要开辟第二课堂,开展备种

兴趣小组活动和各类专题讲座,不正是与陶

行知教学法理论相吻合吗?当然,我们今天

的教学工作,远远超过了陶行知时代,并进

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但是,陶行知教学法理

论,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