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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

王东莉

【内容提要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哲学为指导思想
,

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

值
。

本文认为
,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具有科学理论基础和 自身独特规律的学科
,

它的价值主要表现

在通过
“

人
”

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
,

影响经济发展
。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与人的发展规律

相吻合
,

它所关注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和完善
,

体现了特殊的人文关怀价值
。

文章从促进思想观念现

代化
、

塑造健康完美的人格
、

熔铸新型的精神品质
、

培养丰富的创造力等四个方面具体阐述了思想

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
。

历史进入 世纪 年代
,

在中国大地
‘

上友生了一场巨大的变革
。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白

立
,

经济发展的浪潮正迅猛地冲击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的思想 日益

深入人心
,

并越来越成为人 们的共识
。

事实向世界证明犷中国已经迎来了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中

心的迈向现代化的崭新时代
。

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
,

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随着经济的

发展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与此同时
,

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也面

临着严峻的挑战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这种挑战面前
,

一些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
,

对思想政

治教育在经济发展时期受到冲击
,

而感到悲观失望
,

有的甚至认为在经济发展时期
,

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失去了它的作用和意义
。

爪、而
,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
,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真的会走向衰退而失去作用与意义吗

当然
,

在经济发展时期
,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无法 回避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的
,

它也不可能

拒绝进入经济领域而 自成一体
。

但是
,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
,

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
,

思想政治教育

不仅具有其应有的价值
,

还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
,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

值就体现在 通过做人的工作
,

在展开对人生意义不断探寻 的社会实践中
,

为建设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
、

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腾飞
、

推动社会的发展
,

发挥重要作用
。

思想政治教育属意识形态范畴
,

它并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
。

从实用主义的功利角度来

看
,

它似乎与经济发展关系不大
。

但是
,

作为一门具有科学理论基础
、

有着 自己独特的规律和功

能的学科
,

是绝对不能以功利的尺度来衡量的
。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

成部分
,

它对于经济发展是具有其 自主性和能动性的
。

它不只是被动地受经济发展的制约
,

成

为经济发展的附庸
。

它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
“
人

”

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
、

影响经济发

展
。

它的内在规律与人的发展规律相吻合
。

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人的发展

和完善
,

并通过提高人的精神品格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
,

体现了其特殊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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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

在实践的基础上
,

我们可以看到
,

经济发展是一种客观现象
,

而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始终

是人
。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

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
,

只有人才能制约和推动生产力

的发展
。

因而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
,

人的思想观念
、

精神品格
、

文化心理
、

人格境界等素

质的优劣高下
,

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
,

就在于通过其特殊的教育方式
,

培养健康的人格和 良好的心态
,

提高人的精神素质
,

使其能够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更加充分

地发挥聪明才智
,

为社会的进步
、

人类的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

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价值就体

现在健康
、

完美的人的塑造中
。

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
,

使思想政治教育与推动经济发展
、

满足人类生存和发

展的需要结合起来
,

应该说
,

这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的形势下
,

走出困境
、

迎接挑战
、

完善

自身
,

使之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
,

更好地发挥独特功能的逻辑起点
。

经济发展直接的显现形式
,

就是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
,

但是
,

如果人们在经济发展时期
,

片面地强调物质文明而忽视思想

文化等精神文明建设
,

那么
,

也就必然会造成人的异化
,

从而扭 曲人的个性
,

造成一代畸形的
、

片面的人
。

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
,

类似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

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都对这种人

类曾经出现过的现象作过细致的描述
。

象海德格尔就描绘了物性过分扩张导致人性匾乏与生

存危机的图景
。

他指出
,

在把 自我对象化为客体的经济活动中
,

人被异化为物
,

与物一同沦为商

品
,

从而丧失了 自身的存在
。

又如马尔库塞也认为
,

现代经济
、

政治
、

科学
、

文艺
、

哲学和 日常生

活 已丧失了它们原有的丰富性
,

致使人成了单面人
,

精神危机和感觉异化 日趋严重
。

因此
,

从整

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高度来说
,

在经济发展带来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
,

还必须强调高度的精

神文明建设
。

伟大导师马克思在《 年经济哲学手稿 》中探讨劳动和共产主义理论时
,

就曾

经对这一关系作出过深刻阐述
。

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
,

无疑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
,

因此
,

它的发展趋势应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并驾齐驱
。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
“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都搞好

,

才会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 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的今天
,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将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任
。

同时
,

思想政治教育

的人文关怀价值也就深寓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程之中
。

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最终 目标

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

要造就全面发展的
“

人
” ,

使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潮中
,

不为单纯的

物质利益所左右
,

而是具有更崇高的理想追求
、

更长远的发展 目标
、

更充实的精神世界和更巨

大的创造活力
。

所以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

更加鲜明地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

人
、

塑造人白人文关怀价值
,

通过提高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精神文化素质
,

积极地为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

就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历史使命
。

只有担负起这一使命
,

思想政治教

育才会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巨大的活力
,

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

经济的发展
,

给社会带来了物质财富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可以把经济建设看作是属于物

质文明范畴的
。

因此
,

就经济发展本身而言
,

它也就不可能全面地涵盖一个社会的发展
,

尤其是

不能涵盖文化发展的总体 目标一一造就全面发展的人
。

回顾历史
,

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
,

在特

定的历史时期
,

经济发展在给社会带来丰裕的物质财富
,

为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奠定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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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基础的同时
,

也存在着对人的生存与发展
,

对人的本性的健全的不 良影响
。

如在经济发

展时期
,

往往由于商品属性的过度膨胀
,

而造成对人的精神的侵蚀
,

人的智慧
、

人的创造性都有

可能受到压抑而衰退
。

可以说
,

经济的功能有它的限度
,

它不可能解答人生的全部意义和疑虑
,

物质财富的占有不可能弥补精神
、

情感方面的匾乏
,

因为物质财富不可能真正地满足人 的感

胜
、

情感和个性发展的需要
。

因此
,

要真正地防止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值效应
,

即阻碍人的全面

发展的现象出现
,

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需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

就必须高度重视

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

尤其是要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
,

使之在整个社会的全面协

调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
。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

我们认为
,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

思想政治教育应 当

成为一种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

强调社会的精神文明价值的学说
,

它应当对当代社会作出整体的

审视和反思
,

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人文 目标
,

以推动经济发展朝着既为社会增加物质财富
,

又给

社会带来精神文明
,

促使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
。

在这个意义上
,

也就是说
,

必须高度重视思

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的特性
,

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和文化哲学品格
,

并通过它

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调节
、

渗透
、

协作
,

以强化经济发展的正值效应
,

为提高全社 誉

的精神文明素质
,

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
。

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
,

使之 界有鲜明的文化反思想品格
,

也就是说思想政 穿

教育应该着眼于处在当代诸种矛盾之中的人
,

反思经济发展对人的生存发展的基本意义与荃

本价值
,

寻求人在经济
、

文化
、

社会发展中得到全面发展的道路和真正的精神归宿
。

因此思想政

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
,

在这个层次上就体现在通过与整个时代的发展
、

人的发展趋于 同步

中
,

对时代的召唤作出了积极的回答
。

其意义在于 它把思想政治教育转化成了人的生存和发

的内在需求
,

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 目标成为人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生存与发展质量的一个衡

量的尺度
。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注重了人的精神内部生活对客观外部世界的适

应
、

补充和调节
,

因此
,

它在价值取向和方式方法上都有其独特的表现
。

如果说以往的思想政治

教育所注重的较偏于对人的思想观念
、

言行举止的指导与规范
,

以说教的形式强调一种理性对

感性的制约作用
,

那么
,

在新的历史时期
,

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
,

则相对注重对发

展人的感性
、

情感和个性的独特价值的挖掘
,

强调人的思想
、

意识
、

情感等属于主体范畴的因素

对于客观外在的制约
,

以及对于物质利益的精神超越性
,

使思想政治教育改变原先那种单一的

指导
、

说教
、

规范的功能
,

而作为人的生存与发展中的一种沟通方式
,

为促进人与 自然
、

人与社

会
、

人与人
、

人与自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作出新的贡献
。

同时也给处于精神高度紧张
、

心理负担

日益加重的当代人以温馨的心灵抚慰
,

使之在感情与理性平衡当中寻求到生存与发展的意义
。

与此同时
,

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文关怀价值
,

不仅使思想政治教育保持着鲜明的文

化反思品格
,

并且也使之具有鲜明的实践意义
。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
,

社会主义

的基本特性决定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协调一致
,

共同发展
。

因此
,

在这个高度

上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
,

就是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

物质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促进意义
,

并为二者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

譬如
,

突出思想

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
,

对于在经济发展中
,

如何克服商品属性过度膨胀对于人的全面发展

的阻碍
,

使商品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 目标相一致 如何在经济发展 中注入人文需求
,

丰富商品

犷淤

留必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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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属性
,

强调人对于商品的制约
、

把握作用等等
,

都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

从而真

正地
“

发挥思想政治的优势
,

激发广大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 ,

使
“

经济建设和改革

开放
”具有

“
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的支持

” , ②以显示 出它的
“

真正的优势
’, ③和强大的生命力

。

︸、

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人文关怀价值
,

是由其自身的特性和规律来决定的
。

思想政治教育

通过做
“ 人

”

的工作
,

在以
“

人 ”
为中介的作用过程中来参与社会生活

、

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显示着它的巨大的积极作用
。

在改革开放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
,

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其 自身特殊的方式
,

为现代人的思想修养
、

情感生活
、

文化素质
、

精神旨

趣等提供正确的人文导向
,

增强人们投身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和人文素质
,

建设高质量的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
,

以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
,

加快我国的现代化步伐
。

具体地说
,

思想

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功能和价值体现如下

第一
,

促进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

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对人所提出的素质要求中
,

观念的现代化居于首位
。

一个人的思想观

念决定了他能否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

能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从认识论上来

说
,

一个人如果在观念上不能得到时时更新
,

他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
,

就

不能把握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
,

尤其是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更是如此
。

英国学者

英格尔斯深刻指出 如果人们
“

自身还没有从心理
、

思想
、

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现代化

的转变
,

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

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
,

再先进的

技术工艺
,

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 ’, ①现代化建设要依靠现代化的人

,

而人的

现代化的关键正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
,

就是让人们去冲决陈旧的传

统观念的束缚
,

而形成一种较先进的思想观念形态
,

真正获得人的主体性高度 自觉
,

在社会主

义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

在促进人的观念现代化的过程中
,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其特殊的功能和独特的效应
。

思想政

治教育的本质是一种人的哲学
。

它所关注的是人的本质
、

人的价值
、

人生意义
、

人生理想等本质

性
、

终极性的问题
,

而这些问题都是与人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的
。

思想政治教育常常从人们所

特别关心的本质性
,

终极性的问题入手
,

转变人的思想观念
,

使人们首先从观念上适应现代社

会的发展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下
,

思想政治教育尤其重视帮助人们从小农经

济的种种思想观念 如宗法
、

等级
、

狭隘
、

保守等等 中解放出来
,

建立一整套适应市场经济新观

念
,

并在未来社会发展中不断得以更新和发展
。

第二
,

塑造人的健康完美的人格

从纯粹的商尸交易的原则上来说
,

实用
、

功利
、

金钱交易等等是商品经济
、

市场经济的一些

特征
。

虽然这些原则并不一定会导致人性的沉沦
,

但它所表现出来的非情感性
、

非个性和非理

想性的特点却是显而易见的
。

我们并不否认这些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经济建设的发

展
,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扭曲了人性 的正常
、

全面的发展
,

造成 了

一些低级
、

残缺的人格
。

所谓非情感性
,

是指不以人情为准则
,

而以实利为律令
,

利害考虑不讲

、

月卜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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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人情道义
,

甚至根本不相信苦 口婆心的道德劝诱
。

为了谋取实利它可以不惜将覆盖在人际关系

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得粉碎
。

所谓非个性
,

是指尽管谋取实利的方法和技巧可以千变万化
,

但都是以直接的实利为 目的
,

而置于个性基础上的情感
、

趣味
、

美德等人性中更为丰富的内容

却往往被掩盖起来了
。

所谓非理想性
,

就是指经济活动中的利害考虑基于感性的物质需要
,

而

远离了理想
、

信念
、

信仰等较高层次的丰富性需要
,

从而导致丧失理想
、

信仰危机
、

唯利是图
、

狭

隘自私的畸形人格的产生
。

面对经济发展中的这种现象
,

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是全面地教育和培养人
,

使人能够在人

格上得以健康
、

全面发展
。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塑造人的个性
、

陶治人的情操
、

充实人的情感
、

提

高人的精神旨趣
,

以扭转陷溺于物质文化中的
“

单面人
”

的片面
、

狭隘的状况
,

消除病态
、

畸形的

人格心理
,

促进人性的丰富和高扬
,

使人们都能够以健康的人格
、

良好的心态去迎接经济大潮

中的种种挑战
。

第三
,

熔铸人的新型的精神品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的精神品质也提出了新要求
。

如果说在传统文化和小农经

济熏陶下
,

传统的精神文化品质带有某种依附性
、

保守性
、

被动性的话
,

那么
,

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发展则强调人们具有独立性
、

开创性和积极主动性的新型精神品质
。

其中独立的自我意识

的确立
,

显得尤为重要
。

独立的自我意识的确立
,

是一种高度主体 自觉性的表现
,

而主体的 自

觉
,

往往联系着人的创造性
、

进取心和开拓精神
。

当人一旦获得高度的主体自觉
,

也就必然会焕

发出一种极大的创造热情
,

一种积极主动地认识人生
、

把握人生的内在活力
,

并显示 出适应各

种客观环境的能力和 自强不息
、

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勇气
。

反之
,

一旦丧失了主体的自觉
,

则必然

会表现出创造力的萎缩
、

进取心的失落
、

耐挫力的缺乏
,

以及 由此派生 出来的依附心理
,

保守观

念等等
,

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
,

最终被社会所淘汰
。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所强调的树立崇高远大的人生理想
、

培养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

追

求充实丰满的人生价值
,

以及确立独立 自主的生命意识等等
,

是与熔铸人们新型的精神品质相

一致的
。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人的思想教育工作
,

在促进人们的思想观念完成现代化性的转

变
、

塑造人们健康
、

完美的人格的同时
,

也帮助人们摆脱传统精神品质中的那些依附性
、

保守

性
、

被动性的纠缠
,

而时刻保持着一种对生活的积极参与意识和主动创造的精神
。

同时
,

它还使

人们深刻地认识到
,

任何的商品交易和经济建设的主体都是人
,

与商品打交道
,

最终还是与人

打交道
,

因而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
,

不仅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更要充

分调动人的积极主动性和努力发掘人的开拓创新的精神
。

所以
,

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就是一种

尊重人
、

理解人
、

肯定人的价值
、

开掘人的潜能
、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

给人以更多选择和 创造

机会的人生哲学
,

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缺少的
。

第四
,

培养人的丰富的创造力

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注重人的创造力的发挥
。

在经济建设的每一个环节
,

包括科学发

明
、

技术开发
、

生产经营
、

企业管理
、

市场预测
、

消费引导等都待于人的创造力的发挥
。 “

尊重知

识
、

尊重人才
”

的 口号
,

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对人的创造力的肯定
。

很显然
,

一个新原理的发现
、

一

种新技术的发 明
、

一道新工艺的完成
、

一项新专利的诞生
,

都能为生产和经济带来革命性的变

化
、

为社会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
,

而这些
,

都是人的创造力发挥的结果
。

但是
,

在实际的工作

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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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尤其是具体的经济部门
,

最大的忧虑莫过于创造性人才的匾乏
,

这 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

会问题
。

培养创造性人才
,

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
,

这是时代的呼唤
,

也是 思想政治教育所致力的 目

标
。

虽然
,

创造性人才的培养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

需要各门学科的协调配合
,

但是
,

思想政

治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

思想政治教育以其对人的关怀
、

教育和启发
,

不仅为创造

性人才的培养创造了一个 良好的外部环境
,

同时
,

它所强调的人的心身健康
、

全面发展
,

则是人

才创造力形成的重要前提
。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
,

绝大多数人不是先天的条件制约
,

而是精神
、

道德等后天的因素限制了 自己的充分发展
。

在现实中
,

人们往往只是有限地利用和发挥了他们

的潜能
,

这正是创造力被限制的根本原因
。

此外
,

加上伴随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些消极的客观因

素
,

对人的创造力的发挥也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

思想政治教育往往能以其特有的优势
,

综合各

学科的知识特点
,

尤其是哲学
、

心理学
、

美学
、

教育学
、

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理论

来丰富人的思维
、

情感
、

思想等等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使人的创造力在思想政治教育怡人情
、

启人智
、

纯人性的基础上得以充分的发挥
,

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创造出巨大的价值
。

总之
,

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人文关怀价值
,

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某个特定时代的应

时之作
,

而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要
,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促进力量
。

作为一门

有独立体系和规律特征的学科
,

面对经济大潮中的种种挑战
,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消极被动地应

付
,

而是积极主动地迎接
。

由于其 自身的人文关怀特点
,

我们可以断言
,

思想政治教育不但不会

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所淹没
,

而且还会以更新的姿态
、

更旺盛的生命力
,

走在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的最前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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