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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
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近90年来，它在担负统一群众思想、凝聚人心、化解矛盾、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以及在激发鼓舞人民
军队为实现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心任务而大力奉献的热情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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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文灵，南京政治学院讲师，军事学博士。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入学与军队思想政治教育。

　　出版专著《思想政治教育人本论》（第三著者）1部，参编著作多部。
在《哲学研究》、《伦理学研究》、《解放军报》等权威报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3篇被《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全文转摘，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思想政治教育》和《政工研究文摘》转载。
曾独立为中国社会科学蓝皮书撰写思想政治教育前沿报告1.5万字。
荣获全军政治理论优秀成果三等奖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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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1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性迷失及对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思维方式的反思
1.1 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困境之所：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性迷失
1.2 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困境之源：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
2 马克思的“实践人学”及“实践人学”思维
2.1 “实践人学”命题的提出与相关阐释
2.2 “实践人学”思维方式的生成及其逻辑过程
2.3 “实践人学”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对人的科学揭示
3 “实践人学”思维：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创新发展的新视阈
3.1 重新思考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思维视角”和“问题意识”
3.2 以“实践人学”思维方式为指导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创新发展的时代诉求
4“实践人学”思维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观的转型
4.1 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再审视”
4.2 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观的新的认识
5 “实践人学”思维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重构
5.1 生活世界：一个被长期遮蔽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领域一二！

5.2 回归生活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重构的主题
6 “实践人学”思维与主—客—主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创立
6.1 主体及主体性：现实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形成中的论争与反思
6.2 贯彻以人为本精神：走向主—客—主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结束语：尚在探索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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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灌输”一词源于列宁《怎么办？
》一书。
19世纪末20世纪初，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的崇拜自发论的工联主义倾向，列宁强调指出：“工
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
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
义的意识。
”这里，列宁所言的“灌输”基本含义有二：一是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向工人灌输他们原来不
了解、不掌握的先进的政治意识；二是“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阶级意识，指导
工人从政治角度去认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性质，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可见，列宁当时提出的“灌输”方法，是指科学、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
而只能通过学习、教育、宣传等方式才能掌握。
“灌输”所具有的内在合理性，也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所认同。
他说：“强迫学生去接受道德事实、道德价值和行为确实不好，但我们别无选择。
因为，我们要成为的那种人是未来社会所要求的人，而由社会所需要的这种人与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些
潜能之间存在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按社会所要求的去限制、规范我们的行为、欲望，我们就
不能形成一种社会人格，甚至不能成为真正的人。
所以这一过程虽然痛苦，却是必要的。
如果说这就是灌输，那么灌输就是不可避免的。
”　　在我国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夺取政权和巩固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逐
步形成了政治统摄经济、文化即政治就是社会生产秩序的唯一主体的格局，从而也就形成了“灌输型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对此，毛泽东曾做出过形象而生动的概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值得指出的是，那时在实施灌输教育的过程中，大量渗透着率先垂范、言行一致的内容，使老百姓
觉得可敬、可亲、可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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