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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是世间最宝贵的财富 。坚持以人为本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也是思想

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 ,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 ,不仅要把

人作为实践主体 ,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而且要把人作为价值主体 ,关注人的

价值追求和实际利益 ,满足人的物质需要 、精神需要和发展需要 。只有这样 ,才能充分实现思

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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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 、协调 、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 、社

会的全面发展” 。这种科学的发展观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坚持以人为

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一经提出 ,就受到思想

政治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积极思考和初步探讨。

然而 ,目前论及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 ,多是从人是实践主体的角度加以考虑 ,而从人是价值主体的角

度加以思考和探索的则较少。本文拟从人是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的新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以人

为本的问题略作探讨 。

一 、思想政治教育为什么要以人为本

(一)以人为本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以人为作用对象 ,是做人的思想 、精神世界的工

作 ,其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培养大批有理想 、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 ,提高人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实现人民群众自己的

根本利益 。

“人是万物的尺度” ,是最宝贵的财富。大到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小到实现每个群体的具体

目标 ,关键都在人 ,在于人的思想解放 、观念更新的程度 ,在于人的思想道德 、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在于

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同时 ,国家 、社会 、群体的发展与利益最终都要落脚到实现人的发展 、人的

利益上 ,思想政治教育最终也要落脚到“激励人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 1]
(第 10 页)。因此 ,可以



说 ,人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 ,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尊重人 ,理解人 ,关心人 ,

最终就要落实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发展需要 、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和价值上来。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 、人的价值和人的利益。因此 ,以人为本是思

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

(二)以人为本是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

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共产党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产党人的整个事业集中于一点 ,即是

实现人的根本解放。从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看 ,其使命便是拯救劳苦大众 ,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理论来动员人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改变旧的社会制度 ,建立新制度 ,实现人与社会的

全面发展 ,直到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即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这样的一个

联合体中 ,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第 294 页)。在中国共产党 80多年的峥

嵘岁月中 ,无论是在革命年代 ,还是建设时期 ,都始终保持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 ,相信群众 ,依靠

群众 ,发动群众 ,服务群众 。

在革命战争年代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演说中就开宗明义地强调:“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

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 ,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 ,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

工作的。”[ 3](第 1004 页)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 ,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要求

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把“人民拥护不拥护” 、“人民赞成不赞成” 、“人民高兴不高兴” 、“人

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

思想 ,而“三个代表”的最终落脚点 ,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更进一步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 “坚持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4](第 16 , 19 页)。在 80多

年的探索与发展中 ,我们党已经充分认识到人是最宝贵的财富 ,人民群众是力量之源 、价值之本 ,并最终

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也正是坚持了以人为本 ,才使得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保持

了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 ,才使得我党在极其艰苦的时期实现了最广大的社会动员 ,发动和依靠人民群

众 ,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巨大成就。

(三)以人为本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为了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任务 ,党的十六大对教育战线以及高等学校提出了明确要

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就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

高 ,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形成全民学习 、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并明确了新时期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 ,数以千万计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

人才” 。由此可见 ,坚持以人为本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发展到现阶段的需要。

新中国建立后的半个多世纪 ,经历了各种惨痛教训后 ,我国终于从过去或者片面强调政治斗争 ,或

者片面追求物质利益 ,发展到注重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经济 、政治及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是由人组成

的 ,人民是历史和社会的创造者 。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互为条件 。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为两

个方面:一是体现为促进人的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德 、智 、体 、美等);二是体现为促进所有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的发展 ,也就是人的整体发展 ,整个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的全面发展要以

人的全面发展为条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思想政治教育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

实现人们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只有这样 ,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促进社会物

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的发展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四)以人为本是各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

早在 200多年前 ,康德就深刻地指出 ,人是目的 ,而不是手段 。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 ,在西方的管理

科学的发展之中 ,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先后出现了把人看成“机器人” 、“经济人” 、“社会人”的观点 。从霍

桑实验开始 ,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人是“社会人” ,人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 ,不仅有物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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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而且有心理需要 、精神需要 。管理工作不仅要满足人的物质需要 ,而且要满足人的心理需要 、精神需

要。在此基础上的行为科学理论表现出在管理学中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当前 ,世界各国都在围绕着发

展 ,谋求经济 、能源 、环境等各种问题的解决 ,与以往不同的是 ,各国都开始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放在

解决人的方面 ,西方国家还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人才争夺战。而在当今西方的教育领域 ,也

出现了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融合 ,甚至提出了教育的目的“是人性而不是人力” 的口号 ,欧洲人公认

的 19个核心价值观中 ,尊重人是最基本的价值观 。亚太地区教科文组织综合各国公认的 12个核心价

值观中第一个就是“关心别人”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特征不再是管理和控制 、约束 ,而是对人性的

唤醒 、对个性的尊重和对人的价值的实现。

当然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以人为本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以人为本存在着本质

区别 。因此 ,在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的同时 ,我们仍要分清是非 ,积极扬弃 ,合理利用 。

二 、以人为本的内涵及其本质规定

无论人本主义理论还是“以人为本”的理念 ,均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 。欧

洲中世纪是神学统治的世纪 ,在当时 ,宗教神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神权高于人权 ,世界是上帝造的 ,

人是上帝的仆人 。宗教神学认为 ,人生来就是有罪的 ,谓之原罪 ,人生的目的就是赎罪 。它把人们对幸

福生活的追求推向了遥远的彼岸。这实质上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秩序而麻痹人们的卑劣手段 。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资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发展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继后的思想启蒙运动

擎起了“人”的大旗。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思潮冲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 ,继承古希腊和罗马文化重视“人的尊

严”的传统 ,以“人”为旗帜反对扼杀人的宗教神学和封建统治 ,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和世俗生活 ,强调人的中

心地位和自由意志 ,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歌颂人的价值 ,维护人的尊严 ,呼唤个体的主体地位和人的自然权

利。17世纪到 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秉承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 ,用自由对抗专制暴政和宗教压迫 ,用自

然神论和无神论对抗宗教偶像 ,用天赋人权对抗君主和贵族特权 ,把人的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们寻找“永恒的真理”和“永恒的正义” ,要保护的是“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 。

人本主义理论是在资产阶级反对神学桎梏的过程中 ,作为神本主义的对立物产生的。人本主义把

人当做人的最高本质 ,把人当做衡量万物的尺度 ,坚持用人性否定神性 ,用人道代替神道 ,用人权否定神

权。那么 ,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是不是可以等同呢 ?关于这个问题 ,目前学术界多有争论 ,作者比较赞

同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的观点 。他认为:根据人们今天的用法 ,以人为本是指人们处理和解决一个问题

时的态度 、方式 、方法 ,即人们抱着以人为根本的态度 、方式 、方法来处理问题 ,而所谓根本就是最后的根

据或最高的出发点与最后的落脚点……据此 ,他主张:两者内容上是一致的 ,只是具有形式上的区别 ,以

人为本是一种观点 、看法 、理论 ,以人为本的态度正是对人本主义观点的应用 ,人本主义是以人为本的根

据。但从其产生和发展来看 ,两者还是有所不同的 ,应该说 ,人本主义是作为神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

的 ,而以人为本最初是为了反对以神为本 ,继而是为了反对以物为本 ,即反对只见物 、不见人 ,只重物的

价值 ,不重人的价值 。

此外 ,要了解以人为本在今天的特殊内涵 ,我们还必须理清以下关系:(1)以人为本与民本思想 。民

本思想源于中国古代 ,最典型的代表观点有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以及唐太宗李世民提出的“水可以载

舟 ,亦可以覆舟”的思想。但“民”不等于“人” ,应该说 ,在历史发展中 , “民”是有着不同的含义的 。在古

代 , “民”是相对于“君”而言的 ,或者说是相对于统治者来说的 ,亦即被统治者 。民本思想虽然强调要重

视“民” ,但决不是要以被统治者为根本 ,最终还是强调维护 、实现统治者的统治和利益。至于“人” ,且不

论在实际操作中能否实现以一切人为本 ,但是不管是作为与神本思想的对立物产生的人本思想 ,还是作

为与以物为本的对立物产生的以人为本思想 ,其所涉及的人 ,都是泛指的人。其所强调的 ,都是要实现

人的价值和幸福 。(2)以人为本与以个人为本 。正确理解以人为本 ,不能把它理解为以个人为本 ,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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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解为以自我为本 。以人为本中的人最终当然要落实到个人 ,但这个“人”不是指单纯的个人或少数

人 ,而往往是指大多数人 ,甚至是全人类 ,如果把这个“人”理解为一个人 ,即我自己 ,就会犯个人本位主

义的错误 ,就会陷入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泥潭。(3)阶级社会的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以人

为本 。这两者存在着本质区别 。这种本质区别最根本的体现在“人”上。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不仅深刻

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人和压迫人的本质 ,而且也指明了解放人和人类的光明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

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只有“无产阶

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 2]
(第 283 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 ,以人为本具有以下本质内容和规定:(1)以人作为世界的根本 ,而不是以神 、物等

作为世界的根本 。“人”不是单个人 ,不是少数人 ,而是绝大多数的人 ,甚至是人类。(2)以人作为实践的

根本 。“人是万物之灵” ,劳动才是人之为人和人异于其它动物的最根本之处。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

化”活动。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只有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始终依靠人

民群众 ,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才能推动改造世界 、改造社会的历史进程 ,促进社

会的发展。(3)以人作为价值的根本 。人不仅是实践的主体 ,更是价值的主体 ,是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

的统一。人们实践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 、人的利益 ,满足和实现人的需要。综上所述 ,社

会主义中国所说的和正在实践的以人为本 , “人”不仅是指个人 ,还指群体 ,不是少数人 ,而是绝大多数

人;它不仅强调满足人的自然需要 ,更强调满足人的社会需要;不仅强调满足人的物质需要 ,也强调满足

人的精神需要。因此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这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的

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意。

三 、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

以人为本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普遍有效 ,但其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因而它必须同各个领

域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以人为本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本质要求 ,强调要突出人的发展 ,人是教育的

中心 ,也是教育的目的;人是教育的出发点 ,也是教育的归宿;人是教育的基础 ,也是教育的根本 。一切

思想政治教育都必须以人为本 ,这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人看做具有独立个性

和特定观念的主体 ,在教育过程中重视启发引导人的内在的教育需求 ,通过调动和激发人主动学习和发

展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使人们自觉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形成正确的思想政治素

质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而使他们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

(一)要致力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实践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能动作用

积极性 ,是指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的外在表现 ,它从本质上反映了人们在思想政治上的精神状

态 ,劳动工作中的基本态度 ,以及社会活动中的事业心 、责任感。在民主意识 、平等意识 、自主自强意识 、

价值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 ,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首先必须满足人们自我尊重的需求。尊重人的思

想 ,尊重人的人格 ,尊重人的个性 ,尊重人的创造。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发展的要求 ,也是广大受教育者自我生存 、自我发展的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本

质上应当是个体人格和思想政治品德的构建过程 ,是受教育者个体与社会规范要求的互动过程。然而 ,

现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人格和思想政治品德的单向作用过

程。要改变这一状况 ,就应该顺乎受教育者的接受机理和内在需求 ,着力贯彻人本原则的精神 ,发挥受

教育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主动作用 ,实现客体主体化 。

以人为本原则倡导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它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的对象 ,不是一

个经济动物 ,也不仅仅是一个劳动者 ,而是具有明确奋斗目标 、高尚审美情趣 、既能创造又能懂得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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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普遍存在缺乏实践中介 、过于认知化的问题。由于缺乏实践中介 ,主体能动

性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思想政治品德规范不能内化为个体信念 ,导致“知而不信” ;个体信念又不足以外

化 、支持 、指导个体行为 ,导致“言而不行” 。这种思想政治教育获得的是“关于思想政治品德的知识” ,而

不是内化为人的精神和德行发展。在受教育者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 ,只有从受教育者自身的实际

出发 ,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实践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能动作用 ,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取得

更佳效果 。

(二)要关心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培养“四有”新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

共产主义 ,最终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 。江泽民在 2001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 ,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 ,既要着眼于人们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

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 ,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

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和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 。人的全面发展过程就是人

的主体意识不断强化 、人的主体性不断提升 、劳动能力不断提高 、社会关系不断丰富 、综合素质不断完善

的过程。邓小平同志将人的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社会主义实践中 ,提出了“四有”新人的培养目

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把“四有”人才的培养模式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

任务载入党的文献 , 《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

求 ,培养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

化素质。”“四有”新人是未来社会“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发展特点

相结合的具体化 ,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人的发展标准和规格。“四有”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发

展的四个纬度 , “分别从政治素养 、伦理素养 、知识素养 、行为素养等方面对社会主义新人提出了严格要

求”
[ 5]
(第 73 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 ,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 ,更是

人的根本需要和利益所在 ,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与根本任务之所在。

(三)要全面满足人们的物质 、精神生活需要 ,维护 、实现人们的利益

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和他们的利益有关。”[ 6](第 82页)从根本上说 ,思想

政治教育就是要用先进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 ,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 ,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激发人们的主

体性和创造潜能 ,教育和引导人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

当前 ,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 ,必然涉及人们相互关系 、利益格局的变化与调整。

思想政治教育只有重视人的物质生活需要 ,贯彻物质利益原则 ,才能从根本上调动人的积极性 。在满足

人们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前提下 ,还要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精神需要 ,如归属与爱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 、自

我实现的需要等 。在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同时 ,要注意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教育 ,引

导人们正确认识自己的利益 ,正确处理国家 、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引导人们从低级需要向高级需要

过渡 。要看到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满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把尊重个人与服务

集体 、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 、坚持原则性同尊重人 、理解人结合起来 ,把统一要求和因人施教结合起来 ,

把灌输正确的思想意识和自我教育结合起来 ,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 ,满足人们思想道德发展的

需要 。

(四)在方法上对思想政治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民主 、平等 、和谐 、合作中相互作用 、相互促

进 ,教学相长 、共同提高 ,这就要求教育者要尊重人 、理解人 、关心人 。尊重人就是要尊重人的需求 、兴

趣 、创造和自由 ,要平等待人 ,在平等的基础上双向互动 ,进行思想沟通 ,求同存异。理解人就是要充分

考虑人的内在心理需要。人的内在心理需求是接受外部教育影响的根本前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只

有满足人的心理需要 ,并经由各种教育渠道进入人的视野 ,才能促使个体通过各种途径去接受和践行。

关心人主要是要关心人们的生活 ,关注人们的现实需求 ,通过感受 、体验 、感染 ,使人们在情感共鸣和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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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默化中转变思想观念 ,提高思想认识 。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 ,思想政治教

育只有以人为本 ,关注人的现实生活 ,关注人的发展需要和精神需求 ,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主动

性和创造性 ,教育和引导人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为实现小康社会和共产主义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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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man being s are the most precious treasure in the w orld.Human-o rientation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the all-round building of a prosperous society , but also essential to ou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 ion.In the w holly new era of building a prosperous society , in o rder to stick to human-orientation ,

not only shoul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gard human as the practical body , and activate their

enthusiasm , subject ivity and creativity , but also take them as the value body , pay at tention to their daily

life and practical interests , satisfy their material needs , spiritual needs and valuable needs.Only through

this can w e realize the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 tical educat ion at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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