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

!

+(,*#$%&*$&E

!

$-#

""""""""""""""""""""""""""""""""""""""""""""""""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方法论探索
!

骆郁廷

摘
!

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对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创新和当代实践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要深刻揭示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有必要探讨思想政治教育

本质研究的方法论$注重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关系看本质&分析概念看本质&总结实践看

本质$不断加深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认识%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基础理论创新'方法论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索$事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创新和当代实践发展$是当

前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要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就要深入研究思想政

治教育本质探索的方法论问题%因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

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

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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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抽象法!透过现象看本质

探索和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首先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即透过思想政治教育

现象$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这实质是科学抽象方法的具体运用%

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透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揭示思想政治教育

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思想政

治教育的现象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不等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同思

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有区别%如果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认识

了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就等于认识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就会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存在

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

学就成为多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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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又同思想政治

教育本质有着密切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反映和折射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列宁

指出!"现象是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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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质的东西$外观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

失$不象2本质1那样2扎实1$那样2稳固1%比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

面%然而就连泡沫
!!!!!!

也是本质的表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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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

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本质具有某种外观%外观是本质自身在自身中的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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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思想政治教育现象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

质%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表现$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隐藏于思想政

治教育现象之后的东西%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也不

能停留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而应该从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入手$深刻揭示思想政

治教育现象背后隐藏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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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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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本质是事物内部固有的&一贯的和稳定的方面$是事物的根本属性%一事物的根本属性$

对于该事物来说$就是它的特殊本质'对于他事物来说$就是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同样$思想政治教育

的本质也是这样%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性对于

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本质'对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来说$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同其

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本质区别%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虽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客观的真实的反

映$但每一思想政治教育现象都仅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片面的和表面的展现$都不可能全面地深刻地

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不仅有知觉&有表象$甚至还有假象%假象也是事物

本质的一种反映$是事物本质的歪曲反映%西方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结合历史的和现实的实践来

看$会发现存在很多双重标准&言行不一的地方$看似自相矛盾$实则曲折反映了西方宣扬的"自由&民

主&人权#的本质$即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因此$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就不能停

留在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表面的&片面的认识层面上$更不能停留在思想政治教育假象的认识层面上$

而必须经由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对思想政治教育深刻的理性认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

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2经验论1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

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

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

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

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

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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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现

象背后隐藏着思想政治教育共同的&稳定的&一贯的方面$即隐藏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因此$必须从思

想政治教育现象入手$经过人的头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由感性到理

性$由片面到全面$由外在到内在$这样才能真正深刻反映和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二&矛盾分析法!把握关系看本质

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还要把握关系看本质$实际上就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定关系$特别是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及其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来认识&揭示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事物的本质存在于事物内部的&稳定的&必然的联系或关系之中$离开了事物内部的&稳定的&必然

的联系或关系$就无所谓事物的本质%"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它由事物的内在矛盾所规定$是事物的

比较深刻的&一贯的和稳定的方面%#(,辞海-)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谈到事物的本质时有一段非常深刻

而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

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55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

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

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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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事物的

本质就是事物的特殊矛盾$一事物的特殊矛盾构成了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构成了一事物存在的

根据%实际上$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两个方面中必有一方占主导地位$也就是

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决定事物的内部联系$而且决定事物的根本属性$即决定事物的

本质%当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关系发生变化&主次易位时$事物的本质即事物的

根本属性也就会发生改变%不仅自然界事物的本质是由一定事物内部特殊矛盾及其关系所决定的$社

会生活中人的本质也是由社会特殊矛盾及其关系所决定的%马克思讲!"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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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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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特殊矛盾$是社会特有

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一定的阶级矛

盾和一定的阶级关系$人的本质就是由这种社会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体现出来的社会特殊矛盾所决定

的%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特殊矛

盾$这种特殊的社会矛盾及其决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赋予了资本家剥削的阶级本质和工人受压

迫&受剥削的阶级本质%马克思还曾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

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

(马

克思&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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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离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矛盾$以及由这种特殊矛盾决定的阶级矛盾及其

阶级关系$就无法判断和确定资本家或者工人的阶级本质和社会属性%

同样$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及其相互关系出发%思想政治教

育的特殊矛盾就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对人们思想品德的要求与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的矛盾#

(张

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

#%%N

!

N

)

$这一特殊矛盾也就是贯穿于一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始终的基本矛

盾$任何思想政治教育都要致力于解决这一特殊矛盾%在这一特殊矛盾当中$存在着矛盾着的两个方

面$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教育要求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现实思想状况之间的矛盾$在思想政治教

育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教育要求起着主导的作用$它决定着思想政治

教育特殊矛盾的性质及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

矛盾$实质上是要经过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使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达到和符合一定阶级&一

定社会对人们思想品德的要求$也就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特殊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把受教育者培养

或塑造成一定阶级&一定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成员$促进受教育者的社会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由

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决定的$而且只能存在于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特殊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对立统一

的相互关系之中$并且是由在这种关系中居于矛盾主导地位的矛盾主要方面所决定的%

三&内涵揭示法!分析概念看本质

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还要分析概念看本质$即通过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定义$揭示思想

政治教育概念的深刻内涵$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反映和展现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人们总是通过特定的概念和范畴来认识世界$而概念又体现了人们对认识对象客观联系乃至本质

的深刻认识%正如列宁所说$"概念是人脑(物质的最高产物)的最高产物#

(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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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是区分

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

(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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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产物$是认识过程突变的结果%这种突

变让概念同感觉和经验发生差别$使得概念能够揭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和事物的本质%"概念这种东西已

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他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

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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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种差别$主要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蕴含着人们对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深刻本质的科学认识%

"(抽象的)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见解&意识%55即使

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已经意味着人在认识世界的

日益深刻的客观联系%#

(列宁$

$&&%

!

$6&+$7%

)

列宁更加明确地指出!"概念来自本质#

(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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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同一&差别等等规律)#

(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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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要把

握事物的本质$就需要从概念入手$分析概念的深刻内涵$最终达致对事物本质的深刻揭露%

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要从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定义入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

概念很多$核心概念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要弄清楚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可以先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概

念弄清楚$看看到底有哪些概念是比较科学的&规范的&大家共同认可的$然后找出这些概念并进行仔细

的比较&分析$进而在分析研究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凝练出正确&深刻反映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思想政治

教育概念%目前$国内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定义主要有以下代表性观点!其一$"思想政治教育这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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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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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活动$就是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有目的地对人们施加意识形态的

影响$以期转变人们的思想$进而指导人们行动的社会行为%#

(陆庆壬$

$&JN

!

6

)

其二$"思想政治教育是指

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

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

社会实践活动%#

(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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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阶级&社会&组

织&群众与其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思想&情感的交流互动$引导其成员吸纳&认同一定社会的思想观

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促进其成员知&情&意&信&行均衡协调发展和思想品德自主建构的社会实践活

动%#

(张耀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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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既有国内最早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并经当时本

学科专家讨论&研究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又有目前国内颇具影响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也

有学者对原有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新的探索和见解%这些概念都是以下定义的方式来试图探索和回答

"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分析和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都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的界定

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有所触及$有所探索%然而$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定义的概念$虽然界定了思

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接触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但是定义或概念的内涵还不能完全等同于本质%因

此$要通过科学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内涵来深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四&归纳综合法!总结实践看本质

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还要总结实践看本质$即通过全面深入地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洞察不

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归纳综合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丰富经验$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感性认

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共同的&根本的&必然的&稳定的东西$把握思想政治教育

的本质%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也是探索和把握事物本质的基础%只有在实践中$我们才能接触和感知事物的

现象$积累实践的丰富经验$并在变革现实事物的过程中逐渐暴露事物的本质%然而$实践并不能使人

们自然而然地形成对于本质的认识$只有把实践中的感觉&经验以及对逐渐暴露的事物本质的主观反映

加以总结&归纳&综合&凝练$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真正深入事物的内部$形成对事物本质的

深刻理解$解决事物的本质问题%"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

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

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

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毛泽东$

$&&$

!

#JN+#JO

)

要深入认识某种事物$认识该种事物的本质$只能依靠实践%

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让事物的本质暴露出来$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

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接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

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

(毛

泽东$

$&&$

!

#JO

)

通过实践接触事物的感觉材料$只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步$还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要把握

事物的本质$必须通过实践总结$十分丰富地占有材料$并对符合实际的材料进行综合&整理和改造$由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对外部现象的认识上升到对内在本质的认识%"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

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

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

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毛泽东$

$&&$

!

#&%

)

因此$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必然立足实践&总结实

践&升华实践$创造正确的概念和论理$形成正确的理性认识$深刻反映和把握事物的本质%

探索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同样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改造人的

主观世界来改造客观世界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只有全面&深入地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才能接

触思想政治教育纷纭复杂的现象$积累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经验$在变革人们现实思想与行为的过程中

暴露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感觉&经验等等加以归纳&总结&综合$把感性

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揭示各个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共同的&根本的&稳定的&必然的东西$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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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和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这也就是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过程%例

如$要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我们就需要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把党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概括总结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共同的&根本的&稳定的&

必然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发现和揭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这就是江泽民所说的!"党的思想

政治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的工作%#

(江泽民$

#%%N

!

&7

)

这是

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科学总结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高度概括%可见$探索和揭示党的思

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总结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实践$归纳综合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经验$形

成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深刻认识%若要探索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本质$也必须占有十分

丰富且符合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材料$全面归纳综合各个阶级&各个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思

想政治教育实践样式和丰富现象$分析&揭示贯穿于一切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存在的普遍的&根本

的&稳定的&必然的东西$才能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科学概括%

综上所述$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科学抽象法&把握关系看本质的矛盾分析法&分析概念看本质的内涵

揭示法和总结实践看本质的归纳综合法$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索中$各具所长&各显其能$只有相互

结合$综合运用$才能做到优势互补$有效揭示和深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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