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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在重点

开展应用研究的同时，还应加强基础研究，深化思想政治

教育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其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元理

论的研究就是当前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元

理论首先是对整个学科理论作整体性的反思，它区别于对

某一具体理论的反思。其次，元理论将以一种批判的态度

来审视原来学科的理论结构以及其它种种表现，它是一种

超越的视界，意味着一种更高级的逻辑形式。加强思想政

治教育学元理论研究是推进学科建设的关键之举。

褚凤英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专著《思想政治教

育活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就是对思想政治教

育学元理论建设的一种尝试。通览全书，我认为该书在以

下几个方面具有元理论研究的意义和自身的理论特色：

第一，该书突破了原有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局限，以

全新的研究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进行了整体性反

思。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主要是从“社会需要”的角度，

来理解和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从方法论上说，是以

社会为“元点”，通过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已经发生的

作用，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寻找合法性基础。“社会需要

论”的研究范式有其合理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必

不可少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的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

即它忽视了人的存在和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

因而无法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内部进行深层细致地

研究。可以说，已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注重外在力量对

人的思想品德的改变，但对主体的自我创造过程，对人的

自觉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研究不够。

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是唯物史观观察社会历史现象

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褚凤英在博士论文中运用了这一科

学方法，并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人学范式”转向的命

题。从我掌握的情况看，这样明确、系统地提出“范式转

换”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尚属首次。这个观点于

2006年在由我牵头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思

想政治教育学前沿》（褚凤英撰写了其中的“活动研究”部

分）一书中公开发表。近年来，这一研究范式被思想政治

教育学界广泛认同和接受，并对褚凤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

给予了高度评价。

褚凤英的这本新专著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研究范

式，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

的本质、人的主体性、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以及人的权利和

义务、人的自由和平等、人的理想和信念等理论，作为思想

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坚实基础，力图将宏大的

问题转化为感性的具体问题来研究，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

更贴近生活实际。具体地说，本书从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

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出发，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必然

的社会现象，它本身就蕴涵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

和一般逻辑。这也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和那些具有最一般

意义的与人有关的哲学理论命题结合加以思考，从而使思

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获得一种高度和纵深的升华。

第二，该书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基础

之上，把思想政治教育看做现实的个人所参与的主体性活

动，并具有高效性的价值追求。具体地说，就是把思想政

治教育看作人的一种生命活动，看做一种提升和优化人的

生存和发展方式的主体性活动，在此基础上对作为主体性

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结构和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

研究。该书从主体活动的角度，首次明确区分了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教育者的价值引导活动”与“教育对象的思想品

德建构活动”，且对这两种活动均做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并

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主体之间的交互活动来解释两种活动

的关系，从而取得了一定的理论突破，有助于解决了学术

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主客二分的“单主体说”以及所谓“双主

体说”等旷日持久的论争。

第三，该书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范式下，对思想政治教

育学的基本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功能、价值、目

的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

质是调节个人与社会的思想政治关系，促进个人价值取向

与社会价值导向同质发展，以实现个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

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在于促进个人思想品德和社会

思想文化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人本价值，即实

现人对社会思想文化的适应与超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是培养思想品德建构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主体，以“教是为

了不教”达至的境界。这些独到见解都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

总之，这本新专著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以“人的主体

性活动”为切入点，提出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一种“全

新理论范式”，是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研究的一种新尝

试。该书的出版不仅是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

一个新成果，而且也有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转

向，提高其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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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新成果
——褚凤英新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研究》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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