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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序　 言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教师是人才培养的第一责任
人。对于高校而言，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完成高质量的人才培
养任务。当然，教师素质涵盖了诸多层面，例如，专业技能、学
识修养、思想政治素质等各个方面，但对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一根本任务来说，高校教师的思想政
治素质则是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保障。因此，从这个意
义上讲，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在教师综合素质中居于首要地
位。就当前中国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状况而言，政治学
习无疑是提升高校教师思想政治素质的主渠道和最为普遍的形式
载体。所以，如何切实增强政治学习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并以此
提升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
败，乃至于对整个高校的人才培养任务而言，都具有至关重要的
决定性意义。

正是基于对上述意义的深刻领会，本书作者们在２０１０年先
后成功申报了四川省重点思政课题 “增强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
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基于创新政治学习机制的探索”和四川农
业大学重点社科研究课题 “新时期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并就此展开对高校教师政治学习的理论研究工作。本书作者何临
春、江英飒、潘坤、尹君、杨娟、陈从楷、韩庆龙七位同志均为
我校党务职能部门的理论工作者，他们有着合理的学缘专业结
构，具备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一定程度的学术敏锐性。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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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基金的支持下，历时两年时间，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座谈走
访等多种形式，先后对四川省内８所高校做了扎实的调查取样，
获取了较为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在总结提炼田野调查数据材料的
基础上，他们对高校教师政治学习的历史溯源、主要内容、基本
原则、现状剖析，以及如何科学考核评价政治学习的效果做了深
入的探讨与切合实际的设想，并结合四川农业大学多年来在教师
队伍中开展政治学习，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
功经验和近年来实施的部分有益探索，对如何在当前多元文化挑
战和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进一步创新高校教师政治学习提出自
己的一些看法和主张。纵览全书，我认为，本书突出的创新点主
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研究视域上，本书历时性地分析了自新民主主义革
命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期武装思想的政治学习演变
历程，综述了大量反映高校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期投身自我思
想变革的文献材料。这对于完善我国２０世纪知识分子的思想变
革史具有一定程度的贡献。

其次，作为一部思辨性和抽象性都很强的作品，本书没有单
纯地停留在空泛的理论阐述和政策宣讲上。相反，在本书第六章
（高校教师政治学习评估与反馈）中还大胆地运用了统计学的现
代分析模型工具，对如何科学地评价高校教师政治学习效果提供
了较为可行的指标体系。这表现了本书相对于同类理论作品的方
法论勇气。

最后，在学术观点上，本书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表述。例如在
阐明高校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方面，作者提出了针对教师的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 “源教育”功能；在网络话语背景下，作者提
出了高校教师政治学习活动应该把握好话语情感、方式和语境的
调整等主张，这些都是本书增色出彩的亮点之笔。

当然，囿于成书时间比较仓促和调查取样的局限性等诸多制
肘因素，本书难免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我相信，一



序　言

３　　　　

切不完美的创新依旧是创新，并且会在经历读者的阅读和检验后
不断趋于完美。这也正是我对本书抱持乐观肯定态度的原因所
在。

２０１０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将
文化传承与创新界定为高校的一项基本职能；２０１１年，党的十
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社会主义高
校而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必须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旋律予
以有效引导。本书作者着眼于高校教师政治学习的研究，在根本
意义上就是为了思考如何有效地促进高校师生领域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建设，并以此思考如何大力推动高校优秀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本书的付梓，恰逢贯彻实施十七届六中全会
精神一周年之际和全国上下喜迎十八大胜利召开的历史节点。我
认为，这部作品的问世既应该视作是四川农业大学在探讨校园先
进文化传承与创新之路上的一次有益尝试，也可以看做是四川农
业大学喜迎十八大在理论创新上的一份献礼。

是为序。

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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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学习并快乐着

放在我面前的这本 《高校教师政治学习概论》，一下子让我

想起７１年前毛泽东所作的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那个时候，

毛泽东是针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内 “‘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

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

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① 而写的。

眼下，是中国共产党走过９０余年历程的辉煌时代，不仅取

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而且步入了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阶段。“文化是民

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

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

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②

在此，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弘扬，最要紧的就是 “学习”。

学习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值得张扬的精神，孔子的 《论语》

开篇便谈学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学习，并且不断地学习，不仅是一件十分值得高兴的事情，

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９７页。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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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能够与一批远道而来的志同道合的人一块儿学习，更是让

人快乐。

学习并快乐着。

学习求得的就是快乐。通过学习，了解知识、理解知识、掌

握知识、运用知识，不仅学有专长，而且学会为人，不就是一件

快乐的事情？孔子说：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

者。”（《论语·雍也》）此意十分明确，在孔子看来，懂得学习

的人不如喜爱学习的人，喜爱学习的人又不如以学习为快乐的

人。求学为己，不以他人忧而苦闷，不以他人乐而欣喜。

学习之所以能够快乐，不因学习所求的一技之长，而在于学

习是一种全面的人性修养。学习者如此，为人师者更当如此。我

面前的这本 《高校教师政治学习概论》不是教人一技之长之书，

它的意义更在于使人懂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如何正确思考政治学

习、如何正确把握政治学习、如何正确实践政治学习。

我们知道，由于政治在历经了千百年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

这样的经历了上下５０００年的封建专制性发展后，政治给绝大多

数人的直观感觉，就没有良好起来过，总有许多的人自觉与不自

觉地对政治 “谈虎色变”，甚至殃及对政治行为人的情感态度。

其实，政治是一个好东西。它在真正的意义上，是以人的良

性发展为依托的，直接指向性是人类的善。人们就是为了解决相

互之间的权益问题，才赋予了政治存在的生命价值。这正如古希

腊人相信，人是政治的动物一样。亚里士多德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公元

前３８４—前３２２年）在他的 《政治学》一书中，开篇不久就说

道：“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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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政治动物。”① 这充分说明，人在本质上具有政治的倾向

性，具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本性要求。古希腊人相信：人只有通过

政治活动才能实现或完善其本质。

今天来看，排除理想主义色彩，政治却又有着它的历史缺陷

性。当政治被引入权术，仅此作为工具被运用来维护个体的、家

族的和极少数人的权益时，相对于同一社会时代的绝大多数人而

言，政治就具有了恶的倾向性，与政治本身的目的背道而驰。

那么，如何才能够正确理解和把握政治呢？这就必须不断地

学习。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从管理的视觉认为：

“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

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② 此一解释堪称简明，然而古今中

外由于历史进程的不同，由于人们所居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对

于 “管理众人之事”便有着形形色色的理解和看法。怎么管，如

何管？我国政治学家吴恩裕先生说：“政治乃是用公共的强制力

对于众人之事的治理。”③ 英国政治学家麦肯齐却认为：“政治是

‘参加一个社会的全面的管理’的进程。”④ 前者具有国家政府本

位的意念，而后者却显然具有人本主义的味道。同时，政治的确

具有公共的管理性质，但是，并非所有众人的事情都具有政治

性，都需要超越个人之外的他人或机构来管理。

所以，政治一直是颇具争议的话题。有多少对政治问题的研

究，就有多少对政治概念的理解。无论是将 “政治”定义为：

①

②

③

④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７页。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６６１页。

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版，第４～５页。

自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版，第５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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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

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① 还是将 “政治”

定义为：“政治就是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政府运

用公共权力而进行的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过程。”② 政治必定是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客观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之中的，并总是

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相联系的社会现实活动过程，而这种社会

活动过程又必定是为公共权力的获取和占有，及其随之而来的利

益的分配和享有所展开的。同时，这种公共权力的获取和占有，

利益的分配和享有必定具有权威性的保障。

政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并不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现象

和社会关系，它起源于人类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阶段。政治作为

独立的概念，相对于政治活动现象而言要晚出得多，它初现于人

类历史进程中的奴隶社会时期。在西方， “政治”一词读作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词源于古希腊的 “ｐｏｌｉｓ”、 “ｐｏｌｉｔｙ”和 “ｐｏｌｉｔｅｒｉａ”。

在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政治一词

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并对后世西方政治学的研究影响极大。在中

国，“政治”一词早见于 《尚书》，如：“道洽政治，泽润生民。”

（《尚书·毕命》）又 《周礼》有 “掌其政治禁令”（《周礼·遂

人》）等说法。

从政治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性来看，政治是以一种权威的形

式，为维护一定社会中的一定人群的共同利益，以及协调这种利

益的差异和矛盾，规约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而形成、产生和发展

起来的。总之，政治是为 “善”而存在的。

①

②

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版，第８页。

杨光斌主编：《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版，第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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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倡导政治学习，尤其是高校教师的政治学习，不

仅是一种对政治文化了解的需要，而且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得到

极大保护和发展的 “善”的需要。应该说，在当今社会，人们不

断地关心民生，追求民主；关心改革开放，追求生活富裕；关心

个人利益，追求幸福指数。学政治，讲政治，就应当是一种快乐

的事情。

然而，让人揪心的是，对于不少的人来说，学政治、讲政治

似乎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不少人常常关心着自己的利益，但

却难得去弄懂利益对于自己为什么会 “有”的权威性所在。更有

甚者，自己对政治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

荣。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不断地走向辉煌，是中国人民作出了三大

历史的正确选择：一是正确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二是正确地选

择了社会主义，三是正确地选择了改革开放。人们之所以首先选

择了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断地学习的政

党。

中国共产党的９０余年，严格说来就是在不断地用最先进的

理论武装自己、壮大自己的历程，这个历程也就是不断地学习、

学习、再学习的历程。因此，我们才能够如此自信地认为，中国

共产党是一个由科学理论孕育催生、用科学理论武装发展的、具

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９０余年的历

史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是靠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

信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才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夺取革

命、建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实现了国家繁荣富强、

人民安康乐业。

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来源于哪里？就来源于不断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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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习，来源于对政治学习的不倦的态度，来源于一种对待政治

学习欢愉的心情。学习是快乐的，真正懂得如何获取自身利益的

权威性保护，就必须懂得加强对政治的学习，而且应该是一种发

自于内心的欢愉的学习。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曾经写过不少的书，但难得请人作

序，自己也从未代人作序。此次真有些盛情难却，也就开了先

河。谈学习，尤其谈政治学习，我就以前面的话，以一种负责任

的快乐心情来谈，也希望大家真有一种快乐的政治学习心情。

此为序。

２０１２年４月于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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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重视学习和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优势和政治优势，
也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经验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就
是以高校师生为主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学习、宣传、传播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陈独
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
识分子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杰出的贡
献。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我们党都把学习，尤其是政治
理论学习，以及党的理论武装和理论建设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要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要解决
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
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
量”。经过９０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党团结和领导人民完成
和推进了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的顺利完成和有效推进，都是我
们党重视学习和善于学习的成果和证明。

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无产阶级政党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我们党的重视学习和善于学习，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胜利；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
制度的关键和保证；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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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是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泉和动力。
（一）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大力宣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

义，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２０世纪初的中国，阴霾满布，黑云压城。辛亥革命推翻了
封建帝制，成为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崭新
的伟大起点，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３个月就被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整个中国也陷入了四分
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此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虽已伴
随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壮大，但由于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中，除了人数少之外，还受到封建的宗法思想、行帮观念、
宗教迷信及其他种种封建意识和习俗的侵蚀，受小农意识和小生
产者思维方式的影响较深，接受现代教育少，文化水平低，缺乏
民主意识，等等。因此，这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
级而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２０世纪初的世界，潮起潮落，风云
变幻。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争夺殖民地爆发了第
一次世界大战，也改变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格局，使得
中国更加积贫积弱，政府软弱腐败，民不聊生。俄国十月革命的
胜利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希望，也促使中国的先
进分子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学习新的理论和借鉴新的经验。发
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五四运
动，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众掀起的爱国运
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并
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
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加速了建党的
进程。

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就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不二选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
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
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



导　论

３　　　　

———这就是结论。”①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出国勤工俭学的青
年知识分子，他们积极探求真理，认真学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
主要观点，比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以及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并努力用这些新观点观察和
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而且深入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
了解民众的疾苦，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
学习、宣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通过对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
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也使得包括李大钊、陈独
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李达、邓中
夏、蔡和森、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
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
铭、张闻天、罗亦农等在内的一大批先进分子从激进的民主主义
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资源。
实践证明，只有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才能
相继成立。认真学习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重视学习、善于学
习，就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创建的先决条件之一。

（二）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使我们党能够开辟红色革命根
据地，点燃了农村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井冈山时期，朱德、毛泽东领导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
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坚持斗争，保证了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得
到发展，关键一点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由于边
界红军来源于潮汕叶贺旧部、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浏的农
民、湖南的农民、水口山的工人、许克祥等部的俘虏兵及边界各
县的农民，因此红军的成分比较复杂。为了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
悟，必须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此种情

①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４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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