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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机制一词被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之后，因其注重对系统内

部各个组成部分趋向目标的联结和整体运作方式的考察，而逐渐

成为学者们关注和重点研究的对象。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

是对以往研究方式的一种综合，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角度，不

仅涉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主体、客体、媒介、环境等参与要

素，还考察各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整体功能；不仅关注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系统结构，还关注系统结构的动态化运作方

式和运作过程。本书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管

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以整体性研究为出发点，对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机制的基本问题，包括基本概念、理论依据、结构要素以及

内在机理、运行状态等进行了解构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具体考

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七个子机制运行的一般模式。最后，论

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有效运行的保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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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值此出版之际，

也想向给予我关心、支持与鼓励的所有领导、老师、同学表示最

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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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第一章　导　　论

　　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就是把促使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趋

向目标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运作方式作为研究对象。这种研

究不仅仅局限于考察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的构成要素及

相互关系，更重要的是视其为一个运动的整体，从总体上把握其

基本状态，从不同角度去探索其整体性功能。它把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机制看作是复杂的系统现象，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

素的整体性功能与运行规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每一个具体

层面上各要素的系统结合方式，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情况，要素联结产生的功能，机制形成的内在机理和影响因素

以及整个机制的运行状态等等。不言而喻，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

制是一种多层次、多侧面、多维度、有机的、动态的系统结构，

比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有着更为宽广、复杂的作用和

范围。

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是对以往研究方式的一种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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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因此，在具体研究之前，有必

要对研究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框架以及研究方法作

一个概要的说明。

　　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研究的缘起

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纳入人们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思

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绝

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和社会主义思

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及实践的发展来决定的。

　　 （一）时代的重要课题

现实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期待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思

想政治教育对于时代而言所具有的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发展需求。同时，时代的发展也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

出了新的挑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注入了

新的生机和活力，使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在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

２



第一章　导　　论

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社会转型，体制转

轨，社会结构和利益集团急剧分化整合，社会组织结构新旧交

替，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正如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一些领域道德失范，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

社会公害。”结果社会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即整个社会发

生思想道德危机，适应新时代的主导性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还

没有构建起来或者还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个人的思想道德

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的约束，不可避免地凸现出矛盾、无

序、混乱的特征，这无疑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挑战。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开拓了新的发展领域，人们

的眼界视野、心理状态、能力水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全

球化的浪潮使人们传统的封闭思维方式受到了开放、创新、融合

等现代社会意识的猛烈冲击；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获

得信息的渠道，接受信息的能力大为改观；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

组织的不断涌现，使社会成员的活动在更广范围和更深程度上不

断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任务、内容和方

法都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固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已经不能

适应这种变化的需要，迫切要求我们树立起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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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作出新的构建，在理论探索

中寻求学科的自我理论完善；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新的视

角，建立健全适应时代要求的工作机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理

论与实践创新来改变工作局面。这一理念的提出是社会发展和时

代进步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服

务社会，与时俱进的需要。

２０００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党

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可有可无、无所作为，而是必不可少，大有

可为的。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思想政治工作要在继承和发扬优良

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

力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是要在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效

性、主动性上下功夫。”《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的若干意见》也指出， “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充分调动社会各

方面的积极性，形成职责明确，齐抓共管覆盖全社会的工作机

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

见》中提到了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２１个方面的机

制建设。由此可见，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进行深入思考和研

究无疑成为时代的重要课题之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

４



第一章　导　　论

题，并且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在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并列的突出位置。面对和谐社会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

我们党明确提出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胡锦涛强调，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和改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领

导，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建立有

效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 “要

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党的

十七次代表大会更是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科学发展观与和谐

社会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党的十八大用２４个字概括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重要论述既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研究

提供了富有时代性的要求，也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的研究提

供了理论指导，我们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纳入和谐社会的视

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另一方

面，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在和谐社会中必然可以发挥重要的功

能，其作用会日益彰显。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情况下，人们所处

的环境更加社会化、复杂化，影响人们思想政治教育的因素是多

方面的、多渠道的、开放式的，建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

制，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功能，更好地为和谐社会建设服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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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就显得更有必要。因此，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积极探讨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具有时代价值和

重要意义。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发展需要

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研究作为一个

重要课题是基于这样的几个判断，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整

体的过程。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科学的体系。第三，思想

政治教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的把握，

意味着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整体研究、科学研究与动态研究的

统一。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现状要求深化思想政治教育

整体性的思考。综观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

积极的研究成果，但是从整体上看，单视角性和微观性的研究仍

然占据主要位置，研究大多选取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某一方面或某

一个具体事例进行研究，很少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层面作出深

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由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主客体、内

容、方法等几大部分构成的整体，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就必然要对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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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主要要素作具体研究。局部的、微观研究必不可少，而且还

往往是研究深入展开的需要，但思想政治教育局部的个别的研究

只有建立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更

加深刻和深入。这是因为：第一，新形势下，影响思想政治教育

的因素是全方位的，多渠道的，片面的研究很难为思想政治教育

提供一个全面的基础。整体性研究才是准确而完整地认识事物的

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防止和杜绝形而上学的基本保证；第

二，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个组成要素按照某

些机理组成整体时，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某种质的变化， “整体

大于部分之和即整体功能并非各部分之代数和。系统只能被当作

一个整体来对待，整体性与机械代数和论正好相反”；① 第三，整

体性的研究必然要考察内在要素的联系性。正如一部机器的整体

功能必须由各个部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来实现。所以

“不能只是孤立地研究部分和过程，还必须解决使它们统一起来

的组织和秩序中发现的决定性的问题———来自各部分的动态相互

作用，并使孤立与整体研究的各部分的行为有所不同。”② 由此可

见，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整体性研究，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７

①

②

［美］福瑞蒙特·卡斯特等： 《一般系统论在组织和管理学中的应用》，载竹立家等译：
《国外组织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５７页。

［美］贝塔兰菲著：《一般系统论》，秋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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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内在要求。把机制引进到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就是要从整

体上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规律。 “有关运行机制的考察都是

一个综合的过程，也就是把各个部分的分析、研究的结果综合成

有机的整体来研究其整体的功能。”①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是对

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整体研究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它不是对个别

的、局部的研究的否定，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从系统

的整体价值出发，关注各要素怎样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协同作

用，整体发挥功能。

其次，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纳入理论研究的视野有助于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进程。我们说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科学

性，是说它有特定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和

研究方法，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和理论体系，有自身固有的基本矛

盾和客观规律，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思想政治教育科学体系的建

立是一个长期综合的过程，需要全方面的共同努力。研究思想政

治教育过程机制必然涉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的内涵、特点、

理论基础和体系构成，这些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中需要探

讨和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科学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的研究，可以拓宽视野，推

８

① 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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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科细化和科学化的进程。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过

程机制研究带来了研究角度的一次跃迁，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

供了一个新的范式。 “没有范式，便没有科学，因为范式是理论

化了的坐标或罗盘。以此坐标为底基，才有可能将某一研究范围

归类与规范化。”① 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这样一个新的视角

和范式，能够帮助我们科学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问题。过

去，我们在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时，常说 “思想

政治教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这种复杂过程是如何具体体现

的？却无法进行深入的阐释，只能停留在认识的表面上，缺乏理

论的深度。而当我们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这一新的框架来

解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时，就可以从思想政治

教育过程中各种要素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

的整体功能来入手，从而科学地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过程。

因此，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中

来，不但可以增强理论研究和方法研究的系统性，而且可以从研

究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联结和作用过程中得到更深层的启示，更

好地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本质及内在规律，不断深化思想政

治教育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一步走向

９

① 波塞尔·汉斯：《科学：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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