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拓新之作
———评付安玲的《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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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问题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的
“合法性”，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中处于前沿位
置和基础地位。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在整个思
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中更为基础，关系到思想政治
教育的逻辑起点，对确证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
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纵深发展、全
面改革深入推进、伟大事业举世瞩目、人的观念深刻
变革。一方面，个体的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平等意
识、参与意识等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自
身弊端和西方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个人主义、拜金
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社会领域中各种深层次矛盾
不断显现，腐败问题、食品安全问题、道德冷漠问题、
环境污染问题等使个体无所适从，陷入普遍的道德
焦虑，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产生
怀疑。如何回应现实问题的挑战，引导个体形成对当
前社会问题的正确认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
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根本一致性，从根本上
解决好个体的思想和道德问题，确立正确的个人观，
都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
付安玲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导的第一位博

士生，该专著是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
成的。《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论》立足于哲学价值
论视角，以哲学价值概念为切入点，从历史与现实两
个维度对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论关
联及与社会问题的现实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阐述
了思想政治教育之于个体的生命存在价值、社会存
在价值和精神存在价值，探讨大数据时代个体数字
化生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新价值，探究个体价值的
实现和评价。具体而言，该书有以下特点。
一是成果意义重大。习近平指出，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

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强调要坚持“立德树
人”这一中心环节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
育“立德树人”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对人的问题的
关注。唯物史观认为，个体是组成社会有机体的基
础和细胞，社会是个体实践活动的总和。思想政治
教育面对的首先是一个个处于社会关系中发展变
化着的“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构成了思想
政治教育个体价值的逻辑起点。根据马克思关于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不同时代
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当时的现实需要，体现不
同的时代特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
活动，应以鲜活的社会现实为实践基础，以当今中
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为话语背景。研究思想政治教
育个体价值并不代表提倡个人主义，恰恰相反，正
是因为当今社会中的个人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物质世界的极端丰富与精神世界的极度贫困，传
统道德的解构和断裂的加剧与新价值的重构和整
合的缺失，西方价值观的强势渗透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黯然失语，个人主义的泛滥与集体主
义缺位的矛盾日益突出。处于种种撕裂状态中的
个体，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为自己释疑解惑、解
决精神世界的矛盾和价值观的冲突，完善道德品
质、构建精神家园；期待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深入人
的内心、触及人的灵魂、关注人的成长、丰富人的
精神世界；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信息化、大数据等
科技进步，为人们的发展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使数
字化生存中的每个人面临新的困惑，思想政治教
育在大数据时代应当如何为个体释疑解惑，如何
帮助个体适应数字化生存方式，克服人的虚无存
在、提升人的“幸福感”“获得感”等，这些都是有待
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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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个体价值这一选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强
烈的现实针对性，其研究的现实意义重大。

二是阐述深入创新。付安玲撰写的专著以价值
论为理论分析工具，立足于当代社会中人的发展困
境以及大数据时代人的数字化存在的现实，以历史
探源和现实反思为论证前提，建基于思想政治教育
与马克思主义人学和现实问题的理论关联和现实关
系，深入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个体的生命存在、
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 3个层面的价值表现，并尝试
探讨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体数字化生存
的新价值；针对个体自身发展的差异性和价值实现
程度不同，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在纵向上划
分为 4个层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唤醒应有的
价值理性、达成高度的价值自觉和实现全面的价值
自由。4个层次相互渗透、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是从
感性到理性、从自发到自觉、从内化到外化、从必然
到自由的过程；深入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
弱化的深层原因。指出了以往不少研究成果只是从
个体价值被忽视的现象出发，经验地得出应当重视
个体价值，却没有从哲学意义上探寻其根本原因在
于人们在认识论上将价值问题等同于事实问题，导
致在方法论上把本来应该关注人的个性和主体性的
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科学主义的教育，采取标准
化、“去个性化”的方法，必然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
“人学空场”。上述观点，大多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进
行的首次探讨，也是本专著的创新点所在。

三是价值导向正确。其一，坚持社会价值与个
体价值的辩证统一。价值具有属人性，思想政治教
育的价值主体必然是人。“人”可以是社会或个体，
同样，构成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主体的，也可以是社
会或个体。社会包含无数个体，无数个体形成社会，
二者本身就密不可分，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同样互
相依存、密不可分。社会价值必须也只能通过一个
个个体来实现，个体是促进社会价值实现的主体，
个体价值是基础，社会价值是综合表征。思想政治
教育的对象不是抽象的“社会”，而是具体的个体，
绝对无个体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可想象的。研
究个体价值，绝不是忽视社会价值，片面强调或夸
大个体价值的地位，而是要坚持二者的辩证统一。
其二，坚持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辩证统一。该专
著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在提升和优化人的整体素质，

完善人的个性，提升人的思想道德境界，促进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等方面体现目的价值。而工具价值则
是指通过对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和发展的价值。从哲学意
义上来讲，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工具）。为国家和
社会服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但是，如果
只重视工具价值，忽视目的价值甚至将其片面依附
于工具价值，思想政治教育也只会变成为抽象的
“社会”服务的工具，势必无法取得实效。思想政治
教育也就变成了空洞的说教，工具价值也就成了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便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思想政
治教育的工具价值，也必须重视其目的价值。更何
况，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以人的发展为动力和归宿
的，最终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研究个
体价值应坚持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辩证统一。其
三，坚持人学范式与社会哲学范式的辩证统一。人
学范式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属人性，社会哲学范式
强调意识形态性，二者的出发点一个是社会，一个
是“现实的个人”。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应该坚持
社会哲学范式还是人学范式问题上争论不休，其根
本原因在于人为地将社会与个人割裂开来。在马克
思主义看来，个人与社会密不可分，社会发展与个
人发展是一致的，个人的社会化能够促进社会发
展，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取决于个体的社会化程
度，同时社会发展为个人向更高层次发展提供了现
实基础和前提条件。研究个体价值，不是只强调思
想政治教育的人学范式，更“不是对社会哲学范式
的推倒重来，而是继承基础上的超越。”是为了适应
社会发展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坚持意识形态性的
前提下，尊重个体发展的新特点，最大限度地实现
社会哲学范式和人学范式的辩证统一。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的研究不
仅成为一个具有极大理论价值的学术性课题，而
且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政治
性课题，它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而这也正是这部著作的价值所在，故该
书堪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的拓新之作。

[责任编辑 张盼]

2018年 12月
第 12期 总第 294期 信息与动态

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