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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海教授是国内较早研究思想政

治教育人学取向的学者，早在１９９２年，

其硕士论文 《以马克思主义人论构建青

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模式的探索》就

曾获得北京科技大学的优秀硕士 论 文。

尽管其博士期间转向了社会思潮，特别

是政治思潮领域的研究，但他仍长期跟

踪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人学取向领域的研

究动态，积累了大量相关资料。在中央

提出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之 后，

他以 “思想政治 教 育 的 人 学 构 建 研 究”

为题，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基金项目并获准立项。《思想政治教育

的人学取向》一书就是该课题结项的最

终成果。与同类成果相比较，该著作富

有以下新意和特点：

第一，视角新颖。近年来从人学视

角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有一些，但

是，将人学作为一种学科范式来强化思

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相对较少。该书

立足于学科范式的视角，强调对思想政

治教育人学的专门性研究；运用马克思

主义 人 的 本 质、人 的 主 体 性、人 的 需

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理论，对思想

政治教育的人学取向进行梳理，继而从

协同化、人性化、个性化与人格化等角

度进行深度探究，系统性较强，具有显

著的前沿性，有力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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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第二，脉络清晰。该书的主要内容

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比较研究了中西

方人学思想，接着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的人学思想，继而以马克思

主义人学为理论基础与方法论原则，分

析和指 导 现 代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人 学 研

究。体现出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以思想政治教育人 学 为 研 究 重 点，

从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人的需要和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维度，全面分析思

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取向及其对思想政治

教育要素、过 程、机 制 与 路 径 的 影 响，

思路清晰、重点突出。

第三，结构 严 谨。该 书 结 构 精 巧、

论证严谨科学，在人学范式方面提出了

诸多创新观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

框架：（１）讨论马克思主义人学与思想

政治教育的理论渊源与逻辑关系，论述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取向研究的必要

性、可行性和价值；（２）从人的本质理

论出发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行

为特征，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育人

模式；（３）研究人的主体性理论与思想

政治教育主体互动模式的构建；（４）基

于人的需要理论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人

性化课题；（５）分析论述人的全面发展

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问题；（６）

反思与跨越，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完

成从前范式到范式的历程，需要从人学

取向突破，从认识上、理论上和实践上

跨越，在坚持其意识形态性的同时，进

一步全面体现唯物史观本真精神，展示

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性、实

践性、国际化与通约性。

第四，启发性强。该书以思想政治

教育人学范式的建构作为研究重点，显

示出较高的理论素养与探索创新 精 神，

在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这一研究领域取得

了较大进展，具有较强的启发性：（１）

通过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学思

想，探寻其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逻辑

关系，把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核

心理论 基 础，以 巩 固 其 独 立 的 学 科 地

位，增强其科学性；（２）通过挖掘马克

思主义人的需要理论，追寻了 “思想政

治教育何以产生”这一根源问题，发现

人的内生社会化呼唤着思想政治 教 育，

继而深化和拓展该学科元问题、元理论

的研究；（３）通过挖掘马克思主义人的

本质理论、人的主体性理论和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理论，分析影响人的思想品德

生成的主要社会关系，完善环境预设与

优化的理论，搭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

间交往实践模式，增进人的全面发展与

个性发展的统一。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人学取向

的研究不仅成为一个具有极大理论价值

和历史意义的学术性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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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入

“以人为本”的新常态，而这也正 是 这

部著作的价值所在，故该书堪称研究思

想政治教育 “人学范式”的拓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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