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其可信,觉其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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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 使学员知其可信,又觉其可爱, 教员授课时要做到政治性与人本性、理论

性与情感性、科学性与艺术性、!面对面∀与 !键对键∀、教员业务素质与个人品德的 !五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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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员进行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渠道和主阵地。充分发挥其作用, 是军队完成

!三个提供、一个发挥 ∀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但是

一提起思想政治理论课,人们便把枯燥乏味、空洞抽

象的说教与之等同起来。如何在各种信息漫天飞

舞、不同思想文化竞相争锋的信息化时代,增强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摆脱尴尬境地,使学

员知其可信,又觉其可爱,笔者认为, 关键是要坚持

如下 !五个统一∀。
一 政治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邓小平同志曾坚定地指出: !学校应该永远把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 1]
作为思想政

治教育主渠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政治性原则是其

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传授知识固然重要, 但思想

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使学员掌握

知识, 它更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学习知识, 整合意识

形态, 培养政治意识,谋求政治认同, 锻造政治敏感

性,提升政治素养。尤其是面对当前国内国际的复

杂形势,思想政治理论课应毫不动摇地坚持政治性

第一的原则。目前,国内多元文化不断迭起,通俗文

化广泛流传,西方文化进一步渗透,网络文化四面冲

击,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社会民主主义、新

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儒化思潮、新左翼思潮、

折中主义等各种理论粉墨登场;在国际上,敌对势力

与我争夺下一代人的斗争日益尖锐复杂, 方法手段

日益增多;在互联网时代虚拟化的网络空间里,各种

有害的、虚假的信息和不负责任、歪曲事实的言论或

者蓄意反动的内容, 无时不在,也无孔不入, 使学员

困惑迷惘。在这个 !乱花渐欲迷人眼 ∀的信息化条

件下,为了正确引导学员清醒地认识当今世界和当

代中国发展的大势,使他们做到思想上始终清醒,政

治上始终坚定,更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

态性,更要树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然而,过犹不及的道理与实践也告诉我们, !为

了政治而政治 ∀、!政治性压倒一切∀、!意识形态极
端化 ∀等并不能使我们更好地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政治方向性。多少年来, 由于政治理论课在强调

政治性的同时,往往忽视了教学对象的主体性,忽视

了对学员人格的塑造与完善, 把其政治性特质看成

是一种跟风的刻板教条, 只能讲那些永远正确的大

话、空话, 好象不这样讲就不能体现其政治方向的正

确性。这种极端的口号式政治说教, 表面上很响亮

很正确,但实际上恰恰削弱了其政治性,使得思想政

治理论课变得要么庸俗化和功利化,要么泛政治化。

使其涉及到的所有伟大思想,变得象秋天的枯叶,死

气沉沉,味同嚼蜡, 不仅倒了思想的胃口,而且抹杀

了思想本身。其实,我们之所以设置思想政治理论

课, 根本目标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在大是大非面前

具有良好鉴别力、政治思想素质过硬的人才,而不是

把他们看成是控制与驯服的对象, 把他们培养成俯

首帖耳、唯唯诺诺之徒。

118

第 13卷 � 第 3期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V o.l 13 No. 3
� 2008年 6月� JOURNAL OF HUNAN UN 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 IAL SC IENCES EDITION Jun. 2008

 收稿日期: 2007- 10- 29

作者简介: 陈 莉,女, 江西赣县人,空军雷达学院政理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陈蔚红,女, 湖北汉川人,空军雷达学院

政工教研室讲师, 硕士研究生。



因此,为了更好地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

就必须要强调学员的主体性,以人为本,尊重学员个

性,坚持政治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思想政治理论课

要为政治服务,归根结底是要为每一个学员这个具

体的 !人 ∀服务。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上指出: !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

作 ∀。人是教育的出发点, 也是教育的归宿, 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 !以学员为本、促进

学员的全面发展 ∀。 !什么时候坚持了以人为本,思

想政治工作就发挥出无穷的威力; 什么时候不坚持

以人为本,思想政治工作就容易走弯路,遭受挫折和

失败∀。[ 2]
不重视学员的主体性, 只是片面的从意识

形态性质出发来强调它的重要性, 实际效果会大打

折扣。只有从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的角度出发,

以浓厚的人情味和亲和力才能影响、打动和感召学

员,才能更好地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方向性。

二 � 理论性与情感性的统一

理论性与情感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两个基本

要素, 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依

存。理论性是灵魂, 情感性是血肉。恩格斯说: !一
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

理论思维。∀ [ 3]
思想政治理论课之所以成为重要的

学科, 使人们信仰并尊崇其阐发的观点与思想,就在

于它的科学性与理论性; 之所以能够发挥强大的作

用,就在于它能正确地总结实践经验,并上升到理论

的高度,科学地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回答重大社会问

题,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与生活。因此,不但要坚持

其理论性,而且还要强调其理论的深度、力度与彻底

性。 !理论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 理论只要彻

底,就能说服人。∀ [ 4]

要培养学员理论意识的自觉性, 使他们自觉接

受并认同国家意识形态, 需要一个将 !批判的武器 ∀

转化为 !武器的批判∀的过程,一个打动和感召学员

心灵的过程,一个引起学员内心共鸣的过程。这个

过程不能靠暴力,也不能靠强迫命令,而只能靠情感

来作媒介。思想政治理论课既要靠真理的力量去启

迪,更要靠情感的力量去推动,因为 !船的力量在帆

上,人的力量在心上∀。
调查表明, 那种脱离学员情感的所谓 !纯学术

性 ∀讲授,不是 !对牛弹琴 ∀, 就是曲高和寡,最终成

为理论空谈。只有理论性而没有情感性, 理论再正

确、再深邃, 也无法找到可以与学员心灵沟通的桥

梁;只有情感性而没有理论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将失

去说服力和可信度。因此,理论要渗透到学员心中,

必须要关注学员关注的问题,留意学员留意的热点,

以学员关心的事件作为切入口, 通过剖析典型事例

来阐发深邃的理论,通过情感体验来解释社会现象,

才能引发学员的思考和感悟, 使他们的主观世界得

到感性的再教育, 实现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再到

理论把握。

三 � 内容科学性与方法艺术性的统一

要把教材的 !理论意义世界 ∀与学员的 !具体生

活世界∀有效融合起来, 要坚持教学内容科学性与

教学方法艺术性的统一。

首先,教学内容必须科学化。思想政治理论课

要能真正做到 !三入∀ � � � 入耳、入脑、入心, 其教学

内容必须要 !三贴近 ∀� � � 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
近学员,要与时俱进地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依

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不断修改与完善,推陈出

新。目前,军事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已经根据 !国
家 2005新课改方案 ∀及总参总政规定,作了及时地

调整,但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许多内容还要进行不

断的更新和补充。

其次,教学方法必须艺术化。科学的内容要用

科学的方法去表达, 在教学中, 是用 !循循善诱, 生

动活泼,扣人心弦 ∀的诱导方式,让学员们慢慢贴近

真理的本质,还是用 !板起面孔, 一本正经, 照本宣

科∀的灌输方式,强制学员接受思想, 其教学效果截

然相反。尤其是对那些 ! 80后∀的教育对象来说, 最

讨厌最反感的教学方式就是呆板的 !填鸭式∀教学,

这往往使得他们 !将孩子同洗澡水一起泼掉 ∀。
因此,换一种思考的角度,换一种说话的口气,

换一种交流的方式,把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与教学方

法的艺术性统一起来,用形象丰富的语言,把深奥的

学术问题通俗化、严肃的政治话题生活化、复杂的社

会问题简单化,才能大大地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亲和力。用朴实的群众语言把那些大道理、大学问、

大视野、大思想、大智慧用幽默的方式向学员娓娓到

来, 才会吸引学员的注意力, 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

!食之无味又弃之可惜∀的鸡肋感觉。

四 � !面对面∀教育与 !键对键 ∀教育的统一

在具有高度开放性和交互性的虚拟世界里, 网

络已经成为学员们进行信息传播、知识获取、思想交

汇、情感碰撞、情绪宣泄的重要平台。但是,网络也

象把 !双刃剑∀,鱼龙混杂、良莠并存的各种信息, 正

在对学员的学习与生活发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国

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借助聊天室、虚

拟社区等方式,有意识地宣扬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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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道德观, 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煽动社会不满情绪。因此, 对这个继陆地、领海、

领空之后的 !第四领土 ∀, 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胡

锦涛主席在 2007年中央政治局第 38次集体学习时

也指出, !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互联

网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有利于

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有利

于扩大宣传思想工作的阵地,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的辐射力和感染力,有利于增强中国的软

实力。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

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切实把互联网建设

好、利用好、管理好。∀目前为了网络安全方面的考

虑,部分军事院校把网络看成是洪水猛兽,采取了消

极防御的方法,限制学员上互联网和军网,这从实际

效果来看,并不是很好的策略。

面对网络信息时代不可逆转、传播迅速的特点,

我们要迅速摈弃 !关起门来进行教育∀的传统观点,

树立 !时不我待 ∀、!守土有责∀和 !抢占高地 ∀的意

识,培养 !开放式的、大课堂、大教育、大政工∀的教

育理念。因为 !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 谎言已经传

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 先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

义还在梳妆打扮的时候, 落后的、腐朽的, 甚至封建

的、反动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已经粉墨登场

了。我们既要 !面对面 ∀地弘扬主流价值文化, 还要

!键对键 ∀地传播党的创新理论, 尽快将课堂延伸到

网上, 引导学员在信息的海洋里学会选择健康有用

的内容,从而掌握主动权, 把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

主阵地。

五 � 教员业务素质与个人品德的统一

!仰其师, 信其道 ∀,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使学生
心服口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教员要成

为学生信服的楷模。

首先,教员要注重理论学习,增强业务素质。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程恩富曾指出: !当前的思想
政治理论课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即教师在吸收中外

相关最新理论方面比较欠缺,往往是简单地带有宣

传性地讲课。∀调查也表明,思想政治理论课说服力

不够、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在于部分教员的理论功

底不够,不能站在思想政治理论发展的前沿,透彻的

讲清道理。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重新整合以后,

新的教学体系给广大教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

教员尽快打开思维定式的束缚, 迅速调整并完善自

身的知识结构,增强教学能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员除了 !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中共党史 ∃、#法律 ∃等学科作为理论和思想的支撑

外, 还需要 #伦理学 ∃、#心理学 ∃、#社会学 ∃等学科

作为理论的和思想的支撑 ∀。[ 5 ]
因此, 加强理论学

习, 提高教学水平是当务之急。

其次,要注重个人的品德修养, 强化敬业精神。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员作为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宣讲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

具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宽广的知识背景和灵活的教

学艺术,还要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前者是用真理

的力量教育与征服学员, 后者是以高尚的人格力量

去影响和感化学员,一个有理想、有信念、有情操、有

风范、有才能的教员, !政治上把握住方向、感情上

把握住原则、行动上把握住分寸、生活上把握住小

节∀,怎能不让学员从内心深处佩服与信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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