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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性探讨

A N A P P R O A C H T O T H E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O F I D E A L O G I C A L

A N D P O L I T I C A L E D U C A T IO N C O U R S E

计慧真 J1 H u i
一 z h e n

(上海水产大学
,

2 0 0 0 9 0 ) ( S h a n g h a ; F z s h e r ; e s
U

n ; v e r s ity
,

2 0 0 0 9 0 )

提 要 在新的形势下
,

思想政治理论 课作为德育的一个重要环节
,

应该受到重视
。

文章从

高校各级领导在 思想上对它的重视
、

建立一支得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
、

改善教育者的工作

环境
,

校园文化建设
、

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几个角度
,

探讨了如何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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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
”
剧变以后

,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
,

国际国内存在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有

所蔓延
,

马克思主义
“

过时
” 、 “

无用
”

论便是突出的表现
。

在国 内
,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

社会生活

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高校的德育工作
,

尤其是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教育面临着许多

新情况和新问题
。

由于国内的一些地区和部门
,

在工作中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忽视
,

拜金主义
、

享乐主义
、

极端个人主义等沉渣泛起
,

出现了盲 目照搬
、

崇洋媚外
、

民族虚无主义以

及其他一些与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的腐败和丑恶现象
。

一些高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淡化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倾向
。

学生中也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厌学情绪
。

高校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课的教育
、

教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

思想教育工作是不是可有可无呢 ?古今中外
,

忽视思想道德的教育所带来的后果
,

可谓是

令人休 目惊心的
。

在西方
,

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 中都发生了两个文明的严重失衡现象
。

一

方面是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
,

另一方面却是精 神空虚
,

道德伦丧
,

社会弊端丛生
。

在我 国
,

改革

开放后的十来年里
,

也曾经发生过这种失误
,

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

1 9 8 9年政治风波前后
,

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
: “
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

,

对年轻娃娃
、

青年学生教育不够
,

思想

政治工作薄弱了
,

教育发展不够
。 ’ ,

① 目前
,

一部分学生不是
“ 志大才疏

” ,

而是
“

才大志疏
” ,

他们

的信念
、

意志不足以支撑学业和事业
。

如果长此以往
,

等到他们掌管事业的时候
,

其严重后果将

是可想而知的
。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

不但需要大量业务精湛的各级各类专业人才
,

而且需要一

批信念坚定
、

善于治党治国的政治栋梁
。

否则
,

事业难以兴旺发达
,

国家难以长治久安
。

那么
,

在新的形势下
,

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德育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
,

究竟应该摆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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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地位上呢? 思想教育不可偏废
,

而且必须重视
。

对此
,

《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

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 见 》明确指出
: “

现在和今后一二十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
,

他们的思想

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
,

直接关系到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面貌
,

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

略 目标能 否实现
,

关 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础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

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
,

以战略

的眼光来认识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
。 ”

明确了上述工作的重要性后
,

我们探讨在新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 ·

首先是高校的各级领导要从思想上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教育
。

特别注意处理 好思想教

育和智育的关系
,

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智育是硬指标
,

思想教育是软指标的
“

一手硬
,

一手软
”

的

倾向
,

使高校的行政和党委二个系统都能切实地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领导
。

具体的做法
,

就是
:

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
。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
。

大家
,

特别是领

导应该以对待一门学科的态度来对待它
。

在教学规划中要充分重视它
,

把它当作重点课程来扶

植
,

为它创造一个良好的
“

学科环境
’ ,. 。

取得一种与其他专业课程同等的教学与研究的地位
。

其次要建立一支得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
。

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完成
、

目标的实现取

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执行情况
。

因此
,

健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是 目前加强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基础工作
,

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去建设一支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队伍
:

①要有充足的数量
,

保证工作的全面展开
;②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

,

教育者自身应该坚信

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
,

应该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
,

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
,

认识到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

他们应该在新的条件下
,

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
,

对复杂

的经济环境
、

政治环境有清醒的
、

正确的认识
。

③要有较好的职业道德和较高的业务水平
。

教育

者在新的挑战面前
,

要刻苦钻研
,

提高业务水平
,

要不断地认识新的形势
,

掌握新的政策
,

抛弃

旧观念
,

旧知识
,

跟上时代的步伐
。

要成为一个善于解决新问题
、

新情况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教

育者
。

要遵照江泽 民同志在一九九四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求
,

担负起
“

以科学

的理论武装人
,

以正确的舆论 引导人
,

以高 尚的精神塑造 人
,

以 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

的崇高使

命②
。

④要有一支专业的骨干队伍
,

以保障思想教育工作队伍的稳定
,

同时建立广泛 的兼职队

伍
,

调动社会各界来积极参与
。

第三
,

改善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工作环境
。

由于思想政 治教育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

效

果往往不是在短期 内就能充分体现出来的
,

常易被忽视甚至被轻视
。

具体表现为对德育工作的

投入不足
、

重视不够
,

思想政治教育者也往往不具备相应的 社会地位
,

造成思想教育的
“

硬环

境
”

薄弱
, “

软环境
”
不佳

。

所以我们要想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有效性
,

应该保证经费的投入
,

改善教育者的物质条件
,

提高教师 的地位待遇
。

应该结合实 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
,

如理论教

师的进修深造
、

职务职称评定时倾斜等
,

从多种角度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工作创造环境
。

第四
,

要想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性
,

还需大力加强 校园文化建设
。

因为
,

环境是人创

造的
,

它一旦生成便会对创造它的主体产生一定的反作用
。

恩格斯曾经说过
: “
人们 自觉地或

不 自觉地
,

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一从他们进行的生产和交换

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 ’ ,

③因此
,

每天处在学生耳濡 目染中的校园文化
,

可以反过

来引导他们的思想
。

比如说
,

在学校的氛围中
,

提倡什么
、

赞扬什么
、

尊崇什么
,

会在一定程度上

②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 习纲 要 》
,

学 习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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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们的价值取向
,

久而久之
,

会对学生的价值观产生重大的影响
。

因此
,

我们

应该有效地利用校园文化这块 阵地
,

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部分 内容贯穿到学生们的 日常生活

中去
,

让他们更直接地受到教育
。

我们可以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问广大学生宣传党的改革开放

政策的重要性
,

通过 图片
、

宣传栏
、

电视录像等形式 向他们展示这些年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下取

得的成就
。

可以说
,

任何个 人的说教都不如
一

个良好的校园 文化氛围给学 生的影响更全面
、

更

经常
、

更持久
。

下面我们就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来谈 一 下如何提高它的有效性
。

首先
,

应该从教学内容上加以革新
,

要克服以 往教学过程 中的空泛
,

即笼统的要求多
,

可操

作性差
;
狭窄

,

缺少许多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二十一世纪社会发展要求的内容
。

在新

的条件和形势下
,

我们要用科学的理论
,

引导学生树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

政治方向
,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 贯穿到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
、

集体主义教育

和社会主义教育 中去
,

注意把学生的爱国热情
_

上升为坚 定的科学的理念
。

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思

潮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

并且不断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的认

识
,

使学生真正懂得
: “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才能发展 中国
”
以 及

“

什么是社会主义
,

怎样

才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
” ,

自觉担负起跨世纪的历 史责任
。

此外
,

现在正处于改革时期
,

不可

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
,

在观察社会现象
、

评价改革措施的价值标准上
,

避免陷入姓资姓社的

抽象争论
,

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
“

是否三 个有利 于
”

作为最秉要的价值尺度
。

在目前我们所处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社会主义现象不可能单纯划 一 不可能 只有
“

利
”

而没有
“

弊
” ,

一些政策也

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起来
。

因此
,

在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
,

我们要让学生学会正确理解
,

要旗

帜鲜明地支持和拥护改革
,

提高他们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
。

其次
,

要在教学方式上大胆地改革
。

改变过去思想政治理论课 自我中心
、

自我封闭
、

自我循

环的状况
,

围绕改革建设 的实际进程
,

在
“

结合
” 、 “

渗透
”
和

“
贯穿

”

上下功夫
,

做到理论联系实

践
。

改变照本宣科
,

理论脱离实践 的说教
,

增强教学的针对性
,

有的放矢
,

实事求是
。

具体做法

是
:

找准教材内容理论与实践统 的结合点
,

如把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

邓小平的理论和当

前社会的
、

学生的热点结合
,

突出垂点
,

解决难点
,

向大家讲授一些 目前的股份制
,

现代企业制

度
,

我国的外交政策等
。

还有就是要找出合适的切入点
,

从大学生成长过程的阶段性
、

层次性及

其思想特点与普遍关心的问题找 出教育的切入点
,

因材施教
,

循序渐进
。

例如
.

爱国主义
、

集体

主义
、

社会主义这些主题
,

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受教育
,

那么我们就应该根据大学生的基础知识

和切身经验
,

进入新阶段新层次的内涵和深度
,

教 出新的水平
。

此 外
,

在教学方法上
,

要抓住现

代学 生具有主体意识强
,

要求参与的特点
,

避免在讲课过程中的单一的教师满堂贯
,

填鸭式的

教学
,

要灵活多样
,

贴近实际
,

可以采用学生讨论
、

辩论 的方式加深大家对一些问题的理解
,

可

以采用实地参观 的方式
,

让学生切身地体会到我国经济的发展
。

可以采用教学录相提高大家的

兴趣
,

开阔学生的视野
,

甚至可以采用让学生准备
,

然后 自我讲授
,

再由教师补充的方式
。

总之
,

我们应该根据各个系
、

各个班学生的实际情况
,

发挥他们的 自身优势
,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

激发他们的兴趣
,

创造出更多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
。

相信
,

我们若能全方位地进行配套改革
,

这 门课程一定能摆脱 目前困境而发挥其独特功

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