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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利益的生成与
社会环境创设

◇赵 政

一、思想政治教育利益的内涵与生成逻辑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利益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得到呈现与反映的，

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这种关系也

是变化发展的。

第二，规定思想政治教育利益关系性质的是活

动主体需要的满足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利益主体一定是关涉思想

政治教育活动的个体人、群体人甚至类意义上的

人。

第四，利益主体需要对利益关系生产、利益实现

起到积极的诱发、导向作用。

第五，满足需要的内容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

客体是丰富多样的。

第六，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是一种人类区别

于动物的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能动而现实的双向

对象化活动。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利益就是在具体的思

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

的属性，与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利益主体存在和发展

需要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利益生成于主

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同一相互作用过程中，教

育者在传授过程中将自身力量外化至受教育者，实

现主体客体化是获得利益；受教育者在接受过程中

将来自教育者的客体事物，经过自己的选择、加工使

之成为满足自身需要的主体性的东西，实现客体主

体化也是获得利益。

二、思想政治教育利益生成的社会环境创设

（一）积极推动经济利益实现的合作共赢

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强化全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

美好愿景，拓展利益主体广阔的自我发展空间。新

时代的大国公民一定要有共同体意识，思想政治教

育要鼓励并提倡主体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共赢中

实现共同体利益。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提倡利益分

配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强化利益分配结果的合作

共赢。从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利益成果的层面来

说，思想政治教育要努力提高劳动者的身心发展水

平和能力素质，使其保持积极进取的社会心态，教育

人们通过勤学苦练提高劳动技能，通过合法经营公

平参与市场竞争，通过通力合作提升利益空间。从

利益分配的共赢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着力在

人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思想性整合，通过社会利益

观的灌输和社会实践活动，化解受教育者因利益诉

求不同而产生行为的紧张和冲突，形成一种对主体

间利益关系的价值确认和价值肯定。

（二）积极推动政治利益实现的对话协商

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个人的社会化需要，实现个

人政治利益，推动全社会政治环境优化，就应该重视

在民主实践中培养公民的政治信仰和道德信仰。一

是培育社会主义民主治理社会的政治公民。协商民

主的有序开展和发展离不开社会成员良好的民主素

养。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为受教育者提供如政治协

商、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社会议事会等不同层次政

治生活的参与基础条件，在协商对话中培养受教育

者的民主和法治观念，提升其政治参与的技巧和能

力，鼓励其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及理智的政治判断能

力参与社会治理，引导其懂得宽容尊重少数的、弱势

群体的利益诉求并合理作出妥协，实现受教育者作

为社会成员应享有的权利与担负的义务责任的协调

发展。二是搭建利益双向互动沟通平台，化解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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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利益冲突。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旗帜鲜明地

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

动员群众，成为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通

过整合网络、电视、报纸以及各种新兴的多媒体平台

和现代化传输手段，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构建新

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合力平台，宣传、讲解党的民主政

策和方针，提供民主协商、政治参与的信息支持，让

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个体与社会衔接、公民发表意见

的枢纽和便捷窗口，为协商民主发展创造一个稳定

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积极推动精神文化利益实现的创新发展

新时代精神文化利益必须在创新发展中实现真

正的“美好”，从而真正体现其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

和人的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作用。一方面要

增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创新发展中的影响力。

思想政治教育要提高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发展中的整

合力，在受教育者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普及

化、实践化，增强受教育者对先进精神文化成果的认

同感，并在实践中整合受教育者的知识体系、认知体

系、认同体系和信仰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民众的思想道德素

质。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内容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和课程教学

活动凸显出来，弘扬主旋律，传播先进思想，让受教

育者在丰富多样的理论学习中精准把握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并在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中净化

心灵、熏陶情操、升华认知觉悟，使受教育者成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

模范践行者。

（四）积极推动社会利益实现的共建共享

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精准帮扶贫困人口，提

高贫困人群参与社会利益治理的能力。思想政治教

育要着力转变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激发其精神活

力，唤醒其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同时在机会和权利

的提供、增加和保障上做文章，促进贫困人口参与社

会利益治理和社会利益生产，在解决实际利益困难

中授之以渔，真正实现经济脱贫与思想脱贫同步推

进。另一方面，培养全社会共建共享的价值观，营造

良好社会环境。思想政治教育要在理论上论述经济

发展与自然保护、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物质利

益与精神利益之间的关系，切实转变人们的利益思

想观念，促成相关利益主体积极、理性地参与利益的

共建共享过程。一言以蔽之，思想政治教育者要运

用自己的理论先进性和方法专业性促进相关利益各

方理性沟通，使其达成共建共享的认识，形成共建共

享的价值观念，调动利益各方利益创造的积极性，进

而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利益发展水平。

（五）积极推动生态利益实现的绿色节约

一是要加强生态文明理论教育，不断提升受教

育者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自觉地把握个人发展与

资源、环境的和谐关系，积极倡导消费方式的转变，

推进生活方式绿色化，推崇以人的正常合理需要为

目的的可持续的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不断提升精神

消费的比重。二是要发挥生态文明制度的育人功

能，让受教育者熟悉不断完善的人口制度、资源合理

利用制度、环境保护制度、鼓励创新与成果转化制度

等各类奖惩制度，让这些生态文明制度规范、引导个

人的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三是营造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的实践氛围。“破窗效应”告诫我们，越

是在脏乱的环境中，人们越是不注重个人修养，污染

环境的不文明现象越容易发生；相反，环境越优雅、

整洁，人们越能以不文明举止为耻，注意卫生与环境

保护。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组织受教育者以参加环保

志愿活动、植树造林、参观访问等方式到农村去、到

工厂去、到大自然中去，切身感受不同的自然和社会

环境。在体验活动中，使受教育者认识到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紧迫性，培养其生态文明意识，提高其环

保技能，将节约、环保的习惯意识渗透到其日常行为

中去。这一过程也必将带动、感化周围的其他人，从

而不断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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