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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几点理论思考

中闯人民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授 刘建军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 ( 以下简称 《意见 》 )确

认并突出强调 了
“

理想信念教育
”
在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中的
“

核心
”
地位

。

那么
,

什么是
“

理想信念

教育
”

呢 ? 如何从学理上做更具体的理解呢 ? 笔

者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

“

理想信念
”
在这里是一个概念

,

而不是两个

概念
,

它实际上是
“

理想
”
和

“

信念
”
合在一起 而形

成的一个综合性的新概念
。

这个概念是我们在改

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过程 中
,

适应现

实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
。

在此之前
,

我们只有
“

理

想
”

和
“

信念
”
这两个单独的概念

,

它们各有其独立

的含义
。 “

理想
”

一词系从 日语 中借来
,

用以 翻译

西方的 id ea 一词
。

通常指一种关于未来奋斗 目

标的想像
。

而信念则指人 内心确信和秉持的观

念
。

理想是主要指向未来的
,

重在标志人与其奋

斗目标的关系
,

而信念则侧重在面对现在
,

可 以标

志人对所有事情的看法与关系
。

它们相互有交叉

的地方
,

但也不宜相互代替
。

然而
,

它们毕竟属于

同一类精神现象
,

是人类信仰现象中两个基本的

方面
,

都是指人的精神支持与精神追求的
。

从而
,

在我们的语境 中
,

往往不加特意的区分
,

比如
,

邓

小平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含义也是相近的
。

这

样
,

在人们的用语中
,

理想和信念在各 自作为一个

单独概念的同时
,

二者又合在一起
,

并形成一个新

的概念
。

“

理想信念
”
是一个中国式概念

,

具有突出的

中国特色
。

本来
, “

理想信念
”

作为一个综合性概

念其所要表达的内容与范围大体与
“

信仰
”
一词相

同
,

因而似应按照世界通 常的用法而采用
“

信仰
”

一词
。

但由于我国特定的语言语意习惯
, “

信仰
”

并不是一个特别通行的基本概念
。

在我们的传统

口

文化中
, “

信仰
”
一词并不多见

,

几乎只是在汉语佛

经之中才有所体现
,

但也并不那么普遍
。

在马克

思主义学术传统 中
, “

信仰
”

一词也往往特指宗教

或宗教信仰
。

比如
,

当列宁讲
“

信仰主义
”

时
,

并非

指对理想信念的执著态度
,

而是特指一种僧侣主

义或蒙昧主义的态度
。

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

论语言中
,

虽然也有对
“

信仰
”

一词的正面用法
,

但

总不如理想或信念那样讲得多
。

在人 们的印象

中
, “

信仰
”

一词具有某种宗教来源
,

带有强烈的主

观性色彩
,

甚至与某种不切实 际之想像有关 ; 而

“

理想信念
”

则具有世俗文化的来源
,

带有较多的

理性或客观性色彩
。

因而
,

讲马克思主义或共产

主义追求时则往往用
“

理想
”
或

“

信念
” ,

而不用
“

信

仰
”

一词
。

事实上
,

在当代中国
, “

理想信念
”
一词

的产生
,

正是这种中国语境中的产物
。

“

理想信念
”
教育比单纯的

“

理想教育
”

有更丰

富的内容
,

可 以说是更为全面的概念
。

过去
,

我们

对于理想信念方面的教育
,

通常是用
“

理想教育
”

这样的概念
。

事实上是把
“
理想

”
外延放大

,

从广

义上理解
,

使之把信念也包含在内
。

比如
“
四有

”

新人
,

其中的
“

有理想
”
就是一个广义的概括

,

其含

义并不仅仅是有理想 目标而 已
,

也包括
“

有信念
”

这样的内容在内
。

这样来使用
“

理想
”

概念
,

有其

不得已的一面
,

但实际上无限制地突出和放大
“

理

想
”

一词
,

我认为是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理想信念

教育中的一种偏 向
,

即片面强调对未来的理想追

求和理想实现
,

而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在当下生活

中人所应秉持的信念支撑 和信念引导
。

事实上
,

理想与信念作为信仰现象中两个基本方面是相辅

相成的
,

不能突出一个而贬低另一个
。

理想并不

是信仰的全部
,

甚至也不是其中惟一重要的东西
。

理想是以信念为基础的
,

是信仰或信念在未来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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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上的具体体现
。

不能脱离基本立场和信念而孤

立地突出理想 目标
,

更不能只片面强调理想教育

而忽视信念教育
。

把人们的 目光全部吸引到未来

某个理想 目标上
,

让人们急切地期待那个 目标的

实现
,

并不是高明的信仰教育策略
。

我认为 当前

理想信念教育中的一个重点
,

就是加强关于社会

人生基本信念的教育
,

给人们 的实际的生活以价

值导向上的信念引导
。

一个人
,

不论他对社会 主

义的必然胜利和未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是

否相信和追求
,

都应该确立一些在我们社会 中生

活所必须的基本信念
。

如对为人 民服务的信念
,

对集体主义的信念
,

以及爱 国的信念等
。

事实上
,

这些信念本身也是我们所倡导的理想信念的一部

分
。

“

理想信念教育
”
与

“

信仰 教育
”

是什 么 关系

呢 ? 现在
“

信仰教育
”
已成为一个比较重要和流行

的概念
,

它也并不仅仅是指宗教信仰的教育
。

从

这个意义上说
, “

理想信念教育
”
就是

“

信仰教育
” 。

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信仰教育
,

即我国进

行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仰教育
,

而不包括

别的什么信仰的教育
。

《意见 》将这一教育区别为

两个层次
: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

念
,

二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信念
。

这两个方面

的教育是紧密联系相互过渡的
。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共同理想信念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在当

代中国的阶段性表现
,

又是 引导大学生追求 更高

的目标并树立远大理想信念的起点
。

对大学生进

行理想信念教育
,

要适 当区分层次
,

把先进性和广

泛性结合起来
,

引导全体大学生树立共同理想信

念
,

引导部分先进分子树立远大理想信念
。

值得注意的是
,

《意见 》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共同理想信念作了新 的概括
,

即
“

确立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共 同理想和坚定信念
” 。

这一概

括的一个突出特点
,

是从几个方面的组合中综合

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想信念
,

特别是把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共同理想信念的目标

性内容
,

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和信

念中的
“

中国特色
” ,

具 有深刻的爱国主义内涵
。

我们可 以大体上从三个基本方面来把握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的丰富内涵
,

一是对党的

领导的信任
,

这也是社会 主义理想信念不可缺少

的重要 内容 ; 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

和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 的信念
; 三是对推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

理想和信念
。

这三个基本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

共

同构成了我们的共同理想和信念
。

理想信念教育不是一劳永逸 的
。

世界观
、

人

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
,

理想信念的形成
,

不是轻而

易举
、

一跳而就的
,

而是一个长期学习和努力实践

的过程
。

理想信念作为社会生 活的反映
,

它本身

虽然具有很大的稳定性
,

但并不是一成不变
、

一劳

永逸的
,

并不是脱离开社会生活的实际而孤立地

保持 自己的稳定性的
。

相反
,

理想信念与社会生

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始终处于互动之中
。

社

会主义
—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现实的社会主义

运动的反映
,

它必然与生动的现实发生实际的相

互作用
,

并在这个过 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 自己
。

对大多数当代大学生来说
,

他们对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理想信念也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步确立起来

的
,

也需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巩固和

升华
。

理想信念的变化并不可怕
,

因为信念正是

在现实变化的考验中变得更加完善
、

更加坚定的
。

坚定信念的过程是一个与现实相结合
、

与实践相

结合的过程
,

也是一个不断地接受理想信念教育
,

并 自觉地对理想信念进行深人思考的过程
。

要积极探索理想信念教育的规律
。

理想信念

的产生发展是有规律的
,

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也是

有规律的
。

这种规律与思想政治教育总的规律有

共同之处
,

但也有其 自己 的具体特色
。

必须一方

面加强理想信念或信仰的学理研究
,

揭示理想信

念发生发展的规律和信仰教育的一般规律
,

同时

结合我国实际
,

探索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

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规律
。

只有遵循规律

进行教育
,

才能收到应有的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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