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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对象是人，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即是以

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

的情操感染人，塑造出高品质的人的内在。“人格

魅力”的体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着眼点之一。所谓

“人格”是指人的内在因素的总称，其中较多涉及

道德因素，人格高低是一种道德评价。这种道德评

价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对社会各方面产生着不同

影响。我国曾作为一个崇尚道德理想的东方国家著

称于世，从古至今都较为看重人格形象。流传千古

的训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为有

追求，有责任，有抱负的志士所推崇，尽管时代不

同，各阶级各言论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对于“修身”在

“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所具有的前提意义和关

键作用却歧见不多。所谓的“修身”，就是指人格

的修炼。另外，作为高等师范学校，应将“身正为

范，学应为师。”作为培养目标，其中“身正为

范”位列其首，可见，教育工作的卓有成效，不仅

要落脚于文化素质的提高，更体现于精神品质这一

基础的夯实方面。

在庆祝建党 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80

在论述推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共同进步，促进人们

思想和精神生活全面发展时，强调要“加强和改进

思想政治工作”。这一强调，是对加强和改进思想

政治工作着力点的总概括，而加强有说服力的思想

政治工作，基本着眼点和落脚点之一就是“体现高

尚的人格”。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宣传马列真理宏

扬共产党人的理想与追求，唱响社会主义的主旋

律。我们国家，曾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

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党则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风风雨雨几十年，认识并总结了一系列的真

理，为了继续我们的事业，更应加强对真理的宣

传，对革命道理的推行，所以，政治理论教育肯定

应该理直气壮地讲道理。但是根据江泽民同志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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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示，根据政治理论课的实施目标，我们更关键

地要把重点放在“怎样讲道理”和“讲道理的实效

性上”。而“人格魅力”体现恰好可以有效地解决

这两个问题。“人格魅力”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大概

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

一、施教者应具备“人格魅力”

上文提到江总书记所强调的“有说服力的政治

思想工作”。那么施教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就是

最实实在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

真理具有吸引人，凝聚人 ，鼓舞人的力量， 

所谓真理即是主观意识和客观事实相符合的哲学范

畴，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因

而信服和追求真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问题

并非那样简单。同样的道理，从有些人嘴里讲出

来，就能取信于人，令人心悦诚服；而另一些人讲

出来，则令人不以为然，反而被当作“唱高调”，

使听者产生一种“逆反心理”。都在讲道理，问题

不在于他们说的有什么不同，也不在于谁的言辞更

漂亮，更动人，而在于各人的“人格形象”不同。

我国自古就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令不从。”的说法。群众中也流行“打铁先要自身

硬”的口头禅。认识真理往往需要经历曲折艰难的

过程，而宣讲真理的人带头实践真理，起到示范作

用无疑会在学生认识真理的过程中起到推动的作

用，因此，施教者的“人格魅力”在教学中实际就

是活生生的事例，形象生动的标本。鲁迅先生到中

山大学不久，就有很多青年南下，慕名而访。每每

课堂上除了正式的中山大学学生，过道空地则全被

来访者们占据，之所以如此认真耐心地倾听先生的

指正和教育，大部分原因在于鲁迅先生夺目的“人

格魅力”的吸引。他自身对真理的追求和实践，他

“横眉冷对千夫指，府首甘为孺子牛”的身体力

行，早已对他要灌输给青年的道理作了最好的诠

释。朱自清宁死不食 嗟来之食 ，使得清华园中的" "

文理学子在为他的名篇佳作喝彩的同时，更为其轻

是非重气节的举止深深叹服。不再多想，单看创建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我国

“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创建者，这些理论大师们何

尝又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巨人，邓小平同志在解放

前后“三起三落”的政治生活经历完全可以成为中

国人坚忍不拔的形象体现。那种自私自利，呆板粗

暴的教师尚未讲课就已让学生充满“叛逆心理”，

如何谈及思想政治教育。

在目前的学校教育中，政治思想教育由于其普

遍性和基础性，所以大都被安排为公共课，相对于

专业课，使学生对其较易产生忽视的心态，再加上

有的学校在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流于表面化和形式

化，所以政治思想教育往往陷入一种“挂得高，用

的少”的尴尬境地。这就更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

育工作者来落实这项教育。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即

可以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方面作相应

工作，加强教师的政治修养，理论修养和道德修

养。

二、以生活中的实例形成一股

具有影响力的宏大的人格力量

古往今来，现实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

真人真事和我国意识形态结合而成的大环境在某种

程度上影响熏陶着社会中的个体。而个体的“人格

魅力”又能形成一股合力宏扬着优良的传统，强化

了时代精神。

“气节”是中国古代道德文化所独有的概念，

充分地体现着中华民族对道德美，人格美的理解。

唐诗中有“竹死不改节，花落有余香”，“玉碎不

改白，竹焚不毁节。”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

象，不仅是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不解，甚至有

些中国青年也不太明白，同是中国“留取丹心照汗

青”，同样具有高尚气节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

选择死，而司马迁却不惜带辱而活。实际上这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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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生死的不一样恰恰是一样的原因引起的，即民族

气节至高无上，这便是对祖国，对民族无限忠诚的

人格品质的体现，正是这种伟大的人格精神的激

励，中国人才将自己塑造成了一批气节高尚的民族

英雄和志士志人，而整个民族更是凝聚成了堂堂正

正，不卑不亢的群体。 年 月 日接管运营的青1984 5 1

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迄今为止仍是全

国铁路既有线里最艰苦的一条铁路。 年来，青藏18

线万名职工不畏艰险，默默奉献，用自己的心血和

汗水培养凝练和总结出了“青藏线精神”。“青藏

线精神”包括了：扎根高原的吃苦精神，立足本职

的创业精神，协作友爱的团结精神，默默无闻的奉

献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与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相符，而且对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有一定的丰富和完

善作用。同时又因为它是从真人真事中反映出来

的，所以更具有说服力。虽则默默无闻，但是其中

“人格魅力”所展示的光辉更具有政治上的号召

力，情感上的凝聚力。优良传统构建的文化底蕴和

时代精神所倡导的价值取向，可以较之课堂教学更

全面。更直接地影响学生的世界观，从而使学生在

正确的评判之下不断吸取“真、善、美”，以使自

身的“人格力量”得到不断的强化，展示出“人格

魅力”，汇入社会的整体精神之中，丰富社会精神

文明建设的合力，对个体发展起到更有力的影响。

最终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三、落脚点是学生具备“人格魅力”

我们宣传真理，宣传真理的目的是实践真理。

真理不是束之高阁，供人欣赏的对象，而是身体力

行积极实践的对象。有不少学生学习政治理论课，

考试成绩很高，但平时言谈举止却背道而驰。这就

说明政治理论课在这些学生身上没有体现出实效

性。而学生一旦具备了相当的“人格品质”，则证

明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理论已经为学生理解，并内

化为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这种素质和能力可以使学

生在脱离学校教育后亦能更自觉、更独立、更富有

创造意识和责任感地从事社会实践。我们党强调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到本世纪中叶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发工作”，担负这一

重任的骨干力量必定有当代的青年。青年兴则国家

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今社会使青年获得了更多

的选择权利和成长的机会。但在国际国内大环境的

影响下青年一代身上还反映出一些与我国国情和时

代要求不和谐的现象，如“厌学风”，“讲排

场”，“向钱看”等不良风气开始在学校盛行。这

就更要求我们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使青少

年的人格得到健全的发展。青年人格健全的程度影

响到个人素质与能力的培养，而青年素质的高低决

定着民族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应当肯定青年的主

流是好的，当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南使馆

时，当美军侦察机侵犯我国领空时，当北京申奥成

功时，广大青年表现出的爱国热情和奋发图强的精

神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只是他们身上确实存在一些

不良倾向，我们应当认真分析其问题的社会根源和

思想根源，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帮助青年健

全其人格品质，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宣讲真理为主要内容，真理

却和人格力量密不可分，人格力量要靠真理的力量

去陶冶、锻炼，而实践真理及真理的力量也同样需

要人格的力量来支撑和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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