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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建构研究

——以复杂系统论为视角

邹绍清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30多年来一个十

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基于复杂系统论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从过程论到认识论再到系统论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由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发展、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复杂境遇等决定的。其建构的要求是：

用系统思维统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努力遵循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自身发展的

规律；把握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内在层次结构。这将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创

新和发展的未来趋势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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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30多年来，作为思想

政治教育学科支柱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取得

了较大成就，但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建构

和创新方面还存在不足。20世纪20年代美籍生物学

家L.V.贝塔朗菲创立了一般系统论，到七八十年

代发展为复杂系统理论，为研究和解决现代复杂问

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指导，也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解决复杂环境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提供了崭新的理

论思维和理论视界，极大地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方

法论体系的发展和创新。

一、复杂系统论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论体系建构的内涵

复杂系统理论的精髓主要是整体论、还原论和

融贯论的统一，其方法论注重整体方法与还原方法

相结合、宏观综合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

定性判断相结合、哲学思辨与科学推理相结合。这

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复杂系统问题和

复杂环境提供了崭新的方法理论和视野。为此，结

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发展历程和取得的巨大成

就，试作如下界定：所谓复杂系统论视野下思想政

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建构，是指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论体系经过理论发展和实践检验，其理论体系

逐步从过程论到认识论再到系统论，最后走向以复

杂系统论为视野和逻辑基点建构其理论体系，以满

足日益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需求。其

发展趋势可以用图1表示。这明确地告诉我们：思

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经过长期发展，其理论体系不断

完善，最终将走向以复杂系统论为逻辑基点的方法

理论体系，以融合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

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需求。

思想教育研究

[作者简介] 邹绍清，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基本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0SKB24）。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16.01.008



50
思想理论教育 2016.01

　　
二、复杂系统论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论体系建构的科学依据

复杂系统论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

建构，有着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概括来说，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理论指导不断

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理论指导和理论基础不

断发展，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方法论、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极大地

丰富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

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

法和认识论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者

先后建构了基于过程论的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体系（奠基之作为王玄武教授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论》 [1]）、基于认识论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

系（代表作为郑永廷教授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论》 [2]）、基于矛盾论和发展论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论体系（代表作为黄蓉生教授著的《当代思想政治教

育方法论研究》 [3]）等理论体系。同时，思想政治教

育方法论体系的建构也是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

论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创新的。由此可见，当代思想

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发展一直遵循和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实践认识论，以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的矛盾及其运行发展的顺序来建构，充分体现

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的同一

性，也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和运用具有一致

性。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一个

开放的理论体系，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不仅要

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一体化的发展需要，更要满

足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真正发挥思想政

治教育的“生命线”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发挥服

务、保障、引领作用，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论体系建构要以复杂系统论为视野。

2．复杂系统理论的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建构以复杂系统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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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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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这是由现代自然科学从一般系统论向复杂系

统理论发展决定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复杂

系统科学方法论已取代一般系统论，成为人们从事

纷繁复杂的生物体系统、人脑系统、地理系统、生

态系统及星系系统研究的重要方法。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论体系的发展，也迫切需要摆脱传统思想政治

教育的简单、封闭思维，因而复杂系统理论也就顺

理成章地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发展的新的理

论指导。在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科

学化的大讨论中，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最早主张要用

系统工程论的观点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

以复杂系统论为视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和

方法体系才能满足当前纷繁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的

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的需要。换句话说，当代思想

政治教育已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复杂而开放

的巨系统，其构成的要素、子系统之间具有非线性

的、模糊的、动态的、复杂的层次结构，其方法的

理论指导、方法的价值、方法体系、方法种类、方

法功能和运用等层次彼此嵌套、相互影响。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亟须突破。

3．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自身理论体系的发展

根据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发展的趋势和轨

迹来看（见图1），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发展经

历了最初对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的探讨，即从中

国共产党诞生到20世纪80年代初，就不断探索和

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法，这为1985年王玄武

教授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诞生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1992年，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

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过

程方法论的形成；1999年，郑永廷教授主编了《思

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则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思想

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成熟的显著标识；2000年，黄

蓉生教授所著《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运

用过程论和发展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理论体

系，使以过程论为逻辑红线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方

法论体系日益完善；2004年，祖嘉合教授所著《思

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大胆地尝试了以模块来建

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论体系分为四大板块：“第一板块主要阐述思想政

治教育方法本身的基本理论以及处于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中介两端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第二板块

主要探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以及如何从古代中国和当代外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

法中汲取和借鉴有用的部分的问题；第三板块主要研

究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载体等问题；第四板块主要

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各主要环节的具体方法。这

样的构建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体现了作者关于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结构体系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思

想”；[4]刘新庚提出要“建构一个全新的以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理论为基础、以战略制导理念为主导、以信

息方法为纽带、以决策方法和调控方法为支柱、集

基本方法和特殊方法于一体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

法体系”。[5]这些成果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发

展和创新提供了多角度的视野，有力地促进了思想

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发展，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大力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学

科理论的发展。但是，也因过于关注静态的方法理

论，而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一体化等现实问题回应

不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因

此，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建构，若要彰显对

现实的张力，就必须从过程论走向以复杂系统论为

逻辑基点的理论发展体系。

4．纷繁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要求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的根源之一在于：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难以赶上当今快速发展的科

技和问题日益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当然，

通常情况下方法理论总要滞后于方法实践的发展。

但是，也绝非必然。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的

发展，一定要满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才能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

文化、生态文明和社会建设服务。这就要求思想政

治教育方法论不仅从总体上要满足不同类型、不同

层次、不同需求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还要满

足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环境和问题的综合需

要，如果仅仅依靠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方

法，就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所以，思想政治教

育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必须向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理

论体系发展。

思想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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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杂系统论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体系的建构及要求

复杂系统论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

建构和要求有：

1．用系统思维统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

建构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建构需要用科学的思

维方式来指导。系统思维是指根据系统的范畴、系

统的性质、系统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有机地把对

象组织起来，促进系统功能的最大化和最优化。用

系统思维来统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建构，

需要把握好以下几点：其一，用系统的观点来认识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是

由相关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统一体。其二，思想政

治教育方法论体系作为由各个要素构成的整体，具

有不同于各个要素功能简单相加的新功能。思想政

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系统功能具有特殊系统质，即

具有子系统非加和的性质，且这种新质既有助于思

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理论自身的发展，又具有解决

和实现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新问题的功能。其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是一个开放性的系

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是开放的，受到当

今开放的国际国内环境的诸多影响，为此，思想政

治教育方法论体系要吸纳新兴理论，根据现实实践

的变化而不断地创新。其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体系要注重整体发展。用复杂系统论来构建思想政

治教育方法论体系，不是简单地关注固有的、单一

的、具体方法的继承和创新，而要从整体上考量思

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系统的优化和效果，注意加强思

想政治教育过程方法联系的研究，加强思想政治教

育方法论体系的立体交叉研究，努力揭示思想政治

教育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推动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发展。

2．遵循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自身发展的

规律

根据复杂系统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建

构，需要遵循和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自

身发展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经过30年的

发展，在王玄武、郑永廷、祖嘉合、黄蓉生等前辈

的精心耕耘下，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如刘新庚、万

美容、张毅翔等，投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

究，形成了一批标志性的专著和极具学术价值的论

文，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当然，实践永无止境，理论的发展也是永

无止境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必须不断向

前发展。这就需要我们遵循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自身发展的规律，继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

的成果，勇于创新。在创新中要把握好以下几方

面：其一，把握好整体性。有学者认为，“当前思

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缺陷不在部分研究上，而

是整体研究不够。……目前大多数思想政治教育方

法论教材或著作，从整体上介绍方法论体系、发

展、继承等基本理论的内容通常只占1/5，其余

4/5均是从部分角度分别介绍认识方法、实施方

法、评估方法和方法艺术等。这种结构未尝不合

理，但是不够科学，容易割裂方法的整体系统性，

不易深入探讨方法的过程、本质、规律”。[6]我们应

把握好整体性，整体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

系的科学发展和创新。其二，把握好优化性。思

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建构要把握好优化性，运

用系统思维方式，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

的最优化发展和创新。其三，把握好协调性。思

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建构既要注意其系统的整

体性，还要注意其要素或子系统的协调性，即每

个子系统的自身结构、功能及其发展的可协调性，

共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功能的最大化和最优

化。其四，把握好有序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体系既要充分体现微观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

法，又要充分考虑宏观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及其方法运行的规律，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

各个要素运动所表现出的特性，从时间上评价思想

政治教育的系统性。

3．构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体系结构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建构，需要把

握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内在理论体系，具体

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范畴子系统、理论基

思想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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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和理论借鉴子系统、价值子系统、方

法运用规则子系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子系统、研究方法子系统。其中，范畴

子系统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需要加以

重点研究的部分，只有厘清了范畴子系

汉大学出版社，1985.

[2]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1999.

[3]黄蓉生.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祖嘉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序言.

[5]刘新庚.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现代化建

构探索[[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6]徐金超.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科学化[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9(1). 

图2 基于复杂系统论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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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才能进一步明晰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边

界；价值子系统、方法运用规则子系统以及研究方

法子系统，也需要加以科学研究，才能揭示思想政

治教育方法论大系统的相关要素，从而从整体上把

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发展趋势和走向；而核心

的部分仍然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子系统，其怎样突

破是未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发展的重中之重，也

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发展的关键和核心。具

体而言，一是要根据系统论的特性来建构。从系统

的开放性和稳定性要求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既

要有静态的方法，也要有动态的方法。静态方法体

系是指能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过程的方法体

系，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原

则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

特殊方法和综合方法理论及运用，这就是通常以过

程论或认识论的逻辑为基点建构的认识方法、实施

方法、调节方法和反馈方法体系。面向复杂而开放

的社会环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必须大胆创

新，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方法体系，包括面对

各种事件的、面对不同对象的、面对不同研究专家

的、面对新的信息技术的、面对虚拟现实环境和实

践的方法等。

总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建构，

要根据复杂系统论的观点，通过建构思想政治教

育方法论的范畴子系统、理论基础和理论借鉴子

系统、价值子系统、方法运用规则子系统、研究

方法子系统等，并逐步建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

系的一、二、三级子系统来设计，其具体构想可

以参见图2。这突出了层次结构，从而能够有效促

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发展的系统性、开放性

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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