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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
正本清源与守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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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灌输论是我国进行思想政治宣传、教育的重要方式。但在西方教育界与马克

思主义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灌输论”遭到了诸如“专制论”“无为论”“过时论”“否定

论”等误会与非议。文章通过对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和澄清，探析灌输论的时代发展路

径，提出发挥灌输论对捍卫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价值力量，并以共塑理想信念、培育社

会主义时代新人为重要落脚点，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正本清源与守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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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研究列宁《怎么

办？》一书所阐述的灌输论思想及其时代价值，是对

列宁最好的纪念。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形成犹如

一场理论接力，肇始于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形成于

列宁，发展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新时

代，灌输理论依然是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依据，具

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但是在当前现实境遇中，灌输

论遭遇各种歧见、质疑乃至否定意见。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传导主流

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1］因此，本文

在总结各种反“灌输论”的观点，剖析其原因基础

上，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解读和批判，探析灌输论

在新时代的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现实境遇

由于西方教育界与马克思主义对于灌输的

语义及价值指向的不同，使得灌输论陷入质疑与

非议。一些人将灌输与教育相对立，主张抛弃灌

输理论，给灌输扣上了“专制论”“无为论”“过时

论”“否定论”的帽子。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

几点。

（一）误认为灌输论就是强制输入，是专制的

表现

在现实境遇中，马克思主义灌输论被曲解、误

解为强制输入和专制，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认为

灌输是一种强制性的教育形式。有人将以杜威和

凯尔派垂克为代表的教育家所反对的灌输当作对

灌输论的否定，认为灌输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教

育出来的学生只能是“书呆子”“知识虫”，抑制了

教育对象个性化的发展。实际上，这两位教育家

所反对的灌输是强制灌输，是反对那种禁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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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打压学生思维、强制学生主体性的生灌硬

输。二是将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原则规定性与方

法论相混淆，用原则上的规定性否定方法上的灵

活性。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实质就是

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普世价值，通过灌输，强迫人们

机械、被动地接受这种思想，抑制人们自主性，忽

视人们的自觉性，通过强制灌输达到维护统治的

目的。这两种观点都是将灌输论误认为是强制、

专制的代表。

（二）误认为灌输论是革命时代的产物，已经

过时

在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是否切合时代背景、能

否依然发挥时代作用的问题上，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灌输论的系统阐释来源于列宁，在

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各种派别的思想泛滥，列

宁使用灌输论是以建立一个思想统一、组织严密

的无产阶级政党而采取的措施。通过灌输，使得

人们掌握社会主义的意识。灌输论产生的社会历

史环境，必然打上无产阶级的时代烙印。但在新

时期，政党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并不断巩固，工人

阶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因此，灌输论是特殊时期

所采取的特殊手段，是革命时代的产物，是一种应

急理论；新时代，灌输论已经过时，不再适应时代

的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

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已

经无法解释或者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发展，科学技

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不用再通过灌输去掌握科学知

识，人们的自发性越来越有利于深入挖掘事物的

本质。

（三）误认为灌输就是教条主义，并无价值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你说我听”“你

打我通”的诸多弊端，导致“灌而不进”的现象是灌

输无用论的主要借口。一方面认为灌输主体一成

不变的理论说教，在教育中形成对学生主体性的

压制，使学生产生了对教育的反感。灌输一度被

认为是教育中无用的方法论，使得人们对灌输论

产生质疑。另一方面认为灌输就是教条主义，在

对灌输内涵的界定上，将教条与灌输等同起来，认

为都是通过无关痛痒的理论说教来达到某种目

的，弗洛断言“无教条，不灌输”。一些西方学者甚

至将马克思主义归为教条，达到其意识形态上的

意图。在灌输的方法上，认为灌输就是一种强迫

手段和空洞说教。在灌输的目的方面，认为灌输

就是盲目服从,等同于“填鸭式”的强制教育。

（四）误认为灌输论不成立、也不存在

灌输理论的发展源远流长，但时至今日，有人

依然对灌输论的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及其渊源有所

质疑，认为灌输论不成立，也不存在。这种质疑主

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灌输的字眼在马

克思、恩格斯的文章中少见，并且仅仅以只言片语

的形式存在，不能将其归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

想，也不能将其理解为灌输论的缘起。在中国的

实践中也大多使用“贯注”等词，没有人直接使用

灌输理论，从文本上否定灌输理论的存在。第二

种观点认为，灌输论是考茨基提出的，在列宁与考

茨基未决裂之前，这种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

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列宁与考茨基的

分道扬镳以及时代的发展，列宁在后期不再沿用

灌输方式。因此，在理论渊源的探究上，认为灌输

论属于考茨基的思想，本身就是错误的论断；在内

容的解读上，认为列宁只是因时代需要而暂时使

用灌输论以区分“自发论”，从而否定灌输理论成

立的合理性。

二、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批判回应

（一）掷地有声批判灌输“专制论”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作为一条原则，主要强调

了正面教育的重要性，而以什么样的具体方式来

灌输，那是方法问题。杜威和凯尔派垂克所批判

的灌输是强制灌输，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并非简单

的生灌硬输、强制灌输，而是通过灌输来激发人们

的主观能动性，激励人们的自觉行为，使其在自觉

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社会实践。列宁曾指出：“每一

个觉悟的社会主义者都说，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

会主义，而只能靠榜样的力量，靠农民群众对日常

实际生活的认识。”［2］由此，可以看出灌输论的集大

成者列宁也是反对强迫性而倡导榜样启发性。马

克思主义灌输论还具有一定的原则规定性，它强

调的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是为了更好地捍卫意

识形态安全。因此，只有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灌

输论的立场，与反动思潮作斗争，发挥《怎么办》一

文的论战性，抵御不良思想的侵袭，才能站稳社会

主义的主阵地。灌输理论所倡导的平等对话、双

向交流以及自身开放包容的品质绝不是毫无原则

的让步，更不是对社会主义立场及信念的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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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铿锵有力批判灌输“过时论”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人们的物质生活、生产方

式以及精神活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依然需要坚持和

强化。灌输论在中国建设与发展阶段，在当今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新时代灌输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灌输理论不仅

过去需要、现在需要，未来也要一以贯之。这是因

为：首先，坚持灌输的原则规定性，就是坚持意识

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意识形态是社

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主阵地，只有牢牢把握阵地，捍

卫其安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

其次，马克思主义灌输论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这

是因为随着网络等新型媒体的出现，使得社会思

潮多变，价值观遭遇冲击，对灌输的方式提出了挑

战。但是机遇与风险共存，自媒体、大数据的出现

为灌输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契机，有利于不断改善

灌输方法、丰富灌输途径。最后，如何让灌输理论

与新时代的社会环境相结合，是应对灌输过时论

的主要解决途径。当前，我们不仅要坚持马克思

主义理论灌输，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去指导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将灌输论贯穿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意识形态阵地无

论何时都要坚守，灌输论永远不会过时。

（三）理直气壮批判灌输“无用论”

灌输论历经理论到实践的发展，对思想的统

一、社会的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

主义灌输论不是无用的、生硬的片面灌输，而是启

发与灌输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其发挥

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

就意识形态领域来说，灌输理论是捍卫主流

意识形态阵地的根本保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各种意识形态渗透形势更加严峻，各种思潮影

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坚持不

懈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灌输，才能抢占思想阵

地，让先进理论、先进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灌输

论的实质就是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无产

阶级政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在这个根本

问题上是丝毫不能偏离的，否则，就会动摇整个社

会主义的基础。

就教育问题来说，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灌输

是柔性灌输，而非生灌硬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灌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方法……让

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离不开必要的灌输。”［1］革
命导师列宁一直以来都反对空洞的理论说教，提

倡启发引导，指出灌输科学理论不同于传经布道，

不能强迫客体去接受。同时，灌输也要讲究方式

的灵活性，通过生动、幽默、隐性的灌输载体，在潜

移默化中激发客体的兴趣，利用现实的生活实例

去传递某种思想，远比单一的教条主义方法效果

好。任何一种理论要能说服人，必须经过实践的

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灌输必

须理论联系实际。

（四）义正辞严批判灌输“否定论”

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客观真理体系的重要内

容，是绝不允许割裂开来的。“否定论”实质上就是

企图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混乱，从而达到瓦解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动摇思想政治工作基础的

目的。首先，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发展是马克思

主义经典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相结合的“理论

接力”。虽然灌输理论仅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

只言片语中，但他们所表达的灌输理论的精神实

质是客观存在的。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

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

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

替了幻想。”［3］这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
也是对灌输论作用的极大肯定。列宁继承马克

思、恩格斯的灌输理论，彻底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

主义，在实践中完美地诠释了灌输论的价值。其

次，列宁的《怎么办?》是“灌输论”的大成之作。灌

输论虽然是列宁对考茨基相关思想的继承，但是

他所说的灌输与考茨基的思想是有一定区别的，

列宁所说的灌输是以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为基础

的，强调了工人群众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判断能力，

而考茨基则有一种“越俎代庖”的倾向。马克思主

义灌输论的发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不能因

为考茨基问题而主观否认其正确性。习近平总书

记也强调了灌输论沿用的意义，指出要坚持“灌输

性与启发性相统一，注重启发性教育，引导学生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

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1］。在肯定灌输重要性的

同时，也为灌输的发展前景指明了方向。

三、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科学特征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饱受争议是因为时代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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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它新的角色与使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对其精神实质进行提炼，对其

科学特征进行解读是平息论战、达成共识的关键，

也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一）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是民主、和谐的宣传

理论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从灌输的效果来

说，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就是要达到这种潜移默化

的影响与宣传效果，从而内化为人们行为准则的

理性方式。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提到：“我们

应当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

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

级中去’。”［4］这实质上是针对列宁灌输论具有强制

性的有力回应。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灌输，不

是那种“你打我通”“你说我听”的理论说教，而是

深入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将思想传递。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就是要在充分了解客体需求的

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灌输。马克思主义灌输

论的方法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只有深入人民

群众的生活实际，利用生动鲜活的素材，幽默风趣

的语言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才是灌输方法

论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最大的特点就是人

民性，始终将人民所关心、与人民利益切实相关的

话题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因此，从灌输的价

值目标来看，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就是从人民的根

本利益出发，利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渗透，达

到马克思主义灌输的终极目的。

（二）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也不会故步自封、一成不变，其

具体内容会随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发展。在俄国

特殊时期，向工人阶级灌输的是社会民主主义。

在新时代的中国，我们要向人民大众灌输的是对

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及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不同时期，灌输

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马克思主义是贯穿始终

的正统思想。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是一个动态的实

践过程，是学习、教育和宣传的集中体现，通过知

识和思想的学习，结合群众的切身实践，从而内化

为实际行动。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

化，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需求，是灌输论

面临的新问题。灌输论要不断丰富发展灌输内

容、创新发展灌输载体，顺应客体思想观念及认知

能力的发展，展现新时代灌输理论的魅力。在理

论灌输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与实际相结合，灌输所

达到的是“入耳”的初级阶段，要使灌输的效果得

到进一步升华，就必须达到“入脑”“入心”的高级

层面，而这一效果的实现就必须与社会实践相

结合。

（三）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是与工人实践相结合

的革命理论

任何理论都只有在实践的检验中才能凸显真

理性。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起源、发展与创新也

必须始终与人民相结合，在实践中去验证。马克

思主义灌输论只有在面对现实境遇并对其做出有

利回应的基础上，才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

质。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意图，灌输论

要实现的意图就是启发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实

现其阶级自觉。进一步研究列宁的经典之作《怎

么办？》不难发现，列宁在文中提到的从外部灌输

给工人的意思，不能理解为是“填鸭式”注入理论，

列宁所倡导的灌输是从经济斗争层面将科学社会

主义灌输给无产阶级的。换言之，就是通过灌输

提升工人阶级的知识水平，克服认知能力障碍，突

破交往范围的局限性，从而使工人阶级能够自觉

掌握理论，并用理论去说服其他人。马克思主义

灌输论其实就是唤醒无产阶级的主人翁意识，用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去认

识世界、改造世界、武装头脑，认清历史责任和阶

级使命。

四、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时代价值

新时代语境下，弘扬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时

代价值，就是要坚定政治方向凸显其正确性，融

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其包容性，培养时代新

人体现其先进性，建立有效灌输体系呈现其科

学性。

（一）灌输必须坚定政治方向，抢占主流意识

形态阵地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

的。”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抢占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因为

意识形态主阵地、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

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如果社会

主义的理论灌输不加强，那么就是给资本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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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灌输缝隙。21世纪以来，意识形态的灌输已经

成为各国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法宝。马克思主义

就是帮助人们辨析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使人们

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落实这一责任

就必须坚定政治方向、坚守政治信仰、牢牢把握马

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加强理论灌输工作，武装人

们的头脑，不断巩固其思想阵地。具体来说，就是

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对于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

有重大意义。

（二）灌输必须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增强灌输的实效性

开拓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灌输教育新局面，就

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其中。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要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使

其成为中国特色的本质体现。这就需要灌输主体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解释和论证马克思主

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强其说服力，也要

充分认识和分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与不

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进行有效整

理，使传统文化的魅力渗透于灌输客体道德素养

的方方面面。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当代马克思主

义灌输的切入点，就要求灌输主体要有扎实的理

论素养以及传统文化功底，要有文化自信与理论

自信，同时要具备弘扬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和责任

感，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的发展相结合，

以灌输与启发相统一的方式来提高灌输客体的道

德水平，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前灌输的载体，从

而增强灌输的实效性。

（三）灌输必须共塑理想信念，培养时代新人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是为了启发引导人们的思

想意识由自发到自觉，不断提升思想境界、共塑理

想信念、培养时代新人。新时代，随着物质生活水

平的提升，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还需充实，但是，

意识形态领域杂草丛生，价值观念、思想意识丰富

多样，人们很容易受到侵害。因此，必须充分重视

灌输理论的育人功能和目的［5］。青年作为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的后备军，是马克思主义灌输教育的

重点对象，但是青年理论知识不全，社会阅历不

足，易受不良思想的影响。在面向青年宣传时，必

须做到充分了解青年的发展特点，使用柔性灌输

的方法，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吸引青年

学生的兴趣，将讲道理与讲故事结合起来，培养他

们的学习兴趣。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道德教育渗

透在育人的学风、校风和教风中，使得青年学生在

正能量的熏陶中，陶冶自身的情操、提升自身的道

德素质，丰富自身的理论知识。思想指引行动，没

有正确思想的引导，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就无

法造就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时代新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

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

自觉行动”［6］。总之，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去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引人们的

行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一代代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四）灌输必须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的

灌输操作体系

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对灌输主体队伍的素

质要求不断提高。新媒体以及大数据的发展，使

得传统的灌输方法受到挑战，灌输的内容也不是

一成不变的。因此，必须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多

样化的灌输操作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灌输的主体，灌输主体综合素质的提升

和灌输主导作用的发挥，直接决定了灌输的效果。

灌输的主体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备广博

的知识面，掌握现代化的知识与技术，精通灌输的

要领。要有堂堂正正的人格，用高尚的人格感染

学生、赢得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

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自觉做为学为人的表率，做

让学生喜爱的人［6］。二是灌输的客体，灌输客体的

学习效果直接决定了灌输的成败，要对灌输客体

进行分析，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激发客体的

求知欲，实现理论灌输的时代化、个性化和阶段

化。三是灌输的内容，丰富有趣、有针对性的内容

是主体对客体灌输的优势条件，影响着灌输的实

际效果。四是灌输的方式，抛弃“你打我通，你说

我听”的陈旧灌输方式，加强灌输的渗透性，实现

传统传播媒介与新型传播媒介的结合，根据受众

采取精准的表达方式和传播策略，是灌输方式创

新的重要指向。只有坚持理论灌输与实践教育的

双向并行，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讲的“理论一经掌握

群众，也会变为物质力量”的论断。只有建立以主

体、客体、内容、媒介为中心的灌输操作体系，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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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灌输的实效，为灌输理论的发展开拓道路。

随着全国教育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思想政治课教育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不

断深入，马克思主义灌输论面临的“专制论”“无为

论”“过时论”“否定论”等质疑将不攻自破。事实

证明，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是经过实践证明的正确

理论，在新时代的中国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无论是

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制性，还是教育领域的非强制

性都是灌输论独一无二的特征。陶德麟先生也强

调理论掌握群众的重要性，认为马克思主义灌输

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是有理有据、富于启发的，

不能混淆视听，将其与不讲道理的硬灌混为一谈。

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锐的

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党性先

进的纯度、能力提升的跨度［7］，是新时代意识形态

教育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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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and Correct Innovation of Marxist Inculcation Theory

DAI Chun-qin，GUO Feng-long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China）

Abstract：Inculcation theory is an important wa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in China. However, in the
debate between western educational circles and Marxism, Marxist "indoctrination theory" has been misunderstood and criticized,
such as "autocratic theory", "inaction theory", "outdated theory" and "negation theory". This paper criticizes and clarifies the
wrong views,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inculcation theory, and puts forward the value power of inculcation theory in defend⁃
ing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position. The important foothold of inculcation theory is to co mold ideals and beliefs and cultivate
new people in the socialist era, so as to realize the origin and correct innovation of Marxist indoctrination theory.
Key words：inculcation theory; critique; clarification; tim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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