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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群众路线的德育功能

马香香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四川南充63700)

摘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全国革命及建设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

之一。新时期新阶段的德育与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息息相关。从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两个视

角审视群众路线，发现群众路线具有意识导向、方法保证、实践载体、能力强化、反馈协调等德育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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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我们党

发展壮大并长期执政的历程就是一部为了群众、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鲜活历史。党的

十八大以来，全党掀起一股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热潮，因而，笔者欲从人民群众

和共产党员两个主体视角深人剖析群众路线的德

育功能，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群众路线，充分融合

群众路线与德育，从而进一步推动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取得预期的效果。

一、群众路线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关于群众路线的经典

表述为：“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

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理解群众路线的理论内容，需要理清“为了

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三个问题。核心观点

“一切为了群众”，解释了“为了谁”的目的价值问

题，表明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为党

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权为民所用、情为

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弄清“依靠谁”就能找

到力量源泉和工作方法。根本观点“一切依靠群

众”，即坚信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

位，不仅强调依靠群众自身的自觉认识，还强调党

员必须正确认识理解群众、引导群众，避免超越和

落后群众觉悟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两种错误倾

向旧J。此外，进行正确自我定位，弄明白“我是

谁”，是解决好“为了谁”、搞清楚“依靠谁”的逻

辑前提。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当主人，促进党同

人民群众的友好关系，才能保证使党与人民群众

共同进退。

二、分析群众路线的两个主体视角

党的群众路线主体问架构产生两大主体系

列，即：党的主体系列和人民群众主体系列∞J，其

倡导的是一种党和人民群众两大主体系列之问双

向互动、双向融合的党群关系，是党密切联系群众

并对其实行有效领导的准则。因此，笔者认为应

该从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两个主体视角分析群众

路线。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根本的观点是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路线秉承这一根本观点

并突出强调“人民群众当家作主”。2012年党的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的八条基本要求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在阐述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强调指出：“实现

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

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

福”L41。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

众”就彰显人民群众作为主体自己解放自己，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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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参与到中国现代建设中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群众路线对于党的实践基本要求

是“为民、务实、清廉”，“为民”是为政之本、“务

实”是成事之道、“清廉”是立身之基[5】。“为民”，

是贯彻群众路线的目标指向。它要求党员始终坚

持将考虑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定位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务实”，指明执行群众路线的科学态度和有

效方式。实，即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注重实效，要

善于深入群众，了解掌握并有效地解决好人民群

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把全心全意为群众

服务落实到行动实处。“清廉”，为党员提供贯彻

执行群众路线的人格保障。它要求党员做到经常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整风精神

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正确行使人民

赋予的权力。

三、群众路线的德育功能分析

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可贯穿于德育的整个过

程，全方位地涉及德育的思想意识、方法、载体、效

果、进程等。具体说来，群众路线具有意识导向、

方法保证、实践载体、能力强化、反馈协调等德育

功能。从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两个主体视角分

析，各功能具有不同的表现，具体表现如下：

(一)意识导向功能

德育的本质在于思想掌握群众，“思想只有

掌握群众，才能改造群众的主观世界，也才能在改

造群众主观世界的基础上，有效地指导和推动群

众对客观世界的改造”∞1。群众路线在德育过程

中对这两大主体均起到掌握引导并改造其思想意

识的作用。具体说来，包括人民群众主体意识和

共产党员服务意识导向。

1．人民主体参与意识导向

“主体”是历史主体、实践一认识主体和价值

主体的统一【_¨，在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是

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主体。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即强调人民

群众的主体地位，引导人民明确自身需要和利益

诉求，并利用其本身具有的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

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实现自身权益，充分调

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参与到党的

日常工作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时，积极自

主地学习社会主导的思想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其更适应社会需要和全面

发展的需要。

2．党员服务意识导向

共产党将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史和半个多世纪

的执政史见证了群众的重要性，可以说民心向背

关系着一个政党的兴衰荣辱，所以党对人民的态

度很重要。

群众路线阐释了党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属

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它要求党员始终站在人民

群众立场上，贴近群众生活，密切与广大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服务意

识。引导共产党员把为人民谋利作为党开展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将服务群众、造福百姓当作

责任，满足广大群众的实际需要和根本利益诉求，

解决好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办好顺民意、

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

(二)方法保证功能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其对于德育工作具

有方法论意义。

群众路线反映的方法论“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

见)通过实际调查集中起来研究，化为集中的系

统的意见(适时调整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再

到群众中去作宣传，动员群众在行动中检验这些

意见是否正确，继而再次从群众中集中并升华，又

到群众实践中去检验，如此经历无限反复地循环，

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相互融合的

过程中党的认识同群众认识就会达成一致，实现

党员主体和群众主体德育双赢。

(三)实践载体功能

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是实践哲学，坚持从群

众来，到群众去的群众路线，就是坚持从实践中

来，到实践中去的实践哲学哺J。

从人民群众视角看，首先，德育中投入的资源

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其次，贯彻执行

群众路线，将来源于群众生活的德育理念内在融

入到群众实践中，并进一步指导群众实践，提高群

众觉悟，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最后，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群众实践中检验取得的德育

实效。

从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视角看，群众路线要

求党将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理念巩固内化，并贯

穿于整个实践过程，避免简单地说教和形式主义，

在实践中将群众路线外显为正确领导人民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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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自身德育的完美转型。

总的来说，群众路线着眼于德育理念源头、目

标设立、具体实施过程及评价机制，促进两个主体

利用实践这一重要载体使德育潜移默化地得到

发展。

(四)能力强化功能

“党的执政实践表明，影响党群关系的因素

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脱离实际，二是权力腐

败。”[91而群众路线正好抓准了影响党群关系的

两因素，注重强化人民群众积极参政议政能力和

共产党执政能力这两大重点。

1．参政议政能力强化

一方面，人民群众只有接受和拥护党的领导，

才能摆脱过去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一步步地改

善生活；另一方面，共产党必须问政于民、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这两方面都反映了人民群众参与政

治活动的重要性。

群众路线倡导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党

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在人事选举类重大问题决

策上、国家和社会组织机构管理与监督上创造条

件，保障其表达意愿、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这一

过程中显然能使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能力得到

强化。

2．执政能力强化

新时期新阶段的中国，人民群众和成为执政

党后的共产党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党的执政面

临各种严峻考验。在当代社会，党践行群众路线，

着力倾听民意、集中民智、发展民主、改善民生，有

助于妥善解决党内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贪

污腐败等问题，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工作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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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强化党的执政能力，从容应对错综复杂的

变化。

(五)反馈协调功能

群众路线的实质是构建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

两大主体的良好党群关系。它引导群众兼顾处理

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

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形成根本利益、共同利

益、特殊利益等各种利益诉求。此外，它还要求共

产党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期待出发形成相应

的奋斗目标。而目标的实现，又需要人民群众共

同努力，这就必然要求协调各主体(党的主体系

列、人民群众主体系列、党的主体系列和人民群众

主体系列)之间的关系，达成目标共识，形成共同

行动。

群众路线就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与

理想的差距，帮助我们摆正自己的位置。它强调

群众反馈、党员及时调整协调的必要性，无形中能

有效调配双主体德育过程中涉及的各要素，促进

协调德育系统内、德育系统与环境的关系，推进德

育进程，最终达到德育目的。

中国共产党在以往实践中充分运用了群众路

线，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才经受住了考验，一步步发展壮大，指引

中国革命、建设走向胜利。当下，中国正处于改革

发展的关键时期，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面临新

的考验，怎样提高党和人民的政治、思想品德等方

面的素质，怎样处理党群关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发展，还需要更加充分地利用群众路

线的德育功能，坚持贯彻执行群众路线。

[1]胡锦涛．大力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J]．探索与求是，2003(1)：l一6．

[2]卢黄熙，张少杰．从人的价值理论看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意义——兼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群众路线的发展[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12(21)6：l一4．

[3]阮超群．论主体间性视野下党的群众路线[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328—333．

[4]新华社．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J]．资源与人居环境，2013，4(4)：20一25．

[5]周奇．专家学者共话为政之本成事之道立身之基——“新形势下贯彻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研讨会”发言摘要

[C]．浦东发展论坛，2013．

【6]蒋文程．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群众路线【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26)：19—21．

[7]田心铭．群众路线：从毛泽东到党的十八大[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7)：22—24．

[8]祝灵君．党的群众路线中的三个维度[J]．科学社会主义：双月刊，2013(4)：12—14．

[9]齐卫平．坚持群众路线必须接受群众监督[J]．理论探索，2012(3)：17—20．

万方数据



·26‘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7卷

On the Moral Educati佃F蛐ction 0f the Mass Line

MA)【iall铲iang

(school of蹦tics蛐d Adlllinist瑚畸∞，China West No册al Unive璐泗，N锄chong Sichuan 637009，Cllin8)

Abstract：The M鼬s“ne w鹊∞e of the important magic w既pon fb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chin∞e people to tlle

great victory of socialist revolution蛐d c∞8tmction d：A new stage in the new pedod of mo强l education is closely地lated to stick

to and can了out the M船s bne，TIli8 anicle 100ks at tlle Ma船Une in dle pe糟pective of botll the m鹊ses肌d the communists，蚰d

finds some瑚ral education functi∞8 of the M鹊s“ne such∞directi∞of consciousness，method，practical c痢er，gIl跏tee
the ability to strengt}len，feedback to coordinate，etc．

Keywords：tlle M鹪s Une；the moral education f血cti帆；tlle眦in“ew；f曲cti∞al姐alysis

(上接第18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李军)

The Marx Doctrine Cllina Inoclllation and Lead Cllinese Mode

CAI Ruiyan

(Depanment of Soci8l scie∞e，N蚰jing I璐6tIlte of Industry‰hnolog)r，Pb8tdoctoral Desearch Stati∞，

N删ing UIliv懈时，NanjilIg Ji粕伊u 210000，Cllina)

Abstract：China model is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model indud鹤political and economic clllture．WlIile tlle political eco．

n伽ic柚d cultuml development is a core of nle gtliding ideology—M嬲§China of inoclllati∞明d lead，in the relatiVely stable

and lasting social power driven，continuous innovation锄d creativity，the reali盟tion of social pmg陀ss帅d prosperity． Cllina

mode c肌not do，dthout the Marx doctrine China development，i8 the unjty of opposites枷ong，embodies tIle principles of Marx

about the productive forces锄d pD0ducti∞relati∞s，eco∞IIlic b∞e蚰d supe碍tmcture．

Keywords：the Mar】【doctrine Chin∞e；Cllinese mode；inoclllati仰；gIlide

(责任编辑：沈建新)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