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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内生动力是理论统一于实践的重要命题，是破解思想政治教育发

展问题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对内部矛盾决定作用的论证、需

要理论对主体需要推动作用的肯定以及社会发展理论对矛盾和人的作用的

强调，阐明了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的内在合理性。结合动力的一般属性

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可以概括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是由思想政治

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而生发转化凝聚的，促进其自身发展的内在

推动力量。作为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始终的关键力量，内生动力既是思

想政治教育主体性激发的关键要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深化的重要着

力点，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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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是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始终的关键问题，对动力的探求是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

前提。在百年党史的丰厚底蕴中，特别是近 40 年的学科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取得了长足

进步。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面向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趋势和质量提升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向内寻

求改革创新的推动力量。内生动力是破解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习近平高度重视内生动力的重要性，

多次就经济建设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打赢脱贫攻坚战等问题强调要激发内生动力，充分肯定了内

生动力在推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基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的理论渊源探析，深刻把握思想政

治教育内生动力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意蕴，为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的激发和提升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的理论渊源

内生动力是理论统一于实践的重要命题，具有深厚的理论意蕴。从理论视角出发探究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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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合理性，对于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意蕴具有奠基作用。

第一，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事物内部，生成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这为认

识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的合理性和科学内涵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洞悉发展动力的本

质，强调“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1](P920) 提出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2](P301) 唯物辩证法在肯定“每

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的同时，[2](P301) 深刻认识到内因对

事物本质的决定性作用，科学把握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

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规律性认识。[2](P302) 由此看来，与教育载体和环境等外部

动力因素相比，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动力更为关键。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揭示了内

因的本质，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

矛盾性”。[2](P301) 无论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

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1](P499) 还是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指出的，“发展是

对立面的‘斗争’”，[3](P557) 都阐明了“发展是事物内部矛盾斗争过程”的观点。唯物辩证法“把

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 

因”。[2](P301) 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的关键作用不言而喻，而思想

政治教育的内部矛盾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根本原因，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始终，是

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的根本构成。

第二，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马克思主义把需要视为人的本

性，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根本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我们首先

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

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P158) 生存需要的满足是主体

性活动的起点，也激发了人类发展的原始动力。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需要的发展性，深刻认识到“已

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

要”。[4](P159) 而需要的发展将带给人持续的动力，因为“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

头脑”，[5](P238) 其中主导的是人的需要，吃喝的行动从饥渴的需要开始，到头脑饱足而停止。在这

一过程中，人的需要转化为人的动机，推动人为需要满足而行动，发展的需要也催生出持续的动力。

同时，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到需要的凝聚作用，指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

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6](P514) 共同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将人们凝聚起来，将个

体的力量凝聚成整体的合力，从而推动实践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将需要视为人类个体和整个

人类发展的原动力。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主体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主体的需要是发展进步的自

觉动力。已经取得的思想政治教育成果、寄托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目标和现实要求、思想政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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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现状及问题等不断催生主体新的需要。在共同需要引领下，个体的动机凝聚成集体的意志，推

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实践中将理想目标转化为真切现实。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需要也是思

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的重要来源。

第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马克思主义在揭示社会发展

规律时强调突出了矛盾和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为理解把握事物发展的内生动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五种所有制形式”的构想，按照生产关系可

以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所有制。[4]

(P148)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指出“社会的物

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

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

时代就到来了”。[7](P2-3) 马克思深刻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实

现社会形态更替的动力作用。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发展过程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矛盾的演化

过程，矛盾变化的特殊性呈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此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 

判（1857—1858 年手稿）》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三种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

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

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8](P52) 马克思在把握社会关系演变和人的发展状况的内在关系基

础上，充分肯定社会发展中人的发展的价值所在，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

目标，更在于人的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服务于人的成长发

展是根本目的，也要适应人的发展状况，契合人的阶段性特征，满足人的需求期待，在与人的成长

发展相匹配的过程中实现接续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中

矛盾和人两大要素的关键地位突显，把握其中的内在关系是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的重点。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的基本内涵

顾名思义，内生动力是指事物内部生成的动力，这是与其他动力相区别的本质规定性。在此基

础上，结合动力的一般属性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我们可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的基本

内涵。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而生发转化凝聚的，促进其

自身发展的内在推动力量。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生成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对内生动力的理解，

首先聚焦在“内”和“生”上，“内”阐明了动力的来源和方向，“生”解释了动力生成的原因。一方面，

“内”强调了动力来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动力的作用方向呈现内部循环，对动力的探寻要向内

求索。对于动力方向性划分的依据，主要取决于动力因素由谁主导。动力因素作为催生动力的构成

要素，往往是复杂的、多维的。而“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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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2](P322) 因此动力中的主导因素决定了动力的方向属性。由内部因素主导、外部因素参与作用

催生的动力本质是内生动力。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内部要素对动力构成的

主导，吸收协同外部要素生发形成。由内部产生的动力，聚焦思想政治教育矛盾的缓解、问题的解决，

着眼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又催生和释放新的动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

力呈现内部的循环，对内生动力的探索要聚焦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另一方面，“生”强调了动力的

生成，是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动力的把握要从联系的观点着手。“内”

将动力因素锁定在思想政治教育内部，而动力的生成本质上源于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恩格斯强调：

“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今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在整体上考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1](P920)

这既阐明了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根源，也肯定了动力的相互作用本质。由此，思想政治教育内生

动力生成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矛盾、联结、

斗争，等等。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产生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亟须满足的

诉求和期待，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调整完善、改革创新，内生动力就在这一过程中生成并发挥作用。

总的来说，内生动力来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是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呈现内部的动力循环。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是经过生发转化凝聚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思想政治教育内

部要素的多样性决定了内生动力的复合性，从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到形成具有推动作用的动力需

要经过一系列演化过程，并在共同目标引领下凝聚成多样协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动力的形成不

是一蹴而就的，是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思想政治教育开展过程中，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建立起

彼此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激发主体新的体验与需求，生发矛盾与合作等多种关系。其中，存在的矛

盾为主体所认知，就提出解决矛盾的需要。而需要本身蕴含着人的行为动机，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

到人的这一本质特征，指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

他就什么也不能做”。[6](P286) 因此，需要在主体内部实现转化，成为满足需要的行为动机，同时需

要本身所具有的引导激励功能也提供主体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由此看来，动力的形成大体经

过联系的建立、关系的生发、动机的转化等几个环节。但思想政治教育内部要素的多样性决定了相

互作用基础上生成动力的多元性，而动力具备的方向性提出了动力凝聚的现实需要。在思想政治教

育视域中，育人的共同目标将多元动力凝聚成思想政治教育合力。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矛盾

问题，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各方参与者的需求期待，都指向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协

助落实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正如习近平强调的：“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

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9] 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在总体方向上实现统一，凝聚

形成多元协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总的来说，内生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各要素在相互作用基

础上经过生发转化，并由育人共同目标凝聚的合力。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创新发展的推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要

更好地达成育人目标就需要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世界上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探索思想政

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必须回归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身，寻找其前进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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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和遵循规律的良性发展。”[10](P1) 一方面，内生动力致力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

的内涵式发展，其作用方向指向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在动力循环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共同的育人目标将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凝聚成内生合力，但这种动力不直接作

用于外在对象，而是通过完善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的发挥，从

而促进育人目标的实现。内生动力通过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矛盾的缓解、问题的解决以及参与主体需

要的满足、设想的落实等方式，调整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以保障其育人过程更顺利有效地开展，同

时在相互作用中又催生和释放新的动力，在内生动力循环中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持续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内生动力的生成遵循规律，其本质是积极正向的推动力量。内生动力是反映唯物辩证法

基本理念原则的科学动力，体现内因在事物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规律性认识；阐明思想政治教育发

展的一般过程，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肯定思想政治教育参与主体的本质力量。内生动力的生成及

作用发挥遵循客观规律，着眼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进步，从而更好地实现育人价值，因此内生动

力本质上是积极正向的推动力量。总的来说，遵循规律的内生动力作为积极正向的推动力量，作用

方向指向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在动力循环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三、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的价值意蕴

内生动力是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始终、协同内部各要素共同参与的关键力量，研究和发展思

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具体而言，内生动力既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激发的关

键要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深化的重要着力点，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第一，内生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激发的关键要素。重视内生动力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发

展中人的作用，将极大激发人的主体性，发展人的本质力量。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人，

人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恩格斯在自然发展动力和社会发展动力的比较中，明

确强调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

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

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 

的”，[5](P253) 肯定了规律是自然发展中的关键动力，同时在比较中剖析了社会发展中人的特殊地位，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5](P253) 指明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

的主体作用，强调了人作为核心动力的存在。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内生动力内在包含着对人作

为主体的关键力量的关注和肯定，对内生动力的重视是遵循唯物史观基础上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

的主体地位的确证。同时，人的主体地位也提出了作用发挥的现实要求，人要承担起历史创造者的

角色，为推动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重视内生动力就在肯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中人的主体地位基础上，强调发挥人作为发展结构核心的关键作用。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参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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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强化主体意识，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深化认识、满足期待、发展需求，通过持续的良性循环不

断提升主体力量，进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因此，重视和发展内生动力，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体性也将得以激发，实现在主体力量提升中强化内生动力，在内生动力增强中激发主体性。

第二，内生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深化的重要着力点。内生动力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

具有的理论蕴涵，更体现在促进相关理论发展的联动作用上。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是相互联系、相

互贯通的体系，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方式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一环，

需要遵循党的教育方针，结合时代发展特征、中国改革实践和学生思想变化特点，在理论深化和实

践创新的相互作用下实现自身创新发展。”[11](P6)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

各要素共同参与的复杂系统，其育人功能的发挥关键在于各要素之间相互配合、协调一致，以形成

良好的教育结构，因此无论是着眼思想政治教育整体研究还是聚焦各要素研究，都离不开相互关系

的探讨。也正是由于这种理论特性，思想政治教育某一要素理论突破带动相关要素理论深化进而促

进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发展的联动效果明显。而内生动力作为多维度的研究视角，是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深化的重要着力点。内生动力生成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对思想政治教育内生

动力的研究必然涉及对主体、客体、内容等多要素及其作用关系的认识研究。那么基于思想政治教

育内生动力研究视角，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也将在内生动力的探讨中认识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实现

新发展。同时，内生动力本身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中较为新颖但又至关重要的理论命题。内生

动力着眼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并因其在动力结构中的深层性、根源性定位，内生动力研究

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中的基础和根本。总的来说，内生动力以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本质

特性，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的联结点，也提供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新的视角，是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深化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

第三，内生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然要遵循规

律，而内生动力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有效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等于抓

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涵和运行的内在逻辑，这正是我们探索的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的主要

内容。”[10](P2) 内生动力重在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把握要素之间相互配合、

协调一致的运行逻辑，进而打开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聚焦未来发展要认清来时的

路，百年来思想政治工作发展成为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离不开内生动力的支持。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构成、不同侧重、不同表现形式的

内生动力，支撑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开展和功能发挥，其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

为认识和剖析内生动力、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规律提供了宝贵素材。立足百年思想政治教育史，

紧扣内生动力这一主线，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探索要素之间相互配合、

协调一致的内生动力生成机理，厘清内生动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作用方式，同时注重内生动

力理论成果的实践转化，在顶层设计、系统推进、协同创新和累积发展上下功夫，立标准、建机制、

提质量、促发展，努力形成一套可示范、可检验、可复制、可推广的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运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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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持之以恒、绵绵用力中不断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内生动力因其各要素相

互作用的内在本质，作为一脉相承的接续力量，着眼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是可持续的内在动

力，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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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eng Gang Zhu Hongqiang

Abstract: Endogenous power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of integrat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and it is 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 demonstration of the 
decisive role of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the affirmation of the driving role of needs theory on subject needs, and 
the emphasi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on contradictions and human role in Marxist contradiction theory 
clarify the internal rationality of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general attribute of power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can be summarized 
that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is generated, transformed and condens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es its own development. As a key force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dogenous power is not only the key element of stimula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 important focus of deepening the the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also the source of strength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dogenous powe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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