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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对军队的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综述 

张园媛 

(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600) 

【摘 要】：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井冈山斗争阶段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

阶段，这一阶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对工农红军开展了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该时期军队的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内学者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内容、方法、经验启示等几个方面。因此，本文从内容、方法、经验启示几个方面对这一时期党对军队的思

想政治教育进行梳理、分析，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总结，有助于增强和加深我们对这一阶段党对军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认识和把握。在此基础上，有助于我们联系当前实际情况，借鉴其成功经验，并运用于今后的军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促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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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党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研究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道路，该道路将农村作为工作重点，集中发动农民群体，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条道路实践

中，党的领导人结合实际情况，对红军进行了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梳理，在这一时期中，党对军队思想

政治教育的内容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两大类： 

第一，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学者陆娟认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党的领导人对军队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归纳起来有四大类：一是红军宗旨及

红军面临的主要任务教育；二是党的革命理想、信念教育；三是民主思想教育；四是纪律约束及制度建设教育。与陆娟看法类似，

学者肖小华也认为，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对工农红军主要开展了以上述四方面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刘建军认为，这一时

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为，军队宗旨教育、军队任务教育、官兵关系教育、纪律教育等。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论》一书中，张耀灿对该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了比较全面的归纳，他认为，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一方面，中国共产党

早期领导人带领红军进行民主革命的实践；另一方面，也同时对红军进行了思想方面的政治教育。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丰富，除了上述学者所谈及的教育之外，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和改造地方武装教育等内容。要而论

之，考虑到当时红军构成的复杂性、物质资源的贫乏性、革命意识的薄弱性，党通过开展宗旨和任务等方面的教育，增强红军革

命信念的坚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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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微观上，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也应有所不同。 

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一书中，许启贤、刘建军认为，结合当时的实际条件考虑，需要对红军进行宗旨、任务和

纪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根据地群众进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对敌军进行优待俘虏宣传教育。党的领导人采取因材施教的方式，

对不同教育对象教授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因此，各方力量都得到积极发展，革命根据地也日益巩固。 

2 关于党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研究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党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

过程中，将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红军的创立、发展相结合。目前，在这一时期中，党对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主要归纳

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活动宣传法。 

在井冈山时期，诞生了许多红色歌谣，这些红色歌曲反映了红军以及地方群众的战斗生活、精神面貌，通过军民传唱歌曲的

方式，对军队进行教育。学者叶萍指出：为激发军民信心，党的领导人带领军队和军民一起编写具有地方特色、反映时代生活的

红歌，通过上课、演讲比赛、故事交流会等广泛形式对红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榜样示范法。 

在面临敌人经济封锁，生活极端困难的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吃苦耐劳、带头冲锋，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红军战士的行为。在对军队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中，通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纪律教育、奖惩教育

等方法，促使红军进行自我批评与自我反思。通过集中教授，解决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铸造一只铁的队伍。 

第三，比较鉴别法。 

学者肖小华指出：在对待俘虏上，党的领导人经常采用的方法是比较鉴别法。通过宣传红军优待俘虏的一系列政策，并实事

求是地将这些政策落到实处，让俘虏从内心深处敬畏共产党，并愿意加入共产党。通过这样的方法，有利于消磨敌人的作战意

志，对我党进行革命斗争起到积极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以身作则法和调查研究法。井冈山斗争时期，在面临敌我力量悬殊、军事斗争形势严峻、物质资源极度匮乏

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不仅没有畏难情绪，反而知难而上，奋勇当先，带领广大红军、群众攻坚克难，不断

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对军队和当地群众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这种教育方法与榜样示范的教育方法类似。同时，通过对

军队进行深入调查，了解红军革命的积极性、战斗力等实际情况，结合实际，对红军进行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一些学者把

上述方法归纳为：榜样示范法、比较鉴别法、说理引导法、渗透法和制度保障法。 

3 关于党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启示研究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党对军队所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当前我国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留下许多宝贵借鉴经验。学者郭全

乐、张永远指出，为将当前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需要与我军所面临的实际形式相结合，紧密结合官兵关切的共同利

益，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与落实措施。学者肖小华、王金文指出，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借鉴以往

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体现时代性。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我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深入调查，全面了

解了红军革命、斗争生活的各方面情况，在此基础上，对红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移动互联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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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蒸日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人们的思想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面对这样的情况，新

时代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要从我国军队的新现状出发，把握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对新时代下军队不断浮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

综合分析，运用有效载体，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落实到军队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教育引导官兵把思想政治理论融入

日常生活，对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党为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探索工作，对我党当前的思想政治建设也具有重要推

动作用。有学者认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在党的中心任务这一前提下，才能开展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必须是不断发展的、创新的、符合时代潮流的；必须结合实际，选择卓有成效的方法；必须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引导

作用。学者杨宇辰认为，坚定理想信念、克服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经验，对新形势下我党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党性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4 结论 

综上所述，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党对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薄弱之

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内容上，这一时期党对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较为局限。该时期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

治教育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纵观国内学者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党对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文

章并不多见，一部分文章主要集中于史料纪实方面；另一部分文章侧重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

经验等方面的研究，很少有文章从历史角度，分析其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历史特点、历史地位、历史价值等方面。 

另一方面，对这一领域的系统性研究有待提高。因此，关于这一时期党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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