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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公共危机管理中应该大力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在公共危机事发前，应充分发挥其预警功能；

事发中应充分发挥其调控功能；事发后应充分发挥其人文关怀功能。在事发的全过程中，还应充分发挥其评估功

能，有效把握人们思想、心态的变化及其转化、优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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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是一种紧急事件或者紧急状态，它的出

现和爆发通常会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甚至要超

出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控制能力，对生命、财产、

环境造成威胁和损害。在现代公共危机管理中，应该

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什么功能？如何拓展其功能？业

已成为公共管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两个学科的学术

前沿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是党和国家动员民众、调适心理、关爱民生和鼓舞斗

志的“传家宝”，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它可以发挥出其
他策略和措施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如何针对公共危

机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紧急性、扩散性等特点，

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在预防公共危机、调控事发过

程、加强精神关爱等方面的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

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现代公共危机管理呼唤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强化 

 
公共危机管理作为重要的政府行为，其管理对象

是人。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帮助人、教育人、发展人。

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生产和生活。

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共同为社会管理服务。 
其一，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公共危机管理活动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危机管理是一个系统工

程，由技术支撑体系(硬件)和非技术支撑体系(软件)
两个部分构成[1]。思想政治教育属于公共危机管理软

件支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共危机管理中，需 

要一定的人员和组织来承担危机预警、危机教育、信

息发布、社会动员、思想稳定、心理调适等社会工作，

这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公共危机管理体系

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也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危机

管理，缺少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危机管理体系是不

完整的，其管理效能也将大打折扣。 

其二，思想政治教育是缓解和根除公共危机管理

中的矛盾与冲突、优化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手段。思

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增加公共危机柔性管理的力度，能

够更好的缓解危机中的矛盾和冲突。它可辩证地将公

共危机的不利影响和深刻教训转化为科学应对公共危

机的经验，也可有效地调控人们因公共危机事件导致

的心理、道德等失衡问题，有效缓解和消除公共危机

管理事件的负面影响，重新树立建设新生活的信心；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疏导功能[2]，能有效地提高

管理部门与公众的沟通力，提升公共危机管理部门的

能力和形象，使危机的预警、控制等工作达到更高的

管理水平。 
其三，公共危机管理活动也有助于拓展思想政治

教育的功能。通过公共危机管理，扩展思想政治教育

关注的新生点，如生命观、财富观、民族团结观、公

共危机法制观、危机心理、突发性危机事件知识和危

机管理方法等，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共危机事件的突发性、紧迫性、巨大损害性等特点，

也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注重方法的重组和创新，更

好地为科学解决公共危机问题服务。 
正因为上述密切关系，决定了公共危机管理中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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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所谓思想政治教育

的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工作对象和社会生活所

能发挥的积极的有利的作用或影响[3]。通常包含基本

功能与特定功能两大类：前者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社

会公共危机管理的保证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

激励功能等基本功能，后者是指公共危机事件的预警

(Warning)功能、调控 (Control)功能、人文关怀
(Humanistic care)功能、评估(Evaluation)功能。现将这
四种特殊功能通过WCHE模式(见图1)简要描述如下。 
 

 
图 1  思想政治教育的四种特殊功能 

 
本文研讨的重点是这四种特殊功能。毋庸讳言，

我国对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活动中的功能和

作用缺乏应有的重视。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
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4]和 2007年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5]，对思想政治教育的

功能和作用都未作专门要求，不能不说是个不小的遗

憾。 
 

二、公共危机事发前思想政治教育 
的预警功能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美国行政学家戴维·奥

斯本和特德·盖布勒也认为，好的政府是“使用少量的
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的钱治疗”的政府[6]。当代公共

危机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要义，就是在危机

发生前，能够全面准确地把握人们的思想情绪和危机

心态，有效地预防和规避社会心理危机的发生，真正

起到预警危机、节约公共危机管理成本的作用。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预警功能，就是对某事件发

生时将要出现的社会心理、思想状况、思想发展趋势

及其负面效应进行合理预测，为科学制订相应的预防

措施提供决定性参考。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前，思想

政治教育通过收集危机事件前期的相关信息，加强危

机意识教育，提高危机管理系统敏锐性等措施，为正

确应对危机做好基础性工作。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预警功能，主要应把握好思

想动态预测、信息预报和教育示警三个环节。 
思想动态预测环节是以一定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政

治教育规律为基础，采取多种预测方法和手段，对公

共危机的相关“前兆”(即相关思想信息)进行动态跟踪
预测的过程。公共危机特别是社会性公共危机事件发

生前，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前兆信息，都会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心理失调和情绪波动。此

时，人们复杂多变的思想、心态也会通过一定外化行

为表现出来。思想政治教育者就是根据这些思想信息，

及时捕捉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征兆。在对大量思想信

息“去伪存真”的基础上，根据某些苗头，预测人们思
想、心态的变化和可能导致的结果。例如“非典”期间，
上海高校从北京一些高校学生思想动摇、情绪不稳定

甚至私自离校的征兆中，预测本市高校学生也有可能

出现类似情况。因此，果断地采取了封闭式的管理模

式，有效地防止了“非典”灾难的进一步扩散。 
思想信息预报环节是在获取了人们思想信息并展

开合理预测的基础上，及时地把思想状况向公共危机

相关管理部门上报，以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过程。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人们的思想动态、情绪状态是政

府各部门也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一般说来，

应在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建立起三级思想
信息预报网络，及时反映和预报人们的思想信息，做

到早预报、早预防。 
教育示警环节是针对可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

专门进行思政教育和示警工作的过程。把示警的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做在前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平息人们

的思想情绪波动，使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念头消灭于

萌芽状态中，从而有效防止各种不良行为的发生。针

对有可能发生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和有社会危机心理

的人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

对症下药。可以通过专家讲座、网络教育、个别帮教

工作等形式，宣传“居安思危”的思想，增强社会危机
意识，能有效地化解矛盾冲突和可能发生的公共危机

事件。如 2010年 5月，江苏警方就是应用思想示警，
成功地预防了一起校园恶性事件。被同学王某等人打

骂多次的程某磨刀准备复仇，民警得知后及时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通过谈心示警，并让王某等人向程某道

歉，使程某主动放弃了报复杀人的念头[7]。 
 

三、公共危机事发中思想政治教育的 
调控功能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

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8]胡锦涛同志在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7卷 

 

122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2009年第16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着力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

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9]。公共危机事件造

成的危害，无疑是社会稳定最大的威胁之一。公共危

机事件发生时，一些群众往往心理素质欠佳，对待问

题缺乏理性思考，不同程度地出现政治信仰动摇、个

人主义意识加重甚至逃避社会责任等现象。这些问题

若不能及时有效的消除，就可能使人们产生过激行为。

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则可以在主体思想意识和

外部行为状态发生冲突时，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有效地

调控，抑制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控制群众非理性的冲

动，将人们群众的非明智选择引向理性的轨道，可以

有效地将个人利益与维护社会稳定有机统一起来，从

而保持社会的稳定。因此，要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卓

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高效地发挥其应有的调

控功能。 

一要加强信息调控。思想政治教育应与新闻工作

者、危机管理部门积极配合，迅速调控信息。要进行

信息甄别，善于化解讹传，批判流言蜚语，及时纠正

错误信息，要让人们听到来自公共危机管理部门最权

威的声音，在全社会形成主流思想导向，及时稳定群

众情绪。同时，要注意整合言论资源，充分利用多种

媒体进行思想舆论引导，营造强大的正面“舆论场”，
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客观公正地对事件做出科学的

解释，引导舆论向有利于该事件解决的方向发展。第

三，要完善信息发布制度。遵循“快报实报”的原则，
迅速公布事件的基本情况，让人们了解事件的真相。

如新华社牢牢把握首发权和舆论主导权，在拉萨事件

发生最初 12小时内连续报道权威的消息，使世人及时
了解事件的动态，对于稳定大局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并且大部分报道被外电转发，有效地影响了国际舆论。 
二要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调控。公共危机事件

的不确定性和超常规性，使它超出了人们的控制与社

会正常管理的幅度与张力。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时，

政府的能力也是相对有限的，因而需要调动起全社会

的力量来控制和战胜危机。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传统

的强大政治优势，应该充分发挥出其社会动员和资源

整合的功能作用。一旦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就应迅速动员社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使

公共危机管理行动更加有力。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

只靠政府管理部门“单打天下”、唱“独角戏”肯定不行。
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立即投入

到危机应对的资源整合工作中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

“同唱一台戏”。要通过细致到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动员，
广泛发动群众、凝聚人心，组织起大量的志愿人员，

使社会力量和政府力量形成合力。我国近几年来历次

救灾活动中的慈善义演、慈善义卖、社会捐赠、志愿

救助等活动，都已成为很好的注脚。 
三要讲究柔性调控。对于危机事件中的受害者，

对于在盲目从众心理和感情冲动状况下不自觉地参与

社会性危机事件的人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重感

情投入，秉承帮助、感化心态，讲究处置方式上的科

学与柔性。要加强形势教育和法律知识的宣讲，引导

人们通过正常的程序解决存在的问题；应通过沟通、

说服、劝导等方式，帮助群众克服自身认识偏向和心

理偏差；要说服群众认清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

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不因眼前的、局部的、

既得的利益而激化矛盾；应注重运用暗示、模仿、从

众、服从等心理，营造积极的群体压力和群体舆论，

以保证思想政治教工作的效果。例如贵州瓮安 2008
年“6·28”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10]的处理，对涉案的 104
名青少年，80%免于刑责，且大部分在个人档案上“不
记账”，重点放在柔性调控上，建立了党委政府领导牵
头，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帮教体系，展开了干
部、社区、老师、同学、家庭共同参与的“无缝化”帮
教行动，使 58名违法青少年迅速实现转化，重返校园。 
 

四、公共危机事发后思想政治教育的 
人文关怀功能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

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注

重解决人民群众实际需求，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人的

价值与尊严，更多地从人的精神层面去尊重人、关怀

人、爱护人、鼓舞人。公共危机发生后，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应积极发挥自身的人文关怀功能，为抚慰公共

危机事件导致的社会整体和个体心理的创伤服务。如

开展“抗危”精神的提炼与宣传活动，开展心理疏导、
心理跟踪、心理调适、心理慰藉活动，开展社会公德、

法律秩序的恢复活动等，都是彻底消除危机带来的负

面影响所必不可少的重要举措。 
方式上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有机结合。

在公共危机的善后处理中，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把人

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贯穿、渗透于全过程。各级各部门

的思想政治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舆论引导、

文化消费、志愿服务、专业咨询、心理医疗等各个方

面的工作，都应从关心人、理解人、充分考虑人们现

实需求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

制，加强心理疏导和慰藉工作，使其不良情绪得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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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宣泄，心理压力得到有效缓解。思政心理学原理告

诉我们，具有相似心理感受的人们之间最有共同话语，

他们之间所进行的教育活动也最有说服力[11]。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公共危机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中，

应从群众的各项现实利益出发，从内心去感受群众在

危机事件中的真实感受。着力教育和关怀的结合，在

理清关系、疏导思想、化解矛盾的同时，积极配合相

关部门及时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内容上要注重危机心理的咨询和调适。公共危机

发生后，当事人通常都有强烈的负面感受，承受着不

同程度的心理创伤，甚至因无法承受难以言说的痛苦

而出现心理解体和异常行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

应针对不同的心理障碍开展心理咨询，帮助公众化解

各种心理问题。心理咨询是新时期新兴的科学有效的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它是帮助教育对象调整和排除心

理失衡、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减轻其心理压力的科

学方法。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应当特别

注重危机心理的咨询、调适工作，使人们尽快恢复心

理平衡，减少危机事件造成的心理阴影，恢复和谐的

心理状态。要在事发后真诚地与他们进行心理交流，

减缓或消除受害人的恐惧和痛苦；应迅速组建专业的

思想、心理救助队，着力解决危机状况下因心理变化

所产生的新问题；应大力拓宽心理干预的空间和渠道，

积极组织集体心理辅导、团体心理游戏、互助式心理

引导、陪伴聊天等诸多活动，帮助人们由心理不适应、

不平衡向适应、平衡转化。汶川、玉树地震发生后的

心理调适工作就是如此，其成效十分显著。此外，还

要设法调节环境气氛，引导人们转移视线，离开原来

关注的焦点，进而转移情绪。诸如及时通报危机管理

工作的进展和所取得的成绩，在全社会形成众志成城

的大环境，坚定人们战胜危机的决心和勇气。在自然

灾害事件中，有的人们失去了亲人，有的失去了家园，

有的损失了财产，思想政治教育者一句温情的问候，

一句真诚的鼓励，一个肯定的眼神，都会给他们带来

无穷的力量。 
就人文关怀的对象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重

点关注受灾人群、失业人群、重病人群等特殊人群。

就人文关怀的目的取向而言，要注重增强其心理应对

能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帮助他们尽快走出困境，早

日走向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五、公共危机事发过程中 
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功能 

 
在公共危机事发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和心理始终

呈现为剧烈变化状态。为了加强公共危机管理，就必

须及时掌握人们思想、心理的状态及其变化趋势，有

针对性地采取管理措施，才能确保公共危机管理的时

效性和实效性，这就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评

估功能。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是指现代思想政治教

育中根据特定工作目的，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标准，采

用一定的方法来检查和评定工作效果的重要环节[12]。

其评估功能主要有二：一是评判和掌握某一特定时期

人们思想心态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二是评判和掌握

某个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成效。将其运用到公共危机

管理中，可以在公共危机事发前起到预测危机的作用，

危机发展过程中起到掌握信息、驾驭事态的作用，危

机事发后起到掌控思想和心态转化效果的作用。其具

体操作过程可分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事前评估。主要包括：潜在的危机思想状态

及其程度的评判，危机相关思想可发展趋势的动态预

测，社会危机心理的现状及其可能产生什么危害的评

判。通过事前评估，能够及时发现公共危机的“苗头”，
为公共管理部门制定危机防范方案提供科学依据，起

到危机预警、防范未然的作用。 
(2) 事中评估。主要包括：危机思想劣化程度和

趋向的评判，心理创伤的程度及其演化趋向的评判，

思想教育和心理调适效果的评判等。通过事中评估，

可以为公共危机干预和调控提供及时、准确的情况信

息，为提高社会危机调控效度做出积极的贡献。 
(3) 事后评估。主要包括：危机思想转化效果的

评判，危机心态恢复和优化的评判，危机恢复的信心

以及人们精神面貌状态的评判。通过事后评估，能够

为保证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效果，起到不可或缺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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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fun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expanded vigorously in modern public 
crsis management. Before the public crisis, it should be given full play to its early warning function; In the public crises, 
it should be given full play to its regulatory function; After the incident, it should be given full play to the humane care 
functions. In the course of the incident, it should be given full play to its evaluation funct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grasp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s ideology, and optimize th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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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ngjing District, one of the Liao Dynasty’s five districts is one of the major areas where cities were 
established in grassland. Affected by the national culture of Khita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Shangjing District 
cities group showed some characteristics: Most of the cities were immigrant ones. Locations were built in the places 
which were related to Khitan’s history and culture. Traffic, it was mutua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re were more cities in southeast than northwest and else cities distributive around the Shangjing in a 
circl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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