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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制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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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制度建设，须从制度基础、制度执行、制度效能和制度精神四个层面逐层
铺开，在基础逻辑、实践逻辑、评价逻辑和精神逻辑的渐次推展中建构起环环相扣的现代化教育制度逻

辑。中国式现代化教育制度的基础架构及其基本遵循，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其制度支配主体

须坚持党的领导，制度目标须在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双重观照中明确现代化教育的基本精神和时代使命，制

度结构要构建稳定性、秩序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组织形态。教育制度基础架构决定其执行方式，

教育现代化制度执行须秉持蓄势赋能、活态执行与双向建构的实践逻辑，提升制度执行的生命力、贯彻力

与检验力。制度执行水平通过制度效能表征出来，现代化教育制度效能监测要实现从静态效能到动态效

能、从效率到效益、从常态监测到主动监测的逻辑转变与实践更新，实现对教育制度立体性、有效性与和

谐性的全面反馈和把握。制度效能的提升则以制度精神为根本驱动，要夯筑以社会主义信仰、中国特色信

念和伟大复兴信心为结构内涵的制度自信力，凝聚现代化教育制度建设的思想根脉、情志动力和心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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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教育领域

的具体体现，它既具有自身的本质特征，又反映着

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要求。“教育”是人类特有的

一种文化传递形式、手段和工具，教育的本质属性

是传递性、工具性和手段性［１］。中国式教育现代

化，本质上是文化传递形式、手段和工具的现代

化。同时，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又体现着中国式现代

化的共性，即面向规模巨大的人口，旨在促进共同

富裕，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注重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

教育制度是为达成一定教育目的而对教育事业

和教育活动进行控制的一种规范体系，它是概念系

统、规则系统、组织系统和设备系统的有机统一

体［２］。任何制度都有其生成和发展的逻辑，即制度

赖以构建、实施、反馈和革新的深层机理。合理的

制度可以界定利益范围，降低交易成本，消解运转

冲突。所以，教育现代化根本上有赖于教育制度的

现代化。

本文将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探讨教育制度的

基础架构、执行机制、效能监测和精神内蕴等深层

机理，为中国现代化教育制度建设提供逻辑路标

（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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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制度逻辑分析框架

　　一、制度架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基础保障

（一）支配主体优势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教育

制度的根本坚守

现代化教育制度体系的构建坚持党的领导。教

育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

和非正式规则，党通过领导构建正式规则系统达成

对非正式规则系统的影响。教育制度的正式规则由

国家行政机关或权力机关制定，国家行政机关制定

教育政策法规，以条例、规定、意见等形式颁行；

国家权力机关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教育政策法规

予以立法，巩固教育发展成果，推动教育制度正式

规则的法律化，提升其权威性、规范性和强制性。

所有国家政权机关都在党的领导下发挥职能和作

用，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

志，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

领导［３］。

现代化教育制度的贯彻落实坚持党的领导。现

代化教育制度的贯彻落实要强化党的政治领导、思

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各级各类学校党组织要把党

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重要工作，把抓好学校党建

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把党的教育方针全面

贯彻到学校工作各方面”［４］。要在教育决策、实施

和监督等各个环节中突出党的领导作用，在党的引

领下实现教育决策民主化、教育实施科学化和教育

监督立体化。要明确教育制度执行标准，层层压实

执行主体责任，加强复命制、问责制、追究制的建

设，保障现代化教育制度的高效落实。

（二）目标置定双重观照：中国式现代化教育

制度的基本航向

首先，在历史性观照中明确现代化教育制度目

标的基本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教育制度目

标随着历史阶段和国家建设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但

始终都贯穿着以下基本精神［５］：第一，教育制度

目标的基本性质是社会主义性质。始终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本位和人民中心，反映着社

会和人民关于教育的思想、愿望和利益。第二，塑

造人民的主人公意识，培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续力

量。新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为培养国家主人和社会主

义建设者、接班人而设计的，保障了广大人民的受

教育权利，所有教育力量朝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方向

聚合。第三，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新中国教育的培

养目标从“德智体”全面发展到“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始终致力于塑造立体、全面、鲜活的生命

个体。

其次，在现实性观照中明确现代化教育制度目

标的时代使命。教育制度目标既具有阶段特征，又

担当着时代使命。首先，新时期教育制度目标的总

体方向是为现代化服务。基础教育制度要为现代化

人才培养奠基，助力青少年储备现代化基础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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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技能；职业技术教育制度要根据现代化对技能

型人才的需求调整自身结构，创新技能型人才培养

模式；高等教育制度要确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教育

管理、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专业设置等多重目

标，为现代化培养专业型、学术型高端人才；成人

教育制度要设计出与现代化进程相匹配的终身学习

规则体系，调动不同层次的人群为现代化建设持续

发力。其次，新时期教育制度目标的基本取向是素

质本位取向。教育制度要创设有利于素质培育的制

度环境，其中教学制度、考试制度、证书制度和学

位制度是关系素质培育和考核的四大关键制度，其

设计要为素质的培养、监测和甄别服务，主动适应

现代化变革需求。最后，新时期教育制度目标以立

德树人为旨归。立德树人是现代化教育的根本任

务，教育制度要搭建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道德和现

代化人才的框架结构，调动各种现代性因素为立德

树人服务。

（三）结构动能四性合一：中国式现代化教育

制度的组织样态

教育制度结构是教育制度的各个组成部分间的

相互关系及组合方式。纵向看，教育制度包括国家

性、地方性、学区性和个体性等层级要素；横向

看，教育制度包括概念系统、规则系统、组织系统

和设备系统等构件要素。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曲折历

程表明，一个具有强劲动能的教育制度结构须兼具

稳定性、秩序性、开放性和灵活性。

首先，稳定性和秩序性是现代化教育制度结构

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前，教育现代化一直处于被动

施为和散点培植状态，教育制度结构松散、紊乱；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强劲的资源聚集效能，

统整分散、薄弱的教育现代性因素，构建起了稳定、

有序的现代教育制度结构［６］。目前，我国现代化教

育制度形成了“四层次—五类型—两分支—一辅助”

结构样态，其层次结构分为学前教育、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包括基础教育、职

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学

制结构形成以基础教育为根基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

育双重推进分支结构；同时，还形成了终身教育辅

助结构，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成人教育层层递进，

适应现代化终身学习需求（见图２）。
其次，开放性和灵活性是现代化教育制度结构

的灵魂。现代化教育制度要搭建起充分的弹性空

间，容纳、吸收和转化自发的变迁性因素和创造性

因素。在现代化教育制度结构的改革和完善中，国

家办学体制逐步形成了政府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

参与办学的新格局；招生就业制度形成了国家任务

计划与调节性计划相结合，毕业生少数由国家分

配、多数自主择业的新结构；教育投资体制逐步建

立起以国家财政支持为主、多渠道筹措资金为辅的

新方式。在未来的发展中，教育制度结构应继续深

化改革，强化四性合一，使教育整体中各个部分的

比例关系和组合方式更趋合理。

图２　我国现代化教育制度结构样态

　　二、制度执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运行支撑

（一）蓄势赋能：现代化教育制度执行生命力

的凝聚与释放

教育制度执行通过守正创新为现代化教育蓄

积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

于执行［７］。教育制度执行的生命动能源自守正创

新，“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

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８］。现代化教育

制度执行的“守正”，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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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教育为

现代化服务，为人民服务；“创新”表现为“顺应

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

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

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

指导新的实践”［９］。现代化教育制度执行的创新，

是教育部门主导，多元教育主体共同参与，对原

有教育关系、教育组织、教育规则及教育价值

进行调试、建构的活动，它创造适应教育现代

化的价值尺度，通过提供新的模式，降低执行

成本，挖掘教育制度的效率潜能，缔造新的教

育秩序。

教育制度执行通过群众路线推动现代化教育

释放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

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作为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

斗力的重要法宝［１０］。中国现代化教育制度执行坚

持走群众路线，所有教育方针政策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切实回应受教育主体的切身诉求，

“着力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形成

了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政策往基层倾斜的

良好导向，改作风改到群众心坎上”［１１］。当前

“群众心坎上”的教育热点问题是教育公平、教育

质量和教育负担等问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

进，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入学机会地区差距

拉大等矛盾日渐突出，要提升教育制度执行力，

切实加大乡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教育支

持力度，让每个孩子都享受优质均衡的教育资

源。要把提高教育质量发展作为教育制度执行的

核心工作，深化改革办学制度、招生制度、就业

制度、教学制度、减负制度等，把教育政策落实

到群众心坎上。

（二）活态执行：现代化教育制度执行贯彻力

的优化与活化

现代化教育制度执行须主体与客体协同发

力，变“制度强制力”为“制度执行力”，优化执

行方式，确保教育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现代化教

育制度的执行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按照一定规

范和程序将教育政策法规施加于客体，实现现代

化人才培养目标；各级各类学校或教育机构则是

执行客体，按照执行主体的意志开展教育活动，

具体落实培养方案。“制度执行力是一种需要制

度执行主体与客体共建的能力，单纯从制度执行

主体方面构建的制度执行力只能称之为制度强制

力。”［１２］制度执行主体与客体间只有双向互动才

能维持教育生态的平衡。制度执行客体是被管理

者，但其意愿、需求、困境等都需要被觉察、被

回应，要构建高效的教育制度执行反馈机制和调

节机制，充分关注制度执行客体的诉求。同时教

育制度执行客体也要提高政治素养，以主人翁的

姿态关心国家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按照规范程序

为行政机关提供决策咨询。

现代化教育制度执行须克服路径依赖，溶解

制度惰性，催生制度活性，保障教育现代化成功

转型。教育制度执行须克服制度惰性，即克服在

教育制度变迁过程中达到效益增长临界点之后表

现出的延续性和顽固性［１３］。制度路径依赖理论认

为，旧制度的回报递增和新制度的信息不完全市

场加固了制度的路径依赖。当一种制度趋于稳定

后，嵌套于其中的非正式规则会按照固有路径运

行，此时任何一种改变都会比维持原状消耗的成

本高［１４］。制度执行时要善于协调正式规则和非正

式约束的关系，完善试点改革机制，强化信息支

撑，建立多维反馈渠道，深入宣传改革思想，减

轻制度惰性，降低试错成本。

（三）双向建构：现代化教育制度执行检验力

的发挥与调适

中国式现代化教育制度是一种认知表现形

式，制度执行以其实践性检验制度认知。制度执

行是一种社会实践方式，实践是沟通主观与客观

的中介，是在一定认知形式指导下对客观世界进

行改造的行为，所以实践既可以改造客观世界，

也可以检验主观认知。实践对认知的检验分为三

种类型：其一，不改变客体，实践样态是观察；

其二，改变客体但不创造新客体，实践样态是实

验、生产；其三，创造新的客体，实践样态是实

验、生产、生活［１５］。制度执行是一种融实验、生

产、生活为一体的高级实践样态，它既改造客

体，又创造新客体。现代化教育制度执行，就是

同时改造和创造受教育者的过程，受教育者在教

育制度规约下塑造现代化行为模式，培养现代化

能力，这是渐变的改造过程；当复多的行为模式

和能力累积起来时，受教育主体便会产生质变，

成为“时代新人”。教育制度对现代化人才这一新

客体的培养过程及结果，是检验现代化教育制度

效能的重要标准，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是否达到生产目的，二是产品是否合

格，三是生产是否亏本，四是产品能否出售。具

体表现为：教育制度执行是否实现了现代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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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为现代化服务的总目标，培养出的人才是否

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才，教育投入

和教育产出是否成正比，培养的人才能否适应现

代化需求，即人才类型、结构和数量与社会各领

域的人才需求是否适配，人才自身素质结构是否

达到相应领域的专业要求。

制度执行检验是一种双向话语形式，须在理

论与实践的相互调适中强化检验力的科学性表

达。现代化教育制度执行过程和结果，检验着现

代化教育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相反，现代化

教育制度也有自身的科学水准，它是按照契合中

国国情的教育制度理论设计的，而理论是经过严

密逻辑论证和实证检验形成的命题系统，具有科

学性和前瞻性，能够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教育制度

并预测其发展，国家据此拟定制度执行规则和标

准，预判执行趋势和结果，科学指导制度实施。

教育现代化是一个正在被创造的过程，制度执行

存在实践遮蔽效应，而理论恰恰具有解蔽及预见

的逻辑穿透力，所以不能因为制度执行过程和结

果存在某些偏误就随意降低要求或修改制度。当

然，当现代化教育实践有了广泛、深入、长期的

开展，获得了某方面的丰富信息支撑，以强烈的

实践话语冲击着制度话语时，现代化教育制度就

有必要做出回应和调试。

　　三、制度效能：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反馈
机制

　　制度效能指根据制度规定进行实施所体现出
的效果和作用，它反映着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制

度目标的达成度。制度效能评价是对制度本身的

科学性及制度执行所体现出的效果和作用进行考

察、分析、评估的一种价值判断过程，兼具过程

性和结论性。

（一）从静态效能到动态效能：现代化教育制

度立体性评价焦点锚定

静态效能评价着眼制度的本体价值，推动现

代化教育制度自身的完善。现代化教育制度内在

潜能的高低，取决于规则系统、组织系统和设备

系统的科学性，现代化教育规则系统直接反映着

制度结构的合理性，组织系统直接反映着权力与

职责横向分工和纵向支配的协调性，设备系统直

接反映着制度运行配套资源的完备性。现代化社

会高速变化，现代化教育制度评价须充分关注这

一时代特征，变革评价思想，打破封闭的评价

观，采用开放的评价模型。开放系统模型理论认

为，组织效能的核心标准是适应性和外部支持，

组织为了获得外部支持而不断展开政治适应、经

济适应和管理变迁等［１６］。现代化教育制度的本体

评价须重视教育制度的适应性和开放性，回应现

代社会高速变迁的要求。

动态效能评价聚焦制度的实践样态，促进现

代化教育制度执行的改革。对现代化教育制度执

行效能的评价，要重视关键绩效指标，即通过对

组织内部流程的输入端、输出端的关键参数进行

设置、取样、计算、分析，来衡量流程绩效的一

种目标式量化管理指标［１７］。该方法符合“二八”

原理，即组织中２０％的环节或因素决定了８０％的
成效。现代化教育制度评价不能平均着力，应重

点检视２０％的关键行为和环节，聚焦教育制度实
施的关键过程领域、关键实践和关键结果领域。

教育现代化的关键过程领域就是攻克教育现代化

难题的过程集群，我国教育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难

题表现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乏力、普职融通困

难、学前教育发展不足、数字化转型滞后、高中

升学压力大、应试教育倾向严重、教育评价单一

等，这些难题的解决过程都指向一个或多个目

标，对应着一组关键教育实践，反映着教育制度

实施的成熟度等级。关键教育实践的开展促进主

要目标的达成，所达成的目标就是教育改革关键

成功要素的聚集地，即关键结果领域［１８］。现代化

教育制度执行的动态效能，由关键领域决定，要

有重点地展开评价，节约评价成本，有效反馈实

施情况，促进现代化教育制度执行的改革和

发展。

（二）从效率到效益：现代化教育制度有效性

评价标准观照

制度效能的效率之维反映现代化教育制度的

产能水平，体现现代化教育制度有效性评价的基

础观照。效率是指投入和产出的比值，现代化教

育制度的效率表现为教育制度运转成本和教育制

度对现代化促进作用之间的比值关系。教育部门

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有组织、有计划地在教育的

各领域、各环节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同时吸

纳自由市场资源主动投入，以期产出现代化人

才。教育投入和产出的过程，本质上是将物质财

富转化为智力财富的过程，其转化率的高低标志

着现代化教育制度效能的高低，而教育转化率受

制于领导艺术、管理艺术、操作规范、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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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工作方法等因素，要切实提高现代化教育制

度执行力，促进教育资源向人才资源转化。边际

效用递增规律表明，在知识依赖型经济中，随着

知识与技术要素投入的增加，生产者的收益会呈

递增趋势。现代化教育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知识

性投入和技术性投入对增加教育产出和收益有较

大影响，要优化教育投资结构，提高现代化教育

制度产能水平，扩大教育红利。

制度效能的效益之维表征现代化教育制度

的前瞻高度，体现现代化教育制度有效性评价

的顶层观照。效益是一项活动开展后的直接效

果与间接效果的总和，它不只表现为特定领域

发生的正向变化，还表现为对其他领域的辐射

带动作用。现代化教育制度追求短期效益和远

期效益的统一，它不仅让受教育者获得现实素

质的提升，而且要通过人才输送实现政治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规模递增。中国现代化

教育制度要完善人才战略布局，按照现代化要

求调整各类人才比例，“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综

合运用招生计划、就业反馈、拨款、标准、评

估等方式，引导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及时调整

学科专业结构”［１９］，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

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促进人才行业分布和区

域布局的合理化、协调化［２０］，提升现代化教育

的改革效能。

（三）从常态监测到主动监测：现代化教育制

度和谐性反馈机制构建

首先，关注制度效能常态水平，落实常态监

测，监控现代化教育制度执行的和谐度和稳定

度。和谐性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和平、友好与协调

程度，描述的是一种经常性的运转状态。教育现

代化的和谐性通过制度效能的常态水平反映出

来，常态水平通过常态监测获得。制度效能常态

监测是一种制度体检形式，是对制度系统本身及

其运行效果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控和预警的

一种信息反馈形式，可以帮助及时发现制度功能

障碍以及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为制度调试提供

丰富的信息支撑，其特征表现为大数据、细颗粒

度、精细单元或网格、实时扫描、自动输出可视

化体检报告，可供行为主体根据治理导向、地域

差异、民众偏好等进行差别化使用［２１］。如果说教

育制度效能评价是国家教育治理强激励下的产

物，那么教育制度效能常态监测则是国家教育治

理弱激励的应然要求，它不与教育政绩挂钩，削

弱考核性、评价性和奖惩性，回归信息的功能本

位，以一种高度和谐的方式反映现代化教育制度

效能的常态水平。

其次，开展“制度体检”，推动制度效能从被

动监测转向主动监测，创生教育现代化和谐推进

的能动模式。教育制度效能常态监测的弱激励性

质推动现代化教育制度从被动迎检走向主动监

测，以“体检”的形式实现教育制度效能常态水平

的主体性评估和能动性把握。现代化教育制度体

检是一种常态化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能

激活教育数字，挖掘普通数字的效能反馈价值。

教育制度效能常态监测数据是教育现代化痕迹的

全息记录，注重数据的自然性、全面性和立体

性，以天然的无功利形式避免考评带来的数据造

假或“销毁病历”行为，推动教育制度执行主体从

“讳疾忌医”向“主动就诊”转变。现代化教育制

度效能最主要的“体检师”和“监护人”是教育制

度执行主体自身，各级各类教育行政部门、机构

和学校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只有增强主体

自觉性，才能促进教育制度监测数据的和谐

生成。

　　四、制度精神：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深层
驱动

　　中国现代化教育制度精神以宏观的民族信仰
为统领，以中观的集体信念为支撑，以微观的个

体信心为驱动，三重逻辑共同构成制度精神的结

构内涵（见图３）。

图３　中国现代化教育制度精神的结构内涵

—６—



（一）信仰铸基：现代化教育制度精神的思想

根脉

信仰是制度精神的前置逻辑，从宏观层面塑

成行为主体无意识的自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

书》认为，信仰是在无充分的理智认识证明一个

命题为真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深层认同的一种心

理定势或态度。信仰体现着整个民族对终极意义

的追寻，具有统摄价值观的作用，它以一种无意

识的感性形式主导着理性逻辑。中国现代化教育

制度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对真理的崇尚

中培铸教育制度自信的核心底气。

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塑造教育

制度的真理性，夯筑了中国现代化教育制度自信

最厚实的思想根基。马克思主义信仰消解了传统

信仰片面的“主—客”逻辑图式，打破对绝对真理

无条件的绝对膜拜［２２］，在实践中确定主体的本质

和存在状态，进而塑造终极的理想生存图景，使

之成为行为主体的终极追求和寄托，把信仰构筑

在对真理的自觉认同和对自由解放的自觉追寻

上。“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

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

理、笃行真理的过程。”［２３］马克思主义信仰指导

中国现代化教育制度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的统一：不仅符合教育制度建设的基本规律，而

且满足了广大人民的教育需求，达成了制度之真

和制度之善的有机结合。中国现代化教育制度坚

持党的领导，科学把握教育制度方向和目标，建

立合理的教育制度规则，确定有效的教育制度实

施方案，激发持续的教育制度改革动力，铸就了

中国现代化教育制度自信的核心底气。

（二）信念铸魂：现代化教育制度精神的情志

驱动

信念是制度精神的中置逻辑，从中观层面锻

造行为主体坚定不移的精神和身体力行的态度。

信念是坚信某种结果必定出现、某种目标必定达

成并愿为之不断付出的思想观念。

中国现代化教育制度自信力的提升，必须坚

定“特色”信念，凝成教育制度自信的精神内核。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

题，强调要结合中国环境、中国特点具体地运用

马克思主义，在特殊的实践中贯穿马克思主义的

普遍原理，用新鲜活泼的、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

见的形式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中国现代化教育制度从中国实际出发，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教育制度性质是社会主义性质，教育制度支配主

体坚持党的领导，教育制度服务客体坚持面向人

人，教育制度方向坚持服务现代化，教育制度目

标以立德树人为旨归，教育制度运行坚持政府主

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教育制度效能坚持公平与

质量兼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自己的立场

和坚守，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

跟随别人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

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

化，最终会丧失前途［２４］。教育现代化应当坚定教

育特色发展信念，强化教育制度自信的观念

支撑。

（三）信心铸力：现代化教育制度精神的心理

支撑

信心是制度精神的后置逻辑，从微观层面为

制度自信提供深厚的情感依托和牢固的心理基

础。信心是指相信行为主体能够掌控事物变化并

能推动事物朝着预期方向变化的一种心理状态。

信心具有个体性，可以确指到独立个体的心理活

动，这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信念在个人教育实践上的形象化和具

体化。只有当教育复兴的信心根植于每个人的心

中时，制度建设才会具有恒久的驱动力。恩格斯

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

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

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

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

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

念。”［２５］对现代化教育制度的信心，一方面灌注

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另一方面凝结着个体通

过接受教育实现生存现代化的笃定意志，整体的

愿景和个体的心灵相交融，真切地折射出现代化

教育制度的自信力。

中国现代化教育制度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

催生对教育制度的感性认知和理性认同，凝聚起

制度自信的深层情感动力和心理支持。在党的领

导下，新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教育成就［２６］。其一，

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建国初文盲占８０％以上，适
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到 ２０％，１９７８年国家基本
普及小学教育，进入新世纪后，实现了义务教育

的全面普及和免费教育。至 ２０２１年，文盲占 １５
岁及以上人口比率降至 ３２１％［２７］，义务教育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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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率达９５４％［２８］。其二，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居世界首位，２０２１年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５７８％［２９］，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

平。其三，职业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建国初期职

业教育几成荒废，至 １９７８年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达２７６０所；到 ２０２１年，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达
７２９４所，高职（专科）学校达１４８６所［３０］。其四，

教师队伍建设成效显著。１９７８年各级各类教育专
任教师 ８９９４万人，２０２１年增长到 １８９９１万
人［３１］，小学、初中、中职和高等教育各阶段生师

比 分 别 为 １６３３∶１，１２６４∶１，１８８６∶１，
１８５４∶１［３２］，专任教师配备整体充足。其五，教
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教育资源结构布局进一步

优化，教育惠民政策保障体系得到健全，经济落

后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教育面貌发生巨大改观。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确立了现代化教育制度基本

框架和整体体系，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

位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

色的教育道路［３３］。中国现代化教育制度创造的物

质事实可触可感，惠及千万民众，百姓在亲身经

历和目见耳闻中形成了对中国现代化教育制度的

感性认知和理性认同，增强了通过教育现代化助

力民族复兴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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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城市大学的合理蕴涵探析

储著斌

（江汉大学，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５６）

　　［摘　要］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一批以所在城市冠名、以所在城市为服务
对象的高校应运而生，大家将其称之为“城市大学”。对于怎么界定和认识城市大学，学术界有三种来自西方

的实践与理论的方法论原型，即从高等教育史的角度强调城市大学的世俗化、市民化，从服务职能出发强调

城市大学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从城市与社会的关系入手强调城市与城市大学的共生促进。在当代中国，

新时代的城市大学在概念属性上体现为一种大学理念与教育思潮，而不是一种大学类型；在管理体制上遵循

着举办者行使权力与履行义务的原则；在服务面向上强调全面服务所在城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解决了实

践中因城市大学公办或民办性质不同导致的认识分歧，理论上因冠名城市或服务面向城市导致的二元论争，

在核心概念上廓清了实践带来的各种“迷雾”。当前，城市大学要从发展理念推进到发展模式，在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为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在坚持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中统筹城市大学的良性互动与

持续发展，在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中彰显城市大学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

　　［关键词］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城市大学；大学理念；大学管理体制；大学服务职能
　　［中图分类号］Ｇ４０－０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０９－０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２

在我国城市化（或曰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我国

的城市在管理上是划分为不同行政级别的，例如直

辖市（省级城市）、副省级与省会城市、地级市、县

级市与城镇等；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大学（或学院，

下同，不再单独标注）基本都设立在这些不同行政级

别的城市之中（似乎未见设在一般意义上、非县城的

“镇”上的大学或学院）。截至当前的不完全统计，以

城市大学（学院）冠名，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

才的城市大学（学院）数量已经超过了２０所，在各类
高校中还有３０多个冠名城市的内设二级学院；隶属
于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主管的部分大学以城市大

学作为学校发展定位，也不在少数。就后者而言，

例如江汉大学以“努力建设在国内有影响有特色的高

水平城市大学”为发展定位［１］，哈尔滨学院提出筑牢

“校城血脉融合”理念和面向区域发展的办学定位，

努力建设在国内有影响有特色的高水平应用型城市

大学［２］。２０００年以前，在国内，虽然只有一小部分
的高校将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办学理念定位成直接服

务所在城市或者为所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

但事实上全国高校的绝大多数毕业生都是在城镇以

上城市实现就业的。有学者将“城市大学”分为某一

城市政府主管的“城市型大学”或校名中直接冠名城

市的城市大学两类［３］，但这种分类并无实质性的意

义。实际上，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特色社会

—９—



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前），在校名中直接冠名城市的

“城市大学”或在发展定位上彰显服务城市的“城市型

大学”并不多见。较早使用“城市大学”名称并具有一

定知名度与美誉度的则是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成立于武汉
的、由我国１５个副省级城市举办并管理的综合性大
学发起的“十五副省级城市综合大学联席会议机制”

所联系的１５所城市大学［４］。

对于怎么界定和认识城市大学，学术界主要采

用了三种源于西方实践和理论的方法论原型。一是

从高等教育史上城市大学的实践角度定义城市大学，

强调城市大学的世俗化、市民化，这主要体现在英

国的高等教育史上；二是从高等教育的职能特别是

服务职能的角度定义城市大学，扩大高等教育职能，

形成教学、科研和服务三位一体的高等学校职能，

强调高等教育在大众化发展阶段以市中心为主的服

务型大学建设，这主要体现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美国大学层级的分化，高等教育扩充到为市民服务，

此种功能“老学府”即有，而新设的大学或学院更以

此为旨归；三是从城市与社会的关系入手，以“大学

与城市”为主题，研究两者共生促进的存在方式，以

及这些大学如何对城市或社区的发展进程产生更广

泛的影响。囿于篇幅，本文不作具体论证。那么，

到底什么是“城市大学”？如何在理论上对改革开放

以来各类城市大学发展的丰富实践给予概括，抽象

出其一般性特征？本文试图从新时代城市大学发展

的理论逻辑的不同维度作以回答。

　　一、新时代城市大学在概念属性上体现为一种
大学理念与教育思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给予了高度关注，就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旨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央“按照坚守底线、突出重

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思路”，在“推动高等教

育内涵式发展，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５］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５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建

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

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

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的新路”［６］。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

才单章论述、统筹安排、一体部署，彰显了“教育、

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的战略定位，指向“开辟发展新领

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以“全面

提高人才自主培育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等举措，“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

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

科”［７］，服务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对推动新时代高等学校深化

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为全

方位推进我国当下城市大学建设指明了重要路径，

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国新时代的城市大学建设，就

是诸多的地方高校贯彻落实“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的具体举措之一。中国当下的

“城市大学”到底是什么，必须从新时代中国特色教

育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等不同

理论视角来回答。

就高等教育学而言，“大学”的上位词是“高等

教育机构”。高等教育机构，在我国泛指实施高等教

育的学校和具有研究生招生教育资格的科研院所，

是能够提供教学、研究条件和（或）授权颁发学位的

高等教育组织，包括大学、学院、职业大学、职业

技术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有

关科研院所和成人高等教育机构等。高等学校又称

高等院校，是高等教育机构的一种，泛指实施高等

教育的学校［８］，在国家教育部每年发布的“全国高等

学校名单”中分为普通高等学校与成人高等学校两

类，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按照层次又分为本科院校（又

可细分为普通本科院校、职业本科院校）、高职（专

科）院校两类。近年来影响最大的是各类教育评估中

对高等学校的分类（即常见的各类“大学排行榜”），

将其分为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

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应用型大学、高等专科学校

等六大类，当然还有其他分类方式。从类型学上讲，

涉及类型化，必然就有分类标准及其对应的其他类

型，例如以主要任务为分类标准，有研究型大学、

教学型大学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教学研究型大学［９］。

但是，城市大学无论是从其历史起源还是现实发展

来看，都不属于院校组织类型化的结果，通俗地说，

没有一种合适的分类标准，将城市大学与“非城市大

学”区分开来，无论是大学冠名中的“城市大学”还是

城市发展目标与办学定位中的“城市型大学”，名称

中的冠名与办学定位均不能作为类型化的分类标准。

从这种意义上说，“城市大学”的存在在类型学分析

上无意义，应该是一种跨类型、反类型或超类型的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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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认为，城市大学应该是一种大学

理念或教育思潮。大学理念是人们在对大学发展规

律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大学的本质、使命、目

标、职能以及大学与社会、政府关系等一系列基本

问题的理性认识［１０］。这种理性认识，体现在大学理

想上，就是对大学宗旨和使命的认识，是大学价值

追求和文化品味的集中体现；体现在大学精神上，

就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对其价值理想进行内化、

升华和凝练的结果，既反映理想境界的追求，又体

现在广大师生的现实表现之中；反映在大学的外部

关系上，也就是体现在大学与其所属城市的互动、

大学与城市政府的关系、大学与社会推动城市发展

的合力上。教育思潮，就是城市大学拒绝奉行“象牙

塔理论”（大学要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潜心探

索和传播高深学问的一种思潮［１１］），而是以大学与

城市的良性互动为出发点，对大学科技园、大学城、

技术孵化器、大学联合体、大学战略联盟等教育形

态兼收并蓄。这样，就能合理地界定“城市大学”的

科学内涵。学界某些学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就

目前来看，城市大学只是一种理念，尚未形成高等

教育学的发展模式”［１２］。

　　二、新时代城市大学在管理体制上遵循举办者
享有权力履行义务的原则

就公办院校而言，强调以所在城市的市级政府

作为举办方和管理者。在管理体制上，由省会城市、

副省级城市以及更低级别城市的市级人民政府举办

的大学（学院）都属于城市大学。从我国城市大学的

起源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城市迅速发展，

亟需各种类型的人才，一大批由各副省级城市政府

主办的“市属高校”应运而生，代表了我国“中央、

省、中心城市”办学体制的第三级，如前述的２０１０
年成立于武汉的全国十五副省级城市综合性大学联

席会议机制所形成的“城市大学战略联盟”。从我国

“城市大学”的管理来看，此类大学在性质上都是公

办高校，所在地城市的市级人民政府是大学的举办

者。形式上，在此类大学的“学校法人登记证书”“大

学章程”的记载之中，城市人民政府是类似于企业法

人的投资方。实质管理上，此类大学的重要人事安

排一般由所在城市的市级党委政府提出人选后会商

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后任免，办学经费主要由所

在地的市级财政统筹解决。在法律与管理实务中，

此类城市大学（学院）的举办单位是市级人民政府，

业务上的主管单位是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当然

还有其他形式的表现。虽然这种制度安排在现实中

诟病较多，例如认为该类“市属高校”成为所在地城

市政府的“大学局”，但不可否认该管理体制是中国

特色的具体体现，也是符合管理学的一般原理，即

市级政府作为类似于公司投资者的举办方，其应该

按法理享有相应的权力、履行相应的义务。

就公办城市大学而言，城市政府作为举办者的

权力与权利必须得到加强，这也是坚持党对教育事

业全面领导的具体体现。笔者在相关研究中多次指

出，从法律意义来讲，作为公立城市高校的举办主

体的市级人民政府，可以类比为公司的“投资人”和

企业的唯一“股东”，应该在许多重要的场合发表他

们的立场。但是，在例如大学章程建设的过程中，

市政府作为举办者却鲜有表态，造成高校办学主体

角色的缺位。尽管各大学在制订各类发展计划时都

表达了要与城市的规划相结合的意愿，但是如何才

能把市政府作为举办者的意志体现、贯彻、落实到

高校的各类发展蓝图当中，仍需多加思考［１３］。在现

行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背景下，在政府实施负面权

力清单的模式下，市级政府虽然会对此有所顾虑，

但还是需要进行必要的行政指导［１４］。

在教育学上，依据举办者这一分类标准，大学

分为公立大学（由某一级政府管辖并提供经费的大

学）与私立大学（由个人、社会团体等非政府机构举

办的高等学校）两类。公立大学，按照举办者的不同

层级，再细分为国立大学（由国家管辖并提供一定办

学经费的大学）、省属院校（主要指中国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政府管辖并提供一定经费的高等学校）、

市立大学（由市政府举办、管辖并提供办学经费的高

等学校）［１５］，这一类型化及其名称，已被全国科学

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教育学名词”所采用。

公办的城市大学基本与这里的“市立大学”对应。

城市大学的此种特性主要是针对公办院校而言，

但并未否认民办的“城市大学”也具有此类特征，即

民办“城市大学”的投资方享有按照法律程序、一定

意义上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履行出资与投资等主要

义务，其核心在于遵从投资者的权力与权利实现原

则。在这方面，公办、民办的“城市大学”具有一致

性。以湖北省为例，省级的财政拨款对于市属高校，

也就是公办的城市大学，几乎并不予以考虑，因为

这些市属高校姓“市”，不姓“省”；省教育厅的各类

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研究项目在市属高校中主要表

现为“指导性项目”，就是可以予以立项，但不给予

资金支持；在省教育厅和其他部门组织举办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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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科学研究成果奖等省级奖项中，市属高校要

想拿到一等奖这样重要的奖项是非常困难的［１６］。一

般情况下，包括城市大学在内的民办高校的教师也难

以从省级财政得到科研经费的支持，地方财政支持的

主要是省级人民政府作为举办者建设的“省属高校”。

　　三、新时代城市大学在服务面向上强调全面服
务所在城市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谈及城市大学服务面向问题，就不得不涉及“高

等学校职能”这一概念。高等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体

系，涉及众多的方面和职能。高等学校职能指的是

高校为了满足社会分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承担的

社会任务［１７］。我国对高等教育职能进行过完整的概

括，２０１７年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强调

“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

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１８］。

我国对有关高等教育职能的实践认识和理论总

结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多数人赞同现代高等教育

的三大职能为培养专门人才、发展科学知识和为社

会服务，与之相对应的工作是教学与教育、科学研

究、多种形式的社会工作。上述三种职能是就高等

学校整体而言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

职能可以有所不同或有所侧重［１９］。２０１１年４月，胡
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提出，“高等教育是优秀

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

泉”［２０］。这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征程中首次

指明了大学和文化传承、思想文化创新之间的关系，

明确高等学校的第四项重要使命“文化传承与创新”。

２０１２年３月，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的若干意见》中，对这项职能阐发为推进文化传承创

新就是要兼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优秀文明成

果，加大对文史哲等学科的支持力度，培育大学精

神，发挥文化育人的功用［２１］。２０１７年２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的意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国际交流合作列为高等学校的“第五项重要使

命”［２２］。习近平提出，“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

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２３］，高校智库成

为我国大学第五项重要使命的探索者与引领者［２４］。

对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职能，也有一个认识与

实践的不断发展过程。为社会服务是指高校利用自

身的教育资源，直接为社会提供现实的需要，又称

直接为社会服务。社会服务工作通常是日常教学活

动与科研活动的拓展，在国外这通常被看作是学校

的一种推广工作。社会服务作为一种职能，以美国

的“莫里哀法案”（１８６２年）的颁布为标志，至２０世
纪中期以后才普遍确立［２５］。我国大学的社会服务职

能主要在改革开放后得到正式确立与发展。１９９３年
２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和改
革发展纲要》，高度概括了高等教育具有育人、发展

科技、服务社会等三大职能。１９９９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高等教育法》的正式实施，为高等学校服务职能的

确立提供了法律依据。

从历史发展而言，高等学校社会服务职能的理

论与实践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高等

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

国充分借鉴了苏联的办学经验，着重提出教育离不

开实践，从而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１９５８年，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颁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其中指

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

相结合”［２６］，高校所具备的社会职能表现为把高等

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第二个阶段是教育为经

济建设与发展生产力服务。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

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被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学界提出教育服务“四个

现代化建设”，为经济建设与生产力服务。在２１世
纪初，政府鼓励大学创建各类高新技术企业，将其

视为我国“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战略的重要举

措之一。第三个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后，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７日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坚持教育“四为服务”，即

“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

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

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

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

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２７］。“离开了这一最

大的现实，高等教育就失去了办学的基础，也就很

难以把它办好了。他（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和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都强调，要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四为服务’。”［２８］

城市大学，就其办学定位与特色发展而言，就

是“全面服务城市”，这种“全面”，是全链条、全方

位、全覆盖地服务城市。这种“服务城市”，从狭义

上讲，是高等学校的直接服务社会功能的体现，也

就是城市大学履行高等学校五项职能之一的“服务职

—２１—



能”，即高等学校的五项职能均要体现城市大学的服

务面向，不仅直接服务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要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承创、国际交流合作

等其他重要使命或曰其他四项职能的履行过程中全

面落实服务城市的职能与使命；从广义上讲，城市

大学“全面服务城市”，就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所说的坚持教育“四为服务”的方向。

总之，笔者对于城市大学核心概念总体认识，

以１５个副省级城市隶属的大学为例，认为城市大学
肇始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因省会城市、副省级
城市发展而建立的职业大学，这些大学隶属于某一

城市政府管理，后来它们陆续升本，并改建为普通

本科院校，其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与城市发展实际

紧密结合，高等教育界将这些具有明显城市属性的

高校定位为城市大学［２９］；这些高校所处的城市均坐

落于国家各类发展战略的中心位置，具有明显的区

位优势。城市大学的发展面临着政策制度的强大动

力、前期发展的良好基础、人力资源的新型需求、

前所未有的政府支持、优质教育的强烈期盼，同时

面临着外部环境制约、高校格局变化、生源竞争激

烈、就业形势严峻等问题［３０］；城市大学与区域城市

科学发展是相互依赖的，在城市发展中体现了区位

优势，在凸显地方性中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３１］。在当代中国，新时代的城市大学在概念属性

上体现为一种大学理念与教育思潮，而不是一种大

学类型；在管理体制上遵循着举办者行使权力与履

行义务的原则；在服务面向上强调全面服务所在城

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些理论上的梳理有助于解决

实践中因城市大学公办或民办性质不同导致的认识分

歧，以及因冠名城市或服务面向城市导致的二元论

争，在核心概念上廓清了实践带来的各种“迷雾”。

但是，上述有关城市大学的认识主要是在教育

实践、教育理论的“小圈子”里取得的，要从理论上

对新时代城市大学发展的实践趋势进行深入的梳理，

还必须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角

度来理解，特别是二十大报告阐明的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实施科教兴国强化

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以及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理

论来分析。

十八大以来，城市大学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毋庸讳言，城市大学建设

在理念与实践上均不同程度存在一些误区，需要以

系统观念和正确的方法论来正确认识中国式高等教

育现代化中城市大学。如何规避直接以国外的城市

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的“老路”来建设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的城市大学，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

实意义的课题。这需要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

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以及相关重要讲

话精神为指导，从方法论层面来反思和探讨在“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进程中城市大学的

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和时代使命，特别要聚焦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的“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

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３２］等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

来实现城市大学的高水平建设。当前，城市大学要

从发展理念推进到发展模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为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在坚持中

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中统筹城市大学的良性互动与

持续发展，在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中彰显城

市大学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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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举行［Ｎ］．光明日报，２０１１－０４－２５（１）．

［２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２
（２２）：４３－５０．

［２２］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
选编（下）［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４７８．

［２３］光明日报记者．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Ｎ］．光明日报，２０１４－
１０－２８（１）．

［２４］史秋衡，季玟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年来大学
职能的演变与使命的升华［Ｊ］．江苏高教，２０１９（０６）：１－７．

［２７］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Ｍ］．北京：外

文出版社，２０１７：３７６－３７７．
［２８］本书编写组．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

［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０：９９．
［２９］储著斌．城市大学的国内发展环境———以副省级城

市综合大学为例［Ｊ］．现代教育管理，２０１２（１１）：６４－６９．
［３０］储著斌．高等教育内涵发展中的区域联动合作平台

建设［Ｊ］．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０２）：５２－５３．
［３１］储著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城市大学建设的路径

选择［Ｊ］．教育学术月刊，２０１２（０７）：４５－４８．
［３２］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

论述摘编［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３：９５．

（责任编辑：刘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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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科学

Ｍｏｄｅｒ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ｏ６
Ｎｏｖ２０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６－０１
［作者简介］白娴棠（１９７５－），女，山西朔州人，博士，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道教、教育史研究。于苏宁

（１９９８－），女，安徽阜阳人，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史。

家、校、社“三结合”的内容、路径和启示
———自《林哈德和葛笃德》切入

白娴棠，于苏宁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０）

　　［摘　要］《林哈德和葛笃德》是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所著的一部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教育著作，书
中满含裴氏关于家、校、社相结合的教育理想与教育智慧。家、校、社“三结合”的主要内容，即德为立世之

本、智为成才之基、劳为谋生之道。促进儿童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家、校、社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是旁观者，

三者应相互配合，同向偕行。首先要做到学校引领，争取家庭和社会的全面支持；其次要做到资源整合，聚

集家、校、社的优势资源；最后要做到政府发力，落实自身的社会教育责任。分析书中对于家、校、社“三

结合”的经验，对当前教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启示：一是确定育人共同目标为家、校、社结合的前提；

二是建立合作信任的关系为家、校、社结合的关键；三是形成优良的家教家风为家、校、社结合的支撑；四

是整合利用各方资源为家、校、社结合的枢纽。

　　［关键词］德育；劳动教育；家庭教育；协同育人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１５－０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３

约翰·亨利赫·裴斯泰洛齐是１８世纪末、１９世
纪初瑞士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他所著《林哈德和

葛笃德》（又名《贤伉俪》）一书以葛笃德为主线人物，

描述了坡那镇经过许多有识之士的努力由愚昧、落

后转向理智、光明的过程，教育在其中起到了关键

作用。在此书中，裴氏为坡那镇构建了一幅全面且

美好的教育图景。通过母亲葛笃德进行的家庭教育

滋养、少尉格吕菲进行的学校教育培养，以及县长

亚尔纳和牧师安斯特进行的社会教育涵养，家、校、

社“三结合”最终使得坡那镇年轻一代的身心状况发

生良性改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并强调要“健全

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离

不开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发挥合力作用，家、校、

社结合已经是当前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必然

趋势。当下我国家、校、社结合可以借鉴外国教育

名著中的相关经验，去芜存菁，实现家、校、社同

频共振、协力育人，共同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林

哈德和葛笃德》一书满含裴氏关于家、校、社相结合

的教育理想与教育智慧，探究其中的积极因素，可

以对当今家、校、社结合提供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家、校、社“三结合”的内容

在《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中，家、校、社三方

在知识传递、道德教化和劳动教育三方面各尽其责，

各扬其长，共同促进孩子德、智、劳的发展。其中，

德育是最重要的，德为立世之本。另外，主张知识

和劳动教育相结合，智为成才之基，劳为谋生之道。

本书不仅明晰了育人责任指向，并回答了“家、校、

社结合内容”等关键问题，形成三者共育的正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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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证孩子德智劳各方面发展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一）德为立世之本

书中“德”的内涵十分丰富，微观层面是指孩子

要具备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文明的言行举止；中观层

面是指要拥有诚实勤劳的美德和乐于助人的爱心；

宏观层面是指人生要不断求善。裴氏认为德育是“整

个教育体系中的关键问题”［１］，要求家、校、社三方

都要注重对年轻一代美好品德的培养。具体来说，

儿童德育的基础应在家庭中奠定，在学校中得到进

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在社会中得到巩固。

以成为“规矩”的人为例。首先，作者借葛笃德

之形象，说明家庭教育中要初步把孩子培养成讲规

矩的人。文中葛笃德问道：“不过，孩子们，这个星

期里我们大家的行为怎样呢？我们的行为都规矩端

正吗？”［２］她引导儿童对自身言行进行反思，初步使

孩子们认识到行为规矩的重要性。其次，作者认为

学校教育不应随意转移教育责任，学校也应该培养

儿童的品格和生活习惯。校长格吕菲在学校中“把专

业训练和道德培养结合在一起……他要求一切都要

合规矩。像绳墨那样准确，或立或坐，都要秩序井

然，融合和谐，使一切不相抵触。谁的鞋子污秽了。

就脱在门外，穿着袜子进课室坐到位子上”［３］。他对

“规矩”提出了更高、更详尽、更可行的要求。孩子

们不仅在认知上明白规矩的重要性，而且落实到具

体的行为实践中。最后，社会教育也注重把孩子培

养成合乎规矩的人。文中县长亚尔纳通过对爱慕虚

荣的女孩于娜贝的审判与教育，使其从一位炫耀穿

戴、爱慕虚荣的人，变成一个有规矩、有节制的人，

通过身边反面事例向其他孩子说明恪守规矩、合乎

身份的重要性。最终，通过家、校、社三方的共同

努力，坡那镇形成了“大德育”格局。

（二）智为成才之基

裴氏认为智育的真正任务不仅是传授知识，教

学中“永恒不变”的任务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培养和

发展学生的能力。书中智育的具体目标是多方协力，

使儿童具有读、写、算的基本能力和社会、自然的

基本知识，最终成为为社会做贡献的人才。

文中葛笃德并不认为孩子学习知识以及促进智

育的发展只是学校的事，而是深刻认识到家庭在孩

子学习兴趣和学习习惯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家

庭教育中，她教给孩子们最基础和最实用的知识，

包括阅读、计数、演算等。文中说道：“孩子们都把

书翻开了，找着指定今天要读的篇页和行句……在

孩子们学纺纱学缝纫的时候，她也教育他们学计数

和演算。葛笃德热烈地主张‘计数和演算是给脑子奠

定规律和组织的基础’———这在她的教育法里占了重

要的地位。她的方法是：在纺纱和缝纫的时候，要

使孩子们把纱线和口针脚来回地数，计算它的数目，

用不相等的数字跳过去，练习加法和减法。”［４］

和家庭教育相比，学校中的智育呈现出更具规

范性、科学性的特点。对于阅读的教授，书中说道：

“对能拼读字音的一批和认过一些字母的，都合在一

起、教学拼音读字的课程。这两批孩子都有书本，

他们和能读的一批孩子一起把书本摊开，放在纺车

面前，逐字地读。一个人朗诵，其余的人跟着低声

复诵。”［５］对于计算的教授，学校教育中有独特规范

的九九表排列形式。与家庭教育相比，计算题难度

更高，计算方法更加多样灵活。可见，书中家校双

方在智育上的合作并非无规律可循，而是循序渐进、

取长补短的。家庭教育教授最基本的知识技能，侧

重养成孩子的学习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学校教

育在家庭教育的基础上，教授系统化的知识，训练

逻辑思维，更深层次开发智力。双方凝心聚力实施

智育，使孩子们成人成才。

（三）劳为谋生之道

裴氏十分注重劳动教育，认为“劳动教会人蔑视

那些跟事实脱节的语言”［６］。他觉得合理组织儿童的

体力劳动，不仅能够使儿童获得各种职业活动必不

可少的劳动知识和技能，而且可以促进智慧和道德

力量的发展，为未来生活做准备。书中，坡那镇学

校对学生、葛笃德对子女、县长亚尔纳对镇上的孩

子，都实施劳动教育。

首先，在家庭教育中，葛笃德常常一边教授孩

子们歌唱、读书与计算，一边耐心指导孩子们纺纱。

“孩子们都把书翻开了，找着指定今天要读的篇页和

行句。纺车的轮盘仍然辘辘地转动不停，孩子们只

用眼睛看着书本。”［７］裴氏借葛笃德的行为，竭力设

法在劳动时“使儿童的情绪热烈，并且要发展儿童的

智慧”［８］。其次，在学校教育中，劳动教育占有很大

的比重。校长格吕菲重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劳动训

练，并将此置于职业训练之上。他通过将学习理论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方法以巩固学生的知识。

还带着孩子们去参观镇上的工艺作坊，并在这个过

程中估计每个学生的前途，使他们将来的职业都有

着落。最后，在社会教育中，县长亚尔纳十分关注

人民是否踏实劳动，避免不劳而获。书中说道：“他

对人民的娱乐方面也是如此；娱乐配合劳作。布置

孩子们傍晚的游戏，也紧密地结合着白天的生活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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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并且周末的晚会也完全一致。”［９］县长还关闭了

害人的酒馆、开办炭厂发展实业、带领孩子们植树

和牧羊。这一系列的努力成功改变了坡那镇不劳而

获、偷窃成性的风气，助于坡那镇摆脱野蛮状态而

逐步向着文明前进。

总体而言，家庭中的劳动教育初步培养了孩子

们对劳动的兴趣和热爱以及勤劳节俭的品德；学校

中的劳动教育使孩子们获得更广泛、更系统的劳动

知识与技能，并为未来职业指明了发展方向；社会

中的劳动教育为孩子们营造了良好的劳动氛围，提

供了更多的劳动实践机会。家、校、社结合，最终

使得劳动教育的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家、校、社“三结合”的路径探析

在促进儿童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家、校、社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是旁观者。在《林哈德和葛笃德》

一书中，家、校、社三者结合，同向偕行，协同育

人，为坡那镇上的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营造了和谐有

序的环境。

（一）学校引领：争取家庭和社会的全面支持

建立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格局，学校在其中

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书中格吕菲校长通过不懈

的努力，争取到了家庭和社会教育的支持，达到三

方合力育人的理想教育状态。那学校该如何成为“引

领者”，争取其他主体的支持呢？格吕菲作为坡那镇

学校的新校长，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实现此目标。

首先是主动加强联系与沟通。由于价值观、立

场、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学校与家庭很容易出现冲

突与隔阂，甚至产生消极对抗的心理和行为过程。

一开始坡那镇的民众对“新学校”和“新校长”保持着

观望甚至敌对的态度。但校长格吕菲并未因家长的

不信任和鄙夷，而熄灭对孩子的爱以及教育热情。

他抓住时机了解乡民们对学校教育的感受和看法，

和家长之间建立了通畅的沟通机制，引导家长注重

自身的言行以及对子女的教育。“先只说说他们的孩

子怎样好，怎样有希望；渐次了解他们对学校教育

的观感和各家对孩子们的愿望，弄清楚他们的底细

以后，就很诚恳地举起杯来，同大家干杯，祝各家

孩子的健康幸福。”［１０］文中他为了帮助学生改正缺

点，和孩子说：“对你的爸爸妈妈说，要求他们与我

合作，帮助我改掉你的懒惰和马虎忘事的习惯。”［１１］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他的真诚打动了镇民，拉近了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距离。“大家深为他的话所感

动；几十对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少尉；许多人合掌

静听，好像祈祷似的。”［１２］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良好合

作关系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学业成就以及学习动机

等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格吕菲的努力，不仅弥合

了学校和家庭的隔阂，解决了坡那镇家校冲突的现

实问题，而且为家校合作注入了不竭的动力，进而

助于孩子们的成长和发展。其次，格吕菲还重视与

社会中有一技之长的人沟通联系，请求他们为帮助

孩子获得知识和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请求一位

对园艺有经验的老婆婆，帮助年轻的一代，学好在

自己园地里和种植花草。

其次是使各主体从中“获益”。文中校长格吕菲把

正在跳舞的子女们指给父母们看，说道：“我希望你

们和我立约，我也和你们立约：凭上帝保佑，只需短

短的几年时间，一定要使人心情舒坦地看到子孙后代

的前途。”［１３］其要求“立约”的行为使家长们感受到学

校育人的决心，相信子女未来在家校共育下会有美好

的前途。从而支持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积极主动和

教师沟通联系，贡献自己的力量。书中说道：“少尉

当面跟师博约定，他的徒弟今后仍然是学校的学生，

可以到校学习算术与图画，这对他们的手艺将来是大

有用处的。恩格尔师傅认为对他也有好处，因此师徒

合同的条款就都照少尉的意见定下了。”［１４］格吕菲校长

关注到了人性中的获益心理，使得相关主体认识到合

作的结果也会带来其个人所图目标的实现，有益可

获、有利可图，从而得到其真诚的支持。他发挥了学

校的引领力量，努力争取家庭和社会的帮助，使得学

校与家庭、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实现了三者的互补

与衔接，有效增强了教育合力。

（二）资源整合：聚集家、校、社的优势资源

在家、校、社“三结合”共同育人的过程中，

由于三方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短板，因此整合利用各

方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延伸教育阵地、加强教

育效果。书中格吕菲校长很好地将坡那镇的家庭教

育资源、学校教育资源和社会教育资源进行聚集整

合，并为育人所用。

首先是利用学校教育资源。学校是家、校、社

协同关键资源的拥有者，具备专业的教育技术和丰

富的教育资源［１５］。坡那镇的学校中有教室、黑板、

纺车等显性教育资源，还有科学的教育观念、和谐

友爱的校风等隐性教育资源，二者形成合力，共同

发挥育人作用。

其次是优化家庭教育资源。一是家庭教育资源

包括物质资源，例如家长的经济收入、家庭生活用

品、职业等。文中格吕菲校长在开学第一天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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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把家中有的劳动工具带到学校中加以利用，

“我还要交代清楚：每个上学的孩子，明天要随身

带着自己在家庭工作的工具，不论是缝纫、纺棉

花”［１６］。女孩子在学习栽种花木时，需要在自家田

地里留出土地供其实践。二是家庭教育资源还包括

非物质资源，例如家长的品德和养育观念等。文中

善良的母亲葛笃德，本身就是一种人力资源，为孩

子的品德发展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作用。

再次开发社会教育资源。校长格吕菲怀揣着要

照顾全体学生、使他们将来的职业都有着落的教育

理想，十分注重使孩子们在社会教育中获得有助于

生存的知识与技能。书中坡那镇的居民大多数靠农

耕或手工业劳动来维持生计，鉴于这种社会实际情

况，格吕菲充分利用镇上现有的社会教育资源，注

重使贫苦人家的儿童都能学到关于农耕或者工业方

面的知识和技艺，帮助其找到适合自己的谋生之

道。格吕菲和钟表店的师傅恩格尔进行沟通交流，

帮助寒苦的学生成为了钟表店的学徒，并答应他们

还可以随时来学校学习。他还带着女孩们去镇上擅

于种花的大娘家里参观，请大娘教她们园艺知识。

只要有时间，他就带领孩子们走出学校、走进社

会。文中说道：“带领学生去参观镇上的各种工艺

作坊，不惜花费几个小时去观察人家如何做活，了

解各种做法，从多方面研究、估计每个学生的前

途。”［１７］格吕菲将社会教育资源进行综合利用，使

镇上的工艺作坊都变成了“社会教育基地”。一方

面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力，使贫苦的孩子们有一技

之长，保证将来在社会中有谋生手段和立锥之地；

另一方面使得学校和社会教育紧密相连，共同促进

学生的终身发展。

总体来看，家庭、学校和社会等主体进行资源

的交换和共享，不仅有助于构建家、校、社三方协

力育人的和谐教育生态，而且有利于孩子们获得更

加公平和优质的教育机会。

（三）政府发力：落实自身的社会教育责任

书中县长亚尔纳作为政府代表，充分认识到政

府本身的社会教育作用以及对家、校、社协同育人

的领导意义。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家、校、社合力

育人做出了努力。

首先，发挥自身的监督作用，对协同主体进行规

范。县长亚尔纳为官具有“父母心”和责任感，他不忍

心看到“愚民置子女而不顾……他规定凡子女年满７
岁的，家长必须报告子女长大成人以后希望他们做什

么；镇参事就有责任每年作出报告，说明有关的子女

的教育进度与家长的期望是否适合。亚尔纳不断地注

意到坡那镇民家庭环境的欢欣和畅，使镇民充满光明

的希望”［１８］。此项规定有效发挥了政府的监督作用。

对于家庭教育而言，加强了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力

度，使家长有意识地挖掘子女的优点，并时刻规范自

身的教育行为；对于学校教育而言，可以验证学校发

展的轨道是否和家长的教育需求相一致，为家校合作

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其次，设立节日，增加协同主体的合作机会。书

中县长为镇里各阶层和年纪的人设立各自的欢乐日，

这天孩子们会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人，体会奉献的幸

福。“好孩子”在欢乐日这天可以获得奖励，文中说道

“孩子们须由校长或家长发给一张奖状，证明他一年

中是个好孩子，否则就不得参加县长府邸的欢乐会；

因为孩子们一年一度要齐集到亚尔纳的府邸，和县长

父亲大人同乐一天”［１９］。这项规定有两方面的价值意

义：一是加强了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联系；二是使孩

子们在任何时间和空间都注重自身言行，把优秀的道

德规范潜移默化地转化为自觉行为。

最后，开展活动，提高协同主体的教育意识。县

长亚尔纳和牧师安斯特深刻认识到提高家、校、社合

作的意识以及镇民的教育水平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

久久为功，而非一劳永逸。想使家庭、学校和社会教

育从分离走向结合，要有理论层面上的宣讲，更要有

实践层面的社会教育活动。文中牧师安斯特通过“试

验课”的活动，对镇上的父母进行一系列的发问，触

及人的心灵，引起家长的反思。例如“你们给孩子们

装束，同时也给他们精神上的粮食没有？你们知道，

如果只顾孩子们的身体，不顾他们的灵性，他们会像

野兽那样成长，会粗鲁野蛮，变成被文明人消灭的对

象吗”［２０］。每一次试验课都是对家长的一次精神洗礼，

使其更加关注对子女的教育。县长亚尔纳和牧师安斯

特还注重在镇上组织大型的社会教育活动，吸引广大

家庭积极参与，引导人们从“小”家融入“大”家。在这

个过程中，乡民们收获了很多关于园艺的知识以及劳

动的喜悦，而且还加强了镇民间、家社间的联系。

　　三、家、校、社“三结合”的启示

在２０２３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
馆馆长倪闽景提到：“现在的社会变化太快，孩子、

家长和教师遇到的困难更多，尤其需要家、校、社协

同配合。”基于上文对裴氏所著《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

中的家、校、社“三结合”的内容和路径的分析，结合

我国国情，可以获得以下有关家、校、社“三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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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提高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整体效应。

（一）结合的前提：确定育人共同目标

共同育人目标决定着协同育人的发展方向和育

人效果，是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重要前提［２１］。

但家庭、学校和社会由于价值立场、角色定位等各

不相同，对孩子的成长有不同的期待，教育目标也

具有差异。当今，家庭教育的目标侧重于增加子女

在社会中的竞争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学校

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者和接班人，体现国家意志；社会教育的目标集中

于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承担社会责任。虽看起来呈

现出相互博弈的应然状态且各具特点，但背后又有

共同之处，即促进孩子的成长与发展。这是三者教

育目标的集合点，也是合作的前提条件。

共同目标的形成是各主体协商的结果，达成共

识的基础是各主体能够从中“获益”［２２］。文中坡那镇

学校的校长就是抓住了人们的获益需求，得到了家

长和社会的认可与帮助。当下家、校、社结合育人，

也应该让各主体认识到自己是利益所得者。对于学

校而言，家、校、社结合可以增加家长对学校教育

理念的理解，加强社会对教师的宽容与信赖；对于

企业而言，可以增加品牌效应，提高国民的认可度；

对于家庭而言，可以为家长排忧解难，提高家庭教

育的水平等。在家、校、社合作中，学校要充分了

解家庭和社会所需，增强育人共识，坚守为党为国

育人，并以学生为本开展教育活动。

（二）结合的关键：建立合作信任的关系

信任代表着主体对他人或者置身于其中的社会

环境的信心与期望，与交往、合作紧密联系，并在

交往、合作中产生。家、校、社结合需要家长、教

师、政府、企业等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但当下更

多的是以学校为“掌舵者”，家庭和社会常常因各种

原因失去了话语表达权利，处于被动接受地位。这

就使各主体之间的地位与权利处于失衡的状态，导

致合作与信任不足。倘若各主体间没有合作信任的

关系，那彼此就会不相为谋、离心离德，遑论合力

育人。譬如有些教师认为家庭教育是非专业性的存

在，忽视家长的教育作用，导致很多家长丧失参与

家、校、社结合的自我效能感。还有一些家长因不

信任国家的教育政策或者学校的教育理念以及教师

的教育能力，过度干预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甚至

偷偷给孩子补课报班，产生剧场效应，使得教育生

态恶化，极不利于家、校、社结合育人。

因此，家、校、社之间形成合作信任的关系是非

常重要的，这就要求各主体首先要尊重差异和冲突，

树立平等的合作观；其次，应建立通畅的沟通渠道，

加强信息的共享，增进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学校可向

家长分享学校管理和运行的信息，增进家长对学校的

了解，促进家长更充分理解学校行动背后的逻辑，使

学校各项工作为广大家长理解和认同，从而为学校教

育营造良好的家庭支持环境［２３］。最后，应秉持稳中求

进的原则。家、校、社结合并不是一个目标或终点，

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主体不

可急于求成，应慢慢建立起合作互信的关系，从而增

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效性。

（三）结合的支撑：形成优良的家教家风

裴氏在书中塑造了有持家之道和教子之道的母亲

葛笃德的形象，赞扬其创设的温馨的家庭氛围和形成

的优良的家教家风。裴氏格外重视家庭的价值，文中

说道：“千万不可忽视繁荣社会的经济，主要在于家

庭的幸福。”［２４］儿童的成长包含着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和学校教育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工程，其中家庭教育扮

演着支柱作用［２５］。家庭中优良的家教家风不仅是个体

成长发展的起点，还是家、校、社结合的支撑。

首先，优良的家教家风可以潜移默化地规范孩子

的行为习惯，塑造孩子的优良品德；其次，可以使孩

子更好地融入学校要求的品德规范，为后续接受学校

教育和社会教育打下基础；最后，优良的家教家风代

表父母具有不错的品德修养和教育觉悟，可以提高家

庭和学校、社会之间沟通的质量，减少不必要的误会

与摩擦。不仅如此，优良的家风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

教育资源。中华优良传统家风源远流长、内涵丰富，

是修身之本、齐家之要、治国之基，是一个家族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凝聚，是联结亲情、家庭和社

会的重要纽带，是值得当代中国人礼敬和自豪的优良

传统和精神财富［２６］。家、校、社结合中要突出家风家

教的价值，以优良家风推进协同育人。与此同时，学

校要加强对家庭教育的科学指导，进而提升家长的整

体素养和教育水平，塑造良好的家教家风，为家、

校、社结合提供支撑。

（四）结合的枢纽：整合利用各方资源

家、校、社三方不仅要意识到自身对孩子成长

负有责任，还要认识到自身具备独特的资源为孩子

的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只有将三者的资源聚合并

有效利用，才能使家、校、社得到更好的结合。教

育资源的聚合和利用既是家、校、社联系的途径和

中心环节，也是家、校、社结合的目的和结果。

首先，家长应改变传统观念，积极主动地利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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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共教育资源，例如少年宫、科技馆等。其次，学

校应统筹好校内外各种力量为教育所用。例如教师邀

请不同职业的家长来到学校，为孩子们普及各行各业

的知识，使家长本身成为优秀且特别的教育资源。再

次，社区要承担起家校合作的主体责任，避免社会教

育缺位，主动提供资源支持。例如有博物馆、书店等

机构的社区，可以积极主动向学校和家庭发起合作，

利用这些资源提供学生课后服务的场地等。相关企业

可以为学生提供实习基地，加强校企合作。最后，政

府要发挥好自身的领导统筹作用。一方面投入资金建

立并完善社会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另外一方面要统筹

规划好教育资源，向欠发达的地区进行倾斜，实现资

源共享，保证教育公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教育资

源的流失和浪费，扩展学生的成长空间，并冲破家、

校、社之间的隔阂，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和谐

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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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中心办公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教师教育质量监测、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价、教育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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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国背景下中小学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队伍变动情况的分析

陈　寒，王　慧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

　　［摘　要］教育强国背景下推进中小学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解决教师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
而教师队伍变动情况是教师队伍资源配置和走向的具体表现。本文基于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队伍变动的

差异性视角，通过对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教师队伍变动具体数据分析发现，教育发展战略影响着教师队伍规模变
动，城镇化进程使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队伍变动呈现显著性差异，资源配置或个人追求导致教师内部流

动性较大，教师管理体制日益健全使校内变动趋于稳定，日益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是导致新录用教师中师

范生占比逐年下降的重要原因。全面把握教育强国建设对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的需求，要按照筑基提质、

补短扶弱、做优建强的思路，建立健全师资调配机制、着力补足配齐乡村教师、构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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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

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教师队伍在教育事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先

导性的地位和作用，加快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是教育

高质量发展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基础，是推进教育

强国战略的强力支撑。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数

量、规模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但教师资源配置

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

推进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迫切需要聚焦教师资源配

置的深层次矛盾。教师队伍变动是指教师队伍增加和

减少的具体情况，生动地反映了教师资源配置的具体

表现。探讨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具体变动情况，特

别是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队伍变动的差异性，以发

掘我国中小学教师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和发展趋势，

对加快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支撑教育强国战略具有

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队

伍变动的差异性视角，对我国中小学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专
任教师的增加和减少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具体呈

现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变动情况的基础上，深入剖析

中小学教师队伍变动的原因，挖掘教育强国建设对高

质量教师队伍建设的需求与当前教师队伍发展现状之

间的矛盾，有利于提出中小学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

针对性建议。

　　一、中小学教师队伍变动情况

笔者从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规模、增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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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减少情况三个维度，具体呈现十几年来城区、镇

区和乡村中小学专任教师队伍的变动情况。

（一）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规模变动情况

我国中小学教师整体规模呈增长趋势，从

２００４年的１０２９６万人增长到了 ２０２０年的 １２２２８
万人，增长了１９３２万人，增长率为１８７６％。考
察不同时段的变化发现，中小学教师总量变化表现

出阶段性的特点。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中小学教师总
量平稳增加，１３年共增加了７１４万人，增长幅度
不大。但以２０１６年为转折点，开始出现波动性增
长。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增加了５５８万人，增长率高达
５０７％，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减少了 ２５万人，２０１８年
后又开始迅速增长，２０１９年增长率为 ２８８％，
２０２０年增长率为２９６％。整体而言，中小学教师
数量增长曲线呈现先缓后陡的态势，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期间，曲线变化幅度不大，比较平缓；而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曲线变化幅度较大，坡度渐陡。
但是，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规模的变化曲线

呈现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城区、镇区教师总量逐

年增加，乡村教师总量却逐年下降（详见图１）。具
体而言，城区教师从２００４年的２０７５万人增长到
了２０２０年的４７５８万人，增长了 ２６８３万人，增
长率为１２９３％。镇区教师从２００４年的２８１５万人
增长到了２０２０年的 ５０５７万人，增长了 ２２４２万
人，增长率为 ７９６％。而乡村教师却持续减少，
从２００４年的５４０７万人减少到了２０２０年的２４１３
万人，减少了２９９４万人，减少率为５９２％。从图
１可以看出，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是各地区中小学教师变
化的分水岭：２０１１年以前乡村教师规模最大，
在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１年期间呈现断崖式下降，减少了
１１９９万人；２０１１年以后城镇教师规模迅速扩大，

图１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中小学专任教师整体变动情况

到２０１２年城区和镇区教师规模均超过乡村教师规
模。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期间，相较于镇区教师增长而
言，城区教师增长速度更快，城区教师在此期间增

加了１６７６万人，镇区教师增加了８２万人。
（二）中小学历年教师新增情况及其来源

１．历年教师新增人数具有波动性，且城区、镇
区和乡村具有显著性差异。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中小
学历年教师新增人数整体下降，下降率为２６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呈现不规则的波动。２０１５年是曲
线的拐点，这一年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年中小学教师人数有较大增长，增长率为
９３９％，增长了 １０１９６４７万人。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中
小学历年教师新增情况详见图２。

图２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中小学历年教师新增情况

进一步比较城区、镇区和乡村历年教师的新增

情况，三者呈现较大差异。且经过统计检验，三者

具有显著性差异。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城区中小学历
年教师新增人数为 ５８４２４７９万人，镇区新增
７９７６２１８万人，乡村则新增７８０９１９５万人。其中，
城区和镇区中小学教师历年教师新增人数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２０１１年以前（除个别年份波动外）两者
均呈下降趋势。２０１１年后两者均呈上升趋势。需
要注意的是，城区历年教师新增人数低于镇区，其

中２０１１年两者相差１１５５２６万人，但近年来两者
历年教师新增人数日益趋近。相较而言，乡村历年

教师新增人数情况则与城区、镇区呈现相反的趋

势。乡村教师的增长数量在２０１１年之前较多，势
头迅猛，增长人数高于城镇，２０１２年之后，城区、
镇区历年教师新增人数均超过乡村历年教师新增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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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调入始终是历年新增教师的主要来源，镇区
调入占比普遍高于城区和乡村。我国中小学历年教

师新增中教师来源主要分为四类：录用毕业生、调

入教师、校内变动、其他来源。其中调入教师占比

是最大的，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占比都在５０％以上，是新
增教师的主要稳定来源。尽管近年来录用毕业生占

比呈上升趋势，２０２０年录用毕业生占比达到
３２１２％，但依然远远落后于调入教师占比。校内变
动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特别是２０１６年后下降幅度
日益增大，从１６１５％下降到８３４％。其他原因占比
在教师来源中比较少，且呈现缓慢下降态势。中小

学历年新增教师来源及其占比情况详见图３（ａ１）。

在城区、镇区和乡村调入教师占该地区新增教

师比例中，城区占比最低，镇区占比最高，乡村占

比居中，且三者呈现不同特征的波动［详见图 ３
（ａ２）］。城区历年调入教师占比在 ４５８８％—
５２９０％之间波动，占比最高的年份为２０１９年，最
低的年份为 ２００７年。其中，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三个时间段，出现
了比例持续上升的情况。镇区历年调入教师占比总

体呈现上升的态势，除了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７年的占比
分别为 ４８２２％和 ４８７６％外，其余年份均达到
５０％以上。乡村教师调入占比在 ５０５３％ 到
５６５０％之间波动，整体变化幅度不是很大。

图３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中小学历年新增教师来源及其占比情况

３．由校内变动带来的新增教师呈下降趋势，乡
村校内变动占比普遍高于镇区，镇区普遍高于城

区。无论是城区、镇区还是乡村，虽然校内变动带

来的新增教师占比有阶段性的波动，但均呈整体下

降的趋势［详见图３（ａ３）］。下降幅度最大的为乡
村，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下降了 １２４３个百分点，下降
幅度较小的为城区。进一步比较城区、镇区和乡村

校内变动教师占该区域新增教师的比例，乡村始终

是校内变动占比最高的，城区除２００５年外均是占
比最低的，镇区占比居中。城区和乡村校内变动占

比差距最大的年份为２００７年，两者相差９０２个百

分点；差距最小的年份为２０２０年，相差２３５个百
分点。近年来，随着校内变动导致的教师新增情况

日益减少，城区、镇区、乡村三者之间的差距也日

益缩小。

４．录用毕业生占比逐年增长，城区录用毕业生
占比普遍高于镇区和乡村，但乡村录用毕业生占比

增幅最大。因录用毕业生带来的新增教师人数占比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 ２００４年的 ２０９％上升至
２０２０年的３２１２％，增加了１１２２个百分点［详见
图３（ａ４）］。其中，近年来录用毕业生占比增加日
益迅速，特别是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从 ２５２１％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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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３２１２％，增长了 ６９１个百分点。尽管城区、
镇区和乡村录用毕业生占比均呈现增长趋势，但三

者涨幅有所区别。其中，涨幅最大的是乡村，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增加了 １３４５个百分点；涨幅最小
的是城区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增加了７７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录用毕业生中师范生占比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十年间下降
了１３８个百分点。其中，城区下降了１８１４个百
分点，镇区下降了 １４４个百分点，乡村下降了
１１６６个百分点。且在同一年份中，乡村录用师范
生占比始终是最低的，城区录用师范生占比是最

高的。

（三）中小学历年教师减少情况及其原因

１．历年教师减少人数具有波动性，且城区、镇
区和乡村具有显著性差异。近十几年来教师减少人

数呈现不规则波动趋势，减少教师总数每年在

１０５—１２８万左右浮动。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中小学教
师历年减少人数呈整体下降趋势，下降率为

３５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历年减少人数逐年增加，
增长率为８３１％。２０１４年后历年教师减少人数又
出现新一轮先减少后增加的波动特征。其中，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连续３年教师历年减少人数不断增加，
增长率为５％。从２０１９年开始，历年教师减少人
数又开始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中小学历年
教师减少情况详见图４。

进一步比较城区、镇区和乡村历年教师减少情

况，三者呈现较大差异，且经过统计检验，三者具

有显著性差异。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城区中小学教师历
年减少人数累计 ４２１５２７４万人，镇区累计
６４２２２４２万人，乡村累计 ９０１０４５７万人。其中，
城区和镇区中小学教师历年减少人数变化趋势大体

一致：２０１０年以前，城区减少人数持续下降，镇
区则有升有降，２０１０年后，除个别年份波动外，
两者历年减少人数均呈现增长趋势。但镇区历年教

师减少人数均高于城区，其中 ２０１０年两者相差
１３２４６４万人，但近年来两者历年教师减少人数日
益趋近。相较而言，乡村历年教师减少人数大幅下

降，与城区、镇区呈现相反的趋势。２０１１年之前
乡村教师历年减少人数远高于城区和镇区，随着乡

村教师历年减少人数不断下降，城区和镇区教师历

年减少人数不断增长，三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２０１７年之后，乡村历年教师减少人数开始低于镇
区并持续下降。到２０２０年，乡村历年教师减少人
数开始低于城区。

图４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中小学历年教师减少情况

２．调出始终是历年教师减少的主要原因，乡村
调出占比普遍高于城区和镇区。教师减少的原因主

要包括自然减员、调出教师、校内变动和其他情

况。其中调出教师占比是最高的，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
调出教师所占比例都在５０％以上。其中，２０２０年
调出占比高达６０７６％。总体来说，调出占比虽然
增幅不大，但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校内变动是导

致历年教师减少的第二大原因，但这一原因导致的

教师减少人数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特别是从

２０１５年开始大幅度下降，由２０１５年的２０１４％下
降到了２０２０年的１０３５％，下降了９７９个百分点。
自然减员导致的教师减少呈先增后降趋势，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年呈波动性增长，２０１５年后呈波动性下降。
将教师辞职被归属到其他原因中进行了统计，２０１８
年教 师 辞 职 所 占 比 例 为 ７３５％，２０１９年 为
１０６６％，２０２０年占比为 １２１７％，由此可见中小
学教师辞职的比例在逐年上升［详见图５（ａ１）］。

进一步比较城区、镇区和乡村调出导致的教师减

少占比发现，城区调出教师占比最低，乡村最高，镇

区居中，且三者呈现不同特征的波动［详见图 ５
（ａ２）］。城区历年调出教师占比在４０９５％—５３１５％
之间波动，占比最高的年份为２０１７年，最低的年份
为２００５年。其中，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呈现了缓慢上升的
趋势，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出现了较大幅度
的下降。镇区调出教师占比变化曲线总体呈现上升的

态势，除了２００７年占比在４９８８％外，其余年份均在
５３％以上。乡村教师调出占比在５６８４％—７０４３％之
间波动，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变化幅度较小，从２０１６年开
始出现大幅度上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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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中小学历年教师减少原因及其占比情况

３．由校内变动导致的教师减少呈下降趋势，且近
年来城区、镇区和乡村校内变动占比趋近一致。由校

内变动导致的教师减少占比呈直线下降的趋势。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校内变动导致的教师减少占比从３２％下
降至１３％，下降了１９个百分点。２０１０年前，城区、
镇区、乡村校内变动导致的教师减少占比有所差异，

这一阶段城区校内变动占比远远低于乡村和镇区。

２００８年开始三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到２０１０年后
无论是城区、镇区还是乡村，其下降趋势基本一致：

城区下降了２０个百分点，镇区２２个百分点，乡村１８
个百分点。特别是２０１７年以来，校内变动导致的教
师减少占比更是呈现断崖式下降，且城区、镇区和乡

村由校内变动导致的教师减少占比大致相同，均在

１０％左右［详见图５（ａ３）］。
４．自然减员导致的教师减少先增后降，城区自然

减员占比普遍高于镇区和乡村。自然减员导致的教师

减少占比以２０１５年为时间截点，呈现出先增后降的
特征［详见图５（ａ４）］。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由自然减员导
致的教师减少占比呈波动性增加，特别是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增加速度最快，增长率高达４３１％。２０１５年后，历
年由自然减员导致的教师减少占比呈波动性下降，５
年来占比下降了３９５个百分点。城区、镇区和乡村

自然减员教师占比曲线与总体曲线基本保持一致，但

历年城区自然减员占比普遍高于镇区和乡村，且这一

现象在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间尤为突出，特别是２００７年城
区自然减员占比和乡村自然减员占比相差５１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城区自然减员占比和镇区、乡村自然
减员占比差距逐渐缩小。镇区和乡村自然减员占比一

直相差不大，两者差距在２个百分点之间。

　　二、中小学教师队伍变动的原因分析

（一）教育发展战略影响着教师队伍规模变动

发展优质均衡的教育需要充足的教师队伍支撑，

国家的各种制度和政策对中小学教师变动有着重要的

影响。２１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基础教育由非均衡向
均衡发展的过渡阶段。为满足基础教育发展的基本需

求、合理配置师资，２００１年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
部发布了《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

对中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高中

阶段城市、县镇、农村的教职工与学生比分别为

１∶１２５、１∶１３、１∶１３５；初中阶段城市、县镇、农村的
教职工与学生比分别为１∶１３５、１∶１６、１∶１８；小学阶
段城市、县镇、农村的教职工与学生比分别为１∶１９、
１∶２１、１∶２３［１］。随着基础教育资源迅速扩张，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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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规模（特别是镇区教师）不断增加，生师比逐年下

降，有效地解决了教师队伍总体规模不足的问题：中

小学教师队伍从２００１年的９９８６１万人增长到２０１０年
的１０６５９万人，普通小学的生师比由１∶２１６４下降到
１∶１７７，初中的生师比由１∶１９２４下降到１：１４９８，高
中的生师比由１∶１６７３下降到１∶１５９９［２］。但在基础教
育资源总量不断膨胀的情况下，也呈现优质教育资源

往城市聚集的特征。表现在教师队伍变动情况中是自

２０１０年来乡村教师规模不断缩小。特别是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乡村教师总体规模减少率高达２６３％。基于此，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明确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来推进我

国教育均衡发展，由此我国基础教育也正式进入均衡

发展阶段［３］。为统筹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我国相

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教师补充工作的通

知》《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推进县

（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关

于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通知》等文件。

教师队伍规模调整重点转移到促进教育公平、统筹城

乡均衡配置等方面。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历年乡村中小
学教师录用毕业生数逐年增加，大量合格师资补充了

乡村教师队伍，有效地缓解了教师队伍的师资短缺问

题。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正式提出追求“有质量的教育

公平”的目标［４］，我国教育公平进入新发展阶段，教

师队伍在整体扩大规模的同时重点补齐局部短板，制

定了各种专项政策、实施了多个专项计划。２０１７年至
今，我国基础教育教师规模增长又进入一个小高峰

期，但这一阶段教师的增长，重点在于补齐薄弱地区

师资力量和引进高素质教师队伍。整体而言，“从教

热”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我国已形成了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

队伍［５］。

（二）城镇化进程使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队伍变

动呈现显著性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口城镇化的高速发展，

教育城镇化也在逐渐加速。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城镇化率和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从２１７０％
和２５３２％提高到５３１１％和４９９５％，且呈现出教育
城镇化率高于人口城镇化率的特征［６］。这意味着，为

追求优质教育，有大量学生从乡村涌入城区和镇区。

为满足教育城镇化需求，需要更多的教师资源来支

撑。也正是因为如此，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城区和镇区教师
大量增加，但乡村教师却逐年减少。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义
务教育城镇化率从５３１１％提高到６５１３％。与之相对

应，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间，乡村教师规模骤减，减少了
１１９９８４３万人，减少率为２６３％，城区和镇区教师骤
增，两者共增加了１２２７３８３万人，增长率为２０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义务教育城镇化节奏放缓，乡村教师规
模减少速度和城区、镇区教师新增速度也逐渐放缓。

进一步分析历年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新增来源和减

少原因可以发现，城区录用毕业生占比最高，调入占

比和调出占比均相对最低；乡村校内变动占比和调出

占比最高；镇区调入占比相对最高。之所以出现这种

现象，是因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城区优质学校

往往通过吸引高质量应届毕业生和少量乡村、镇区优

秀教师来扩充教师规模，调入和调出的情况往往比镇

区和乡村少很多，使其本身教师队伍能够保持相对稳

定。相对于城市而言，镇区对应届毕业生的吸引力相

对较小，所以会更多地依靠教育城镇化中教师的流动

来扩充教师队伍。而乡村教师则随着教育城镇化进

程，出现了大量的流失现象。

（三）资源配置或个人追求导致教师内部流动性

较大

在中小学新增教师来源中，调入教师占比在５０％
以上；在中小学减少教师原因中，调出占比也在５０％
以上。由此可见，教师内部流动是教师队伍变动的重

要形式。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原因有二：一是为

促进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带来的教师流动。历年调入教

师中，外校调入占调入教师的比例均在６５％以上，这
说明学校之间的教师合理流动是教师流动的主要原

因。为促进教育公平、优化义务教育教师资源配置、

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党和国家推进县域内义务教

育学校教师、校长交流轮岗、支教，在这类相关政策

的引导下，教师队伍被盘活，教师的区域流动、城乡

流动加速。二是教师个体因个人追求主动进行的流

动。深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教育始终存在城市优

先发展的惯例，优质教育资源呈现出首先向城市聚拢

的特征，城乡基础教育资源差距较大，大量乡村小学

走向消失，乡村教育走向快速“萧条”［７］。再加上乡

村地区教学和生活条件较艰苦，乡镇的中青年优秀教

师和骨干教师会更青睐于城镇优质学校，从而使教师

队伍呈现了“逆均衡式”的单向流动特征。

（四）教师管理体制日益健全使校内变动趋于稳定

校内变动主要表现为两大类：第一类，校内具有

教师资格证的非专任教师调整为专任教师，或专任教

师调整为非专任教师；第二类，同一所学校不同学段

之间专任教师的调整，如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小学段和

初中段之间的调整。十几年来，校内变动导致教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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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或增加占比均呈下降趋势，从 １９１％下降至
８３４％。这说明学校内部因专任教师与非专任教师的
角色转换、学段调整导致的变动逐渐减少。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

础工作，针对教师管理体制的“痛点”，相关部门密切

配合，着力深化师资配备、编制管理、职称评审等重

点领域改革，不断激发教师活力。事权、人权、财权

相统一的教师管理体制普遍建立，教师队伍规模、结

构、素质能力基本满足各级各类教育发展需要，使不

同类型教师、不同学段教师队伍更加稳定，更能满足

各类教育教学活动的需要。

（五）日益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是导致新录用教师

中师范生占比逐年下降的重要原因

尽管师范生培养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录用师范生

占比却逐年下降。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日益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随着教师地位、

待遇逐步提高，教师职业吸引力不断加强，有更多的

人选择从事教师职业。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
国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发生了重大改革—引入了非师范

生进入教师资格认证范畴，打破了师范生“培养即认

证”的专业特权，在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的背景下，

大量高校毕业生成为新教师的潜在人选，教师岗位竞

争激烈。而师范生本身培养质量与中小学教育需求不

完全适应是导致师范生在岗位竞争中没有绝对优势的

原因。随着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的“一专

一能”师范生培养目标已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但师范

生培养体系还没有完全根据时代要求做出调整，特别

是传统教师教育培养主要囿于高校，教育实习实践的

不足，使师范毕业生难以将所学理论用于复杂实践。

在此背景下，师范生本身的优势表现并不明显。

　　三、中小学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一）筑基提质，建立健全师资调配机制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优化

教师资源配置是首要任务。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

“逆均衡式”的单向流动，使得城乡教师资源（特别是

优质教师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需要充分

发挥政府统筹作用，建立健全师资调动调配机制，以

应对城镇化进程和教育资源配置导致的优质乡村教师

流失问题。一是畅通城乡教师双向流动渠道，重点引

导城乡优质教师有序流动。深入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

学校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建立城乡教师共同

体，完善交流轮岗激励机制，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

畅通城乡教师双向流动渠道，如集团化办学、定期交

流、对口支援等，盘活城乡教师资源，使城乡教师双

向流动常态化发展。在此过程中，特别要注重对优质

教师资源流动的有序引导，支持优质教师由城镇向农

村、由优质学校向薄弱学校流动。二是加强教师需求

预测，科学配置教师资源。根据学龄儿童规模，目前

教师的年龄结构、学科结构以及不同学段的生师比等

情况，对各区域不同学段、学科师资需求进行精准预

测，动态监控教师队伍的数量、结构变化，进而对中

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做出相应的布局和调整。在此基础

上，重点关注中西部和乡村地区的师资需求，加大对

偏远地区的师资调配投入，确保能够实现中小学教师

编制在不同区域、学校和城乡之间的动态调整与优化

配置，确保每个学校都有充足、优质的教师。三是将

师资均衡配置作为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任务

和评价标准。把师资配置结果作为评价地区中小学办

学水平的重要依据。对师资配置均衡性较差的区县予

以重点关注、重点保障；对师资配置基本均衡的区县

进行督导、抽查，防止出现反弹现象；对师资配置优

质均衡的区县继续合理有序地推动、部署。以教师资

源均衡配置为抓手，构建区域内高质量教师队伍共同

体，加快推进区域中小学教育向更高质量的优质均衡

方向迈进。

（二）补短扶弱，着力补足配齐乡村教师

从教师队伍的调入调出情况来看，教师队伍高质

量发展的短板弱项始终是乡村教师，这一方面源于我

国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发展始终存在城市优先发展的

特征，另一方面源于教育城镇化持续发展导致优秀师

范生难以下得去、优质乡村教师难以留得住。建设高

质量教师队伍，支撑教育强国，必须聚焦短板、强弱

项，使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下得去、留得住。

一方面，要从留住优秀乡村教师出发，强化乡村

教师保障。重点关注并解决乡村教师所面临的现实需

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提高乡村教师补助标准，确保

补贴、津贴及相关政策落实到位，使乡村教师的基本

生活得以保障，让乡村教师的生活有奔头。另外，教

育行政部门在表彰、评选职称和评优评先时，向乡村

教师倾斜，提升乡村教师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增强广

大乡村教师持续从事乡村教育事业的内生动力，让乡

村教师的工作有劲头。

另一方面，从补充乡村教师队伍出发，吸引优秀

师范生进入乡村教师队伍。针对城区录用毕业生占比

普遍高于镇区和乡村的问题，在聚焦乡村教师结构性

短缺现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乡村教师培养专项计划

的作用，采取公费师范教育等方式吸引高等学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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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到乡村任教，有针对性地扩大乡村定向师范生的招

生规模、提高培养质量。在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过程

中，注重激发其从事乡村教育的内生动力，加强乡村

教育信念和乡土文化认同教育，确保乡村教师供给从

“保量”向“增质”转变［８］。与此同时，在教师招聘时，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本土化，让招聘进来的老师“教

得好，留得下”［９］。

（三）做优建强，构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

一是全面提高师范生培养与中小学教师需求的适

切性。当前师范生培养与中小学教师需求还存在一定

的差距，特别是教育实践内容不够丰富，指导力量不

强，导致师范生实习实践过程与中小学校实际的教育

教学工作存在脱节，毕业进入中小学校后无法有效满

足中小学教育教学需求。这是影响师范生录用的关键

因素。师范类专业必须不断改进培养过程，重点加强

师范生教育实践安排，优选城乡不同类型的中小学校

建设教育实践基地，支持师范生师德体验、教学实

践、班级管理实践、教研实践等活动的开展，强化师

范生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为中小学教育

培养适切的未来师资。二是提高教师教育服务、教育

强国战略的职责使命。师范院校的人才培养需要进一

步系统性融入区域基础教育体系，对接区域基础教育

发展格局，做扎根基础教育的教师教育。一方面，根

据区域教师需求预测，有组织、有计划地制定招生计

划和人才培养目标，确保能够满足区域基础教育发展

对未来教师的需求，特别要充分发挥地方师范院校在

培养本土教师方面的作用，针对地方需求定向发力、

精准施策，积极与地方政府、中小学协同，充分发挥

地方师范大学乡村教育服务功能，把优质的本土学生

培养成为优质的本土教师。另一方面，整合职前、职

后教师教育资源，加强各级各类教师专业发展机构建

设，加强各类教育教学实践基地联动，为区域教师队

伍高质量发展构建合作共同体，特别是要注重为乡镇

地区的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提供更精准、更丰富的数

字资源、专项培训和指导。

参考文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
标准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政府门户网站［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ｘｘｇｋ／ｍｏｅ＿１７７７／ｍｏｅ＿１７７８／２０１００１／
ｔ２０１００１２９＿１８０７７８．ｈｔｍｌ，２００１－１０．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各级普通学校生师比［ＥＢ／
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ｓｊｚｌ／ｍｏｅ＿５６０／ｓ８４９２／ｓ８４９３／
２０１４１２／ｔ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１８１５９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４－１２．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１／ｓ７０４８／２０１００７／ｔ２０１００７２９＿１７１９０４．ｈｔｍｌ，２０１０－０７．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十

九大代表议报告谈体会［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
＿ｘｗｆｂ／ｍｏｅ＿２０８２／ｚｌ＿２０１７ｎ／２０１７＿ｚｌ５５／２０１７１０／ｔ２０１７１０２３＿３１７１５５．
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１０．

［５］习近平．大力实施人才强教战略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
师队伍［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ｅｎｍｉ．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ｔｖｂ１２０３５ｘｇｐ．ｈｔ
ｍｌ，２０１９－０６．

［６］苏红键．教育城镇化演进与城乡义务教育公平之路
［Ｊ］．教育研究，２０２１（１０）：３５－４４．

［７］徐金海．从历史走向未来：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发
展［Ｊ］．教育研究，２０２１（１０）：２４－３４．

［８］李宁，张晓琳，王绍媛．乡村教师何以坚守：基于教师职
业信念视角的实证分析［Ｊ］．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２２（０６）：５６－６４．

［９］易凌云，卿素兰，高慧斌，李新翠．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
作为基础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学习研

究之四［Ｊ］．教育研究，２０２２（０４）：４－１７．

（责任编辑：姜佳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Ｓｔｒｏ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ｔａｆ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Ｕｒｂａｎ，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

ＣＨＥＮＨａｎ，ＷＡＮＧＨｕｉ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５１０６３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ｕｒｇｅｎｔｌｙｎｅｅｄｅｄ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
ｏｎｄ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ｔｅａｍｉｓ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ｒｅｃ

—８２—



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ｓ，ｔｏｗｎｓａｎｄ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４ｔｏ２０２０ａｎｄｆｉｎ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ｓ，ｔｏｗｎｓａｎｄ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ｐｕｒｓｕｉｔｌｅａｄｓｔｏ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ｓｏｕｎｄｔｅａｃｈ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ｍｏｒｅ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ｏｐｅ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ｙｅａｒｂｙｙｅａｒ．Ｔｏ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ｅａｃｈｅｒｔｅａｍ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ｒｙ，ｗｅｎｅｅｄ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ａｔｅａｃｈｅｒ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ｃｕｓｏｎｆｉ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ｇａｐｓ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ｅａｋｂｙ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ｅｎｏｕｇｈ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ｔａｆｆｃｈａｎｇｅ；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ｏｂｅｓｔ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ｓｔｒｏｎｇ

（上接第８页）

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Ｌｏｇ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ＸＵＳａｎｚｈｅｎ，ＸＩＡＨａｉｙｉｎｇ，ＷＵＮａｎｚｈｏｎｇ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ｂｅｉ，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０７１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ｍｕｓｔｂｅｓｐｒｅａｄｏｕｔｆｒｏｍｆｏｕｒ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ｉｒｉｔ．Ｉｎｔｈ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ｂａｓｉｃｌｏｇｉｃ，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ｌｏｇｉｃ，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ｌｏｇｉｃ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ｅ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ｍｕｓｔａｄｈｅｒｅｔｏ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ｇｏａｌｍｕｓｔｃｌａｒｉｆｙ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ｐｉｒｉｔ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ｕｉｌｄ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ｍｏｆ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ｒｄｅｒ，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ａｎｄ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ｂａｓ
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ｉｔｓ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ｍｕｓｔａｄｈｅｒ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ｉｚ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ｅｅｘｅ
ｃ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ｗｏｗａ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ａｓ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ｓ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ｕｐｄａｔｅｆｒｏｍ“ｓｔａ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ｆｒｏｍ“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ｏ“ｂｅｎｅｆｉｔ”，ｆｒｏｍ
“ｎｏｒｍ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ｔｏ“ａｃｔｉｖ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ａｎｄｇｒａｓｐ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ｈａｒｍｏｎｙｏｆ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ｓｆｕｎ
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ｄ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ｂｕｉｌｄｕｐ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ｌｆｔｒｕｓ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ｂｅｌｉｅｆ，ｔｈｅｂｅｌｉｅｆ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ｎｏ
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ｏｏｔ，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ｔｈｏｓ

—９２—



第６期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

现代教育科学

Ｍｏｄｅｒ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ｏ６
Ｎｏｖ２０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６－１３
［基金项目］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全日制教育硕士协同创新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２１ＪＧＹＢ０９１）；湖南省社会

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网络学习的过程性评价研究”（项目编号：ＸＳＰ２１ＹＢＣ３５５）。
［作者简介］邓启云（１９８６－），女，湖南永州人，博士，衡阳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生态学 。

温情导生关系的困境与路径

邓启云

（衡阳师范学院，湖南 衡阳　４２１０１０）

　　［摘　要］现代中国社会理性化使部分导生关系走向了异化，这种异化会导致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不够
温情。现代社会的泛理化不断挤压情感空间，用理性控制情感的方式成为优势惯习，他们按契约的形式被

动履行义务，情感被压制，这导致导生关系温情不再。而中国人情社会特性和导生原有人情惯习又塑造着

对温情关系的强烈期待，在具有矛盾的理性作用逻辑与人情惯习的共同影响下，导生关系的现实与理想张

力加剧。缓解张力、改善此部分导生关系应从打造有边界的情、理及二者混合空间的研究生教育场域着

手，构建生活化的导生情感空间，重塑温情的导生关系。

　　［关键词］导生关系；情感复归；教育场域；惯习；义务配置
　　［中图分类号］Ｇ４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３０－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５

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

责的意见》指出，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顶

端，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国家人才

竞争的重要支柱，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要素。

和谐的导生关系是推动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关键要

素，但随着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导生关系出

现了异化现象。

　　一、导生关系异化缘由与分析框架

我国的导生关系发展历程可概括为三个阶

段———传统的有序、裂变的无序和重构后的有序。

传统阶段导生关系以伦理本位为主呈现出家庭伦理

的特征，形成了导、生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生

成了以道德规范为核心的行为规则和价值标准。受

现代化思潮的影响，十九届四中全会后技术治理逐

渐代替传统的总体支配成为国家治理的战略方向。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治理，也走

向了技术化［１］。导生关系也受新的秩序要素和机制

的植入发生了裂变，导生由伦理本位转向职业本位，

由道德规范转向理性化和契约化，但因需求的更新

和导生权责的模糊性，现实中导生冲突可能致使导

生关系走向无序，所以有学者指出重构导生关系是

使导生关系法治化，明晰导生权责，并配备相应的保

障机制［２］，使导生关系走向理性化。以理性为核心

的技术治理加速了教育的现代化，也提升了研究的

效率，但技术治理与人性本身之间的张力逐渐显

现［３］，所以随着我国社会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不断

深入，导生关系出现了异化现象［４］，引发了社会的强

烈关注。异化包括显性的行为失范和隐性的关系异

化。显性如导师侵占学生学术成果，隐性如导师对

学生关心不足，关系淡漠化和功利化［５］。异化的导

生关系致使异常事件频发，如研究生跳楼等。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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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生关系应该具备什么特征呢？现有研究对导生关

系的应然状态地调查发现，国内外导师和学生对亲

密型的导生关系有着共同期待［６］，我国导生期待的

关系甚至超越了专业与职业的定位，在研究生眼中

“生活”是亲密关系的主要元素，还融入了大量的情

缘期许与追寻［７］。导师也认同导生的情缘。别敦荣

教授认为导生关系的精髓在于导师不仅要对学生在

学期间各方面的行为负责，还要对他们毕业后的发

展和生活负责，导生关系可能会发展为“一世情

缘”［８］。可见，一方面实然层面导生关系逐步走向

理性化、契约化的职业关系，部分导生关系淡漠化；

另一方面，导师与学生在应然层面期待着能建立超

越职业关系的亲密关系———超越现实的相安疏离，

达到理想的理性亲密［９］。在导生关系日益走向理性

化的同时，部分导生对情感的期待也日益凸显，那么

为何现实中部分导生关系温情不再？导生又为何期

待亲密，期盼情感回归？这部分的导生关系情感回

归面临哪些问题，如何回归以建立理性亲密的导生

关系？

导生关系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场

域的关系，场域是关系的系统。研究生教育场域是

一个复杂的关系系统，是指导生围绕高深学问的生

产和传播，通过频繁地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１０］。

导生关系是研究生教育场域关系结构的底盘和基

石［１１］，所以分析研究生教育场域是理解导生关系的

关键。同时，场域与惯习是生成性的关系，惯习制造

场域，场域创造新惯习。场域是社会制度存在于客

观事物中的结果，惯习是社会制度存在于身体中的

结果。导生关系的变化在于导生的实践活动的变

化，实践活动是惯习的活动，惯习的实践活动具有恒

定性，使实践活动有法可依、有迹可循。部分导生关

系日渐背离温情的这一社会现实，既在场域中，也在

惯习中［１２］。场域、惯习和社会关系互相塑造，互相影

响。基于此，本研究拟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基础，构

建场域—惯习—社会关系三者的分析框架。

场域、惯习和导生关系三者共同作用，相互塑造，

导生情感可能是正向加强，也可能是负性叠加。如果

情感空间被挤压，则研究生教育场域泛理化，泛理化

的场域塑造控制情感的理性惯习，泛理的场域和理性

的惯习又共同塑造着契约式履行义务的行为方式，情

感以契约的形式被动执行，或被契约压制，势弱的情

感可能使导生关系出现冷漠现象。若情感远离研究

生教育场域，将促使导生不再期待情感类互动，从而

会再塑冷淡惯习，导生关系更趋功利，形成负性叠加。

与此相对，人情惯习构建的研究生教育场域充满更多

的价值与意义，让导生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投入的世

界，会更主动参与建构，进而升温导生关系。其亲密

体验累积，场域认同加强，情感空间得到强化，又塑造

着人情惯习，形成三者相互加强的正向循环。所以，

场域、惯习和社会关系互相塑造，互相影响（如图１所
示）。下文将对传统的正向加强与现实的负性叠加进

行分析。

图１　场域、惯习与导生关系

　　二、传统温情的导生关系：情感作用主导

社会世界是由大量空间组成的，这些空间称之为

场域。社会世界由这三类空间组成，一为理性空间，

二为情感空间，三为理性与情感的混合空间［１３］。

（一）中国最初的研究生教育场域是泛情化的

空间

研究生教育始于１９世纪德国大学的改革，改革
把科研、教学和学习统一的思想建立成为一个永久的

原则。研究生教育场域是在以科研为中心、教师对学

生进行科研训练中逐步形成的［１４］。培养研究生能力

不是通过老师说教，也不是在学习研究方法的课程中

被教会的，而是通过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朝夕相处而习

得的［１５］，所以不同于在低层次教师和学生场域空间，

研究生教育场域空间“更单独”、更具有“私人性”［１６］

和“情感性”［１７］。研究生教育场域有自身的逻辑，但

与社会同步，受元场域的制约。我国原有的研究生场

域是泛情化的空间，因为首先研究生教育场域受我国

泛情化的社会场域地制约。我国传统社会是人情化

的社会空间，情感被赋予了社会关系的组织化和整合

功能，它不仅作用于亲情和血缘关系，还会泛化至更

大范围的社会关系的组织化原则和整合机制，如国是

更大的家［１８］。我国社会还追求情理合一，而当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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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冲突时往往舍理而取情，所以我国社会是“情”被泛

化的空间，“情”成为整个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主要

依托，研究生教育场域也不例外。其次，导生的交往

方式构建了泛“情”化的空间。导生之间交往具有持

久、直接、全面等特点，这种交往方式较为广泛而深

入，构建着具有家庭化特征的导生空间，导生既关注

理也关注情，在情理之中塑造着泛情化的研究生教育

场域。

（二）泛情化研究生教育场域塑造着导生的人情

惯习

场域和惯习都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场域体现在事

物中，惯习寄居于身体中［１９］，惯习是行动者相对稳定

的行为倾向系统，它促使行动者对当下和未来的行为

作出选择。中国社会的人情惯习也指导着研究生教

育场域的情理实践。首先，导生相处强调合乎情。中

国人强调情理合一，但更重情。中国人相处，认为做

到“近情”比“近理”更重要，导生相处，也遵循着人情

惯习的逻辑。导师对学生的“人情”算不清，学生也还

不完，并且将会一直持续，所以学生帮导师完成非学

业的事情，虽不是义务，但合情。其次，人伦规定了导

生的人情内容。人情与伦理是社会规范的一体两面，

人伦是伦理思想对人情的规定，会导致导生的相处方

式类似于父子或母子，这是缘于“一日为师，终生为

父”的人伦，所以导师不仅会关心研究生的学习，也关

心其生活，甚至这种关心会持续一辈子，同时作为学

生，也应尊师重教，不仅要向老师学习“做学问、研学

术”，还要学习导师的“为人、做人”。最后，师门文化

的逐级传承加强了人情惯习。导生之间长期的面对

面交流方式，生活与学习相互嵌套，能深刻表达情感

和需要，这种类亲属的关系和交互方式相互加强，共

塑着师门的认同，认同与生活学习方式在师门中一级

级传承，导生的人情惯习得以共塑与加强。

（三）人情惯习生产着亲密型导生关系

场域塑造惯习，惯习所形成一套习以为常相对稳

定的行为方式，主导着导生当下的行为，行为构建社

会关系［２０］。人情惯习之所以能塑造温情关系，是情

感的义务配置所决定的，而这种情感义务配置具有主

动性。如“送温暖”是国家或组织对个体有“情”，个

体也应对国家和组织有“义”，应配合国家的治理措

施，这就是所谓的有情有义，情感连带着义务，这个义

务是根据传统文化形成的自愿性义务，不是法律所要

求的。导师如父般的传统，这是继承下来的传统，是

被大家广泛认同和接受的。导生关系是有“情”有

“义”的，导师与学生均对其“情”有所期待，也会主动

承担其义务。正是因为导师对学生的如子女般的

“情”，所以导师会主动承担其“义”，对学生的学习、

生活及毕业后的发展负责。研究生都有建立导生亲

密关系的期待，但亲密关系能否建立的关键在于导师

的回应［２１］，而情感义务配置的双方都具有主动性，所

以亲密的、温暖化的导生关系在具有人情化的研究生

教育场域中会成为常态。

　　三、现实淡漠化的导生关系：情感作用式微

（一）扩大与挤压：泛理化的研究生教育场域压缩

导生情感空间

１．研究生教育场域逐步发展成为理性空间。改
革开放后，我国步入现代化社会，理性空间日益扩

大。现代化社会的核心是理性，理性之所以备受推

崇，是因为它能显著提高效率。理性基于“无恨亦无

爱”的原则、精心规划和仔细盘算，它无处不在，现

代国家完全依赖于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组织系统，

而这个系统的非人性化特征严重影响人们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最后又陷入强调效率却效率低下的悖论

中，形成韦伯著名的忧郁“铁笼”［２２］、福柯的“监

狱”。它们是一种理性被泛化的空间，而这样的“铁

笼”或“监狱”空间充斥于现代社会，当代研究生教育

场域也不能幸免。

我国研究生教育场域逐步转化成泛理空间。一

方面，高校办学资源配置项目化，技术管理成为高

校的主要管理方式。项目和论文在高校中类似齐美

尔论述的社会中的“货币”，它们成为高校间价值表

现形式和等价物，项目和论文的等级和数量成为追

求的终极目标，这是因为由政府部门主导的评价多

依据项目与论文，而设置的学校类别诸如双一流、

高水平、重点、示范，学科类诸如优势、一流、特

色等被赋予了相应的等级和利益，实际已被奉为高

校办学的“绩效指标”，成为官方将
!

校分为三六九

等的重要依据，也是高校获取办学资源的重要依

据［２３］。提升项目和论文的数据是获得“绩效指标”的

直接通道。不断的评价提供持续的刺激，加剧的竞

争使研究生教育场域成为更趋理性的空间。另一方

面，在高校行政管理压力的分摊下，行政目标联结

导师职位晋升，研究生教育场域成为了制器空间。

导师为获得财政资源与声誉的双重利益，必须在学

术场域里不断奋力“拼杀”，以满足不断加码的指标

要求，甚至不惜拼命搏命，作为高校科研主力军的

导师群体承受着极限的身心压力［２４］，导师对自己加

码的同时也对研究生加码，导师和研究生被裹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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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研究生教育场域被异化为“制器空间”，而非柔

性的育人场合［２５］。同时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技术化和

理性化使导生关系加速走向职业化，其情感空间日

益缩小，研究生教育场域逐步成为了泛理空间。

２．重构情感空间成为导生的内心诉求。现代化
过程是不断扩展理性空间、压制情感空间的过程，

压缩的情感空间引发了社会的诸多矛盾，寻求情感

空间成为了理论的反思与内在诉求，而重建情感空

间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基础。这是因为中国社会

空间本身就是典型的情理型社会空间，个体和组织

的行动要注重情理交融，研究生教育场域也是如此。

研究生教育场域应是理性空间与情感空间并存的场

域。研究生教育场域是导师与研究生在教育教学、

科研指导和日常交往等活动中完成研究生培养任务

的空间，包括制度性空间（教育教学、科研指导）和

非制度性日常交往空间。科研指导是以理性为主的

空间，教育教学则是情理混合的空间，这个空间既

是训练“术”的理性交往空间，也是培育内在道德品

性的“道”的空间，更是形成情感交流、依赖及发展

的情感空间。非制度性日常交往空间是研究生眼中

涉及“生活”内容的空间，是生成亲密关系的“情感空

间”，而具有情感空间的研究生教育场域更有助于提

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因为情感是导生人际交往的

正常需求，也是研究生培养的现实需要，这种需求

是源自我国的深层文化———“合情合理、情理兼顾、

情理平衡”。

（二）主导与退缩：两者矛盾的作用逻辑使理性

惯习成为优势选择

１．理性化场域塑造着理性惯性，人情惯习被压
制。陈向明在《旅居者与外国人》中提到，中国人的

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中国人隐藏着深沉的情

感主义，期待着有来有往，能经常性地关心，能深

入交流，内心能体验到温暖的交往［２６］。改革开放后

效率至上的潮流盛行，情感不再是作为一种资源去

经营，更多的是压制与忽略。在 “多出人才，快出

人才”目标的引导下，我国的高等教育走向了普及

化，研究生教育也已达到了大众化［２７］。高等教育在

精英式向普及化转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部分背离高

等教育初衷的现象，理性、效率与功利性不断被强

化，教育目标功利化，高等教育文凭化问题突出，

教育不再那么关心人的心灵世界，论文、项目成为

导生的唯一追求，原本充满丰富情感的导生关系，

被论文、项目简化宰制。以科研成果为禀赋的“入

场”与“评价”是导师遴选与晋升的直接依据［２８］，不

断塑造着导师的认知和行为倾向。导师群体“以科研

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的理性惯习不断被塑造、强

化，以单一学术成果挂钩学历、学位的研究生培养

机制同样如此。虽然导生理性惯习的形成可能会受

到原有的人情惯习的阻碍，导师与研究生个体或群

体可能会无意识地坚守着自己原有价值观念和行为

方式的人情惯习，但泛理化的研究生教育场域塑造

理性惯习，理性惯习又构建泛理的研究生教育场域，

在两者互相强化下，人情惯习作用日渐式微，退缩

至内心对情感的期待。

２．人情惯习不断内缩还源于人情惯习与理性惯
习两种互为矛盾的作用逻辑。导生人情惯习与理性

惯习的不同逻辑和矛盾特性，使理性惯习处于绝对

优势地位。理性化不是剥离人的情感，而是将情感

看作威胁因素加以控制，以维护其对情感的支配地

位，所以理性的惯习其实也是控制情感的惯习。与

理性惯习不同，人情惯习认为情感是社会团结的纽

带和社会建构的基础。它认同情感的整合作用，强

调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情感可作为资源有效化解

导生矛盾，人情惯习是情感动员的惯习。这两种惯

习对情感作用的认识截然相反，其塑造的逻辑也全

然相同。现实中研究生教育场域已泛理化，泛理化

的场域塑造下的理性强调对情感的控制，理性惯习

在泛理场域中不断被强化，人情惯习与理性惯习的

矛盾特性，使理性惯习在现实中不断被塑造、被强

化的同时，其人情惯习也在不断被否定、被舍弃。

（三）淡漠与温情：导生关系的现实与理想

１．理性惯习塑造着背离情感的导师—项目—研
究生关系，其关系淡漠。现实中导生偏理性的惯习，

生产着利益化和淡漠化的职业型导生关系实践。在

理性化的研究生教育场域中，导生被项目和论文简

化宰制，形成导师—项目—研究生的关系。导师将

项目以分工和任务的形式下达，项目的分工使导师

与研究生的角色功能化，不同的研究生呈现不同的

功能，功能替代个性，呈现出研究生的非个人化。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只关注功能是否正常运转，忽

略了研究生的个性需求，这种背离感情的交往使导

生成为了“松散的联合体”，情感缺失使导生互动的

持续力不足、凝聚力不强、认同感低。现代国家治

理中也产生了类似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人

民政府从“党群鱼水情”的传统中深度挖掘，重新审

视人情惯习，以人情实践塑造温情的社会关系，如

“送温暖”实践通过给予“情感资源”缔结了国家与民

众的情感联系［２９］，极大地缓解了由于情感缺失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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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群张力。裴宜理更是认为充分发挥情感的能量、

充满温情的党民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重

要因素［３０］。人情惯习是导生原有的惯习，重新审视

人情惯习也可以成为建立和谐导生关系的路径之一。

２．导生关系淡漠还源于契约型的义务配置。不
同于人情实践的主动型情感义务配置，理性实践中

的导生关系的义务配置源于法理和契约，而且把许

多原来由情感来决定的义务，也交给法律处理，从

而不断地明晰和细化导生的权责。契约中的义务是

被动的，情感更多被排除在契约之外，对于契约外

的义务是可以不履行的，所以，理性实践下的导生

关系是淡漠的。现实中人情实践和与理性实践撕扯，

导致了部分导生出现矛盾。一方面理性实践生产着

充满淡漠的导生关系；另一方面，人情实践又表现

出对温情导生关系的渴望和需要。马克思认为，任

何人如果不同时为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这种需要的

器官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３１］。所以导生关系治

理应回应人情惯习，回应导生内心对情感的期望，

情感回归成为导生关系治理的必然转向。

　　四、理想温情导生关系的路径：情感作用回归

（一）重构情感空间，构建有边界的导生情理

场域

在导生情感对接中，很多时候教育目标也得以

达成［３２］，情感在教育中的作用显著，所以需要在泛

理的空间中重构情感空间。重构研究生教育场域的

情感空间不等于复归我国传统伦理型的研究生教育

场域。伦理型的研究生教育场域，在现实的遭遇中，

常出现让位于情的情况，情的特殊性往往难以坚持

理的普适性而产生泛情化现象，致使导生关系出现

越轨、权责不明等问题，所以应建立具有边界的情、

理、混合空间的研究生教育场域，使情、理、混合

场合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首先，构建导生的生

活空间来重构情感空间。如果教师只与学生在学业

上打交道，师生感情是很难交融的。师生情感互娱

更多地需要从生活化的交往中获得［３３］，这和研究生

希望与导师有生活交互的研究结果一致。列斐伏尔

认为空间是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的前提［３４］。所

以，重构导生的情感空间可从构建导生的生活空间

入手，如休闲室、运动空间、虚拟娱乐空间等，在

这样的空间里导生交往不拘身份、不拘形式、不拘

内容，以丰富而务实的方式建构起多元的互动空间，

在这个空间中导生共在、共同经历，生产着共同的

记忆，情感得以生成、交互、加强，这个空间不仅

仅是普通的物理空间，更是导生的情感空间。其次，

应增加立法供给，明晰导生权责，以塑造研究生教

育场域中情、理及二者混合的空间边界。原有立法

的有限性、语言的模糊性和社会的变动性等因素共

同纠缠，导致导生权责模糊。虽然情、理和混合空

间对权利和义务的配置逻辑不同，但通过增加立法

供给，精密地配置权利与义务可有效限定理性空间

不过度挤压情感和混合空间，三者的边界得以维持。

（二）研究生教育场域塑造情理惯习

在混合场合和情感场合中再塑人情惯习，既需

防止情感对理性的消解，也需防止理性对情感的压

制，两种认识需重新审视情感的作用与定位，既要

认识到情感的整合作用，同时也需认识到情感对理

性的干扰。首先，在情感空间塑造以情感动员为主

的行动惯习，其方式是以情治情。以情治情，是指

教育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采用人情、面子、伦理等，

以同情、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等策略对研究生情感

进行干预治理的方式［３５］。以情治情的“情”，既是治

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手段。以情治情包括以情生

情、以情交情。由于人类的认知、行为以及社会组

织的任何方面几乎都受到情感的驱动，情感还是隐

藏在对他人社会承诺的背后力量［３６］，因此作为治理

对象的“情”，充分体现了情感对个人的支持和社会

的连接作用；而作为手段的情，有“情”作为基础才

能缓解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治理的效果，

成为构建和谐导生关系的基础。其次，在理性空间

塑造以情感控制为主的行动惯习，其方式是以规治

情。以规治情，是指依据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与约

定俗成的惯例规范去引导和调节个体、群体的教育

情感关系［３７］。情是规的治理对象。规，是理性的表

达方式，是把理性当作一种规范，情感的表达、发

泄不能违背理性的原则，这是在理性的空间中抑制

情感，使情感不影响理性，使理性处于绝对的主导

地位。绝对的理性，使教育的原则具有普适性，如

教育的公平公正等，其抑制的私人情感可引导和培

育导生的公共情感，情感又可维护理性的主导地位，

维护社会的公正秩序。再次，混合空间塑造情理共

融惯习，其方式是排序。混合空间既包括理的逻辑，

又包括情的联系，但在不同的社会事实中存在以情

为先或以理为先的逻辑。如在教学中有导生的情感

联结，但首先必须遵循理性逻辑实施教学任务，即

理性惯习优先。外出调研交流空间也属混合场合，

导生情感规则遵循差序格局的原则，有时应表现出

情感排序优先。最后，共塑情理实践底线。尽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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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理性有其各自的空间，但都应遵循底线。在科

研场合，理性的行事也应有度，不能超越道德情感

的底线，如不能违背学术道德等；而情感空间的情

感表达、释放也不能完全背离理性，如超越师生关

系有违道德的感情等。有边界的三种空间共塑有情

有理的惯习。

（三）情理场域、惯习共塑亲密关系

场域和惯习塑造着导生当下的行为，行为又构

建社会关系。重构情感空间，再塑人情惯习，需从

导生的交往实践入手。首先，以制度化的方式打造

的物理空间，利于重返情感义务配置，升温导生关

系。当代导生淡漠的场域中，主导的理性惯习对情

感采取控制策略，而以制度为表现的控制策略也可

激发导生塑造亲密的社会关系。这一过程要求导生

参与交往实践，可通过打造具有生活化的物理空间

实现。这就需要通过师生共同活动才能使物理空间

成为情感空间。情感空间构建之初通过强制的方式

使师生产生现实交往，现实交往对于增强师生的主

观幸福感效果显著［３８］。这种现实交往是通过共同在

场、相互察觉、多方位认识彼此，产生正向的情感

体验。正向的情感体验会使导生对下次活动充满期

待，交往活动由强制的被动转化成自愿的主动。导

生情感交往空间扩大，突破纯粹理性的职业关系，

其义务配置方式也由被动转为主动。实践活动的持

续开展，共同情感也得到不断累积，导生关系越趋

亲密，这种主动的情感义务配置，能迅速升温导生

关系。其次，以客体化和符号化的方式打造的意义

空间，延伸了导生关系的情感内容，加强了导生之

间的认同性。胡塞尔认为爱、快乐、悲哀等情感属

于“非客体化行为”，它本身无法实现主体间性的相

互影响，只有通过符号化、感知和想象等“客体化行

为”才能达到构造主体行为的作用［３９］。符号化与客

体化诸如布置活动照片等可加强共同情感。形态化

的空间，是具有情感、认同等主观社会意涵的丰富

聚合体，所以客体化的物件和有情感特性的空间就

具有了情感的价值。这些客体化和符号化是导生情

感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它们连接着导生的过去、

现在和期待的未来生活，蕴含着导生生活的大部分

意义，促使导生产生认同。

淡漠导生关系呼唤着情感回归，其实质是研究

生教育呼唤着教育本质的回归。教育的本质是培养

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抵制淡漠的导生关系的实

质是抵制研究生教育变成“制器手段”。导师—项

目—研究生关系使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变得功能化、

片面化，这种背离情感的教育有违教育的本质。生

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也指出，全面发展是通过培育

和优化人的大脑结构来促进人的发展的，人的大脑

结构的优化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包括研究生

阶段。人的发展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而发展的，

情感是人性的一部分，情感的发展也是人的发展，

情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发展，意味着人脑在冲动、

情感和理性这三种形态之间获得多大程度上的协调

一致和整合发展［４０］，同理促进导生关系的理性与情

感共同发展，导生关系才能获得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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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２１（１２）：８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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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
和研究生教育［Ｍ］．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１
－４．
［１５］〔美〕罗伯特·卡尼格尔．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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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２００１（０４）：９７－１２１．
［３１］周波．教学认同：高校教师回归本分的内生力［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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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梯度化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策略研究

崔舒雅，林祝亮，曹振新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　要］高职院校的教师肩负着促进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重要责任。随着科技的发展，各行各业对高
职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具体，因此建设高质量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当务之急。双师型教师既需要

有专业知识，又需要具有相关专业实践技能。目前，我国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在定位标准、队伍结构、培

养机制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制约了我国职业教育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应建设梯度化的

双师型教师队伍，并从梯度划分、认定标准、培养机制和考核制度等方面激发教师的能动性，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梯度化建设；专业实践技能
　　［中图分类号］Ｇ４５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３７－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６

高职教育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简称，它是我国

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经济社会的建设源

源不断地提供着人才资源。近年来国家经济科技

发展迅速，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

职业院校肩负着更大的责任，其发展越来越受到

各界的重视，成为我国的一个热点问题。高职教

育更加突出职业性，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

能力的培养，这就对高职院校的教师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应研究出长期的、高效的、科学的高职

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策略，通过提高高职院

校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达到为社会

输送高级人才的目的。

　　一、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释义

双师型教师是我国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的特

色，可有效推动高职院校发展，并进一步提高高职

学生综合质量。１９９０年，王义澄先生在《中国教育
报》上首次提出了培养双师型教师的观点，双师型

教师这一概念就此诞生。１９９５年，原国家教委印
发《关于开展建设示范性职业大学工作的原则意

见》（职教［１９９５］１５号）中最早正式提出了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的相关内容，这是政策文件中首次提

出双师型教师的概念，慢慢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

者展开了对此内容的研究。双师型教师，即同时具

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的教师。这就要求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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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教师，也是有实践动手能力的工程技术人

才。也就是说，双师型教师不仅要具有教师资格

证，还要有相关专业的技能证书。目前，教师、管

理人员等普遍认同的双师型教师大概有四种。第一

种为双证书说，即认为双师型教师要同时具备教师

资格证和技能证；第二种为双素质论，这种理解从

教学能力角度出发，认为双师型教师要同时具备教

师教学和技师操作的基本素质；第三种为双职称

说，这种理解从职称角度出发，认为双师型教师要

同时具备教师和工程师系列职称；第四种为双结构

说，认为教师和技师要一起授课，把学和做真正结

合起来［１］。目前，大多数的高职院校认为双师型教

师必须具备双证书［２］。如浙江省２０２３年制定的《浙
江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实施方案》中规

定，双师型教师的认定标准要求同时具有教师资格

证和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

资格证书、“１＋Ｘ”师资证书、职业技能考评员资格
证书等相关职业能力证书。目前，根据教育部办公

厅发布的《关于做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省级教育部门开始制定符合本省实

际情况的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这也导致各省在双

师教师认定标准、培养机制、考核办法等方面的标

准参差不一，各省双师型教师质量良莠不齐。

　　二、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与
问题

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为高职院校和职业教育

的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关键保障，这就需要既有精湛

的理论知识、又能对学生的实践操作进行指导的双

师型教师。但目前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在

定位标准、队伍结构、培养机制等方面面临的问

题，制约了我国职业教育未来的高质量发展。

（一）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现状———

“少慢差费”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对高等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之而来，国家大

力推进职业教育深化发展，这也对高职院校的发展

提出更高的要求。教师的质量决定了高职院校所培

养出的学生的专业素养，这就要求高职院校要进一

步提高教师队伍整体质量，培养一支能同时传授基

础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真

正培养出满足企业要求的技术人才。

我国陆续发布了有关双师型教师培养的文件，

逐步形成了双师型教师的概念，可以看出国家也在

努力制定一个双师型教师认定的标准。２０１７年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

见》，提出推动职业院校和各企业合作共同推进建

设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完善职业教育教师资

格标准和评聘办法，加强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

设［３］。２０２１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到强化双师型队伍建设，提高职业院校教师素质

并完善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认定制度，从而深化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教育部办公厅最新下发的关于做好

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中提出，

双师型教师应设立初级双师型教师、中级双师型教

师和高级双师型教师。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也据此

出台了针对其地方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的双师型教师

认定标准，如吉林、安徽、广西等等。此前，绝大

多数的文件政策中规定的双师型教师的认定方法只

有“是”与“不是”，教师如果通过相应的标准条件

和考核，即为双师型教师，否则则不是，这并不利

于教师的发展。

综上可见，我国高职院校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很多问题。

２０２２年 １０月，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
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中提到，为了落

实“走出去”战略，加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全

面提高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强有力的

师资支撑，就要加强双师型教师能力建设，职业院

校中双师型教师占比不低于 ５０％［４］。但实际上，

以教育部高教司对辽宁、四川、陕西、湖南、江苏

５省３０余所高职高专院校教师队伍现状调查为例，
抽样调查显示，高校毕业生直接任职者高达５０％，
而从企业调入者占１１％（见表１）。即在高职院校的
教师中，高校毕业生多，有实际工作经历的少［５］。

表１　高职院校教师来源统计

高校毕业生分配 其他高校调入 科研机构调入 企业调入 其他 总计

人数 ７２７９ ９３２ ２００ １２１０ １３２０ １０９４１

比例／％ ６６ ９ ２ １１ １２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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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社会对高职院校培养出的技术人才

的需要，教师需要及时培训。但目前由于高职院

校课务繁重，大多数教师无暇参加培训。北京市

高职教育教学质量检查组对北京地区 １４所高职
班的调查统计资料表明：“教师中平均只有

２５７％的人获得职业资格证书；长时间培训过的
教师仅占２３９％，教师自身动手能力不强，高职
教育的能力本为原则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落

实。”［６］可见，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还存着数量不

足、认定不清晰、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等问

题，呈现出“少慢差费”的现象，实现高质量职业

学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仍具有一定

难度。

（二）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分析

１．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定位不够清晰。虽然在
国家大政策的引领下，很多地方政府都已经出台

了相应的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但在实际实施的

过程中，由于双师型教师标准不一、认定的方法

不同，不同地区不同院校的双师型教师的实际水

平是存在差异的，比如６个月的实践经验在某些
学校可以达到双师型教师的认定标准，但其他学

校对此并不认可；有的学校为达成双师型师资的

占比目标把认定政策制订得更为宽松；有些标准

要求简单，只要求教师获得证书即可，因此教师

专业与持证专业不符，有些证书的含金量很低，

为了双师型教师额外的福利待遇而考证等现象十

分普遍；这不利于教师“双师素质”的发展，违背

了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初衷。很多教师虽然能

依靠双证评定为双师型教师，但并不具备真正的

实践能力，这无法保证高校中双师型教师队伍的

质量，不利于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２．现有师资队伍结构发展不合理。２０１９年国
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指

出，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原

则上从具有３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
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特殊高技能人才可适

当放宽学历要求，２０２０年起基本不再从应届毕业
生中招聘。目前，高职院校的师资主要有以下三

类：高校应届毕业生、其他高校的专任教师和从

企业外聘来的工程技术人才［７］。大多数的高职院

校在招聘中设定了学历要求，歧视本科或者高级

技术人才，因此高学历的硕士或博士应届毕业生

很受各大高职院校的欢迎，但此类教师并不是作

为教师培养的，他们并未学过相关的师范课程，

不知道如何将自己精湛的知识更好地传授给学

生，而且应届毕业生刚刚走出校园，并没有社会

生活的经历，很难适应职业学校的工作。而专任

教师在自身的工作岗位上工作量大，无法到企业

进行实践，专业技能不高，导致其教学水平普遍

偏低。少数外聘的企业人员既能满足高职院校的

实践技能要求又能满足学历要求，然而在现实的

实施过程中，企业外聘人员学历往往无法达到高

校的要求，加之此类人员在企业中往往能获得更

可观的薪资，因此高职院校很难吸引到此类人

才。总体来讲，各个类别的教师都有各自的缺

陷，导致我国职业院校的师资来源单一，在教师

学历、素养、年龄等方面结构整体失衡，“双”字

得不到体现。

３．缺乏完善的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

了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战略任务，

重点工作要放在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联合

企业和高水平高等学校建设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

基地［８］。随着国家鼓励对高职院校教师的培训，

很多高校与企业达成合作，对教师进行培训，但

说是合作，实质上就是签订一个合同，根本没有

发挥出应有的效果。通过参阅往年校企情况的总

结材料可以得出，目前进行的培训存在很多问

题。一是时间过短，争达标，图数量。培训时间

过短导致培训只是敷衍了事，教师只是拿到一个

实践证明，无法系统全面地学习了解实际的操作

实践方法，培训最终流于形式。二是培训人员和

教师缺乏必要的沟通，教师进入企业实习，企业

只是象征性地安排一个人去带一下老师，并不给

其安排真正参与实践的机会，几乎只是参观流

程，听培训人员讲解，并没有生产实践的锻炼，

在教学中提供给学生的教学指导也往往只是相关

内容的视频或图片，无法提供切实的经验传授。

三是学校在考核教师的培训效果时“重量轻质”。

如有的学校在审核教师下企业实践时，主要看教

师企业实践的“时间”，而不关注实践的目的、过

程和成果，仅是提交实践报告便是考核结束，大

部分教师敷衍了事，无法起到督促教师自我提升

的作用［９］。

　　三、梯度化的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路径

为培养应用型人才，高质量的双师型教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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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是必需品，因此对各职业院校来说，怎么建设

好双师型教师的队伍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

合理设置双师型教师队伍梯度，为教师设立培养

机制和考核制度，才能完善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

模式，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能力，进而为社

会做出贡献。

（一）梯度化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设计思路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建设梯度化

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设计思路。梯度化的双师

型教师队伍（图 １）能够帮助教师不断地提高教
育教学能力，激发教师自我提高的积极性，整

体提高高职院校的师资队伍质量，从而培养出

一批符合社会要求的应用型人才。首先要明确

梯度化双师型教师的认定标准。以往的评定标

准下，教师只要达到标准就可直接认定为双师

型教师，现将把双师型教师分梯度认定为初级

双师型教师、中级双师型教师、高级双师型教

师和特级双师型教师，教师通过不断的自我学

习和提升来“登梯”，改变双师型教师一劳永逸

的现状。其次，搭配梯度化的双师型教师认定

标准，出台相应的培养政策，从学校层面，推

动产教融合，完善激励制度，从而保障双师型

教师队伍人才培养质量，打造乐教、适教、善

教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从教师层面，激发教师

成长的内部动因，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

造力，从而提高教师的工作质量。最后，梯度

化的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中的考核制度是教师

晋升的依据，合理的考核制度有利于教师激发

潜能，调动工作的积极性；帮助教师客观地认

识和衡量自我，不断反思，总结工作经验，提

高教育质量。

图１　梯度化双师型教师队伍思路简图

（二）梯度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路径

明确梯度化双师型教师的认定标准，分梯度

认定为初级双师型教师、中级双师型教师、高级

双师型教师和特级双师型教师，再从激发内部动

因、产教融合等角度完善梯度化双师型教师队伍

的培养制度并优化其考核制度。

１．建立合理的梯度化双师型教师队伍。“梯
度是高等数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一个向量，

它的方向是函数在给定点函数值增加最快的方

向，其模是这个最大变化率的值。”目前，很多研

究者用梯度这一概念来检验人们某一领域内容的

知识深度，或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梯度化设置是

将这一数学领域的知识进行拓展延伸，即在理解

某个较为抽象的概念时，可以将其按照从易到

难、从简到丰的类似阶梯状的形式分解，使学习

者按照阶梯一步步探究学习，逐级学习，从而达

到更有效的学习效果。目前已有学者将梯度化用

于教学，如齐向莉将高中思政课的知识围绕思想

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将晦涩难懂的知识按照阶

梯状从简到难地提供给学生，学生爬坡式地完成

任务，最终在问题解决、知识理解、探究能力等

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提升。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

人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能动的辩证发展过

程。“表现在认识过程中，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是

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多次反复、无限深化的过

程。”就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张的那样，教师的

成长过程也是一步步递进的过程，在晋升的过程

中不断激励教师自我成长，因此，梯度化的双师

型教师认定标准更符合人的发展规律。

合理的梯度设立能够提高教师自我提高的能

动力和参与评选的积极性，用梯度化的双师型教

师认定标准，帮助教师摆脱“是”与“不是”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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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头衔，教师评选上双师型教师后一劳永逸，坐

享职称带来的好处，工作不思进取，这会影响教

师的终身发展，会极大弱化教师的工作热情。而

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仅仅是“是”与“不是”这一

单一的评价维度，也不利于长远的人力资源规

划，导致高职院校出现人才断层，即意味着人才

链条在某一环节断裂、教师结构出现真空地带，

这对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不利，造成双师型

教师队伍的整体质量得不到优化。已经得到职称

的教师即使不再发展，甚至不去上课依然享受着

双师型教师这一职称的待遇，这会引起未评上职

称教师的不满，这种情绪会导致学校教师间风气

变差，不利于教师的自我提升，违背了双师型教

师建设的初心。从初级双师型教师做起，晋升中

级双师型教师、高级双师型教师，最后有能力能

够评为特级双师型教师。通过设立“初级、中级、

高级、特级”四个层级的双师型教师，对不同层

级的教师提出不同的认定标准和考核办法，其中

的标准要合理的升级，符合各个层级教师的最近

发展区，让教师有信心去够到下一层级的标准，

以达到激励教师自我提升的目的。在教学能力比

赛、研究课题申报等工作中明确对不同层级双师

型教师资格的要求，并按照层级在职称评聘、考

核评优、推荐国内外培训进修等方面对双师型教

师予以不同程度的优先支持，真正发挥出梯度化

教师认定标准的作用。

２．明确梯度化双师型教师的定位标准。双师
型教师认定标准有省（市）级标准和院校标准，根

据调查报告，４８％的受访者认为国家应为双师型
教师认定设立指导性的原则，不用过于明确；

１６％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标准是最低标准，学校可
以在此基础之上制定符合自己学校特点和专业特

色的认定标准［１０］。因此教育部门应积极指导相关

高职院校明确制订梯度化的双师标准，按照梯度

构建严格的双师资格审核体系，这样才能确保高

等职业院校能构建具有高质量的梯度化双师型教

师队伍。其次，各高职院校要根据这一体系严格

要求培养本校教师，结合本校实际制定一套符合

本校教师发展需要的梯度化职称评定标准［１１］。

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是

培养技能型的应用人才，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需

要双师型教师队伍。而职业院校应根据学校实

际，面向初级、中级、高级、特级四个层级分别

设计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接下

来，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和各高职院校应结

合本地本校具体情况，在不低于国家标准的基础

上，进一步细化双师型教师认定条件，并报上级

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从高校的角度出发，高校在进行双师型教师

队伍培养的工作开始之前，首先要拓宽教师引进

渠道，在教师的招聘工作中降低学历的门槛，不

拘一格降人才，制订相关政策适度调整人才引进

标准，积极招聘高级技术人员，重视应聘者的专

业实践能力和企业工作的经验，既重视学历又要

重视经历。其次要明确到底什么样的教师可以被

认定为双师型教师，确定不同层级的双师型教师

的标准和要具备的能力，引导教师们有针对性地

自我谋发展，这是确保双师型成功的第一步。以

浙江省为例，《浙江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

定实施方案》中提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

对象为全省在中等职业学校（含普通中专、职业

高中）和高等职业院校承担教学任务一年以上的

在职专业课教师（含实习指导教师）。并按普通类

和体育艺术类两类分别认定为初级双师型教师和

高级双师型教师。而我国中西部大部分高等职业

院校双师型教师的评定标准还延续普通高等教育

的教师考核评价标准，仍然以教师的科研成果为

基准，还没有形成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特有的考

核评价体系。

３．建设梯度化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机制。随着
高职院校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打造一支教学

水平高、理论基础扎实、实践水平能力强的教师

队伍是高职院校的当务之急。浙江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于２０１３年首先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其次
是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接着，越来越多的高职院

校开始成立教师发展中心，表明了对教师发展的

重视，力图提升教师个人和团队的整体教学能

力［１２］。有效的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既要重视以

双师型教师能力提升为导向的持续发展，又要想

办法避免形成结果导向的持续发展。只有建立更

完善的双师型教师培训体系，才能为教师们的发

展和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保障。

一是激发教师内部动因。想要建设高质量的

双师型教师队伍，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

从教师自我提升的意识培养上入手。学校要积极

付出努力，给教师自主选择培训方法和培训时间

的权利，让他们从消极被动的“要我学”转变为积

极主动的“我要学”。调动了教师积极性和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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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师才能积极参与培训，深入企业参与实

践，认真了解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标准与方向，不

断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和实操能力。维果茨基的

最近发展区理论同样适用于教师，“是”与“不

是”两种单一的维度容易让年轻教师望而却步，

消极怠工，合理的梯度化教师标准设立才能让教

师有动力去争取，帮助教师从被动的学习和提

升，转变为主动参与、主动提升。激发了教师的

内部动因，教师才会结合学校和企业提供的培养

机会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凸显双师型教师的优

势地位，激发广大教师队伍以双师型教师为目标

积极进取。各层级的双师型教师可以互帮互助，

成立学习培训小组，到高校参加旁听活动，学习

其他专职高校教师的教学经验、方法以及和学生

互动的方式等，高校帮助不同层级的双师型教师

们共同学习，依托共建项目，组建双师型教师团

队，发挥不同各个层级教师们各自的优势，调动

教师之间互帮互助的积极性，让梯度化双师型教

师们共同进步［１３］。

二是完善教师激励制度。明确不同层级的双

师型教师的培养目标，针对其培养目标为他们设

置不同的考核措施、职业培训、晋升机制等等，

鼓励教师积极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在绩效评价工

作结束之后，及时公示考核结果，引起双师型教

师对绩效评价的重视；学校可为优秀的双师型教

师举办经验分享会，在交流的过程中，由高层级

的双师型教师带动低层级的双师型教师，低层级

的双师型教师也可以从高层级的双师型教师身上

学到东西，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学校也可以在

微信公众号上制作专栏，展示优秀双师型教师的

风采，在教师中形成互相学习，争做榜样的良好

风气，带动全校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提高。

三是坚持产教融合。产教融合是一种刚刚起

步的新型办学模式，从 ２０１７年提出要加强产教
融合师资队伍建设，２０１９年的“职教２０条”，再
到２０２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实施，
都强调了积极开展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

性，这为高职院校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指明了发

展方向。就产教融合而言，“产”的含义包括企业

和产业等等，而“教”则是指学校教育，也就是

说，产教融合就是指高职院校结合自身的实际情

况，结合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产业结合在

一起，通过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合理设置培养方

案，共同编写教材等，从而满足企业和学校的要

求［１４］。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深化改革

的必由之路，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有效路径之

一就是加强校企合作，坚持产教融合。高职院校

应设法建立产教融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让产业

与高职教学互相融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

此，各高职院校应改革人才培养机制，积极与企

业沟通合作，加强与企业之间的交流融合，学习

企业先进的专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和企业技术人

员多沟通多交流多合作，不断丰富和提高教师的

能力和专业实践水平。

高职双师型教师之所以称为双师型，根本上

在于其融合了高校学术文化与企业职业文化［１５］。

所以不仅学校要重视师资培养的问题，企业也要

为师资培养尽一份力，形成新型双师型教师队伍

培养模式。学校要积极为教师提供将理论付诸实

践的机会，只有在实践中教师才能明白哪些技能

是生产中必须具备的。利用假期派老师下到企业

内部进行学习，真正保证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和机

会深入企业参与培训。下企业的过程中带着任

务，如通过实践与学习开发一门课程，或与企业

共同组织产品研发竞赛等活动，也要重视在顶岗

学习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进行学习提高

动手实践能力，如让教师承接集团部分非核心研

发工作，教师在该过程中实际参与企业的研发工

作，真正地进入到实践当中，并结合教学需要对

岗位进行完整的体验。

４．完善梯度化双师型教师的考核制度。配备
完善的双师型教师考核制度才能发挥出梯度化的

双师型教师认定政策的真正作用。双师型教师认

定工作应实行分级管理、院校实施的原则。即首

先由各职业院校组织认定；其次，省教育厅要设

立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办公室，负责日常认定管

理工作。整个认定流程以线上的形式进行，实行

线上申报、线上审核、线上查询、线上发证。设

立认定有效年限、年度考核制度等严格的绩效考

核管理制度有助于教师们明确个人发展目标，从

而发挥潜力，提高教学能力。一是规定双师型教

师的认定有效年限。为防止认定为双师型教师后

的教师一劳永逸，认定有效年限不能过长。因

此，各层级的双师型教师证书有效期为５年，有
效期满后需重新认定，注册申请新的电子证书。

二是分梯度设置年度考核制度。校内应在每年度

对已评选上的双师型教师进行考核，为不同梯度

的双师型教师设立不同的考核标准，如有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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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应及时撤去其职称。合理的考核标注能够监督

教师不断的学习和成长，靠投机取巧获得职称、

德不配位的教师也无法坐牢其位置。三是教育厅

发挥监督作用。教育厅要设立双师型教师认定工

作办公室，不定期抽查各校的双师型教师认定工

作情况，督促各校各教师自我检查和反思。如果

发现学校存在徇私舞弊、把关不严行为的，将进

行通报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在申报中弄虚作

假的教师，一律取消其当次申请资格，同时５年
内不得申报。

　　四、结语

对于职业教育而言，我们要加快双师型教师

队伍的建设，解决社会迅速发展缺乏劳动力的问

题，成为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力量。

通过实施梯度化的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为设立

“初级、中级、高级、特级”四个层级的双师型教

师配合完善相应的培养机制和考核制度，能有效

改变以往双师型教师认定和培养过程中出现的一

劳永逸、定位不清晰、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目

前，还存在各省级教育部门出台梯度化教师认定

标准后，学校落实不到位、教师对双师型教师概

念的认定不清晰等问题。通过实施梯度化的双师

型教师认定标准，配合完善相应的培养机制和考

核制度，能有效改变以往双师型教师认定和培

养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更有效地督促教

师不断成长，培养出满足社会需要的应用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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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缓解中小学教师短缺的创新性政策研究
———基于《教师招聘和留任策略》的探析

崔慧丽

（扬州大学，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９）

　　［摘　要］教师短缺是一个困扰全球教育界的重要问题。近年来，由于繁重的工作量，教师压力加大；
新教师在职业初期留任困难；教师职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较弱；教师申请程序和教师培训流程复杂

等问题，英国出现教师短缺现象。为此，２０１９年英国政府颁布《教师招聘和留任策略》来解决这一问题，其
内容包括：多种途径减少教师的工作量；出台新的《职业初期框架》，为职业初期教师发展提供支持；提供

多种职业发展路径，并实施灵活教师制；实施“发现教学”计划，创设“一站式”应用系统等解决措施。英国

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为解决我国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带来一定的启示：一是改善学校的评审制度，

优化问责制，减少教师的工作量；二是增加政府对薄弱学校的财政投入力度，吸引优秀教师任教；三是探

索多元的教师职业发展路径，实施灵活教师制度；四是拓宽教师来源，严格教师准入，完善教师培训制度。

　　［关键词］教师短缺；教师流失；职业发展路径；教师培训；教师准入制
　　［中图分类号］Ｇ５３／５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４４－０８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７

教师短缺是一个困扰全球教育界的重要问题。近

年来，英国实际招收的新教师数量远远达不到预期数

量。根据英国校长协会的研究报告显示，２０２２年英国
中小学仅管理层的缺口将近１９万人。近年来，英国
学生人数持续增加，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间，学生人数增
长了６％，而教师人数仅增长了４％，且在最近一年的
调查中（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数据），生师比由２０１０年的１５５
上升至２０１８年的１７［１］。另外英国出现了中小学教师
大量流失的现象，根据英国教育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即ＤｆＥ）在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公布的学校劳动
力统计数据显示，学校全职教师人数从２０１６年的
４５７２万人下降到４５１９万，下降了１２％；在２０１７年

有４２４３０名新教师（包括新毕业取得教师资格的教师及
休息后重返岗位的教师）作为全职教师进入到国家资

助的学校教学，同时也有４２８３０名全职教师离开教学
岗位［２］。各科教师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例如，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外语教师的数量需要增加７８％才能达
到政府目标［３］。为了增加教师的数量，ＤｆＥ于２０１９年
１月２８日发布了《教师招聘和留任策略》（Ｔｅａｃｈｅｒｒｅ
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来缓解优秀教师短缺
问题［４］。

　　一、英国教师短缺问题的梳理

２１世纪以来，劳动力市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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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方式灵活、工资薪酬和福利待遇优厚的职

业，毕业生和转业者有了更广泛的职业选择，教师

作为一个专门培养人的职业正在失去其原有的竞争

力。新教师招聘越来越困难而且在职教师流失现象

也非常严重。由于中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教师工

作量的增多、教师压力的加大，处于职业生涯初期

的教师无法得到应有的支持，贫困地区无法留任优

秀教师，教师职业的灵活性较差等一系列问题的出

现，英国教师职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流失和短缺

问题。

（一）教师工作量的增加导致教师离职现象加剧

首先，ＤｆＥ２０１８年７月份的调查数据显示，英
国中小学的学生人数正在不断地增加，预计到

２０２５年，中学生的人数将达到３２８万人，比２０１８
年增加１５％［５］。学生人数的增加，不仅需要更多

的学校，还需要更多的教师，尤其是数学、科学、

外语这些学科教师短缺现象特别严重。学生人数增

多、教师数量不足导致在岗教师工作量增加。其

次，英国一直采取问责制来管理学校，主要通过英

国教育标准局（Ｏｆｓｔｅｄ）对学校进行监管，综合评估
中小学校，评估过程复杂，除了综合评分，还要对

学生成绩、教学质量、学生行为和安全、学校领导

和管理质量等多个方面进行评估，这不仅影响学校

的正常运行和教学规划，监管程序和评价标准也给

学校和教师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虽然问责制能让学

校领导感到成就感［６］，但是学校为了在Ｏｆｓｔｅｄ的综
合评估中获得“优秀”，教师每周的工作量超过６０
个小时，压力过大，导致部分教师离职。再次，消

极的校园文化也是造成教师工作压力增加的又一因

素。学生不良行为难以管理，同事之间人际关系紧

张，学校校长和领导因综合评估对教师过分的挑

剔，过度地追踪评估数据，开展不必要的评估等，

都给教师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教师的工作量

过高，一直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这里的工作量不仅

包括工作小时数，还包括教师无法掌控的被工作所

控制的感觉，教师长期处于长期被工作支配的焦虑

状态。经合组织（ＯＥＣＤ）对教师的国际调查时发
现，工作量为“无法控制”的教师工作满意度较

低［７］。一系列的挑战给教师增加了工作量，给教师

带来了压力，使得在职教师纷纷辞职。

（二）新教师在职业生涯初期留任困难

教师在职业生涯初期不能得到促进其职业成长

或是职业发展所需要的外部支持，这是造成大量新

教师离开教师岗位的首要原因。对新教师来说职业

初期不仅要掌握新的技能，还要在课堂上面对多个

因素的挑战，职业初期教师（ｅａｒｌｙｃａｒｅｅｒ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ＣＴ）流失率增加。根据ＤｆＥ在２０１８年调查结果显
示，超过２０％的新教师在入职的两年内离开了教
师行业，３３％的新教师在入职的前五年离开了教师
行业［８］。新入职教师由于各种原因在职业生涯初期

留任困难。ＥＣＴ在职业生涯初期不能得到高质量的
培训，教学行为、管理能力等方面不能得到及时有

效的指导。ＥＣＴ在教学初期还经常会经历“实践冲
击”，尤其是处于入职第二或第三年的 ＥＣＴ，他们
希望获得培训和支持，以帮助他们进入学科教学的

关键阶段，成为中层领导角色或是担任专家角色，

还有一些ＥＣＴ希望“磨练自己的技艺”以提高教学
能力。这就需要向处于职业初期的新教师，尤其是

新取得教师资格的教师（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Ｔｅａｃｈｅｒ，
ＲＱＴ）得到支持，以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教学工
作［９］。但是政府部门却不能很好地给新教师提供相

关培训，教师的培训应用程序下降了５％，尤其是
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培训一直被忽略。财政激励仅侧

重于新教师招聘，而忽略教师在职业初期的发展，

这是导致新教师离职的又一大原因。教师在职业初

期渴望得到资助，但是教学压力的加大，培训需求

无法满足，导致 ＥＣＴ在职业初期的前五年离职率
较高。

（三）教师职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较弱

首先，教师这一职业发展的机会较少，处于职

业初期的教师很难实现职业的晋升，学校领导或管

理层的职位较少，加之教师评职称比较困难，即便

是一个在教学上有突出贡献的教师也只能获得教学

上的荣誉，而难以实现职位上的提升。且教师并不

属于高薪职业，自２０１０年以来，英国教师的工资
实际下降了１０％，许多人能够在教学之外获得更
多的收入，例如，仅数学领域，毕业生的平均工资

比教师高４千英镑，因此，英国学校面临着招聘毕
业生的巨大挑战［１０］。其次，教师职业激励措施太

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教师，不仅要面临学科教学

上的问题，还要面临生活及经济上的压力，艰难的

生活条件和教学条件，使得贫困地区的学校出现更

高的教师流动率。在贫困地区，高素质的教师比例

较少，例如在伦敦之外的地区，贫困学校中仅有

３７％的数学教师拥有相关学位，而富裕学校中有
５１％的数学教师拥有相关学位；而在伦敦市区，不
同学校的高素质教师比例差异较小，不论学校贫困

程度如何，数学教师拥有学位者比例在 ４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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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１１］。由此可见，贫困地区面临更大的优秀教

师短缺问题。最后，教师职业缺乏兼职或灵活的工

作方式，教师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不能有效地协调，

尤其是女性教师在生育之后回归家庭，只有一半的

女性教师重回教学岗位，离开教师行业的人通常转

向更加灵活的工作或兼职工作，以寻求工作和生活

之间的平衡。

（四）职前教师培训申请程序和培训内容复杂

教师是一个有声誉和道德感的职业，许多人梦

想成为一名教师。在英国最近的一项调查结果显

示，９０％的学生认为教学是一项充实的职业，尽管
有很多人对教师职业感兴趣，却没有足够的人申

请，主要是由于要成为一名教师的申请程序复杂，

尤其是对转业者来说不易操作。英国的教师教育体

系相对开放，任何人想要成为教师，都可以通过职

前教师培训，获得“合格教师身份”，再通过新教

师入职教育考核就能够进入到教师行列［１２］。但是

职前教师培训申请程序复杂，申请者不仅要在三个

不同的系统中注册，还要从海量的课程提供机构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才能申请参加培训，这一繁琐

的申请程序打击了大多数申请者的积极性，让很多

想要成为教师的人望而却步。另外，获得“合格教

师身份”要求严格，申请者要达到 ＧＣＳＥ标准，提
供能证明其知识和关键能力的证据，达到英国要求

第一学历标准，掌握《教师标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ｓ）中指定的学科知识，获得英国学位资格（海外
学位资格或专业资格），通过专业技能考试，具备

学校教学经验。在提供了上述证据之后，还要经过

严格的筛选程序，如面试、知识和学术能力、身体

能力测试、犯罪记录检查、其他背景调查等［１３］。

获得ＱＴＳ的教师有资格从事教师行业，但是要想
在学校留任，还需要参加新教师入职教育，入职教

育是职前训练与教学生涯之间架设的桥梁，帮助新

教师顺利从师范生嬗变为教坛主角，英国新教师只

享有一次入职教育的机会，最终考评不通过者不得

再次接受入职教育，可保留ＱＴＳ，但不得在公立学
校等相关教育机构任教任职［１４］。很多人即便取得

了ＱＴＳ，但没有通过入职教育，也不能从事教师行
业，这一严格的标准，为成为一名合格英国教师增

加了难度，这也造成了英国教师短缺问题。

　　二、英国缓解教师短缺问题的主要策略

针对上述挑战，ＤｆＥ专门出台了《教师招聘和
留任策略》以缓解教师短缺问题。

（一）多种途径减少教师的工作量，缓解教师

流失问题

针对教师工作量过多的问题，ＤｆＥ出台了一系
列“减少教师工作量”（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ｗｏｒｋｌｏａｄ）和
“减少学校工作量”（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ｗｏｒｋｌｏａｄ）的政
策，如发布减少教师工作量的行动计划，海报、小

册子，减少教师工作量方法等。

首先，针对不同的学校群体，提供不同的减少

工作量的建议。ＤｆＥ于２０１８年７月发布了“减少工
作量工具包”，为学校领导和教师提供审查和简化

工作量的解决方案；发布了学校领导减少工作量方

法的策略文件；倡导教育部与教育标准局、教学工

会等合作减少学校工作量；发布“标记政策”“规划

和教学资源”“数据管理”三个审查教师工作量的报

告。对学校理事会和委托人而言，提供“减少工作

量工作包”的支持；发布《管理手册和能力框架》，

明确学校领导和职员角色和职责、法律责任、有效

管理的特征，规定学校领导和职员需要具有的知

识、技能和行为［１５］。对处于职业初期的教师而言，

发布支持和鼓励初级教师教育（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ＩＴＥ）的提供者采取行动减少实习教师及其
学校所面临的工作量的相关策略；发布支持教师在

职业生涯初期职业发展和帮助教师减少工作量的相

关政策［１６］。

其次，简化问责制度，发布新的问责措施。设

置“ＤｆＥ数据转换”项目，减轻并改善数据传输方
式，以减轻学校收集或传输数据的负担，采集一次

数据，多次使用。

再次，改革评估制度，制定新的 Ｏｆｓｔｅｄ框架，
发布“净化校园”（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ｃｈｏｏｌｓ）的策略，
改革学校评审文化，不再查看内部评估数据；２０１８
至２０１９学年之前不会进行新的国家测试或评估，
初级评估将更加稳定，不再改变国家课程，不改革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Ｇｃｓｅ）和大学入学考试课程（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ｅｒ
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Ｌｅｖｅｌ，Ａｌｅｖｅｌ）。

最后，增加教师进行课堂管理和教学行为培训

的权利，使得教师能够改善学生的不良行为，有效

地管理课堂教学，增加财政投资用于建设教师和学

生都可以接受的校园文化，建立支持教师发展的学

校文化。教师的工作量问题屡见不鲜，一直是学校

久未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我们要回归成功教学的

本质，让教师有时间和空间专注于重要的事情［１７］。

根据调查，超过９０％的学校都已采取具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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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减少教师的工作量［１８］。

（二）出台新的《职业初期框架》，为职业初期

教师发展提供支持

教师进入职业生涯并迈出第一步需要得到外

界的支持，然而在过去的５年内有太多的教师离
职，尤其是处于职业生涯前两年的教师离职率

较高。

首先，为了解决这一挑战，ＤｆＥ出台了新的
《职业初期框架》（ＥａｒｌｙＣａｒｅｅｒ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ＥＣＦ），
为职业初期教师的发展提供支持，期望以高质量

的职前教师培训（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ｅａｃｈｅｒＴｒａｉｎ，ＩＴＴ）为基
础，让 ＥＣＦ成为教师教学成功的基石。为了实现
这一愿景制定了支持职业初期教师发展的一揽子

行动计划，侧重于行为管理、教育学、课程、评

估和职业行为等５个关键领域。提供经济激励支
持教师职业初期发展，预计每年至少投入１３亿
英镑来支持 ＥＣＦ的实施，并在 ２０２１年 ９月推行
职业初期改革，其内容包括为所有职业初期教师

提供资助并保证在教学第二年减少 ５％的工作时
间；创建高质量的、免费提供的课程和培训材料；

建立全面的高质量的 ＥＣＦ培训计划；资助支持职
业初期教师发展的导师；全额资助导师培训等推

广计划，来支持职业初期教师留任和质量提升。

其次，改革助学金制度支持教师教学，吸引

教师留任。助学金包括基本助学金和附加助学金，

一般来讲，教师的学历越高，助学金越高；任教

科目越紧缺，助学金越高。目前，英国政府花费

约２５亿英镑吸引高质量的毕业生和转业者进入
教育行业，并提供２６万英镑的免税助学金或其
他经济奖励；还提出了“学生贷款偿还计划”，帮

助贫困地区的外语和科学教师偿还学生时期的贷

款；实施分阶段助学金制度，预计投入４０％的助
学金用于吸引教师留任，如数学教师不只是简单

地获得２６万英镑的前期助学金，还会在培训期
间获得２万英镑的免税助学金，在教学的第三和
第五年额外获得５千英镑的免税助学金，在贫困
地区工作的教师甚至可获得高达７５００英镑的助
学金。

最后，创设课程基金，为职业初期教师提供

高质量的课程计划和材料。英国政府预计投入

７７０万英镑的课程基金，资助一系列高质量的课
程计划。在 ＥＣＦ的基础上，投资于国家专业资格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ＮＰＱｓ）以支持
教师在特定领域发展专业知识［１９］。

（三）提供多种职业发展路径，实施灵活教师

制，缓解教师留任问题

首先，针对不同群体的需要提供不同的职业发

展路径，形成教学路径、专家路径、领导管理路径

等不同职业发展途径。如图１所示，实习教师通过
职前教师培训，获得合格教师身份，有资格进入学

校任教；新教师通过《职业初期框架》中相关政策

的支持，实现职业生涯初期的发展；通过持续的专

业发展，成为完全合格教师，再成为经验丰富的教

师，并进一步成为学校领导，具有学科或专家资

格，通过一系列的专业发展路径，实现持续高质量

的专业发展。例如，ＤｆＥ发布了专业的 ＮＰＱ框架，
包括中层领导国家专业资格（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ｉｄｄｌ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ＮＰＱＭＬ）、高层
领导国家职业资格（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Ｓｅｎｉｏｒ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ＮＰＱＳＬ）、国家专业资格认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Ｈｅａｄｓｈｉｐ，
ＮＰＱＨ）、行政领导国家专业资格（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ｆ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ＮＰＱＥＬ）［２０］。根据不同的评价标准，教师可以根据
自身的需要和潜能，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而且这

些途径比较灵活，教师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发展

路径。

其次，增加财政投资和职业激励，吸引优秀教

师到最需要的学校和地区工作。高质量的教学对弱

势群体中的儿童影响最大，而改善教学质量的最大

因素是教师，鼓励更多优秀毕业生或教师到贫困地

区教学，是改善弱势地区学生生活的最大机会。

ＤｆＥ已创设一系列的职业发展路径，为在贫困地区
学校服务的教师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如政府已投

入２千万英镑的奖学金，推动贫困地区在领导层的
ＮＰＱｓ改革行动；投入４２００万英镑的教师发展奖
金资助领导 ＮＰＱｓ改革和第一批 ＮＰＱｓ专家，用于
东北、布拉德福德、唐卡斯特和大曼彻斯特地区推

出ＥＣＦ行动的学校提供资助［２１］。英国还开展了

“全国教学服务”计划，采取高薪酬、额外安置费

用、未来领导职位等高福利待遇的方式，吸引优秀

毕业生或教师前往有教师招聘和留任问题的学校，

开展为期两年的流动教学工作［２２］。

最后，支持学校实施灵活的教师制度。随着

２１世纪人们需求的变化，家庭生活和孩子比以往
时候更加重要，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从事兼职工作。

ＤｆＥ创建备受瞩目的“找到你的工作分享”（“ｆｉｎｄ
ｙｏｕｒｊｏｂｓｈａｒｅ”）的网站，支持教师寻找可以共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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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合作伙伴和通过竞赛征集建立灵活的工作模式

的解决方案，这两个措施实施的灵活教师制包括灵

活招聘非专业的教师来填补学科教师短缺的职位；

灵活鼓励教师重返教学岗位，让已经离职的女性教

师通过兼职的方式重回岗位；灵活提高教师专业素

养，通过财政奖励吸引优秀的教师。

图１　教师职业发展路径示意图

（四）实施“发现教学”计划，创设“一站式”应

用系统，缓解教师招聘问题

首先，ＤｆＥ鼓励更多的潜在教师尝试教学工
作，突出教学事业的独特价值。实施“每一课都塑

造生活”，突出教师每天如何改变和塑造学生的生

活，突出教学的意义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实施

“发现教学计划”，如通过新的虚拟课程、拓展教

学实习计划、增加优质学校的观摩日等方式，让潜

在教师有机会体验教学生活，激发教学兴趣，２０１８
年有１３万人体验了课堂教学生活。

其次，创设“一站式”教师应用系统。在英国

要成为一名教师，不仅要取得合格教师身份证书，

还要通过ＩＴＴ，但是原有的系统中要求教师要分别
注册三个系统并找到课程进行申请培训，在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学年，虽然有 １５万人在网站上注册，
但是只有４５万人申请了教师培训。为了改善这一
繁琐的系统，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ＤｆＥ推出了新的查找教
师培训的服务，使申请者能够搜索到合适的ＩＴＴ课
程，并创设新型一站式的应用系统，简化教师申请

流程；招募经验丰富的教师和校长作为教师培训顾

问（ｔｅａｃｈｅ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ｄｖｉｓｅｒｓ，ＴＴＡｓ）；投资建立最先
进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为所有申请者提供个性化

的建议和帮助。

最后，简化和保护充满活力的ＩＴＴ市场。中小
学校与大学合作来增加ＩＴＴ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扩
大和发展更多针对本科毕业生的 ＩＴＴ提供者；在
２０２０年的ＩＴＴ和２０２１年的 ＩＴＴ中，宣传招募职前
教师培训机构，并提高招募的灵活性等措施加强大

学和学校领导合作开展教师培训。同时审查ＩＴＴ市
场，改进提供教师培训机构的运行机制，鼓励其提

供高质量的培训课程。

此外，为了解决教师留任问题，政府还增加财

政激励投入，提高教师的薪酬，增设教师优惠政

策，如增加养老金、住房补贴、育儿保险、交通补

助、健身房会员等，吸引更多的人从事教师行业。

为了解决教师招聘问题，政府投入资金开设专门的

免费登陆招聘广告的平台，发布各个学校的招聘信

息，让毕业生、转业者能够最快了解学校的招聘需

求。从以上战略中可以看出，政府通过重点关注领

域、改革举措、财政投资等方面，确保教学事业具

有持久的吸引力、回报率和可持续性，并确保每个

教师在其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都能得到帮助和鼓

励，使教师实现专业发展。

　　三、英国缓解教师短缺政策的反思与启示

英国政府面对学校教师流失和短缺问题，出台

了一系列缓解教师短缺的创新性政策，并颁布了

《教师招聘和留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

师短缺的困境。与英国学校教师数量短缺问题相

比，我国教师整体上已经达到数量上的饱和，但是

存在结构性短缺问题，具体表现在偏远地区或薄弱

学校教师数量不够，优秀教师数量短缺。因此，结

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英国在教

师招聘和留任方面的策略，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教

师结构性短缺问题解决策略。

（一）改善学校的评审制度，优化问责制，减

少教师的工作量

教师的工作量过多是全球学校都要面临的一个

问题，教师的工作量过多不仅表现在教师隐性的工

作时长过长，且表现在教师要承担异于常人的责任

和心理负担。例如，我国中小学校虽然在下午五点

之前都已经放学，但是教师的工作并没有结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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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还要花费课后时间进行作业批改、课件制作、家

访、教学评估等一系列活动。而且学生在校期间的

一切事物均由教师负责，教师不仅要应对教学上的

问题，还要应对学生、家长、学校领导等相关的问

题，遇到教学评估，更是把教师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些都会给教师增加压力，使教师产生职业倦怠

感。针对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优化问责制度，来减

少教师的工作量。首先，改善学校的评审制度。借

鉴英国“净化校园”的策略，不再以评估数据和评

估结果来制约学校的发展，简化评审流程，改变评

审中提交各种繁琐材料、收集各种复杂数据的程

序，并且评审以描述性结果为主，打破注重评审分

数和评审排名的弊端。其次，优化问责制度。明确

学校管理层和教师群体中各自的角色和职责，制定

不同教师群体的职业标准，让每个群体都能清楚了

解各自角色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行为标准，提高教

师的教学管理能力，改善学生的不良行为，优化教

师的教学环境。

（二）增加政府对薄弱学校的财政投入力度，

吸引优秀教师任教

在理论上，教师的供给和需求平衡是一种理想

的状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教师在地区和学科分

布上不均衡会导致教师的结构性短缺［２３］。我国的

教师在数量上不存在绝对性短缺问题，但在地区和

学科分布上存在结构性短缺问题。我国大部分学校

缺少优秀的教师，同时，一些薄弱地区学校，尤其

是偏远的农村中小学，由于经济水平和地理位置等

因素的影响，不仅缺少优秀的教师，甚至缺少合格

的教师，有些学校一名教师要教授语文、数学、英

语等多门课程，更有甚者，一名教师不仅要担任学

校的管理工作，还要担任多个年级多门课程的教

学。也就是说，没有优秀教师和领导，就没有优秀

的学校［２４］。若没有优秀的教师和学校，难以培养

出优秀的学生。针对这一问题，我国也采取了一些

措施，如特岗教师政策和免费师范生政策，吸引优

秀的毕业生到偏远农村地区任教，这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薄弱地区教师短缺问题，但是要想吸引教师

留任或是优秀教师去任教，还需要政府增加对薄弱

学校的财政支持力度，增加薄弱学校地区教师的福

利待遇。例如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全国教学服务

计划”，政府投入资金提高福利待遇吸引优秀的教

师前往薄弱学校任教，提高薪酬、增加养老保险、

退休金、育儿保险、安置住房等方式。但是物质上

的激励对于降低教师的离职率的作用十分有限［２５］。

因此还要从学校管理的内部入手，增加学校的文化

建设，增加对教师的理解和尊重，让教师体会教学

工作的意义与价值。改善薄弱农村学校文化环境提

升学校的吸引力，只有提升学校的整体水平才能吸

引并留住优秀的教师［２６］。

（三）探索多元的教师职业发展路径，实施灵

活教师制度

教师的专业成熟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需要

经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２７］。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

教师会有不同的成长需求，单一的职业发展路径并

不能满足教师的需求，因此有必要探索多元的职业

发展路径。英国针对不同的教师群体设置了不同的

成长路径，如针对实习教师要通过初级教师培训，

获得合格教师身份，而针对新教师则要按照职业初

期框架中规定的标准进行成长，想要成为学校领导

的教师可以按照ＮＰＱｓ标准来实现成长。虽然，我
国与英国的国情有所不同，但是教师成长的阶段却

大相径庭。首先，应探索多元的教师职业发展路

径，研发不同阶段教师成长的标准，明确不同阶

段、不同身份的教师应该掌握的知识、技能和行为

准则，尤其是城乡教师、不同学科教师的成长需求

应是不同的，针对其需要制定专业成长标准。如针

对薄弱农村地区学生少、班额小、教师少的情况，

培养教师全科教学的能力、“复式教学”“混龄教

育”的能力。其次，实施灵活的教师制度。我国普

遍存在优秀教师短缺的现状，尤其是薄弱农村地

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一直以来实施“送教

下乡”活动，２０１８年７月教育部颁布了《银龄讲学
计划实施方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优势资源，调

动其继续投身教育的积极性，提高农村教育质

量［２８］。也可以适当延长教师退休时间或返聘退休

教师，从而解决优秀教师短缺的问题。另外，还可

借鉴英国的“灵活教师制”，灵活安排教师教学时

间，减少中小学学科教师值班时间，采取兼职工作

的形式，减少女性教师的工作时间，灵活提供福利

待遇，如产假、哺乳假、育儿保险等等，吸引离职

女性教师重返教学岗位。

（四）拓宽教师来源，严格教师准入，完善教

师培训制度

近年来，我国在拓宽教师来源方面提出很多政

策，如逐步倾斜招聘综合性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进入

教育领域，但是这并不是说教师的准入门槛降低

了，而是在严格教师准入的基础上拓宽教师的来

源，明确教师聘任标准和聘任制度，在聘任教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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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重点考察教师的教学能力和道德水准，这也是建

设优秀教师队伍的基本保障。英国教师招聘比较宽

松，任何有从教意愿的人员都可以先通过职前教师

培训，获得“合格教师身份”证书，并通过新教师

入职教育考核就能在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任教任

职，但是“一站式”的职前教师申请程序、标准化

的职前教师培训内容、全面规范的“合格教师身

份”考核标准，及严格的新教师入职教育考核，都

能严把教师入口关，招聘到优秀的教师。这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给我国教师招聘带来启示。首先，我们

要在严格教师准入标准的基础上，拓宽教师来源，

加强新教师的入职教育，严格新教师入职教育过关

测试，保证教师的教学知识和能力达到较高水准才

能从事教学事业。其次，要完善教师培训制度。这

就要求不仅要优化教师培训的课程体系，还要提高

教师培训指导教师的能力，对不同的教师群体有针

对性的开展培训，促进教师专业素质的提升，保证

基础教育阶段的优质教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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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科学

Ｍｏｄｅｒ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ｏ６
Ｎｏｖ２０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０６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诠释研究”（项目编号：２２ＹＪＣ７１００７８）；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基于扎根理论的人民精神生活的理想样态及其共同富裕的教育引导对策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２３ＧＦ０５５）；全国高校思政课
建设项目“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安徽师范大学）”（项目编号：２１ＳＺＪＳ３４０１０３７０）。

［作者简介］徐益亮（１９８６－），男，安徽萧县人，博士，浙大宁波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
论。路丙辉（１９６８－），男，安徽全椒人，博士，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传
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说理的本质内涵、目标预设与实施策略

徐益亮１，路丙辉２

（１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１００；２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２）

　　［摘　要］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本质的观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说理。要说好
理，就要在目标上增强说理的底气和信心、遵循说理的合理性依据、提升说理的内在影响力，做到有理讲

理、说理在理、说理有力；在实践上注意运用学术，有学理性地把道理讲深、巧用问题，有针对性地把道

理讲透、善用故事，有亲和力地把道理讲活。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说理；教育本质；铸魂育人；理论素养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５２－０９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８

２０２２年４月 ２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
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

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

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

启智润心、激扬斗志。”［１］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针对

思想政治教育说理被误解及其实效性有待进一步

提升的状况，在学理上廓清思想政教育的本质，

设定合乎思想政教育本质的目标，探寻其实施的

策略，对于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守正创新，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育担当民族复兴重

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说理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要任务是准确把

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一段时间以来，受西方

思潮的影响，许多流行的理论片面夸大思想政治

教育的个别要素、环节和方面的价值，构建出许

多偏离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理论，不利于思想政

治教育的守正创新。为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廓清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概况

自思政政治教育学科建立以来，关于“思想

政治教育是什么”的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

的基础性、前沿性问题。近三十多年来，学界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许多富有智慧的成

果，归结起来，大致形成了以下三类观点。

一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一元”的或

唯一的。孙其昂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

政治性。”［２］石书臣立足于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本

质论的角度，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意识

形态性，是由上述三个基本条件共同规定的。”［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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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书林基于对列宁“灌输”理论的分析，指出解决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只能通过“灌输”来完

成，必须“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灌输的重

要论断”［４］。骆郁廷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是思想掌握群众，因为思想掌握群众反映了思想

政治教育的本质内涵，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

本属性，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同其他社会实践活

动的本质区别。”［５］

二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并非“一元”，

而是“二元”的。程国定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具

有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二重属性，而且这二重属

性在本质上是统一的”［６］。陈志华从界定本质属

性的两个内涵入手，即“第一，本质属性应贯穿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中最普遍最一般的固有属性且规定和影响其他派

生属性（非本质属性）；第二，本质属性应该是思

想政治教育变化发展的根据”，指出“思想政治教

育的本质属性应为政治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

一”［７］。李合亮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工具性

本质”和“目的性本质”［８］。许瑞芳、张志恒认为：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应为思想政治教育者进行精

神生产及其与受教育者进行精神交往的活动，这

个活动以实践作为中介，以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作

为旨归。”［９］

三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既非“一元”，

也非“二元”，而是“多元”的。郑永廷认为，“思

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主要体现为其目的性、实践性、

超越性三个方面”［１０］。王健认为，“思想政治教

育的政治目的性由基本矛盾决定、内容历史性是

指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手段多样性是指思想政

治教育的方法多样性”［１１］。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

质的多元认识，李辽宁等学者先后撰文指出，

“本质”并非“本质属性”，不能将二者混淆起来，

而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多元本质的概括实

际上均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属性的表现，而

非本质本身［１２］。笔者认为尽管人们对事物本质的

认识方式可以是多维的、多样的、立体的，但是

本质只能是“一元”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概念厘定

本质与本质属性是两个既密切相关又有重要

区别的概念，在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前就要做

深刻把握和严格区分，否则就会导致认识不清，

陷入逻辑混乱。对于事物的本质，黑格尔有清醒

的认识，他指出“质是与存在同一的直接的规定

性，……某物之所以是某物，乃由于其质，如失

掉便会停止其为某物”［１３］，“根据就是内在存在

着的本质，而本质实质上即是根据”［１４］。从对概

念的内涵把握来看，黑格尔确实要比许多庸俗唯

物主义者深刻得多，他把本质作为事物的内在依

据的理解是值得肯定的。马克思对本质概念的理

解与黑格尔是基本一致的，但有所不同的是，马

克思始终把事物放在人的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

动中加以理解。在考察人的本质时，马克思指出：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

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

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

性。”［１５］他还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

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

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

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

开来。”［１６］显然，在这里，马克思把“意识、宗教

或随便别的什么”当作人的本质属性，而“人开始

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

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才是人“把自己和动物区

别开来”的那个本质。而人之所以为人，其最根

本的根据在于人的生产劳动。

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据在哪里呢？马克

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１７］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追求着自己目的

的人的活动”，自然隶属于社会实践的范畴。思

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其发展依赖于社

会实践的进步，其特殊性价值在于为社会实践提

供思想指导。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

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１８］实践的发生总是伴

随着人的价值追求，人们之所以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原因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满足人的某种特殊

需要的特殊功能。而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人的需要

的方式是解决人在需要上的矛盾，人在需要上的

矛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必要条件，而解决人

在需要上的矛盾的活动则直接创造了思想政治教

育本身。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不仅取决于

它实践什么，还取决于它怎样实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质是事物的内在依据，

对本质的追问，就是要探寻事物是其所是的内在

根据。而本质属性，是事物之所是的指认，即能

够反映事物的本质故而一经人们掌握就能够用其

区别其他事物的特殊性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是是其所是的根据，而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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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并不是什么先天固有的类规定性，而在于其

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实践。

（三）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逻辑论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其

特殊性有两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要面对和解决

的矛盾具有特殊性；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要面对和

解决的这种矛盾的实践方式或作用方式具有特殊

性。这两个方面的特殊性既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的外在表现，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内在规定，

也是我们进一步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关键。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考察事物的本质要抓住事物

的主要矛盾、特殊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任

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的特殊矛盾。

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

特殊的本质。……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

特殊的矛盾，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１９］

思想政治教育要面对和解决的矛盾不是物质方面

或其他方面的矛盾，而是精神方面或思想方面的

矛盾。只要这一矛盾存在或没有被解决，人们对

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就不会消失，而一旦人们选

择了从事解决这一矛盾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思

想政治教育就获得了占有自己本质的可能。例如，

我们不把经济活动或生产劳动当作思想政治教育

是因为经济活动所要解决的是物质方面的矛盾，

而不是精神方面或思想方面的矛盾。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解决其主要矛盾的

方式能够反映其本质。矛盾具有多样性、层级性，

因此解决矛盾的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层级性。从

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看，物质矛盾低于精神矛盾；

从精神世界的内部来看，心理矛盾低于思想矛盾。

这些不同层级的矛盾一般对应相应层级的化解方

式。例如，物质矛盾一般使用经济手段来解决，

心理矛盾一般使用心理诊疗的手段来解决，而思

想矛盾一般通过思想教育来解决。而且特定矛盾

的解决必须依靠与此相适应的特定的方式。例如，

可以通过改善人们的经济状况化解其因经济问题

带来的心理压力，却难以以此提高其抗压的心理

素质；可以使用心理诊疗的方式化解人们的焦虑，

却难以使人成为一个荣辱不惊的君子。在思想政

治教育中所常见的解题低效或无效的现象都是由

化解矛盾的方式与有待化解的矛盾的错位尤其是

使用低级的解题方式解决高级的矛盾所导致的。

思想政治教育所要面对的矛盾是人们在思想方面

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

言，解决这一矛盾的活动或活动方式只能是使用

思想来说服、改造和塑造人的活动或活动方式，

而用思想来说服、改造和塑造人的活动的实质乃

是一种说理活动。

　　二、思想政治教育说理的目标预设

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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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思想政治教

育的目标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功能、价值、

规律密切相关，是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性

设想与期许。就其说理本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

要以以下三个方面为目标遵循。

（一）有理讲理：增强说理的底气与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上强调：“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２１］一段时间以来，

不少人把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佳的问题简单地

归咎为讲“空头大道理”。这导致了许多思想政治

教育者在说理的过程中总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

实际上，道理不仅要讲，而且要理直气壮地讲。

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我国说理文化传统。

“凡事都要讲个理儿”，这是中国社会的文化传

统。钱穆先生在《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中说：“中

国文化，乃是一个特别尊重道理的文化。中国历

史，乃是一部向往于道理而前进的历史。中国社

会，乃是一个极端重视道理的社会。中国民族，

乃是极端重视道理的民族。”［２２］在中国哲学中，虽

说“道”是一个内涵多样、意义复杂的概念，但在

作为一般意义上的“道理”来看，各学派无不对其

孜孜以求。“孔孟之道重在日常的人伦践履 ，荀

子论道更强调其作为认识论上的真理 ，《易传》则

通过道、意、言的关系 ，把道与儒家经书紧密结

合起来 ，突出了经书的真理性。”［２３］孟子说：“君

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２４］君子所言之辞虽

然都是涉及平常之事，但是“道”就在其中。尽管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华民族尊重道理、

崇尚道理的文化传统没有改变，中国人不仅会讲

道理，能把道理讲好，而且愿意听道理、懂道理，

能够把道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传承创新是优

秀文化得以延续发展的保障，中国共产党在长期

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传承和

创新说理文化，并总结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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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和宝贵经验，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贡

献了巨大力量。新时代背景下，机遇与挑战并存，

思想政治教育要深刻领会我国优秀说理传统文化，

坚定说理育人的决心和信念。

另一方面，要深刻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

“共产党人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

饭。”［２５］思想政治教育“吃饭”的本领就在于讲好

马克思主义科学道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让信仰坚定、学识渊博、理

论功底深厚的教师来讲，让学生真心喜爱、终身

受益。”［２６］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把握和坚定信

仰，既谈不上讲马克思主义的底气和信心，也难

以做到让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马克思主义

是经典作家及其继承者在实践中创立和发展起来，

并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根本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２７］历史和实践

一再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的

事业就会取得成功，反之就会走弯路、犯错误。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

践发展进入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

新成就，这为思想政治教育讲好道理提供了根本

保证和有力支撑。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重大历史使命，广大思想政治教育者

要不断增强“四个自信”，旗帜鲜明地用马克思主

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尤其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不断壮

大说理的底气和信心。

（二）说理在理：遵循说理的合理性依据

１８４８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
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

图。”［２８］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如此坦荡，就在于共

产党人所使用的武器及从事的事业具有无可辩驳

的真理性和道义性。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守说理

的真理要求和伦理规范，做到说理在理。

一方面，所言之理要合乎真理要求。思想政

治教育只有用抓住事物的根本的、经得起实践检

验的科学道理，而非偶发奇想或流俗之见来教育

人、引导人，才能发挥以理育人的作用。然而，

在现实中，这一前提并不一定都能得到有力的保

障。其一，说理对教育者的要求高。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思政课的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

专业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学术深度广度和

学术含金量不亚于任何一门哲学社会科学！”［２９］对

于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对青年工作者

来说，“讲好思政课不容易”［３０］。其二，教师的

所言之理与所指之理总是存在距离。从理论上来

说，教育者的所言之理应该是所指之理，但实际

上，凡是“能说出来的永远只是理解者所理解

的”［３１］，这就势必造成完美理论不完美化的巨大

风险。而一旦教育者的所言之理偏离了所指之理，

尤其是教育者以带有个人色彩的，或存在明显主

观偏见的所言之理取代所指之理，那么教育者所

说的道理及说理活动就会立即遭到质疑，教育效

果就会大打折扣。“对于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中国

人而言，面对诞生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资本主义欧
洲的马克思主义，面对操西方语言且极具个性的

马克思，理解无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３２］为此，

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上

下功夫，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

思主义，不断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所讲授的马克思主义不变味、

不走形。

另一方面，说理活动要符合伦理规范。思想

政治教育在说理的过程中，不仅要尊重事实真相，

合乎“真”的客观要求，而且要合乎道义，遵循

“善”的伦理规范。一般来说，说理至少要满足三

个方面的伦理前提：第一，必须承认受教育者在

精神上是拥有独立人格并能够完全自主地作出理

性抉择的人；第二，受教育者自主作出的理性判

断和选择必须建立在他们对道理本身完整、准确

把握的基础之上；第三，受教育者思想和行为的

转变在根本上必须是出于对道理深刻的把握和高

度的认同。然而，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以上前

提均存在被伤害的危险。例如，不够重视“给予

被说服者以怀疑、质疑、反驳以及参与交流和讨

论的机会或权利”［３３］，使说理失去了民主元素和

民主氛围；对学生不够信任，对所指之理和事实

任意裁剪和诠释，阻碍了学生正常的理性抉择；

通过制造假象以获得学生的信赖和认同，等等。

“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

诚，所以居业也。”［３４］思想政治教育要始终把人的

思想进步和全面发展作为目标。列宁指出：“一

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

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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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才有力量。”［３５］教育者要使受教育者能够以平

等的身份参与说理教育活动中来，确保受教育者

可以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智能力，以便自主地判断

用以说服他的道理是否正确。另外，教育者要为

受教育者提供全面、真实、准确、客观的理解

“材料”，避免对道理和事实的任意剪裁与诠释。

（三）说理有力：提升说理的内在影响力

道理说得有力，才能直抵人心、震荡心灵，

推动人思想和行为的转变，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要想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影响力，就要在增

强阐释力、激活生命力、提升吸引力上下功夫。

第一，增强阐释力。一方面，提升思想政治

教育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马克思主义科学真

理是指导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

论武器。但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在多大

程度上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取决于思想政治

教育能否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正确、合理的阐释。

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深入浅出地将马克思

主义讲清楚、讲明白，促进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把

握。另一方面，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使用马克思主

义阐释世界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

课教师所讲的理论、观点、结论要经得起学生各

种‘为什么’的追问，这样效果才能好。”［３６］面对

人们的困惑，思想政治教育要练就使用马克思主

义科学真理回应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看

家本领，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

的有力武器。

第二，激活生命力。一方面，要创新思想政

治教育说理的方式方法。有学者指出：“虽然说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但彻底的理论本身

并不能说服人，还需要有合理的诉说方式才能折

服人。因此，如何合理地诉说‘彻底的理论’也是

说‘理’的不可或缺的部分。”［３７］思想政治教育说

理要打破固有狭隘的视域，积极借鉴相关科学的

有益成分，改变说理方式方法陈旧、单一的弊端，

不断推进说理方式方法的创新。另一方面，要让

马克思主义回归鲜活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

虽然是在马克思的书斋里诞生的，但却是在现实

的实践中孕育、运用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之所

以能够历久弥新、经久不衰，秘诀就在于其始终

根植于鲜活实践，服务于人民群众。因此，思想

政治教育说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

的教条”［３８］，不能脱离社会实践、回避社会问题

和人民需要，否则就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活生

命力。

第三，提升吸引力。首先，内容上要有新度。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思政课教学存在一个内

容重复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降低课程的

吸引力。为此，要着力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高校不讲或少讲中小学讲过的内容，多

讲和重点讲中小学没有讲、讲不了的内容，努力

带给学生更多的新鲜感、惊喜感。其次，理论上

要有深度。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

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

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

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３９］。对期盼高质量

精神引导的青年人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所讲的道

理只有实现理论上的深入性、深刻性，才能获得

他们的青睐。最后，话语上要有温度。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需要大批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好的人才，

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

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４０］话语表达通俗易懂、

生动形象、富有温情，学生才听得懂、愿意听、

有兴趣。

　　三、思想政治教育说理的实施策略

思想政治教育说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

艺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深入探究说理的科

学规律和艺术手法，不断提升说理的能力和水平，

努力做到有理讲理、说理在理、说理有力。

（一）运用学术说理，有学理性地讲深

道理有深浅之分，说理也有深浅之别。如果

说道理讲得浅易于理解，那么道理讲得深才能给

人带来思想惊喜，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一方面，提高教师理论素养，夯实讲深道理

的基础。“教师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真理、传

播思想，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

重任。”［４１］思想政治教育讲得好不好、道理讲得深

不深，关键在教师，而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

养和学术水平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教

育者要在学思践悟中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不断

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实践证明，只

有在学思践悟循环上升的过程中，才能培养出讲

深马克思主义道理的看家本领。首先，教师要把

学习和思考作为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方式。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

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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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４２］教师要静下心来通读苦读马克思主义原

著，学马克思主义原文，悟马克思主义原理，要

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练就不怕问、问不

倒的“金刚不坏之身”。其次，教师要努力践行马

克思主义。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最终要落实

到怎么用上来”［４３］。教师要培养自觉主动地使用

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使马克

思主义真正成为刻在骨髓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

论。最后，教师要用心悟透马克思主义。在教学

过程中，不仅学生要用心悟，教师也要用心悟，

而且要先于学生一步用心悟。“悟”是在“学”

“思”“践”的基础上的高阶认知。教师只有所悟，

产生整体性的领悟和升华性的觉悟，才算真正走

进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另一方面，提高教师学术水平，抓住讲深道

理的关键。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要想在教

学活动中把道理讲深，没有科研作为支撑是难以

做到的。雅斯贝尔斯认为：“只有自己从事研究

的人才有东西教人，而一般教书匠只能传授僵硬

的东西。”［４４］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教育活

动，要突出政治引领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把思

想政治教育窄化为政治宣传，也不是用这个文件

的结论说明另一个文件的结论，而是要讲出政治

结论背后深刻的学理依据，否则就会陷入用政治

讲政治的窠臼，没有说服力。这就要求教师要提

高学术研究能力，练就用学术讲政治的本领，实

现政治的学理化阐释。只有这样，才能“以透彻

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理想理论说服说

学生，用真理的力量引导学生”［４５］。新时代，教

师不能满足于做一般的教书匠，而要争做具有扎

实科研能力和较高学术水平的学者型教师。为此，

教师一方面要改进学术观念和教学路线，树立大

学术观，走学术性教学路线。另一方面要全面提

升学术能力，不仅要明确学术方向，端正学术态

度，训练学术思维、创新学术方法，而且要善于

抓住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前沿问题，把学术研究与

教学结合起来避免学术与教学两张皮的现象。

（二）巧用问题说理，有针对性地讲透

道理讲得深可以扣人心弦、激发想象、令人

信服，而道理讲得透才会给人带来醍醐灌顶之感、

产生使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效。把道理讲透，

需要教师巧用关键问题，增强说理的针对性，把

道理打通、讲透。

一方面，围绕课程核心问题，讲透立党立国、

兴党兴国大道理。毛泽东同志指出：“事情有大

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

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

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４６］思想政治教育首

先要讲好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大道理。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

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行。”［４７］这一历史经验的精准总结和高度概括，为

思想政治教育讲透大道理划定了范围、指明了方

向。“四个为什么”的问题是关涉立党立国、兴党

兴国全局性、根本性、重大性问题。抓住了这四

个问题，就抓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的青年要想“读懂今天

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４８］。回答好“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是青年大学生认识、认同、

靠拢中国共产党的关键问题，也是理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

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重要入口。

回答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问题，是

增强大学生“四个自信”、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基

础，也是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的重要抓手。回答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问题，

是解决关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一切疑问的根

本，也是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根本。

另一方面，抓住学生思想问题，讲透为人为

学、成长成才小道理。任何道理的价值归根结底

要在具体的人那里得到体现，大道理不论在理论

上多么彻底，只有与具体的人的需要、人的生存

与发展联系起来，才是透彻的。青年人的特点决

定他们首先关心的并不是深奥的大道理，而是关

涉其自身成长成才和切身利益的小道理。实践证

明，不讲清楚小道理，就会滋生思想上的小障碍，

如果小障碍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有可能

演变为掌握大道理的大阻碍。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决定思想政治教育要有针对性地抓住学生思想

上的困惑和疑虑，立足大道理的理论根据和价值

导向，讲透大学生为人为学、成长成才的小道理。

为了提高问题解决的实效性，在讲小道理的时候

要注意以下方面。首先，要抓住学生的需求点、

困惑点。道理的对人的意义在于帮助人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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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沉下心来研究学问，还要俯

下身去，“立足学生，为了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关照学生的需要与困惑，学生在哪些方面有需求

与困惑，对哪些方面有疑虑和不解，教学备课就

应该关照关切哪些方面”［４９］。其次，要选择具有

典型性、体现时代性的问题。选择具有典型性的

问题有利于提高问题的观照面，引发普遍的共鸣，

促进学生触类旁通。选择能够体现时代性的问题

有利于增强时代感和亲和力。新时代青年人所面

临的问题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这要求教师要在

问题的梳理中，不断提升甄别、提炼的能力。最

后，要把小道理提升到大道理的层面。只有在大

道理的层面观照小道理，小道理才会真的有道理。

思想政治教育讲小道理，不能仅仅局限于眼前的、

局部的、个人的层面，要树立超越意识、系统思

维，把学生之问放在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

之问、时代之问中回答，使学生在明白小道理的

同时领会大道理。

（三）善用故事说理，有亲和力地讲活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同于纯粹的理论研究，

不能过于抽象、生硬、难懂，否则就会拒人千里

之外，要善于使用现实感、形象化的故事说理。

思想政治教育讲故事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精”。所谓“精”，即精炼、精悍。思想

政治教育可以讲的故事不胜枚举，但不可能把所

有故事都讲完，恰当的做法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精心挑选和整理最能彰显马克思主义

深刻道理的来讲。从大道理来看，思想政治教育

要重点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

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故事，特别是要讲好新时代

的故事”［５０］。从小道理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要重

点讲好模范故事、榜样故事。另外，讲故事不宜

长篇大论，要尽量言简意赅、短小精悍。古往今

来，那些极善讲故事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们讲

故事少则数十字，多则不过千字。如孟子“月攘

一鸡”的故事仅６３字符便把不想行仁政又以办不
到为借口的荒谬揭示得淋漓尽致；习近平总书记

讲“半条棉被”的故事仅用了 ８７个字符却把共产
党人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描写得震撼人心，

生动地诠释了党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生

死与共的关系。短小精悍意味着对讲故事的人提

出更高的要求。教师要不断加强语言训练，提升

语言素养，确保讲出来的故事既蕴含深刻道理，

又饱含情感、触及灵魂。

二要“新”。所谓“新”，即新颖、新意、新

鲜。故事新颖才能避免审美疲劳，激发听者的兴

趣，激活道理。首先，故事本身要新。天边不如

身边，道理不如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述过自

己青少年时期在母亲的陪伴下购买《岳飞传》的一

则故事。他说到：“‘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

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５１］

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的道理。其次，

故事阐释要新。赋予事物以新的阐释，揭示其鲜

为人知的意义，能够给人带来的强大的思想冲击

力。２００６年，笔者有幸聆听了我国伦理学界一位
知名学者讲授道德悖论问题的专题讲座，他巧妙

地使用“孔融让梨”的故事讲授道德悖论的道理，

令人耳目一新，令我至今难忘。最后，讲述方式

要新。不仅要教师讲，还要让学生讲，要改变过

去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灌输模式，形成师生共讲、

共议的讲故事新格局。不仅要口头讲，还要使用

新媒体技术讲。实践证明，鼓励学生使用新媒体

技术讲故事可以极大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能够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三要“趣”。所谓“趣”，就是趣味。故事讲得

有趣味，能够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审美的体

验和享受，进而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首先，要

突出旨趣。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讲故事是方

式、方法，讲道理是本质，方式、方法要围绕本

质展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讲故事不是为了讲故

事而讲故事，而是要使用讲故事的方式、方法启

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明白故事之中所蕴含的深

刻道理。其次，要富有雅趣。故事之所以能够影

响人，正在于故事能够在讲述者与听者之间迅速

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系，产生思想上的共鸣。但是，

这种情感上的联系和思想上的共鸣，不能是浅薄

与低俗的，而应该是文明的、雅致的。教师不能

为了所谓营造氛围而陷入低级趣味的深渊。最后，

要充满妙趣。妙趣能够彰显讲述人的聪明智慧和

创造性，是一种高级的情趣。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７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５０周年纪念大
会时说到：“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

子，当这头狮子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

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头和平的、可亲

的、文明的狮子。”［５２］这个故事虽短，但妙趣横

生，巧妙地反驳了“中国威胁论”，重塑了中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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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可亲、文明的形象，传递了中国梦的世界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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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５０１；５１９；５０１．

［１８］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１１８－１１９．

［１９］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１：３０８－３０９．

［２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４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３０２．

［２１］［２６］［２９］［３０］［３６］［４１］［４５］［５０］习近平．思政
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Ｊ］．求是，２０２０
（１７）：４－１６．

［２２］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Ｍ］．北京：九州出版社，
２０１２：４．

［２３］李祥俊．先秦儒家道论与汉代经学的兴起［Ｊ］．北

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０６）：８７－９１．
［２４］杨 伯 峻．孟 子 译 注 ［Ｍ］．北 京：中 华 书 局，

２０１８：３８１．
［２５］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１：８３５－８３６．
［２７］［３８］［４７］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２２：１６；１７；１７．

［２８］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２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６６．

［３１］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
哲学理论［Ｍ］．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３５．

［３２］徐益亮．意蕴、难题、任务：思想政治教育的诠释审
思［Ｊ］．思想教育究，２０２１（０８）：５７－６３．

［３３］江峰．论教育中的说服原理［Ｊ］．北京大学教育评
论，２００７（０２）：４６－５８，１８９．

［３４］易经［Ｍ］．徐奇堂，译注．广州：广州出版社，
２００４：１０４．

［３５］列宁．列宁选集（第 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２：３４７．

［３７］王习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教育对象“思想”
深处着力［Ｊ］．思想教育研究，２０１８（０３）：４３－４７．

［３９］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１３－２１４．

［４０］人民日报记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Ｎ］．人民日
报，２０１８－０８－２３（０１）．

［４２］［４３］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Ｍ］．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３３４；２２４．

［４４］〔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Ｍ］．邹进，译．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１：５２．

［４６］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１：３４８．

［４８］习近平．习近平给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们回信［Ｎ］．
人民日报，２０２１－０６－２３（０１）．

［４９］白显良．把握关键之点，切实增强思政课教学针对
性［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０４）：
３２－３４．

［５１］人民日报记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Ｎ］．人民日
报，２０１６－１０－１４（２４）．

［５２］习近平．在中法建交 ５０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４－０３－２９（０２）．

（责任编辑：王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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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智能算法技术影响下的大学生认知习惯研究”（项目编号：１９ＶＳＺ１１６）。
［作者简介］李春霞（１９９０－），女，四川宣汉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样态透析与优化策略

李春霞

（复旦大学，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信息技术促进知识接受方式的变革，要加强对青年学生认知规律与接受特点的研究，推进教
育数字化发展。与互联网相伴而生的Ｚ世代以独特的方式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在认知、情感、行为三
个方面呈现出新特征：人机协同下“离散”与“连通”并存；虚实互嵌中“随意”与“刻意”交织；技术赋权下

“他律”与“自律”互构。同时，也涌现出新问题：技术依赖下的“身心分离”；符号互动中的“情感缺失”；

融合场域中的“行为失范”。基于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点与新问题，提出优化Ｚ世代在线接
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策略：超越技术依赖，促进深度认知；加强情感互动，增强在场体验；强化内外规

训，重塑行为习惯。

　　［关键词］Ｚ世代；在线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特点；认知规律；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６１－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９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
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

心使命感召青年”［１］。新时代要加强青年学生对党的

思想理论的接受，“必须要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

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２］。依据欧

美国家代际划分标准，“Ｚ世代”（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Ｚ）指出
生于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间，与互联网相伴而生，深受数
字信息技术、智能通信设备影响的一代人［３］。他们

以独特的方式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呈现出

与线下迥然不同的接受特点，也因技术的遮蔽涌现

出新的问题。在线思想政治教育的常态化发展，迫

切需要对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样态进
行深入剖析，在激发Ｚ世代主体性作用的基础上提
出优化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策略，
切实做好Ｚ世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征

媒介技术是改变人类传播与接受知识方式的重

要力量。依靠互联技术，超越时空场域，隐匿身体

存在的知识接受方式使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
育在认知方式、情感态度、行为意志三个方面呈现

出新的特征。

（一）认知方式：人机协同下“离散”与“连通”

并存

心理学家认为认知方式是个体在进行感知觉、

记忆、思维和推理等信息采集加工活动中表现出来

的习惯特征和心理倾向。从口头语言到印刷技术再

到电子媒介乃至数字网络，每一种新媒介技术的出

现都会改变人类感知、记录、表达、分享知识的方

式，进而引发认知方式的变革。智媒时代分散各地

的Ｚ世代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以人
机协同的方式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让离散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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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连通的共同体得以并存，在认知方式上呈现出

离散与连通交融的特点。

人机协同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线接受活动将师生

隔离在不同的时空场域，整体不复存在，接受成为孤

零零的个人活动，在时空中呈现离散化分布特征。具

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的外在表现必然会影响我们的

内在认知。当身体不再被禁锢在课桌前，置身于虚拟

环境中的Ｚ世代就像散落在网络丛林中的游牧民，倾
向于以任意的、随机的、间歇性的方式浏览、采集散

布于网络各个节点，以文本、图片、视频、音频等多

种形态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这种离散化的接受

活动使Ｚ世代表现出注意力游离、记忆零散碎片、思
维跳跃发散的认知特点。一是在注意力方面。Ｚ世代
不能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记忆、思考那些冗长的、高度

抽象且脱离具体经验的价值观念理论。因为无论他们

是否愿意，在被解构的、泛在的接受环境中到处都有

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事物。二是在记忆方面。Ｚ世代不
再耗费精力记忆存储全部需要的知识。因为先进的技

术手段允许他们以回放、粘贴复制、拍照截屏、云储

存等方式随时猎取、收集、存储知识，他们只要知道

“在那里”有丰富的“食物”，采集仅需满足即刻需求的

量，不必耗费脑力进行长期的、体系化的知识储备，

因此碎片化、时效性的知识更易被他们接受。三是在

思维加工方面。Ｚ世代不愿意按部就班地接受体系化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不同于印刷时代，文字一行

一页的有序排列让人们习惯于用线性的、循序渐进的

方式接受体系化的理论知识。在网络时代，互联网技

术以超链接、去中心化的方式使Ｚ世代倾向于用一种
发散的、跳跃的、非线性的方式去接受短小精悍的、

零散碎片的知识。

梅罗维茨认为，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其

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日常生活的“场景

地理”来产生影响［４］。互联网技术虽然离散了传统

接受活动中的时空场景关系，却也通过创造新的融

合场景促进个体的连通，使Ｚ世代的认知方式呈现
出新的特征。一是知识挣脱空间的束缚，使Ｚ世代
倾向于从多渠道获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全媒体

时代，Ｚ世代可以利用手机、电脑、平板等各种移
动终端，从不同网络平台获取包括图文、音视频、

ＶＲ、ＡＲ等多种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形态
多样、资源富饶的数字丛林中，Ｚ世代习惯于从自
身需求出发多信源快速收集聚合信息，并采用一种

连通的方式对多样化的信息进行整合加工，获得对

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认知。二是跨越时空的思想

互动，使Ｚ世代将注意力从孤立的、被动的知识接
受转向连通的、主动的价值分享。数字土著Ｚ世代
习惯于利用社交媒体参与各种网络社群，建构个性

化的信息圈层与社交群体，通过互动交流促进价值

观念间的理解与认同。三是多任务加工处理模式，

使Ｚ世代的思维更加活跃，能够在多种情境间自由
切换。分屏技术的广泛应用让Ｚ世代可以在同一屏
幕内进行多任务并行处理，造成了Ｚ世代知识学习
与社交娱乐、公共议题与私人话题的重叠与互联，

使边听网课边聊天成为在线学习的常态。

（二）情感态度：虚实互嵌中“刻意”与“随意”

交织

依托技术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线接受活动模糊了公

共场景与私人场景的界限，使前台与后台相融合。戈

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人们总是倾向于在前台这个

公共场景中刻意展现符合观众期待的形象，在后台的

私人场景中随意表现最轻松真实的自我。场景融合背

景下Ｚ世代刻意的表现与随意的姿态相互交织，呈现
出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真实情感与态度。

通过技术连接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线接受活动是一

种缺乏身体在场的虚拟实践，前台的身体行为变成了

后台的行为数据。坐在沙发上独自面对屏幕的Ｚ世代
不再刻意关注接受活动中身体的行为表现，而是转向

对线上行为数据的关注以及虚拟数字形象的建构。戈

夫曼认为个人总是有目的、有意识地运用外表或举止

向他人表达自己，希望以此来管理和控制他人对自己

的印象，引导他人自愿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５］。在线

下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中，Ｚ世代会通过面部表情、
肢体动作、面对面提问等方式，向老师展现他们积极

思考、态度端正、刻苦努力的好学生形象，期望给老

师留下良好的印象以获得更多的关注或者更理想的平

时成绩。然而在线上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中，前台

的身体表现被技术转化为后台的行为数据，老师只能

通过平台数据的反馈来了解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接

受情况，并以此为依据给予相应的评判等级。为了获

得更好的成绩，Ｚ世代不得不按照平台规定的时间观
看思想政治教育视频，根据平台要求参与互动问答，

通过平台的数据反馈调整在线接受行为。这种刻意迎

合技术要求的机械式接受容易让Ｚ世代沦为技术的提
线木偶，进而产生焦虑、烦躁、厌学等不良情绪。

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最大的特征就在于超越

了时空场域，隐匿了身体存在。依靠技术的在线行

为缺乏线下接受活动中面对面的肢体交流与视觉凝

视，使后台私人场景中的身体管理变得更加随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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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盘腿而学咀啖桌前零食，睡眼相看通思天下

知识”成为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真实写
照。脑科学专家西恩·贝洛克研究发现，情绪扎根

在身体里，当你以消沉的姿势坐着的时候，就不会

有平时那样的成就感［６］。随意散漫的姿势不仅影响

了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情绪状态，还改
变了他们对待思想政治教育的态度。一是对待知识

的随意态度。私人场景中的Ｚ世代更倾向于以一种
更加随意的态度对待知识，将思想政治教育在线视

频作为一种后台背景音乐播放，听到感兴趣的或者

重要的知识点就用智能设备随手记录下来，即使错

过也不甚在意。二是互动讨论的随意自在。通过文

字、图片等符号进行的虚拟互动，让讨论氛围更加

轻松自在，讨论主题更加开放多元，讨论话语更加

形象生动。从中国战疫精神到西方自由问题，从精

神信仰到娱乐追星，聊天板上快速跳动的字符直观

地呈现着Ｚ世代随意不羁的思想与情感，让身体缺
场的在线互动更加生动有趣。三是对社会问题的旁

观者心态。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让Ｚ世代被固囿
于技术建构的虚拟时空，与现实社会相分离，对于

国内外政治热点、社会思潮、道德事件、违法犯罪

等社会现象与问题，Ｚ世代时常表现出“事不关己”
的旁观者态度［７］，只要与自身利益无关就漠不关

心，随意对待。

（三）行为意志：技术赋权下“他律”与“自律”

互构

行为意志在心理学上是指个体在一定目标的指

引下有意识、有计划地控制并调节自己的行动去克

服困难完成目标的一种心理状态，表现为个体行为

的专注力、自控力与执行力。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
政治教育的行为意志主要源于技术赋权下思想政治

教育的他律与个体的自律。在虚拟的学习场景中，

思想政治教育的他律主要依靠技术对Ｚ世代数字身
体进行时空规训；而个体的自律则是通过技术对 Ｚ
世代主体性的塑造，促使他们成为自我规训者。技

术赋权下他律与自律交错互构，共同规约着Ｚ世代
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意志。

技术的赋权让思想政治教育对Ｚ世代的外部规
训从固定封闭场所转向移动开放场景，从接受结果

的考察转向接受过程的管控，从特定时空场域的灌

输转向日常生活的嵌入，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他律在

规训的对象、方法和形式上都发生了改变。一是在

对象上，对现实身体的规训让渡于数据身体的规

训。在技术建构的虚拟场域中，Ｚ世代在线接受思

想政治教育的行为数据被技术采集、分析、处理，

形成数字化的虚拟身体。对于在线教育工作者而

言，这个虚拟场景中的数字身体比真实场景中的自

然机体“更加触手可及、更加权威，且更加可

靠”［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规训，从而实现对

Ｚ世代在线接受行为的有效控制。二是在方法上，
通过对时间的精细划分，实现对接受过程的精准控

制。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被技术分
解为可计算、可测量的不同片段，每个学习片段都

有规定的持续时间。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Ｚ世代
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每个阶段环节都以分钟为单位

切割，从开始到结束，从检测到反馈，每个步骤环

节都由技术预先设计并精准控制。福柯认为“通过

控制每个人的时间、身体和精力的关系”［９］，使每

个人按照规定节奏进行活动，就能最终实现对人的

行为的精准控制。三是在形式上，打破统一化的价

值灌输，强调精准化的个性引导与生活中的潜移默

化。线上学习平台依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的行为数据，利用算法技术为Ｚ世代推荐符合他们
个性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通过多样化的媒

介渠道将思想政治教育的触角延伸到Ｚ世代日常生
活的方方面面，使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中接

受思想政治教育。

技术激发了Ｚ世代的主体意识，通过赋权将他
们塑造为自我规训者，促使他们在接受思想政治教

育的过程中进行自我量化、自我管理、自我评估、

自我调整，实现行为的自律。一是记录在线行为，

进行自我量化。沃尔夫在《数据化的自我》中将“量

化自我”比喻为一面镜子，能够促进个体的自我意

识、自我了解和自我进步［１０］。Ｚ世代通过平台提
供的在线日程、任务完成度、知识地图等可视化数

据，观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习惯、接受进度以及知

识掌握情况，自主地调整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

任务规划、时间安排以及知识进度。二是利用时间

管理工具，进行自我规划与管理。在线接受思想政

治教育让Ｚ世代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但由于在开
放的网络空间中，有太多分散注意力的事物，使 Ｚ
世代难以集中注意力全身心地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

接受活动中。为此，Ｚ世代习惯于利用各种时间管
理ＡＰＰ，比如番茄 ＴｏＤｏ、ｆｏｒｅｓｔ、滴答清单等，帮
助保持专注、制定计划、规划时间、培养习惯等，

以更加科学高效的方式促进学习自律。三是根据数

据反馈，促进自我评估与调整。随着教育与技术的

深度融合，技术通过对Ｚ世代思想政治教育在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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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状态的可视化呈现以及对接受过程与效果的个性

化诊断，为Ｚ世代有效评估思想政治教育在线接受
行为提供可靠数据，督促他们即时调整在线接受行

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实效。

　　二、“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问题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在为人类提供“座驾”的同

时也“遮蔽”了人类，使人类自然而然成为技术的

“持存物”。通过智能移动设备在线接受思想政治

教育的Ｚ世代由于受到技术的遮蔽，认知活动被简
化为离心的复制粘贴，情感互动被降格为虚拟的符

号交流，行为意志被异化为机械的技术操控。

（一）技术依赖下的“身心分离”

一切媒介技术都是人的延伸，能直接参与人类的

感知活动，帮助人类感知认识世界。然而如果过度依

赖已经作为感官而存在的技术，人类自身的感知功能

就会在遮蔽中逐渐退化，进而丧失感知世界的能力，

就像摘掉眼镜的人已经无法再看清这个世界。技术对

Ｚ世代现实身体的遮蔽、认知活动的替代以及认知对
象的分离，导致Ｚ世代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中出
现严重的身心分离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虚拟在

场，心智与身体相分离。身体以数据的方式虚拟在场

是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征。数据身
体遮蔽现实身体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的主导样

态，让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成为一项数据化、程序化的

大脑心智训练，无需身体参与，也与环境无关［１１］。在

工具思维的操纵下，Ｚ世代将思想道德接受过程简化
为知识的搜索、复制、粘贴过程，把思想道德修养看

作是与身体感知觉毫无关系的心智活动，将数据身体

的观察测量作为自身思想道德评判的依据。量化自我

让Ｚ世代逐渐丧失了对道德的内在感知和经验判断，
只能凭借外部的数据指标来衡量自身思想道德。这种

身心分离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把真实的道德体验从接

受活动中抽离出来，让Ｚ世代对价值观念与道德行为
的感知与理解越来越依赖于技术提供的虚拟情境与间

接经验。这种缺乏身体参与的道德经验由于脱离了Ｚ
世代的真实生活情境，而被简化为一堆抽象的、生硬

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失去指导道德生活的价值意

义。二是认知外包，认知活动与主体相分离。人机协

同的在线接受活动让Ｚ世代习惯于以认知外包的方
式，将部分认知活动外包给智能设备，以节省时间精

力，提高接受效率。但便捷高效的认知辅助工具让Ｚ
世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认知活动越来越依赖技术，并逐

渐被技术取代，使认知活动变成了一项“搜索、比较、

整合、拷贝、粘贴”的技术活［１２］。ＩＴ评论家尼古拉
斯·卡尔强调技术正在取代我们的记忆，摧毁我们的

专注力与思考力。在技术的加持下，Ｚ世代不再批判
性地思考各种价值观念，而是不假思索地接受算法推

荐的与其价值观相一致的信息。这种不经思考就全盘

接受的认知方式使Ｚ世代不能理性地判断某种价值观
的正确与否，极易陷入群体极化效应。三是工具操

纵，认知对象与主体相分离。身体缺席、认知外包让

Ｚ世代沦为技术的提线木偶，在技术操控下将知识转
存，把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散乱地存储在云空间

的各个角落而不是心灵的某个空间。斯蒂格勒认为，

当知识都进入机器里了，人就变空了，对外物变得漠

不关心。对于这种被机器存储的知识，不是个体内化

了的而是外在于人而存在的知识，Ｚ世代难以从中得
到思想的升华，更难以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接受中

体验到满足感与获得感。

（二）符号互动中的“情感缺失”

身体的缺席让Ｚ世代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互动
从多维度的身心互动降格为单一维度的符号互动，

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中情感缺失，具体表现

为：一是情感投入低，教学分离带来的情感疏离与

倦怠。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在线课程以方便学生随

时观看的录播课为主。在缺乏互动的录播课中，Ｚ
世代面对的不是热情洋溢的教师而是冰冷无情的机

器，师生之间没有情感的互动，更没有心灵的沟

通，只有聊天板上跳动的字符以及技术机械的问答

与测试。这种教学方式让Ｚ世代与教师之间难以进
行真实的、有温度的情感互动，使Ｚ世代在接受思
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难以感受到来自教师的情感关怀

与支持，不能调动激发他们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热

情。较低的情感投入导致Ｚ世代在接受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中时常出现情感上的疏离与倦怠。二是情感

体验差，时空隔离环境下的孤独与焦虑。在线思想

政治教育将师生隔离在不同的时空场域，Ｚ世代成
为孤零零的个体，独自面对屏幕，根据技术规定机

械式地接受来自屏幕那头的知识传递。由于缺乏身

心的互动，单调乏味的知识接受过程使Ｚ世代极易
产生孤独感、疲惫感、无聊感等多种消极情绪。在

消极情绪的作用下，Ｚ世代不能积极地投入到在线
接受活动中，容易被网络环境中其他事物吸引注意

力，导致接受效率低下，进而产生学习的低效能感

与焦虑感。在孤独、焦虑、疲惫等多种情感相互交

织的共同作用下，Ｚ世代难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在
线接受活动中体验到获得感与满足感，进而抑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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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动力。三是情感调动

难，旁观者视角下的情感淡漠。由于缺乏身体的参

与以及情感的互动，Ｚ世代在独自面对屏幕接受思
想政治教育时，与老师的情感互动变成了他们对屏

幕里老师的旁观性注视，难以调动真实情感参与其

中，也无法在情感上认同与理解屏幕里老师传递的

核心价值观念。

（三）融合场域中的“行为失范”

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让Ｚ世代摆脱了时空场
域对身体的约束，模糊了公共场域与私人场域的界

限，削弱了传统教学活动中他律的规训作用。法国

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当秩序发生混乱与断裂，再

也无法规约个体行为时，背离常规的“失范”就会

产生［１３］。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失
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沉溺。Ｚ世
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数字身份进入到开放

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不仅缺乏特定时空要素以及共

同体凝视对个体身体行为的直接规约，还要面对网

络环境中的各种诱惑与干扰。注意力的涣散、倦怠

焦虑等消极情绪的影响使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
教育的自律性受到严峻挑战。在外部他律缺失以及

内部自律不足的情况下，Ｚ世代极易沉溺于网络游
戏、虚拟社交、娱乐活动等，导致出现上课拖延、

中途离课以及逃课厌课等问题。二是角色偏离。梅

罗维茨研究发现许多不合适甚至失道德的行为是由

场景融合影响的，当不同场景融合在一起后，特定

的角色规范就会变得模糊，行为失范也会随之发

生。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模糊了公共场域
与私人场域，导致角色扮演出现偏离，上课时候躺

被窝、吃零食、打游戏、聊八卦等现象成为常态。

而虚拟公共场景中私下言行的不当暴露，比如时不

时传来的游戏声、聊天声也严重扰乱了公共教学秩

序。三是代学刷课。自大规模开展在线思想政治教

育以来，Ｚ世代找他人替代上课或者购买刷课服务
的行为就屡禁不止，甚至成为“公开的秘密”，严

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１４］。在缺乏外部监管的

融合场域中，Ｚ世代期望通过投入最少的时间与精
力获得最满意的成绩，选择一种不正当的、欺骗的

行为，不仅让在线思想政治教育课沦为形式，还助

长了不道德的思想行为，损害了身心的健康发展。

　　三、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策略

结合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征，
针对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新问题，

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方面提出优化Ｚ世代在线
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策略。

（一）超越技术依赖，促进深度思考

保罗·莱文森将技术视为思想之镜，“不仅能

够体现人的思想观念，还能够延伸、反映、复制甚

至取代人的心智功能和认知过程”［１５］。然而，智能

时代过度的技术依赖却使身心关系失衡，出现身心

分离、思维弱化以及认知简化等心智异化现象。因

此，要优化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必
须超越技术依赖，促进深度思考。一是唤醒身体智

慧，强化具身理解。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一切理

解活动的基础，身体的感知经验和行为体验是认知

发展以及心智生成的源泉。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

动中，身体的先在经验与体验是理解与判断道德行

为的前提条件。如果缺乏身体的具身参与，仅靠大

脑的抽象思考，是无法对有意义的道德生活进行深

刻认识和理解的。而那些依靠教育技术灌输接受到

的道德知识也只不过是存储在服务器中没有任何价

值意义的比特数据而已。缺乏身体参与的道德认知

只是没有灵魂的知识存储与技能训练。因此，要优

化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唤醒和调动
他们的具身经验，促进他们对抽象价值规范的具身

理解，才能不让他们成为没有灵魂的技术傀儡。二

是给予反思时间，促进抽象思维。神经脑科学发

现，复杂抽象的思维加工依赖于对内在自我的关注

而非对外部世界的专注［１６］。因为当人们过度专注

于外部世界或者短期目标时，他们只会陷入情境化

的事实与具体性的步骤而不会思考追问更深层次的

意义。比如在党史学习过程中，如果缺乏反思这一

关键步骤，Ｚ世代只会沉浸在历史跌宕起伏的故事
情节中，而不会去感悟革命者的信仰以及对自我的

启迪。给予Ｚ世代自我反思的时间，让他们将外部
接受的知识信息与自我内部的经验认知结合起来，

从记忆加工事实性知识转化为思考建构价值性知

识。三是加强人机协同，培养高阶认知。调查发

现，Ｚ世代在课堂上８０％—８５％的功夫都用在了记
忆事实和低层次的程序性思维上［１７］。而这种低阶

的认知活动很容易被智能设备所取代。在人机协同

的接受过程中，如果不能调动Ｚ世代高阶认知活动
的参与，当原有认知活动被外包给智能设备后，他

们将沦为技术的附庸，而不是活动的参与者。此

外，由于情感态度、理想信念等有助于促成价值观

形成的关键因素都蕴藏在高阶认知活动中，要提高

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需要重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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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思维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设置一些能够激发深

层认知加工的活动，让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价值判

断、问题辨析、意义探究等高阶认知活动上。

（二）加强情感互动，增强在场体验

情感是虚拟的基石。如果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
治教育缺少情感的投入与真情的互动，那么虚拟的教

学共同体只会是浮于表面的形式，思想政治教育接受

活动也缺乏实际的意义与动力。事实上，价值观的理

解与接受不是主体对抽象概念的识记与推理，而是主

体间基于肢体、符号的互动实现情绪感染、情感共鸣

的认同过程。因此，要优化Ｚ世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在
线接受需要加强情感互动，增强在场体验。一是增强

教学的亲和力与感染力，改善教与学的疏离与倦怠。

在内容选题上，坚持问题导向，将社会时事热点中与

教学内容的重难点以及Ｚ世代的关注点、兴趣点有机
结合，促进抽象理论知识与具体生活经验相关联，推

动政治宏大叙事与个体微观叙事相互转化，贴近Ｚ世
代的日常生活，调动他们的真实情感；在内容呈现方

式上，利用现代教学技术，融合图文、音频、视频等

多种数据形态多维度、立体化地呈现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提升Ｚ世代的多种感官体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的表达力与感染力。二是加强教师的情感支持，

缓解学习过程中的孤独与焦虑。情感不仅可以让枯燥

的理论充满生机与活力，也可以让单调乏味的在线接

受变得生动有趣。在线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中需加

强教师的情感支持：一方面要以情感人，因为只有真

实的情感表达才能深入人心。教师借助技术手段传递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必须要融入自身的真实情感，善

于利用复杂多样的情感表现手法，如利用排比、通

感、类比、反讽等修辞手法，来表达有力的思想，才

能直击“Ｚ世代”的心灵，调动他们的兴趣。另一方面
要以情换情，引导Ｚ世代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教师
自己是一团火才能燃烧学生，自己是一盏灯才能照亮

学生，自己有信仰才能讲信仰。只有通过情感互动，

教师将切身的道德感悟、价值信仰传递给学生，才能

唤起学生类似的情感体验，促进学生的认同感与临场

感。三是设计在线互动环节，营造共同参与的良好氛

围。根据符号互动理论，价值观的认同与理解、道德

感的生成与体验均产生于符号互动过程中。可借助技

术手段将互动环节嵌入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全过程，

在课前组建形式多样的交流群，在课中充分利用平台

的互动功能，在课后同步开设云讨论、云问答、云反

馈，建构多维度、全方位的互动交流圈，为师生共同

参与提供良好的互动氛围。

（三）强化内外规训，重塑行为习惯

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序性与有效
性依赖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他律与个体的自律。通过

强化内外规训督促Ｚ世代遵守虚拟学习场域的公共
秩序，引导Ｚ世代将外在纪律规范内化为个体行为
准则，培养良好的在线接受习惯。一是提高主体自

律，约束自身行为。主体自律是确保思想政治教育

在线接受活动有效开展的关键要素。因为在开放复

杂的网络环境中，只有依靠主体强大的自控力，才

能节制各种欲望，抵制各种诱惑，自觉接受思想政

治教育。要提高Ｚ世代的自律性，一方面，可以通
过教育赋能引导他们实现自律。通过提供自我管理

与评估的方法路径赋予他们接受自主权，让他们切

实感受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的掌控力，感知自

我思想道德修养的逐步提升，激发内在效能感，促

进行为的自律。另一方面，利用技术手段帮助Ｚ世
代提高自律。Ｚ世代可以通过智能设备采集记录的
行为数据，观察自身学习特征与活动规律，对自我

进行科学量化，从而更好地实现对自我行为的管理

与监督。二是强化外部规训，重建角色规范。角色

规范是指个体在特定角色扮演中应遵循的一套行为

标准或准则。重塑虚拟教学场域中学习者的角色规

范有助于约束Ｚ世代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不
当言行，维持虚拟教学空间的公共秩序。通过强化

外部规训重塑角色规范，首先需要加强虚拟教学空

间的纪律建设，明晰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

准则；其次还要借助技术手段实施全程监控，帮助

教师以无形的在场方式对 Ｚ世代进行有形的监督，
约束他们的线上行为；最后还要设计公正合理的奖

惩制度，激励Ｚ世代积极参与线上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惩罚那些违反纪律、扰乱正常教学秩序的失范

行为。三是加强内外协同，培养良好的接受习惯。

要让Ｚ世代持久高效地参与线上思想政治教育接受
活动，必须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由于以往线下思

想政治教育接受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适应线上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因此需要针对线上思想政

治教育培养新的接受习惯，比如培养独立自主的接

受习惯，让 Ｚ世代减少对技术以及教师的过度依
赖，能够在独自面对屏幕进行知识接受时不受外界

干扰，集中注意力积极思考、自主探究；培养自律

高效的接受习惯，帮助Ｚ世代在自律的基础上提升
学习效能，减少在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倦怠

感与焦虑感，激发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动机；

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让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能够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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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时空限制融入Ｚ世代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自觉
遵守的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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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基本问题探究

王高陵，翟中杰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 晋中　０３０８０１）

　　［摘　要］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是沉浸传播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发展形式，其以独特的情境再现给
予受教育者深刻的情感体验。对沉浸状态进行界定划分是教育者实时掌握教育动态的前提条件。在原有思

想政治教育活动类别基础上，从活动、文化、网络三方面对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进行区别分类。

同时，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新兴领域，其实施路径也需进一步探索，以期增强其教育效果。

　　［关键词］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变革；信息技术；教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６８－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０

科学技术革命持续深入推进，自媒体、虚拟现

实等科技发展应用，整个社会呈现出以“沉浸”为

主的时代特征。这不仅给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带来新

的发展契机，也提高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与

效果。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时代发展特征，利

用现代科技搭建生动有趣的教育平台，创设身临其

境的教育情境，以此增强受教育者的在场性和具身

性，实现教育效果最大化。但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

不止局限于现代科技的应用，其中也包含传统教育

载体与方式的参与，在新、旧不同领域开创沉浸式

思想政治教育新境界。因此，对于新时代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者，明确沉浸内涵、界定沉浸标准、区分

教育类别、构建实施路径是有效进行沉浸式思想政

治教育的前提基础，及时调整教育方式，增强课堂

教学吸引力，提高教育效果实践性，真正做到为社

会主义发展提供德才兼备的时代完人。

　　一、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意蕴

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受教育者在“沉浸”

状态下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型教育形式。其以沉

浸式教学为基本方式，通过创设真实有效的教学情

境，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从而对受教育者的

道德品质、行为规范产生影响，使受教育者形成符

合社会阶层所需要的思想政治素养。

（一）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是“沉浸”理论在思想政

治教育领域的运用。“沉浸”理论源起于对“心流”

一词的心理学研究。１９７５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
授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首次提出了“心流”（Ｆｌｏｗ）
的概念，即“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某种活动当中，无

视其他事物存在的状态［１］。“心流”状态下，人的

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当前任务，自觉过滤掉与其无关

的信息，从而达到一种“忘我”“无我”的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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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心流”所产生的主观体验也被称之为“沉浸

式体验”。沉浸是指人在活动当中身心高度集中、

心无旁骛的精神状态，在传播界广泛使用，进一步

衍生出沉浸传播时代。沉浸传播时代通过多维信息

不断刺激主体的感知行为系统，使主体形成身心的

全面沉浸。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不自觉的沉浸体

验。借助于沉浸传播时代的种种传播方式，主体实

现沉浸的可能性大大增强。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正

是抓住沉浸这一感知行为体验，加强对受教育者的

教育程度，是在沉浸传播时代运用沉浸理论对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的发展。

（二）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

１．教育过程的在场性。在场性是指亲临“事发
现场”，即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亲身

探索。相对于传统教育中图片、视频、第三方转述

等形式所带来的间接体验，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注

重受教育者“身居其中”的直接体验，更加强调教

育过程当中高度的在场性。这一在场性既体现在教

育情境的创设上，也体现在教育者的选择上。在教

育情境的创设上，教育者利用 ＸＲ、全息投影等技
术营造虚拟现实场景，或直接组织引领学生到实地

考察，通过深入现实场景加深受教育者的沉浸体

验，实现教育效果的最大化。在教育者的选择上，

不止局限于传统教师等教育者，而是在更大范围内

选择与教育情境直接相关的教育者。例如，抗击疫

情的工作者、见义勇为的英雄人物本身等都是最佳

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以第一人称讲述所带来的沉浸

体验要远远比第三人称转述所带来的更加深刻具

体。受教育者立足于现实场景，与场景中的具体人

物进行对话，以亲历者的身份投入教育过程，使抽

象的理论更加具体化、直观化，以实现身体在场向

情感、心灵在场的过渡。

２．教育主体的具身性。具身性是指受教育者亲
临“事发现场”所带来的情绪体验、行为认知，强

调教育主体的感官感受。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通过

创设具有“在场性”的教育情境，影响受教育者的

行为状态，使受教育者对虚拟人物、建构场景形成

真实的感官体验，产生感动、愤怒、喜悦等情绪体

验。在此基础上，经过教育者理性思维的引导，或

受教育者自觉主动的思考，促使其形成对教育内容

深层次认知感悟。具身性主要体现在受教育者在教

育过程中的整体体验，其中既包括情绪体验，也包

括行为自觉。例如，在“重走长征路”的主题教育

当中，受教育者者通过亲身体验爬雪山、过草地等

艰难险阻，听见狂风的呼啸，看到五岭的逶迤，触

碰雪山的寒冷，尝到野草的辛酸。而这样具象化的

身心体验能够使受教育者与长征途中的战士高度共

情，对爱国主义有更加深入、具体的理解，从而进

一步影响其行为规范。

３．教育效果的渗透性。渗透性是指受教育者在
教育过程中不自觉地接收教育内容的潜在行为。与

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相比，沉浸式思想政治

教育产生于沉浸传播时代。沉浸传播是指“以人为

中心、以连接了所有媒介形态的人类大环境为媒介

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传

播”［２］。在沉浸传播时代条件下，人和周围的环境

逐渐融为一体。随着传播媒介的终极化，人类也将

彻底感受不到媒介的存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沉浸

人”。而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沉浸传播时代的

产物，随着认知与现实、虚拟与真实之间的高度融

合，使受教育者不断实现感知行为系统的全面沉

浸，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此外，

教育效果的渗透性也体现在受教育者在娱乐中接受

思想政治教育。

　　二、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标准界定

“依据沉浸程度我们可以将沉浸划分为信息沉

浸、感官沉浸和大脑沉浸三个层次。”［３］明确沉浸

程度是界定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标准的前提。Ｃｓｉｋ
ｓｚｅｎｔｍｉｈａｌｙｉ在阐释沉浸的概念时也提出了沉浸的九
个心理特征：挑战与技能平衡、明确的目标、反馈

性、行为与意识的融合、注意力集中、感知控制、

自我意识的丧失、时间失真以及体验本身有目的

性［４］。这表明判断一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否是沉

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仅可以从生理量度上判

断，也可以从构念量度上判断。而最直接准确的判

断方式是脑电波的监测与分析，脑电波记录着大脑

在不同时段的波动变化，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波段

来判断受教育者是否处于沉浸状态。但这一方式大

多用作于实验研究，难以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使用。

因此，作为教育者要注重使用外在的、直观的、便

于分析的量度作为界定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

标准。以下将从三个层次来明确沉浸式思想政治教

育的界定标准：

（一）信息沉浸：抬头、点头

信息沉浸是指受教育者沉浸于信息的收集或接

受当中，属于浅层次的沉浸程度，容易受到外界因

素干扰而脱离沉浸状态。注意力集中是受教育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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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信息沉浸的标志，也是判断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量度之一。注意力集中指的是受教育者的

身、心高度集中于某一特定的有限领域。当受教育

者的注意力集中时则表示其已进入“沉浸”的第一

层次信息沉浸，并随着注意力集中程度的加深，向

“沉浸”的第二层次感官沉浸逐步过渡。注意力的

高度集中是信息沉浸的结束，也是感官沉浸的开

始。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主要通过抬头、点头来

初步判断学生的注意力是否集中，并在此基础上引

导学生进入沉浸状态，接受教育内容。

１．抬头率。抬头率是指受教育者作为单一个
体，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当中抬头时间与整体

时长的比率，体现着受教育者对教育活动的参与

度。抬头是注意力开始集中的契机。只有受教育者

在抬头的时候，教育者才能对其进行引导教育，使

其进入沉浸状态。当受教育者的抬头时间且眼神关

注教育者的时间达到一定限度，表明受教育者正在

或已经完成信息接收阶段，进入到了教育者所创设

的情境，开始信息沉浸状态。“虚拟仿真教学课堂

学 生 抬 头 率 达 ９８７６％， 较 传 统 课 堂 高

２７５３％。”［５］受教育者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的抬
头率越高，其注意力就越集中，信息沉浸的程度也

就越高，教育效果也比传统的教育方式更加明显。

２．点头率。与抬头率相对应的是点头率，点头
是指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时对教育者观点与说法认

同的一种表现，而点头率是指点头的次数在整场活

动中的频次，最为直观的体现着受教育者对教育活

动的认同度。受教育者在抬头接收信息的基础上，

点头频次的不断增加意味着受教育者的沉浸程度不

断上升，直至过渡到下一个沉浸阶段。点头率与抬

头率是息息相关的，抬头率是点头率的前提条件，

点头率是抬头率的重要保障，二者相互结合更够实

现判断沉浸程度的最优化，更加清晰受教育者在教

育活动中的沉浸程度。

（二）感官沉浸：视觉、听觉

感官沉浸是指感觉器官的沉浸，是“沉浸”程

度的第二层次。五官上的沉浸是感官沉浸的开始。

当受教育者在信息上达到饱和状态时，其感觉器官

的感受便会随之不断加深，最终实现了向感官沉浸

的过渡。其中主要体现在视觉、听觉上的变化。

１．视觉冲击。在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当中，教
育者借助科学技术所呈现出来的教育场景具有着高

度还原性，使受教育者的视觉受到冲击，对眼前虚

拟事物的真实感加强。视觉也是感官中第一个陷入

沉浸的状态，或是被现实场景的精妙绝伦所吸引，

或是被虚拟技术的真实创设所震撼，这些都是在视

觉上的突出表现。此外，眼部除了视觉上带来的冲

击感，还有眨眼率的降低也意味着感官沉浸的深

入。相比较来说，进入沉浸状态的人的眨眼频次会

远远低于没有进入沉浸状态的人。研究表明，当参

与者处于高度沉浸水平时，其眨眼频率显著下降

１２％［６］。也就是说，当受教育者处于沉浸状态时，

其对外部环境感知减少，眼部疲劳丧失，从而致使

眨眼的频次减少。

２．听觉缩小。当受教育者的沉浸状态加深到感
官沉浸时，其对外部干扰信息的感知会减少，而这

一现象是由听觉的缩小所产生的。正常情况下，人

的听觉能够涉及大范围的声音，如窗外的鸟鸣、汽

车的鸣笛等等。但当人的身心进入到沉浸的状态，

其听觉会不自觉地过滤掉与本身活动无关的信息，

专注于当前的教育内容当中。这就导致听觉一方面

在忽略与活动无关的信息，一方面在自动扩大与活

动相关的内容，在听觉缩小的前提下，受教育者受

外界干扰的影响也会相对减少，从而推动受教育者

向更高一级的沉浸过渡。

（三）大脑沉浸：行为、意识

大脑沉浸是指大脑在意识上全然认为主体处于

另一世界当中，而这一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区分，是

感官沉浸的最高级别，也是“沉浸”的第三层次。

自我意识的丧失是受教育者进入大脑沉浸的开始。

而在意识的潜在指导下，受教育者的行为也呈现出

自觉的状态以达到沉浸的最高境界。

１．意识丧失。自我意识的丧失是指主体意识在
一定时间内上转移到另一虚拟主体身上，并以此继

续进行思考行动。在自我意识丧失的过程中，受教

育者会产生时间失真感、虚拟现实感。时间失真感

是指当受教育者沉浸于教育活动时，其对时间的感

知大幅度减弱，从而忘却时间的流逝，产生时间失

真的错觉。而虚拟现实感是指主体对虚拟场景所产

生的真实感受，这种虚拟的现实感直逼现实世界给

人带来的真实感受。这一虚拟现实感大多产生于元

宇宙当中，现代虚拟技术的应用能够高度还原教育

者所需要的每一教育场景。比如，古今人物的对

话、长征途中的艰辛等等。而对于这两种感受的判

断，教育者需要通过课后观察受教育者的言语举止

做出。

２．行为自觉。行为自觉是指主体看似不经意的
或潜在的动作都受到情感的影响，是在情感体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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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的行为体现。行为自觉更多体现在沉浸的最高

层次———大脑沉浸当中。在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

随着活动进展不断加深情感体验，在情感高峰时所

展现出来的行为动作是受当时的情感所支配的。比

如，振臂高呼的青年、潸然泪下的群众。此外，受

教育者在参与某一主题的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后，其教育效果也呈现在日常行为举止当中。这些

都是教育者通过直观观察而做出的沉浸判断量度。

　　三、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类别区分

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沉浸”理论为基础

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通过借助现代社会各种教育

载体对受教育者进行深度教育。教育者明确各类载

体是进行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条件。以下将

从不同的教育载体对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类别

区分，分别为以活动载体为主的沉浸式思想政治教

育、以文化载体为主的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以网

络载体为主的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

（一）以活动载体为主的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

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之一，同时也是进行

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游戏、学习和

劳动是人的活动基本形式。”［７］一般意义上，思想

政治教育强调三类活动分别运用于人们不同的发展

阶段。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打破这一规定，实现不

同发展阶段活动载体的有机融合。根据活动的基本

形式将其分为游戏、学习、劳动三类活动载体。

１．以游戏为主的活动载体。以游戏为主的活动
载体是实施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之一。游戏

作为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的原因在于：其

一，游戏本身是有一定内容的，其内容的设置可以

与教育内容相融合；其二，受教育者在参与游戏时

能够产生愉悦感，而愉悦感正是沉浸的开始。游戏

种类繁多，可以分为社交游戏、竞赛游戏两大类。

社交游戏是一种以增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趣味

性游戏，其中能够作为教育载体的有剧本杀、团

建。剧本杀是话剧的变形，当下适用性最强的是以

革命战争年代为蓝本的红色剧本杀。受教育者通过

角色扮演的方式参与体验剧本中人物的人生轨迹，

随着剧本的推进最终达到大脑沉浸的状态。团建是

指团队建设，具有参与受众广，社会推行快等优

点。团建的沉浸体验主要表现在过程的娱乐性、教

育的引导性，教育内容融合在活动主题当中。竞赛

游戏是以激发受教育者胜负欲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

育游戏活动。根据比赛内容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

为知识类竞赛、体育类竞赛。知识类竞赛是将一些

枯燥乏味的理论知识以比赛的方式呈现出来。储备

知识是信息沉浸的过程；参与答题是感官沉浸的过

程。体育类竞赛是将教育内容融入到体育活动当

中，教育内容渗透于准备过程和比赛环节。

２．以学习为主的活动载体。学习是沉浸式思想
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教育载体。学习是每个人的基

本技能，也是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日常载

体。在日常学习活动中融入沉浸特征，实现受教育

者双倍的教育效果。根据场所的不同，学习活动可

以分为校内学习、校外学习。

校内学习是在校园范围内传统意义上的学习，

其中主要包括透彻的理论讲授、专注的自我学习。

透彻的理论讲授是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最基本的教

育方式。教育者对理论的把握程度决定了受教育者

的沉浸程度，且受教育者的教育效果是能够提前预

设。专注的自我学习是教育者或受教育者对自我认

知的完善过程，这一活动的沉浸度依赖于受教育者

自律的程度。校外学习是在校园范围之外以实践为

主的学习活动，其本质还是为了实现某一教育目

的。其中主要包括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参观访问

与调查研究的区别在于，参观访问是受教育者以倾

听者的身份进行学习教育，而调查研究中的受教育

者既是倾听者的身份，更重要的是调查者的身份，

掌握着整个学习活动的主动权。二者沉浸的实现都

是通过实地参与活动，在大量接受信息的基础上达

到沉浸的状态。

３．以劳动为主的活动载体。劳动是人类最基
本、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借助劳动这一实践活动进

行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体现在：其一，劳动使

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的同时并及时将教育内容落实

于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认知。其二，劳动种

类繁多，涵盖大部分教育内容，弥补其余载体的内

容空缺。在劳动活动中，志愿劳动和管理劳动是进

行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形式。

志愿劳动是受教育者在教育者的组织下或自愿

前往某地参与的劳动活动，是高沉浸度的活动载

体，其中包括体验型志愿活动和生活型志愿活动。

体验型志愿劳动是受教育者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活

动、不以酬劳计算的志愿活动。生活型志愿劳动是

以支教、实习等劳动方式，通过转变主体身份、融

入社会生活等途径对受教育者进行高沉浸度的思想

政治教育。管理劳动是受教育者以管理者的身份从

事某一管理活动，进而达到沉浸状态，以加深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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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排、规定、制度的认知。例如，让闯红灯、超

速等违反交通规则者在路口以协助者的身份参与交

警管理，引导车流、规范秩序，实现惩罚与教育的

统一。此外，管理劳动还体现在高校后勤工作当

中。学生通过勤工俭学等活动参与学校管理，在管

理别人的过程中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二）以文化载体为主的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

以文化载体为主的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将

教育内容融入到文艺作品、文化建设当中。教育者

借助文化这一载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通过欣赏

或参与的方式使受教育者深入其中。根据参与方式

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欣赏性和参与性的文化

载体。

１．以欣赏性为主的文化载体。以欣赏性为主的
文化载体是指受教育者通过感官去接触某一文化载

体，在感官的接触中不断提高沉浸状态。文化当中

最具有欣赏性的包括文艺作品、影视作品。

文艺作品主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创

作，受教育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实现与作者的对

话，在书本中达到感官沉浸的状态，接受文学作品

本身的思想政治教育。此外，文艺作品中还包含戏

剧、歌剧、话剧等具有表演形式的艺术创作。这类

艺术创作强调社会冲突，在演员高质量的现场演绎

中，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在自我思考中达到教育

效果。影视作品根据沉浸程度的高低划分为电视

剧、电影、现实纪录片三种。在沉浸式思想政治教

育中，教育者根据教育内容选取与之一致的影片作

为单独的教育课程，随着影片内容演绎，受教育者

与影片中人物、情境融为一体、同喜同悲，深层次

感知角色的生命价值，以达到对自我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目的。

２．以参与性为主的文化载体。以参与性为主的
文化载体是指受教育者通过实践活动融入到文化产

品当中，在一次次的情感碰撞中实现受教育者的大

脑沉浸。这类文化载体主要是指精神文化载体，而

受教育者能够参与进去的有话剧、诗歌等具有表演

性的文化现象。

话剧是舞台剧的一种，是以对话为主要形式的

戏剧表演。教育者通过选取不同的主题对某一历史

事件进行戏剧化表演，在一次次的排练演绎中加深

对话剧主题、表演角色的理解，使受教育者在演绎

角色的过程接受深度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形式充

分发挥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诗歌作为参与性的沉

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主要通过朗诵、创作

两种形式实现。朗诵是理解诗歌内涵、结合自身情

感的表达方式；创作是受教育者表达自我认知，抒

发自我情感的方式之一。如在三农盛典上，大山的

孩子们写给张桂梅校长的诗以朗诵的形式呈现出

来，实现了创作与朗诵的协同。

（三）以网络载体为主的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是传播媒介在沉浸传播时代新的发展要

素，承担着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重要角色。

网络因其特殊的传播方式、真实的画面内容更能使

受教育者沉浸其中，主要体现在教育过程与社交软

件、虚拟技术的结合。

１．以社交软件为主的网络载体。网络中的社交
软件一方面以社交的属性出现在大众视野，另一方

面也承担着教育的重要属性。根据社交软件借助的

传播形式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以抖音、哔哩哔哩

为主的视频社交软件，以知乎、豆瓣为主的文字社

交软件，以微博、微信为主的综合类社交软件。

视频社交软件以其独特的剪辑方式、拍摄手

法、内容创作在短时间内吸引受教育者兴趣，为受

教育者步入沉浸状态提供契机。抖音以短小精悍的

视频方式、轻松愉快的直播手段，在满足受众猎奇

心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传递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哔哩哔哩以粒子水墨画的视觉冲击、萌版Ｑ版
的人物构建增强历史人物、时代人物的亲和力、感

召力，使受教育者在轻松愉悦的沉浸氛围中接受思

想政治教育。文字社交软件以细腻的笔触、丰富的

内容成为网络中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文字社

交软件的沉浸主要是通过自觉分享、主动提问两种

方式实现。受教育者针对某一教育内容在知乎、豆

瓣上分享自己的观感，对教育内容二次陈述分析的

过程是在信息沉浸基础上达到了大脑沉浸的状态。

此外，网友之间就问题的激烈讨论也能实现沉浸基

础上的认识提升。综合类社交软件是将文字、图

片、视频糅合在一起对大众进行沉浸式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载体，其中主要包括微博中官媒、党媒的

运营，微信中公众号推文的发布。微博讲究时效

性，各项政治决策、重大事件等在第一时间以文

字、图片或视频的方式呈现在大众视野，创设话题

引发大众讨论，使其处于信息交流和信息接受的沉

浸状态。微信也是在信息沉浸的基础对受教育者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公众号推文的形式使受众在

生活间隙接收教育内容，并在其他媒介的交融中完

善认知结构，增强教育效果。

２．以虚拟技术为主的网络载体。虚拟技术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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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的现实还原感使教育内容呈现在受教育者面前，

增强了其与历史人物、时代人物的直接接触，实现

了在高沉浸度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社会，

虚拟技术与教育相结合的成果有虚拟仿真实验室、

３Ｄ全息投影。
虚拟仿真实验室是有国家教育部主办的、以数

字化虚拟技术为主的虚拟教学实验。实验过程通过

场景引导、文字阐述、现场对话、游戏考核等环节

不断推进，使受教育者在深入探索中实现大脑沉

浸，在沉浸中达到教育效果。结束之后会形成相应

实验报告，这既是教育效果的直观呈现，也为受教

育者的下一步学习指明了方向。３Ｄ全息投影是指
在不佩戴３Ｄ眼镜的前提下所呈现出来的亦真亦假
的虚拟画面，大多运用于教学情境的创设。教育者

利用这一技术打造具有高度现实感的虚拟场景，使

受教育者在第一时间被如此真实的虚拟场景所吸

引。在此基础上，根据内容的不同切换不同场景，

视觉效果的冲击带来感官上的沉浸，感官上的沉浸

加深大脑的认知。

　　四、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路径

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

创新的全新赛道。教育者要积极转变教育理念，改

变传统教育模式；注重教育活动的导向性，避免娱

乐化过分加重；加强现代技术支持，实现更高程度

的沉浸；强调教育内容的创新，以不断增强其个性

化发展。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在注重受教育者沉浸

程度的同时，也要专注其内部机制的完善，促进沉

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持续健康发展。

（一）加快转变教育者教育理念，促进教育模

式改革

就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一部分教育者意

识到“沉浸”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但在

整体教育环境中，大部分地区对“沉浸式”的教育

理念的接收程度较差，仍采取传统的教育模式。促

进教育者理念更新是加快推进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

的前提条件。

首先，教育者要树立“一体化”思维模式，不

断增强资源整合能力、随机应变能力。教育者要时

刻关注与教育相关的历史资源、时代资源、地方资

源，融合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经典课堂、实践案

例，增强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其次，教育者

要坚持“科技为人服务”的理念。教育者要正确认

识科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赋能作用。虚拟现实等信

息技术正在积极融入到社会生产的全过程，促进人

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为开展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优化

了教育方式。最后，教育者要转化为“引路者”的

身份。教育者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

通过对话、感悟、沟通等方式引导受教育者的情感

体验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增强受教育者的沉浸体

验，使其在获取愉悦感的同时接受教育。

（二）注重教育活动的导向性，实现教育效果

最大化

愉悦感是沉浸开始的前提与标志，如果一味地

追求教育活动的趣味性会导致其偏离原有的价值导

向。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在教育方式和教育载

体上有所不同，其活动仍然具有强烈的政治导向

性。教育者要在坚持政治导向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

活动的娱乐性，实现教育与娱乐的统一。

首先，教育者要注重自身思想政治道德素养。

只有教育者自身的道德素养过硬，其开展的教育活

动才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导向。加强教育队

伍建设要求教育者树立“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

要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入学习党的各项方

针政策，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其次，教育者要充分发挥引导者的作用。沉浸

度的实现依靠的是活动中愉悦感的产生。当愉悦感

产生时，教育者要积极主动引导受教育者，借助活

动产生的愉悦感加深对其理论知识的掌握。此外，

当教育者发现受教育者的沉浸程度不在原有预估范

围之内时，要灵活转变教育方案，或引导、或交

谈、或制止，使其逐步向原有方向发展，实现预期

的教育效果。

（三）强化信息技术支持，不断增强沉浸程度

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创设大多借助于现

代技术的应用。从图片、视频等自媒体信息的导入

到虚拟现实技术的直接应用，教育者掌握新的信息

技术不断增强虚拟场景的现实性，使受教育者在获

得高度沉浸感的同时提升其教育实效。

首先，关注新型传播媒介。沉浸传播时代下的

传播媒介众多，带来的沉浸程度也越高。教育者要

关注新型传播媒介的升级，将日常教育内容融入传

播媒介当中，使更大范围内的群体接受思想政治教

育。例如：以文字传播为主的知乎可以进行透彻的

理论讲授，以视频传播为主的抖音、哔哩哔哩等短

视频软件可以进行直接的场景呈现。其次，引用新

型科学技术。技术是时代发展的座驾，也是给人们

带来无限可能性的基础。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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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特别是５Ｇ、ＶＲ、ＡＲ、ＭＲ等技术的发展，不
断刷新人们对虚拟世界的认知，给受教育者以更为

直观、真实的感受。教育者要正视科技在沉浸式思

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在教育过程中积极引用

科学技术的参与，将抽象复杂的电子数据转化为直

观亲近的万事万物，使受教育者在获得沉浸感、愉

悦感的同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四）加强教育内容创新，实现其个性化发展

在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中，其教育内容大多呈

现出宏大且单一的特征，不同地区几乎采取一致的

教育内容。教育者要加强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内

容建设，结合实践、科技等创新实现教育内容的独

特性、个性化发展。

首先，教育内容与生活榜样相结合，教育者要

积极寻求真实有效亲民的沉浸式思想政治教育资

源，充分挖掘日常生活中的时代榜样、社会榜样、

校园榜样，通过现场访谈或者对话的方式增强现实

感、提升教育效果。其次，教育内容与地方文化资

源相结合，教育者要积极创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沉浸

式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引导受教育者参与红色文化

传承、地方风俗体验等实践活动，使受教者在活动

参与中加深对当地文化、习俗的认同。最后，教育

内容与科学技术相结合。技术的发展始终坚持以人

为中心，其凭借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刻画

用户形象，精准分析需求，通过分析准确把握教育

主体的特性需求，实现情感追踪智能化调节，调整

教育方式，完善教育内容，从而实现沉浸式思想政

治教育个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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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６－１３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文化研究”（项目编号：１９ＹＪＡ７１００６２）；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一般课题“健全高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２１ＢＫＳ０１４）；上海商学院２０２２年度学生工作课题“非暴力
沟通在高校辅导员谈心谈话中的实践研究”。

［作者简介］沈爱玲（１９８１－），女，山东烟台人，硕士，上海商学院财务金融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
教育。

［通讯作者］赵贵臣（１９６４－），男，吉林抚松人，上海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
想政治教育。

高校辅导员谈心谈话的育人价值及实践路径研究

沈爱玲，赵贵臣

（上海商学院，上海　２０１４００）

　　［摘　要］谈心谈话是提高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方式和主要途径，也是高校辅导员履行
九大职责的基本素养和必备技能。现阶段，辅导员开展谈心谈话工作时，在思想意识、谈话风格、谈话时

机、谈话技能、谈话模型构建等方面都分别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或困难，需要从理论学习和案例解构、模

拟演练和技能实践、实战操练和复盘反思、培训保障和制度规范等层面予以纾解，并从重视谈心谈话价

值、提升谈心谈话素养、区分谈心谈话类型、构建谈心谈话模型、把握谈心谈话时机、遵循谈心谈话原则

等方面生成谈心谈话智慧，做好谈心谈话的实施，最终能形成良好的育人效果，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缓

解学生的心理困扰、提升学生的行动自觉、形成共性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谈心谈话；立德树人；育人价值；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７５－０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１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

部第 ４３号令）明确指出：“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等学校学生日常

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

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

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辅导员要经常性与

大学生开展谈心谈话工作，“有针对性地帮助学

生处理好思想认识、价值取向、学习生活、择业

交友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不断提升学生思想水

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实现“塑

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目的，可见，提

高谈心谈话的育人能力尤为重要。

　　一、谈心谈话的育人价值和重要意义

马克思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

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

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

样，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

生的。”［１］所以，人的思想、观念、意识“与现实生活

的语言交织在一起”［２］。谈心谈话必然蕴含着相对应

的思想、观念和意识。

（一）谈心谈话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

要抓手和有力工具

辅导员要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引领工

作，当如春风化雨，于恰当时机无声地滋润学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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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辅导员要时刻不忘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宗旨，

在看似琐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发掘其隐含的丰富

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以谈心谈话做为重要抓手

和有力工具，将思想政治教育之盐巧妙自然地融入

日常工作，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辅导员要

学会“讲道理”，把“道”和“理”讲深、讲透、讲

活［３］。例如，通过谈心谈话，增强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努力奋斗、回馈社会的“志气”，提升人际交往能

力缺乏的学生应对复杂人际关系、处理纠纷矛盾的

“底气”；提升“躺平”学生惜时如金、孜孜以求的内

生动力，使他们在专业学习中增加知识储备、优化

知识结构，在社会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将个人

的发展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增加建设社会

主义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骨气”。

（二）谈心谈话是提升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水

平，履行九大职责的必备技能

辅导员的工作职责涵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

领、党团和班级建设、学风建设、学生日常事务管

理、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校园危机事件应对、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理

论和实践研究等九个方面，做好每一个方面的工作

都离不开谈心谈话。谈心谈话可全方位考察辅导员

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和敬

业精神、沟通技巧、育人方法、处理问题能力等，

是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也是提升辅

导员专业化、职业化水平的必备技能。

（三）谈心谈话是帮助大学生成长成才、促进大

学生自我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手段

自我发展和完善是每个人的追求，是个体走向

自我实现的必经之路。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

斯洛提出，人类需求从低到高按层次可分为生理需

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

实现需求。不同成长背景的大学生，占主导地位的

需求层次也不同。有的大学生奔波在兼职的路上，

为了赚到足够生活费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有的大

学生在为恋爱困惑，为是否要走进一段亲密关系而

苦恼；有的大学生不知道未来想选择什么样的发展

途径，是就业、考研、考公务员还是出国……辅导

员通过谈心谈话，帮助其拨开重重迷雾，激发其发

现自身潜能和资源、追求自我发展并不断完善，对

大学生来说是一件幸事。

（四）谈心谈话是构建和谐师生关系、促进信

任合作的重要渠道和方法

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信任程度，在面对面的交

流中产生，在心与心的碰撞中升华。一名优秀的辅

导员，同时也是一位懂激励、有爱心的教育工作

者。每位辅导员需要带班约２００名同学，双方从陌
生到熟悉，信任感的建立必然依托日常交流和谈心

谈话等过程之中。一位能让学生感受到真心真情、

有能力有水平的辅导员，才能赢得学生的尊重和信

赖，从而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更愿意聆听辅

导员的谆谆话语。

（五）谈心谈话是提升辅导员职业成就感、认

同感、价值感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辅导员的价值感更多的是源自学生的成长和发

展，而不完全是事务工作。当辅导员发现通过自己

用心设计的谈心谈话，可以让学生们提升思想素

养、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提升学业水平、解决经

济困难、提升领导力、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并努力为

梦想而奋斗时，会获得极大的成就感、认同感、价

值感。这种感受会大大抵消平时高强度、高压力工

作带来的耗竭感、倦怠感，使辅导员们能够持续保

持良好的精神面貌和积极的工作状态。

　　二、谈心谈话的现实困境及纾解之策

（一）思想意识层面：辅导员需提高政治站位，

高校要做好培训保障和制度规范

部分辅导员未能将谈心谈话与立德树人的教育

目标结合起来，未能将其真正当成思政教育的有力

抓手，由此可能带来以下问题：辅导员将谈心谈话

等同于寒暄聊天或者批评教育；不能从日常事务性

工作中发现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单纯就事论

事，错失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良机；谈心谈话没有章

法和规划，缺乏谈话目标和谈话方式的思考和设

计，尚未做好对谈话对象的全方位了解就开始约谈

聊天；能力不足，无法走心［４］。想起来就谈，事务

繁忙了就不谈，没有将其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从

而无法起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高校要做好培训保障和制度规范，加强对辅导

员谈心谈话的培训，从思想认识、谈话技巧、谈话

原则、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提升，将培训列入辅导

员技能培训的必选项，提升辅导员职业能力和专业

水平。同时，高校要通过制度来规范辅导员谈心谈

话工作，纳入评价辅导员工作能力的重要指标［５］，

比如制作谈心谈话记录参考模板，提供学生谈心谈

话关键期清单，在年度总结时单列谈心谈话模块进

行考核，通过举办“谈心谈话大赛”以赛促学等，

使得辅导员的谈心谈话工作逐步从“学校要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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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为“我要主动谈”。培训能提升辅导员的自信

与能力，制度能保障辅导员的行动和实践，双管齐

下，才会使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经由谈心谈话落细、

落小、落实。

（二）谈话风格层面：辅导员需加强理论学习

和案例解构

工作中，辅导员通常会将自己的角色重点放在

教育者、批评者、指导者的位置，谈话风格多以说

教、指导、批评、告知等方式为主，或者直接告知

学生应该怎么做，未能充分倾听学生所思所想，忽

视学生内心的情绪、感受与需求，沟通成了单方面

的灌输，可能导致“只谈话未谈心”，没有起到期

望中的效果。好的谈心谈话，不是刻板说教，是共

情交流；不是训诫控制，是接纳理解；不是侦讯刺

探，是平等了解；不是严令遏止，是循循疏导；不

是虚伪做作，是真心诚意；不是你问我答，是探索

求解；不是给出答案，是助人自助；不是把学生看

成“问题学生”，而是和学生站在一起共同面对和

解决“问题”；最终让学生不是表面屈从，而是内

心转变。

高校可通过辅导员工作坊、圆桌会议等学习形

式，组织辅导员学习相关的沟通理论，尽量摒弃条

件反射式的谈心谈话方式，学习使用更有效的沟通

方式。高校组织辅导员学习谈心谈话案例库，对案

例中涉及的可能方面进行解构，通过分析、归类和

研究等方式，了解每一种谈心谈话的不同侧重点，

在谈心谈话时有针对性地利用现有工具来进行

操练。

（三）谈话时机层面：辅导员需将工作重点前

置，重在提前干预

辅导员工作中经常面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

根针”的现实，每天有大量事务性工作要处理，因

此，在工作中更多充当了救火队员的角色，出现问

题后再去想办法解决问题的情况比较多。实际上，

事前预防的效果胜于事后补救：如果平时把学风建

设做好，可能就不需要和学业预警的学生苦口婆心

做工作了；如果平时把职业规划的理念种在学生心

中，并督促他们用行动实现目标，毕业时就不会出

现身无一技之长的“啃老族”和“就业困难户”；如

果平时做好理财意识教育，树立自立自强的信念，

提供足够的勤工俭学机会，就会减少学生因幻想一

夜暴富而身陷“校园贷”泥沼等事件的发生等。

辅导员应将工作重点前置，抓住学生成长的敏

感期、关键期，将谈心谈话做到前头，保持对重要

事件预判的敏感性，提高重视程度，尽量避免事后

的被动应对。

（四）谈话技能层面：辅导员需进行模拟演练

和技能实践

辅导员群体的学科背景多样，其对辅导员的角

色认知和功能定位也不一样。大部分辅导员，都是

从校门到校门，自身在角色转换过程中还需不断学

习，在心理咨询、职业规划、学业指导等各个方面

的学习与实践还需进一步加强，因此对学生的谈心

谈话技能提升方面尚需努力。面对意识形态问题、

价值观纠偏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心理障碍等高难

度问题的出现，不是每一个辅导员都能够有能力、

有信心做好谈心谈话工作。对辅导员而言，对以上

各种专业知识的了解重在平时多学习，对谈心谈话

技能的熟练运用重在实践，对个人品质的修炼提升

重在反思领悟。

辅导员可根据沟通理论和谈心谈话案例库的内

容，组织模拟演练。通过模拟演练，发现自己预先

设计的谈心谈话路径的实施情况，并及时予以复盘

修正。辅导员在观摩、练习、研讨中进步。新手辅

导员谈心谈话时可邀请专家进行督导。

（五）谈话模型构建层面：辅导员需做好模型

构建工作，加强实战操练和复盘反思

由于工作繁忙，很多时候辅导员谈心谈话都是

匆忙完成的，谈不上深思熟虑，更谈不上完成的模

型搭建。

谈心谈话需要进行模型构建，从开始到结束有

完整的流程，也必须做好过程记录，而这恰好是大

部分辅导员工作中的难点和痛点。“磨刀不误砍柴

工”，搭建好谈心谈话模型并落实相关流程与细节

才是更有效的方式。在实际工作中，有意识地运用

沟通理论、谈心谈话模型实施与学生的谈心谈话，

并及时记录相关案例，复盘思考谈话效果是否达到

预期，形成典型案例库，可以做为本校案例进行归

档留存，供辅导员团体探讨交流。生动鲜活的案例

会引发辅导员的共鸣，为他们的工作带来启发和

指引。

　　三、谈心谈话的智慧生成与实施路径

（一）重视谈心谈话价值，认识到谈心谈话的

重要作用

高等学校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辅

导员要深刻思考“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同时也应将自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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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

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

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成为又红又

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角色定位牢记在心。只有

这样，辅导员才会在日常工作中认识到谈心谈话的

重要价值和作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比

如，部分高校毕业生在面临就业时，通常会认为

“慢就业、缓就业”仅仅是个人选择，并且家庭也

表示支持，以至于“全职儿女”一词流行开来———

毕业生在家庭中承担陪伴和做家务等职能，换取父

母给予的报酬。辅导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前以

主题班会、团队辅导等形式，将长期做“全职儿

女”可能带来的脱离社会、无法融入外部社交等风

险阐释清楚，鼓励年轻人承担时代责任，能吃苦、

肯奋斗，以斗志昂扬的姿态投入到社会主义的火热

建设中去。

（二）提升谈心谈话素养，积累好谈心谈话的

知识储备

谈心谈话绝不是简单的“你问我答”，也不是

人人都能轻松驾驭的套路化、程式化工作。它需要

辅导员具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学科的宽口径知

识储备，比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

史学、政治学等，以应对林林总总的问题：网络游

戏成瘾学生的心理调适和及时转介、恋爱纠葛引发

的学生心理失控和行为失范、寝室矛盾引起的激烈

情绪和肢体冲撞、学历提升和优质工作机遇带来的

双驱性冲突、社会阶层固化带来的动力消解和无助

无望、电信诈骗导致的懊恼情绪和经济困难、“躺

平、摆烂”等网络亚文化的传播和冲击等……辅导

员在平时一定要加强知识储备，提升谈心谈话素

养，使自己可以从容应对工作中的挑战。

（三）区分谈心谈话类型，筹划好谈心谈话的

对症良方

谈心谈话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立场

鲜明、底线清晰的类型，比如意识形态问题、宗教

信仰问题、端正入党动机、维护祖国统一等问题，

具有立场鲜明和底线不容突破等特点，要求谈心谈

话有“力度”。辅导员要勇于“亮剑”，旗帜鲜明讲

政治。第二种，事关个人成长发展的类型，如经济

困难、就业困难、学业困难、心理困难、职业发

展、违纪处分、退学休学等，具有与学生的个人发

展、成长成才密切相关的特点，要求谈心谈话有

“深度”。第三种，与他人相关的关系情感类型等，

如寝室矛盾、恋爱交友、家庭关系、人际交往等，

学生处在关系的互动之中，具有与他人连结的特

点，要求谈心谈话有“温度”。辅导员需掌握一定

的心理辅导技能，可通过沙盘模拟、空椅子技术等

方式，使学生在真实的活动体验中感悟到人际交往

的技巧和原则。

（四）构建谈心谈话模型，打造出谈心谈话的

工作闭环

建立谈心谈话模型非常重要。随心而谈和有目

标有计划地谈，其效果差别很大。首先，做好谈心

谈话的准备。了解谈话对象的背景，通过入学登记

表等信息了解其基本情况，通过同学、班干部了解

其学习情况和人际交流情况等，尽量做到对学生有

立体的认识和了解；分清是哪种类型的谈心谈话，

进行谈话目标的探寻与建构；营造平等合作尊重的

谈话氛围，根据谈话内容决定选择谈话环境，是约

在较为正式严肃的办公环境，还是去轻松愉悦的操

场湖边等。其次，做好行动计划实施和进展的追踪

反馈。辅导员要精心设计谈心谈话的环节，把握谈

话节奏和进度，“一人一策”、因材施教，并及时

评估谈心谈话效果，追踪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行

为行动有无发生改变，并据此调整下一次谈话的方

案，进行动态、灵活、精准的谈心谈话。再次，建

立“一生一档”谈话手册，在谈话后将内容做好记

录并注意保密。不做记录的谈心谈话是不完整的，

及时记录有利于在未来准确清晰地回顾当时谈话的

内容和进展，在下次谈话时保持连续性，使学生感

到被尊重和被认真对待；同时，也可以积累工作成

果，为形成典型案例提供素材［６］。

（五）把握谈心谈话时机，创造出谈心谈话的

最佳效果

学生成长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而如果能在

一些关键期主动和学生谈心谈话，其效果会好过

出现问题后的救火式谈话。从大学生发展的整体

层面来看，不同年级的谈心谈话有不同的侧重点。

大一重在学业适应、发展和建立人际关系，大二

重在专业探索，要形成自我认知和了解职业世界，

大三要确定今后的发展方向并付诸行动，大四要

做好就业、升学准备。从大学生发展的个体层面

来看，入学后一个月内、受到奖励或者惩罚时、

同学产生矛盾时、发现有不良意识形态苗头时、

家庭遭遇变故时……这些都是学生发展的关键时

机，抓住这些时机进行谈心谈话可以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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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遵循谈心谈话原则，保证谈心谈话的事

半功倍

１．“实事求是”原则：客观观察、少做评价，
注意“陈述事实不评判”［７］。辅导员要客观地观察

某事并陈述，并且注意不要使用评价性、指责性、

评判性语言。只说客观事实而避免价值判断和评

价，将会直接降低师生间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避免

话题转移、情绪升温和冲突升级。用清晰的、动态

的语言来表达，不主张绝对化的结论，尽量减少对

学生的负面评价或“贴标签”。例如，用“你这个星

期旷课６节了”的客观事实描述，代替“你为什么总
是旷课，屡教不改！”的绝对性评价，更容易避免师

生之间的冲突。

２．“真诚表达”原则：表达感受、而非想法，
重在运用“我语言”［８］。辅导员在与学生谈心谈话

时，要善于引导学生真正表达感受，并通过探询式

的提问方式，澄清学生的真实感受和情绪，发现问

题真正的症结所在。当两个大学生闹矛盾时，一位

学生可能会说：“我感觉我舍友特别自私，每次都

开外放打游戏，吵得别人无法休息。”这里的“我感

觉”其实是“我认为”，是在表达一种想法。这位学

生真正想说的，可能是“我感觉很苦恼、烦躁和生

气，因为我无法好好休息”。通常“感受”被压抑，

而以“想法”的形式出现，因此需要辅导员恰当的

引导和适时的澄清，帮助学生看清自己的真实感

受，从而让学生体验到被理解、被看到、被尊重，

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３．“正视需求”原则：挖掘需求，探寻关键，
正视需求不批驳［９］。在学生们形形色色的行为表现

和思想冲突的背后，隐藏着他们的感受和需求。需

求是值得被重视的，因为许多需求都是人类共有的

基本需求，比如对洁净空气的需求（因舍友吸烟发

生冲突）、对爱和信任的需求（被恋人背叛后痛苦

不堪）、对独立自主的要求（不喜欢父母给自己安

排的专业）等。当辅导员能够深入挖掘这个需求，

就能深刻地理解学生行为的原因和逻辑，从而能够

更好地结合当下，使其正视现实，面向未来。

４．“平等尊重”原则：明晰请求，点亮方向，
重在请求莫命令。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成长成

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亦师亦

友”的定位要求，说明辅导员与学生的相处风格是

平等的、互相尊重的。辅导员与学生谈话，要注重

语气和态度的运用与表达，辅导员是和学生站在一

起面对困难、面对问题，是辅助学生找到社会支持

力量来面对困境，是启发学生找到他们真心认可的

方法和策略，而不是代替学生的想法和智慧，更不

是命令学生必须做到某事。学生要看清他们想要做

出的选择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并有能力承担自我

负责的责任。例如，用“我有个建议，你们是否愿

意尝试？”代替“务必按照我说的去做”，让学生感

觉到是自己主动做出了某种选择，充分发挥学生在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主体作用。

　　四、谈心谈话的成效检验与效果追踪

（一）看谈心谈话之后有无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

“坚持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

合”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凝练的有

效经验之一，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第 １６号文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

见》中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六项基本

原则之一。文件强调，“既重视道理又要办实事，

既以理服人又以情动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融于学

校管理之中，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使自律与他律、

激励与约束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地引导大学生的思

想和行动”。辅导员的工作不可能脱离实际事务性

工作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靠单纯讲道理。能

急人所急、帮人所需的辅导员，更有助于增进学生

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使其对学校更有感情，对辅

导员更加信赖。

（二）看谈心谈话之后有无缓解学生的心理困扰

大学生处在人生发展的关键期，他们可能会有

形形色色的疑惑和思虑。如何化解与舍友之间的矛

盾？如何克服“社交恐惧症”？如何看待竞选班委

不成功？如何面对考试作弊被抓后的愧疚、懊悔甚

至想退学的心理？学生干部如何面对同学的不理解

不支持？如何摆脱来自强势家长的全方位控制？如

何面对同学之间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自卑感？如何

克服“阶层固化”带来的无望感、无力感？在“内

卷”如此严重的社会，“躺平”是不是有理？……如

果辅导员有足够多的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方

面的知识，就可以倾听学生们的心声，以同理心体

会他们的困惑和迷茫，有理有据地引导学生思考解

决之道，破除思维定式和僵化的心理模式，从全新

的视角看待问题，发现或创造他们的社会支持系

统，减轻甚至消除他们的迷茫与挣扎。

（三）看谈心谈话之后有无提升学生的行动自觉

谈心谈话绝非一时之功，不可幻想仅凭一次谈

话就可以彻底改变学生的行为，不是当场看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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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思考、有收获、解除思虑困扰就大功告成了，还

要看今后学生有无落实到行动上，有无形成良好的

习惯。从“知道”到“做到”，中间隔着一条巨大的

鸿沟。斯坦福大学行为设计实验室创始人布恩·杰

弗·福格的行为模型指出，行为发生于动机、能力

和提示同时出现的时候。一个人不能在问题所在的

层面解决问题，而需要跳出窠臼，重塑身份认同、

改善环境，从而带来行为上的改变。因此，要把教

育者与受教育者看做一样的平等主体［１０］，辅导员

需要了解如何能成为学生的人生“教练”，使学生

们具备行动自觉，带来真正的实质上的改变。

（四）看谈心谈话之后有无形成共性问题的对策

从谈心谈话过程中很容易发现大学生中有一些

共性问题，一一解决可能费时费力，效果不一定

好。这时可以采用团队辅导的形式，将具有共性问

题的同学组成互助小组，利用朋辈的力量来推动前

进。比如，历年来“考研寝室”的成功案例已验证

了朋辈间互相督促对提升学习效果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辅导员可提前将有考研需求的学生调换至同一

寝室；对于不知如何规划大学生活、陷入迷茫的学

生，可以通过职业规划工作坊的形式，组织自我认

知、职业世界探索、模拟面试、简历门诊、生涯设

计等活动，帮助他们理顺生涯发展路程。对共性问

题的总结提炼，有利于学生思政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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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７－２６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课题“融媒体视域下高校网络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

ＪＬＪＹ２０２３８２７０２６８２）；吉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课题“吉林省乡村旅游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２０２２ＺＣＺ０４０）。

［作者简介］杨万贺（１９８５－），男，吉林德惠人，长春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与社
会治理。任新玉（１９８５－），女，山西孝义人，博士，长春财经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
向：旅游产业与发展。

高校网络育人的功能审思、困境解析与路径重构

杨万贺，任新玉

（长春财经学院，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１２２）

　　［摘　要］随着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进步和融媒体理念的发展，网络媒体已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
重要途径，其特有的理念和传播优势对高校网络育人的功能、内容、形式、渠道和效率产生了深刻影响。

为确保网络育人工作提质增效，高校应积极适应融媒体发展趋势，充分审思网络育人的现实功能，将网络

育人要素以开放的视野和格局加以整合，通过理念创新、内容优化、资源整合和机制革新，提升网络育人

的关注度、实效度、专业度和协同度，重构高校网络育人实施路径，厚重其教育功能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网络育人；高校；融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度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８１－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２

随着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进步和融媒体理念的快

速发展，高校网络媒体开始发挥着“外塑形象、内

聚人心”的功能，其育人功能日益凸显的同时，也

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教育部印
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

正式将网络育人作为“十大育人”体系的重要内容，

对高校开展网络育人工作提出了切实要求。面对新

形势，高校要充分发挥网络育人功能，促进网络媒

体与育人的深度融合，提升网络育人的凝聚力、感

召力和吸引力，使网络的“最大变量”成为思想政

治教育的“最大增量”。

　　一、高校网络育人的功能审思

高等院校是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领地。习近平强

调，“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１］。在新媒体背景下，网络媒

体既是高校开展宣传工作的窗口，也是育人的重要

载体。充分发挥高校网络育人功能，以新时代的社

会热点引导人、以科学的理论知识武装人、以校史

文化的故事塑造人、以健康向上的环境感染人、以

具体生动的事迹激励人，是高校打造优质网络媒介

环境的应有之义。

（一）思想引领：导航青年价值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阶段，各

种思潮交融交流交锋日益频繁，而高校作为社会意

识形态的重要前沿阵地之一，始终承担着“立德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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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政治任务。因此，高校必须时刻重视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建设，在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引领上

做好文章。为了增强青年大学生的政治觉悟、政治

定力、政治素养和政治认同，增强“四个自信”，

高校网络媒体平台应在重要时间节点及时准确地转

载、阐释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展示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引导学生在重大原则问

题面前，树立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主动明辨

是非，使广大青年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思想行

为与社会主流价值协调一致，进而形成崇高的理想

信念和价值追求。

（二）知识传递：凝汇学识力量

高校网络媒体既是重要的思想阵地，也是重要

的育人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人正处于

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

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２］。可

见，增长学识是新时代青年大学生武装头脑的首要

途径。学识的获得不仅来源于传统的书本和课堂，

更来源于大学生日常的见闻和实践。一直以来，高

校通过网络媒体及时发布新鲜的理论时事热点，传

递最新的学术和专业发展动态，此举为高校师生主

动开展专业研讨和交流提供了便利的在线渠道。高

校通过新颖有趣的形式拓宽学生的学科视野，激发

学习讨论热情，让大学生在日常的知识传递、经验

交流和文化熏陶过程中，满足多样的文化需求，实

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凝汇学识力量，促进文化

传承创新。

（三）情感凝聚：营造向上合力

情感是思想认知转化为实践行为的重要环节，

情感对教育的全过程起着加速或延缓的效果，而网

络媒体则是新时期高校凝聚向上合力的情感纽带。

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需要广大师生在情感层面达成

认同和共识，从而营造出积极向上的合力。通过调

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广大师生以敢于担当、敢于

作为的勇气和魄力，积极投身到学校健康发展和大

学生个人成长进步的大潮之中，逐渐形成强大的向

心力和凝聚力。具体而言，高校网络媒体通过深入

挖掘本校的校风校训和校史文化，积极传承大学精

神，大力弘扬大学文化。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构

建舒适良好的校园环境，给青年大学生以归属感、

幸福感和荣誉感，为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增添

推力。

（四）实践锻炼：磨砺社会本领

实践锻炼是新时代高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环节之

一。融媒体时代，网络媒体逐渐成为高校实践育人

的重要阵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向书本学

习，也要向实践学习”，“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要力行，知行合一，做实干家”［３］。高校网络媒

体的日常管理主要以行政管理部门和教师团队为

主，日常运营主要依靠校内青年大学生团队。学生

根据自身特长，积极参与到网络媒体平台工作中，

通过长期的实践锻炼，培养知识应用、人际交往、

组织协调、创新创造等社会能力，在理论和实践的

结合中，磨砺社会本领，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逐

渐成为能够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全面型人才。

　　二、高校网络育人的困境解析

高校网络媒体身处媒体变革的大潮中，其特有

的理念和传播优势对高校网络育人产生了深刻影

响。尤其是随着媒体环境、媒体产品的不断变化，

网络育人的主体功能必然面临新的多重困境与

挑战。

（一）裂变庞杂的媒体环境，挤压育人的关注度

高校的育人活动是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下进行

的。马克思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

人”［４］。因此，教育环境复杂化或脱离了特定的教

育环境，育人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在融媒体背景

下，媒体竞争环境趋于复杂化的同时，信息的来源

和传播方式也渐趋走向融合。融媒体信息集约化的

生产方式拓展了信息来源渠道，简化了信息传播链

条，使信息传播出现渠道多、速度快、互动性强的

特点，大学生可以在终端设备实时动态地检索到所

需信息，信息传播方式由传统的一对多的扇形传播

向多对多的网状裂变式传播转变。这种裂变式传播

方式决定了谁掌握了信息发布的先机，谁就能快速

占据舆论的主流，这既导致了专业媒体机构作为信

息把关人的作用下降、舆情监测引导难度加大，也

为虚假不良信息的滋生提供了机会。当前，我国正

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阶段，社会思想观念发生

了深刻变化。信息裂变式传播使主流与非主流、合

法与违法、本土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流呈现鱼龙混

杂的状态，这些现状都证明了网络媒体是一个纷繁

复杂的环境。高校的网络育人行为在裂变庞杂走向

融合的同时，应该坚守教育初心使命，探索一条能

够被青年大学生群体广为关注和接受的育人之路。

（二）现象级优质媒体产品，冲击育人的实效度

目前，国内主流媒体优先进行融媒体建设，打

造了一批具有大众媒体竞争力、影响力和“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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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现象级媒体产品，这些媒体掌握报道的优先

接触权、发布权和话语权。现象级媒体产品本身所

具有的特色、优势和品牌效应冲击着高校网络育人

的实效度。高校网络育人的实效性重点体现在如何

提供高质量的内容来获得大学生群体的关注。一方

面，高校网络媒体很难超越社会优质媒体的影响

力。大众传媒受到专业化运作和利益的驱使，使之

更容易在短时间内打造出高关注度的现象级媒体产

品。但由于青年大学生群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未完

全成熟，自身明辨是非的能力较弱，很容易受到先

入为主的思想观念左右。因此，高校网络媒体在与

大众媒体竞争的过程中，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难

以实现最佳的育人实效。另一方面，高校网络媒体

在现象级媒体产品的打造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难

度。以短小精练的产品吸引用户并被广泛关注和传

播，这是现象级媒体产品区别于普通产品的关键所

在。高校网络媒体的育人目标虽然明确，但如何准

确把握最佳时机和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则要在日常

育人工作中不断地反思和探索，为大学生提供优质

内容。

（三）更迭集成的媒体技术，检验育人的专业度

科学技术是媒介传播变革的利器。科学技术创

新为媒体行业向更高层次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

持，逐步提升了网络媒体信息采集和推送的效率，

增强了用户对信息的认知体验感。所以，高校网络

媒体平台的专业性直接影响网络育人的实效性。强

化高校网络育人功能必须首先提升自身的专业性，

只有具备高度专业化的技术硬实力和内容软实力，

方能在融媒体的大趋势下牢牢掌握育人的主动权。

具体而言，高校不仅要建立和维护网络化、信息化

和数字化网络媒体平台，培养能够熟练运用先进技

术设备的专业型新闻传播人才，也要发掘具备政治

素养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丰富的教育

型人才。高校网络媒体要打造特色多样的育人产

品，必须具备超前思维的同时，也要重视对负面信

息的及时过滤和舆论监督，从而提升育人的专业

性。反之，如果高校育人平台人员不熟练掌握融媒

体信息技术，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和学习，在面对

网络舆情时势必然会反应滞后，这将导致高校网络

育人的专业和水平受到大学生用户的批评或质疑。

（四）全链条媒体产业运营，考验育人的协同度

２０２２年，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中国新媒体
大会开幕式时强调，“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顺应

时代要求，把握传播规律，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

合，更好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５］。在融媒体

时代，网络媒体运营的核心在于一体化运行。一体

化运营模式打破了以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界限，

将传统媒体的前端采集、中端载体和后端编辑集合

为一体。通过一体化的机制协作，实现资源整合，

从而合力打造全链条式的产业运营模式，这对网络

育人平台之间、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度提出了更高、

更规范的要求。具体而言，就是要求高校结合自身

发展需要，加快构建网络育人平台，做到组织内部

协同一致。高校网络媒体平台建设既不同于以往传

统的组织架构，也不同于现有的新媒体中心、新闻

中心等机构，而是在校级官方网络媒体管理部门的

管理和主导下，对各院系、各部门网络媒体育人平

台，以及学生社团媒体平台进行分层分类管理，实

现粉丝用户数量的聚合，并建立健全校内畅通的协

作沟通机制，完善网络育人平台的创新评价激励机

制和综合保障机制。总之，在融媒体形势下，高校

网络育人平台既要加强统一管理，又要强化协同育

人运营，这对高校网络育人的协同能力是一种

考验。

　　三、高校网络育人的路径重构

事物是在不断的冲突、碰撞和融合中发展前进

的。新时期高校面对新形势、新特点和新问题，要

顺应融媒体发展大潮，主动拥抱互联网生态，通过

对新技术的创新运用，推动网络育人走深走实，实

现从单一到多样、从扁平到融合的转变。“只有把

传统模式和新模式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有效地增强

网络育人的实效性。”［６］进一步强化高校网络育人

功能的四个维度，使青年大学生在潜移默化的网络

育人中提升个人素养和能力。

（一）借鉴融媒体的理念创新，增强育人功能

的关注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

先导。发展理念不是固定不变的，环境和条件变

了，发展理念就自然而然要随之而变。如果刻舟求

剑、守株待兔，发展理念就会失去引领性，甚至会

对发展行动产生不利影响”［７］。因此，观念正确与

否，决定着发展方向是否正确。在融媒体格局下，

理念创新是影响高校网络育人是否能够朝着正确的

方向发展的关键因素。高校网络育人平台应在充分

遵循融媒体教育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青年大学生

成长规律的基础上，将高等教育理念与融媒体理念

双向融合，精准锚定高校网络育人的发力方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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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的网络育人工作中突出时代性，富于创造

性，将高校网络育人的主体功能发挥到极致，提升

网络育人的关注度。

首先，要坚守“育人为本”的初心和“用户至

上”的理念。高校融媒体主要面向师生用户，重点

是向学生倾斜。所谓的“用户至上”就是以“学生至

上”为准绳，突出强调以围绕学生、服务学生、关

爱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将融媒体的“用户至上”理

念与教育的“以人为本”理念结合起来，运用到高

校网络育人的工作实践中，让充满人情味和人文关

怀的网络育人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其次，要以“立

"

树人”为引领，以“内容为王”为依托。在融媒体

时代，高校网络媒体要在兼顾思想引领、情感凝

聚、知识传递和实践锻炼的同时，打造网络媒体融

合育人体系，重塑网络育人内容，重点突出“德”，

增强内容感染力、吸引力和说服力，促进网络育人

功能的重构与发展，实现高校网络育人工具性和价

值性的融合统一。再次，要以“共建共享”理念达

成“协同育人”的共识。高校网络媒体应遵循媒体

融合的发展潮流，强化共建共享和协同育人的网络

融媒体平台理念，进一步优化育人功能，在多元协

同中相互呼应、相得益彰。在实现各种网络媒体平

台整合的基础上，在思想引领、情感凝聚、学识传

递和实践锻炼等方面，实现网络育人的协同效应，

进一步提升网络育人功能的质量和效率。最后，要

以“开放互动”的思路打造“精致育人”的模式。在

融媒体环境下，秉持“开放互动”的理念，更能促

进“精致育人”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高校网

络媒体要以开放互动促进精致化育人，在确保育人

理念和方向一致的基础上，做到精确掌握受众群体

在年龄、性格、专业等方面的差异化因素，从而实

现“量身定制”“量体裁衣”，提高育人内容的贴合

度和关注度，最终实现高校网络育人的主体功能在

广泛性、融合性和特殊性三者相结合的过程中互为

促进、协调发展。

（二）借鉴融媒体的内容优化，增强育人功能

的实效度

融媒体背景下，高校网络育人应以内容优化为

重点，只有具备有态度、有温度、有深度的高质量

育人内容，才能推动网络育人的主体功能发挥出实

际效果。高校网络媒体既要抓住时代特征，又要把

思想、情感、经验、文化等内容融会贯通，以充满

创意的形式和艺术性的表达方式，对育人素材进行

包装和制作，使之与聚人气、接地气的育人内容相

契合，打造特色和精品，使青年大学生用户在人文

关怀和怡情益智中得到教育和启迪。

首先，要以时政热点来彰显思想引领功能。融

媒体时代，高校网络媒体要在坚定政治立场、提升

思想政治水平、提高政治敏锐性和判断力等方面发

挥其在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中的思想引领的育人作

用。其次，要以多元文化来提升知识传递功能。融

媒体时代，高校网络媒体既要谈古，又要谈今；既

要谈内，又要谈外。不断完善自身育人水平，从而

提升大学生的文化鉴别力、传播力和创新力，在增

强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做到文明相承、薪火相传，

最终实现文化的自我认知和觉醒。再次，要以关爱

关注来提升凝聚情感功能。在网络时代，现代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大众之间的情感传递提供了优越

便利的条件，高校网络媒体需要在语言、形式、话

题等方面“把脉”，因势利导，提升育人内容的艺

术性，在共通的基础上，建立起关注关爱的情感连

接，从而增强网络育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最后，

要以互鉴互进来加强实践锻炼功能。融媒体时代，

高校网络育人应该在实践锻炼方面做好功课，运用

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参与校内外实践活动。既要以现

实问题育人，也要根据当前社会发展规律和青年群

体的发展规律助力广大青年大学生认清时代、认清

社会和认清自我，帮助青年大学生及时做出科学正

确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进一步提升网络育人主

体功能的实效度。

（三）借鉴融媒体的资源整合，增强育人功能

的专业度

媒介融合是传媒领域的革命性变革的重要标

志。在融媒体趋势下，要使信息高效优质传播，必

须综合协调利用各种资源，才能改变新闻生产的策

采编发四大流程。高校网络媒体必须整合平台、队

伍、渠道、设备等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资源，才能实

现以最低成本投入实现最大育人效果，最终克服网

络育人功能发挥水平不一等诸多现实问题，实现网

络育人功能由扁平化向集成化、工具化向价值化的

转变，从而增强网络育人功能的专业度。

首先，要加快平台整合，构筑核心育人阵地。

近年来，部分高校相继在原网络媒体工作框架下成

立融媒体中心，将高校网络育人品牌与网络融媒体

融合起来，打造成一个特色化、风格化的网络育人

品牌，形成示范效应、聚合效应和辐射效应，吸

引、影响和凝聚更多的用户群体。其次，要加快渠

道整合，畅通育人信息链。高校网络育人管理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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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应加快整合信息收集、编辑、发布及互动的

渠道，充分利用多元手段和方式，尽可能地深入挖

掘时新性、显著性的育人素材，全方位、立体式地

向广大青年大学生传播育人信息，让网络育人功能

更快捷、更简单、更有力地发挥出实效。再次，要

加快队伍整合，配备专业人才队伍。当前，“高校

网络育人队伍建设关键在于适应互联网时代工作要

求”［８］。高校必须充分利用综合人才储备优势，通

过组建高端人才智库，提升现有工作团队的专业技

能和育人素养，着力培育“媒体 ＋育人”的复合型
专业人才，打造一支专业性强、素养高的网络育人

人才梯队，使网络育人队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最后，要加快设备整合，强化育人技术保障。随着

网络技术更迭速度的逐渐加快，高校网络媒体工作

队伍的育人工作需要配备先进的硬件和软件设备来

保障网络育人功能的高效发挥。因此，高校应着眼

未来，以共享为根本，加快整合现有软硬件设备，

并及时引进新设备，为进一步提升网络育人工作的

专业度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

（四）借鉴融媒体的机制革新，增强育人功能

的协同度

融媒体潮流的快速发展对高校网络育人工作提

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高校的网络育人工作作为一

项系统性工程，必须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和力量，通

过机制的进一步整合优化，准确划分机制内部的工

作职能，强化外部的协调配合，使各要素、各部门

间实现相互衔接和相互协作，进而形成一个良性循

环、平稳有序的网络育人体系，最终实现切实增强

网络育人功能的协同度的目的。

首先，要健全协作竞争机制，扩大育人的影响

力。高校在网络育人过程中，要完善内外协作竞争

机制，使内部与外部合作、竞争结合，逐渐形成常

态化和长效化的协作竞争机制，进一步扩大网络育

人的整体影响力。其次，要健全互动反馈机制，增

强育人的引导力。高校在网络育人工作过程中，必

须建立健全科学的互动反馈机制，推动各育人部门

和环节间由传统的无意识的信息反馈流逐步向有意

识的信息反馈流转变，避免出现信息反馈失真和育

人目标偏离，坚决维护校园网络育人生态平衡。再

次，要健全舆情研判机制，塑造育人的公信力。高

校的网络育人平台要以公开、公正为原则，重视提

升自身的公信力。重点是要强化校内网络舆情监

测，加快完善舆情研判机制，着力培育校内意见领

袖。当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统筹联动，切实做到

防微杜渐、有的放矢，从而防止网络负面舆情的发

生和扩大。最后，要健全评价激励机制，蓄养育人

的原动力。高校网络育人功能的发挥，关键在于要

以柔性的方式自觉提升各网络媒体间的协同创新育

人水平，以评价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最终实现

青年大学生群体素养提升、思想进步和高校网络育

人工作有序发展三者间的协调共赢，构筑网络育人

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原动力。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发源地。无论从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维度出发，还是从高校网络媒体自我

发展的维度出发，当前高校都必须顺应融媒体的发

展趋势和发展方向，清醒把握其传播规律和优势，

充分审思网络育人的主体功能，深度解析网络育人

的现实困境，努力构建适应新时代大学生发展的新

型网络育人平台，使之更好地服务于高校整体育人

大局，助推新型网络育人阵地建设，使高校网络媒

体成为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的育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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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技术赋能精准思政的三维探析

冉莹雪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

　　［摘　要］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现实启示下，在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深入推进下，深入思考数智技术赋能精
准思政的重要问题势在必行。数智技术赋能精准思政具有丰富的内涵机理，并非二者概念的简单“嫁接”，而

是彰显“１＋１＞２”的融合共助育人范式的创变革新。数智技术对精准思政的加持具有高度的价值意蕴，二者
呈现出“因人而定、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因效而循”的五重价值耦合。数智技术的赋能增益从丰

富主体范畴、延伸时间维度、拓展空间覆盖三个方面实现路径优化，为提升精准思政的育人实效提供重要支

撑与关键助力。

　　［关键词］数智技术；精准思政；赋能；价值耦合；思政育人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８６－０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３

近年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为代

表的数智技术全域性介入社会发展，深刻推动着

人类社会的思维认知和行为实践的变革。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建

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加快建设网络强

国、数字中国”［１］。教育部发布的《思想政治工作

司２０２３年工作要点》也明确提到“进一步强化数
字赋能……坚持边建边用边完善，提高相关数字

化平台建设、运行、服务质量”［２］。这一系列重

要论述充分彰显了在教育数字化战略的助推下，

新兴科学技术同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发展重要且

必要。以数据和智能作为驱动的教育模式正在逐

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常态，同时不断推动着

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的优化和精准化。因此，

深入分析数智技术对精准思政的赋能效用，将有

益实现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

边界拓展，更为扎实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完

善数字化育人格局。

　　一、数智技术赋能精准思政的内涵阐释

精准思政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信息化高速发展语

境下为适应教育对象全方位需求而生成的理念和模

式，其提出和发展已有几年时间。数智技术则是在

互联网ｗｅｂ３０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普及条件下诞生
的新兴信息技术集合，技术理念和应用不断迭代演

变。要想厘清二者的内在关系与功能价值，就要首

先明确内涵和要义。

（一）数智技术的出场前提与丰富内涵

新概念，必然是在一定的范式话语下提出的。

数智技术在第四研究范式的视域下得以兴起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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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范式是哲学概念，本质是对科学理论框架和体

系的概括，而研究范式就是对开展科学研究的参照

系坐标和基本方式的集合。目前，研究范式已经经

历了四代革新，第四研究范式在实验科学、理论推

演、计算机仿真等前三种科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３］

形成，其以数据为驱动，在海量数据的密集型计算

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研究框架和研究模式。随着数智

时代的深入，数字技术和智能手段也愈渐成为第四

研究范式的方法延展与呈现方式。尽管，人工智能

在数智时代下被广泛提及，甚至有学者已经提出以

人工智能为驱动的第五研究范式，但是其基础设施

以及运行理念还未尽成熟，因而本文的数智技术将

主要以第四研究范式为基础和切入点。

第四研究范式为数智技术的生成提供了支撑，

也正是第四研究范式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愈发普

及，促使着数智技术的兴起。数智技术是数字技术

的发展和延伸，是大数据技术同智能技术深度融合

发展的结果。因而在广义上，数智技术就是在大数

据技术的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据和智能

技术所形成的应用集合，其以大数据为底座，在云

计算的算法和５Ｇ移动通信的基础上将人工智能、
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建构为有机生态体系。狭义

而言，数智技术是结合数字技术的数据化模式和智

能技术的自我学习、系统分析的功能，在数字技术

的基础上增添智能分析的技术环节，使其在以大数

据为核心生产要素的前提下拥有自主分析、智能决

策和自我学习提升的能力［４］。

“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

领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用熟悉的工具去

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

西。”［５］随着我国社会的数智化发展，第四研究范

式视域下教育的数字化、数智化创变逐渐生发，其

以数据要素智能地投射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思

维、实践应用、治理方法等已日益成为一种新形态

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在２０２３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了“提高相关数字化
平台建设、运行、服务质量”［６］的工作要求，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就教育问题也提出了要“推进教育数

字化”［７］的战略部署。可见，在数据辅以智能的有

机赋能和驱动下，数智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

转型提供了新机遇。第四研究范式视域下的数智技

术，更加突出以“数”为基础和核心的资源储能和

运作机理，通过“智”的分析手段实现“数”“智”有

机结合的范式生态。

（二）数智技术赋能精准思政的核心要义与现

实旨归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加快建成适合每个

人的教育，努力使不同性格禀赋、不同兴趣特长、

不同素质潜力的学生都能接受符合自己成长需要的

教育。”［８］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

治教育自然也应考虑到不同教育对象个体日益增长

的个性化需求并针对性、动态性、实效性地给予精

准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依此精准思政的教育理

念逐渐生成。

“精准”二字源自“精准思维”，展现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思维方法和工作理念，其要求

精确把握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针对性地高

效解决问题。在国家建设中，精准思维指导下的精

准扶贫、精准施策等具体实践实现了治国理政过程

中由群体到个体、从宏观到微观的关键转向。精准

思政，是精准思维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体现，亦

是“一种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９］。一般意义

上，精准思政是指在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教书

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基础上，在精准思维的

引导下，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术手段为中

介、以学生个体现实的具体问题为着眼点，实现思

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精准育人活动。思想政治教育

是做“人”的工作，因而“精准”在一定程度上还体

现了“因材施教”的育人方式和理念，其从信息获

取、问题分析、方案制定、资源供给到管理评估等

思想政治教育环节都需要精准介入，形成了“包括

精准识别、精准定制、精准滴灌到位的内涵生成序

列”［１０］等丰富内涵。

数智技术的发展使精准思政成为可能，主要体

现在数智技术对精准思政的赋能增益功用。“赋

能”并非二者的简单“嫁接”或“移植”，而是数智技

术在精准思政领域内的助推作用以及精准思政在数

智技术加持下的精准发力。数智技术凭借“数据 ＋
智能”的综合属性和技术优势，解决思想政治教育

亟待突破传统方式的高效化与针对化的育人难题，

彰显“１＋１＞２”的融合共助育人方式效能。数智技
术与精准思政具有高度的耦合内嵌性，二者之间保

持着持续的数智技术精准思政化和精准思政数智技

术化的有机交互运动，特别是数智技术的各要素不

仅深度融入精准思政的各个过程，颠覆了传统的、

概念上的精准思政理念，更拓宽了精准思政的结构

设计和运用场景，推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

下“数智育人”模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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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数智技术赋能精准思政的价值耦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曾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

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

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

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１１］。可见，信息

技术同思想政治工作的结合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

架构的内在机理与形势必然。数智技术赋能助力精

准思政的教育理念，具备高度的价值耦合性，在二

者的融合共生视域下实现了“五因”的价值突破。

（一）因人而定：数智技术精准聚焦育人对象

“培育什么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人”也是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与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如

何开展以及因何开展都要关照到“人”的现实问题。

数智技术赋能精准思政的首要契合点，就是精准契

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对象。一方面，通过数智技

术精准聚焦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主体数据。传统的

思想政治教育通常是以线下面对面的方式呈现，学

生主体个性化的基础性信息如性格特征、兴趣特

长、思想行为变化等只能通过人为方式去发现和掌

握，存在无针对性、不全面的缺陷。而数智技术能

够通过大数据手段广泛汇集与高效聚类教育对象的

各项基础信息，进而利用智能分析方法将学生精准

识别与分类，自主学习学生的信息特征，从而对学

生形成持续动态的“精准画像”，辅助教育者精准

把握教育对象的基本情况，构建“一人一策”的精

准育人方案。

另一方面，利用数智技术精准契合思想政治教

育对象的发展需求。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以及学

生校园生活丰富多彩，教育对象的成才与成长需求

愈加多样与多元，因而在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中通常难以及时发现和精确把握教育对象的隐蔽

的、潜在的多重需求。数智技术通过其大数据底座

和人工智能分析等技术手段对教育对象的需求进行

实时的持续观测和精准定位，进而为教育者提供精

准化的研判依据，并依此为教育对象开展具有针对

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特别是教育对象在网络社

会中的思想与行为需求难以在现实中如实显现，进

而数智技术能够借助其本身的网络作用空间高效地

将教育对象的网络习惯与网络行为进行数据汇集和

智能分析处理，拓宽教育者对教育对象动态需求的

认识范围和提高教育者对教育对象的掌握能力。

（二）因事而化：数智技术精准化解育人之事

“事”指事情、办事情，数智技术加持下的精

准思政就是要为学生针对性地把思想上的“事”办

好。一方面，数智技术准确把握和分析学生从思想

到行为状态上的“难事”“急事”，将思想政治教育

中的“事”展开精准划分，高效汇集数据信息，准

确定位关键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思想政

治教育的顶层设计虽日趋完善，但在教育对象个性

特征和主体诉求的认识方面还存在着短板问题，教

育对象在追求个性发展中频受阻碍。因而，利用广

泛的数据汇集和点对点的精确对接，能够通过架构

事件集合系统，将“事”按级、按类进行归档处理，

系统根据育人方案和处理预案的输入和处理，机器

自主学习并智能调取。依此，教育对象在社会转型

发展和学习生活中面临困扰的“事”时，教育者能

够实时精准调取预制育人方案，通过借鉴与参考方

案直击教育对象的痛点、难点和矛盾点，高效化解

和疏通育人难题。

另一方面，除了教育对象个体的“事”需要精

准化解，国家的事、社会的事、他人的事同样影响

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和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数智技

术在大量汇集教育对象所关注的历史事件、社会现

实等“事件”“事实”中挖掘，通过数据智能驱动的

量化频次概率、关系网络等技术处理，辅之人工智

能自主分析数据和智能决策，可视化呈现并建构事

件等级分类和收集汇总平台，精确瞄准起到重要影

响的“事”和学生高度关注的“事”。教育者通过数

智技术对“事”的把握，主动建立“事实的联系”去

掌握“全部事实的总和”，科学有效地掌握教育对

象对“大事”“小事”的思想认知，使思想政治教育

从关心每一个人向关心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转变，

为有效防范破解学生思想上的重大风险提供有效的

方式。

（三）因时而进：数智技术精准提升育人时效

“时”，指“准时”“适时”，数智技术在时间维

度上可以实现适时把握青年学生思想动态的客观需

要。精准思政的深入必须以了解青年学生的思想实

际为前提，其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个性

化的自我意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以及多样化的思

想观念决定了其极易受影响的主体特质。在社会急

剧转型时期，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和挑战下，若

精准思政只做表面功夫、只是“每个人”都来“上大

课、开大会、听大讲座、说大道理”而非精细把握

其思想动态和行为轨迹，这显然违背了精准思政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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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原则和要求。因而，数智技术赋能精准思政的

重要价值就在于其利用技术手段将“时间”问题最

小化，同时又将“时间”优势最大化。也就是说，

数智技术避免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延时和遗

漏问题，将全面记录和分析教育对象全时、瞬时的

思想动态和行为数据，为教育者提供持续动态的育

人依据，进而结合育人需要和发展态势对教育对象

开展准时、适时的思想政治教育。

除了对教育对象各方面数据的精准把握，数智

技术的赋能还能够为教与学的状态捕捉以及教育主

客体的信息互通提供实时的、全时的监测与整合。

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过程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核

心与关键，尽管育人活动并非每时每刻都进行，但

是教育主客体的思想与行为活动却是时刻发生着

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发展或反复的变

化，因而全时且瞬时的收集记录重要且必要。此

外，在智能技术作用于精准思政的语境下，育人过

程的整体状态、实时效果、后续结果等信息数据可

以实现动态捕捉和即时分析。甚至教育者育人全过

程以及教育对象自我教育的全过程都可以实现不间

断、全天候的数据叠加和诊断，进而在精准思政的

精度和准度的基础上突破时间的僵化和限制，确保

精准思政在后台形式上实现连贯的运作与反馈，从

而为提升精准思政的时效与实效持续储能蓄力。

（四）因势而新，数智技术精准捕捉育人态势

“势”指“趋势”“形势”，宏观意义上指“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家发展新形势和国际关系

新趋势。因势而新，在数智技术的加持下能够在恰

当判断和准确把握宏观社会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助推

精准思政创新发展。一方面，在国家“大势”面前，

数智技术能够精准提取与国家建设和国际影响相关

的发展形势与舆论走势，预测并研判对教育对象思

想和行为产生影响的多维度因素。教育对象多为

“００后”“０５后”的大学生群体，他们突破以往封
闭、禁锢的思想观念，在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

世界之时又备受西方国家多极、多变的思想文化和

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因而，在国家和世界发展

的大势面前，数智技术富有将国家以及国际信息数

据化、可视化以及趋势化的势能，通过海量性数据

汇集以及聚类处理，精准研判每个事件形势以及发

展趋势的影响因子，以此帮助教育者创新精准思政

的方法、内容和载体等。凭借对形势和趋势的精确

把握，针对性地创新育人对策，有力彰显思想政治

教育守正创新的价值意蕴。

另一方面，“势”在微观意义上指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下教育对象思想动态的变化形势。在教育对

象思想活动的“小势”面前，数智技术能够及时捕

捉其思想动态、轨迹状况、发展趋势等变化，一对

一、点对点地进行分析与对接，从而为思想政治教

育提供微观层面的细致刻画、精准“把脉”。同时，

教育对象的“势”在一定程度上还展现为“新势”，

也就是其在生活和学习中思想与行为方面的新态势

和新趋势。正因为有了数智技术的赋能，根据动态

信息数据及时把握教育对象话语、活动态势所呈现

的新变化和新特点，自主生成有迹可循的预测趋

势，并将其动态性、可视化地进行呈现成为可能。

教育者在此基础上能够精准掌握每位教育对象的思

想行为在过去与现在的表现态势并且科学预测其未

来的发展趋势，进而以此为依据提前部署精准育人

的对策与方案，助力创新精准思政的内容与形式。

（五）因效而循：数智技术精准评估育人成效

评估，即“评价”“估量”。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的评估就是基于育人目标对育人效果和结果展开评

判，这一过程是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关键环

节，为持续开展并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重要的可

遵循的原则。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评估通常

是表面化的、机械化的指标体现，特别是对于教育

者和教育对象的评估具有主观性和隐蔽性的问题。

鉴于评估是对于育人成效的质和量的评判，自然不

可缺少智能技术的赋能。同时，精准思政的关键更

在于精准，数智技术不仅能给予育人成效质与量的

科学分析和研判，更能够动态性和精准化地将育人

成效智能生成和精确比对，突破人工评估的种种限

制。一方面，数智技术精准评估育人成效的质量。

育人成效的评估标准从教育内容、方式方法、形式

载体等方面体现，质与量的把握和测评难以仅依靠

人为力量的主观认定，因而数智技术可以借助定量

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工具以及大数据的统计方法对

育人成效进行科学探测与智能决策。另一方面，评

估是集持续性与阶段性、动态与静态为一体的概

念，而思想政治教育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因而

对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评估也并非对其某一完结过

程的结果评判，更要从持续动态的变化轨迹中去挖

掘育人效果的变动趋势。智能技术以其大数据的技

术底座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各要素数据进行采集

和挖掘，借助智能分析与自主评估决策手段精准解

析育人成效。同时，数智技术的存储和比对功能不

仅能够对教育对象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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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思想行为变化进行比对，还能够对相似情境

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比较，依此精准清晰地

分析并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成效，从而为后续

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精准的依据。

　　三、数智技术赋能精准思政的路径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

习时提出“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提高网

络育人能力，扎实做好互联网时代的学校思想政治

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工作要求。在网络时代互

联互通的背景和影响下，数智技术已然成为赋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不可或缺的育人因素和优化要素。

如何充分利用数智等前沿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精

细准确地引导青年学生，一直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重

要议题。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赋能加

持下，精准思政被赋予了更多的可能性，精准思政

也因此具备了实施优化路径的基础和前提。

（一）赋能丰富精准思政的主体范畴

育人工作不是单枪匹马就可以完成的。尽管如

今有数智技术的精准辅助，但是不能仅靠单一力量

就轻松完成育人工作。为此，一方面需将学校里的

管理者、教育者和服务者融为一体的同时丰富并延

伸到家庭、社会、学生主体中去，全员树立数智思

维下的思政育人理念，实现育人主体的生活化介入

和针对性互动相统一的育人模式。通过数智技术精

准匹配不同教育主体的教育范围，并高效分配受教

育者思想行为的问题点，从而实现个个担当、人人

负责的“多元主体”下的精准思政。唯有此才能将

数智技术真正同精准思政有效融合，使其作用充分

发挥、落实到位。

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将全员作为教育对象，着

力实现数智技术赋能下的精准思政“全在数量、精

在质量”的工作效果。全员教育者精准对接受教育

者全员，借助数智技术实现“一对一、点对点”的

精细化思政教育，借助数智技术的桥梁作用实现二

者实时、共时的有机双向互动，使得教育主客体得

到充分且广泛的交流互通。同时，还应在精准思政

的教育主客体关系构建上保持适度张力，形成基于

数智技术的教育主客体间自适应性形态，消弭因数

智技术作用下双方出现边界模糊抑或情感疏远的

症候。

（二）赋能延伸精准思政的时间向度

数智技术在精准思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还

应注重其在思想政治教育时间向度的延伸与扩展。

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聚焦于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的不同阶段，而数智技术加持下的精准思政

则应将其扩展延伸到受教育者全员从入学到毕业受

教育的各个阶段以及其受教育本身的全程。精准思

政在精细把握每位学生的思想行为动态的同时还应

持续地记录与挖掘其数据信息，避免出现断点和空

白点，从而形成更为完整、系统的数据档案。不仅

如此，通过智能移动设备、学习应用软件的数据汇

集与整合，能够精准捕捉教育对象学习活动、社会

活动等行为数据，进而打造全时段的自适应行为系

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精准化和针对性的全时、

实时与适时育人生态与研判机制。

此外，还应借助足够时间维度的数据量构建趋

势预测机制，在有效预测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趋势

的基础上架构防范和处理前置化机制，降低精准思

政全程掌控难度。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数据通过不

间断的、全程全时段的叠加、检测、反馈等环节的

采集与分析，大大优化精准思政的系统体系架构，

提高全程精准育人的精准度与可信度，集合教育全

过程的数据库构建为思政工作提供持续的数据支撑

和科学的个体信息。

（三）赋能拓展精准思政的空间覆盖

思想政治教育是全方位的，其在精准化方式下

也更是如此。数智技术对精准思政的加持将其覆盖

范围延伸并拓展，实现空间维度的全方位育人。首

先，精准思政应在课内课外资源上实现全覆盖。一

方面，借助数智技术，深入挖掘受教育者在思想政

治理论课中的思想认知、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可，精

确捕捉并把握其变化特点与规律；另一方面，课外

场域下可设立数智赋能中心，运用数智分析找准切

入点，在联通学生资助、心理健康教育、学业辅导

等工作中强化发力，为受教育者提供全面的数据资

源共享和共现。其次，精准思政应在网内网外优化

供给上实现全覆盖。空间范围的延伸毋庸置疑是思

想政治教育场域的拓展，传统网外思想政治教育难

以实现有效精准服务，而数智技术在技术层面能够

实现网上网下的智慧课堂、智慧教室等活动平台的

联网和联动，实现育人内容的精准调配和供给。最

后，精准思政应在校内校外协同育人的基础上实现

全覆盖。精准思政的全覆盖不光仅指课内课外、网

内网外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更广泛意义上还应包括

校内校外的协同力量。因此，数智技术在精准思政

育人方式的顶层设计中应涵盖“政府—社会—社

区—家庭”等领域及其内置的各主体的数据共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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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通过设置数据接口以及实时数据库建设，发

挥数智技术的大体量、多样性的独特优势，在空间

各场域内形成多方位的数据联动与共享的覆盖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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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立德树人与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策略研究”（项目编号：ＪＪＫＨ２０２００１７５ＳＺ）；吉林省教

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和管理机制建设研究”（项目编号：ＪＪＫＨ２０２１０３９７ＳＺ）。
［作者简介］王鸣晖（１９７２－），男，吉林镇赉人，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党

建。周亚峰（１９７６－），女，吉林乾安人，吉林农业大学家政学院高级实验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管理学。

吉林省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实路径研究

王鸣晖１，周亚峰２

（１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６２；２吉林农业大学，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１１８）

　　［摘　要］吉林省拥有着丰富且多元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具有独特鲜明的物质形态和精
神形态，能够起到思想引领、精神激励、自信自立等作用，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厚滋养和有效支

撑。目前省内各高校在开展红色资源融入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课堂教学内容有待丰富、宣教工作效果有

待提升、实践活动机制有待优化等三方面问题。要实现吉林省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不

仅需要借力优势特色，助推深度融合发展；还需要创新宣教手段，奏响共享共建强音；更需要增强实践质

效，构建融通共育机制。

　　［关键词］红色文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共育机制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９２－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４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红色文化的重要性，他

曾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１］

“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

基因传承好”［２］“红色文化是富有中国特色和鲜明时

代特征的民族文化和精神财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３］。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

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

因其文化属性和教育特质得到进一步发展。吉林省

拥有丰富且多元的红色文化资源，将红色文化融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省内红色

文化的美誉度和影响力，满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

红色文化的内在需求，还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

供丰厚滋养和有效支撑，达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

教育目标。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精

神、树立大学生崇高理想信念的主要阵地。红色文

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育人功

能。”［４］红色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

开发好红色文化蕴含的宝贵资源和教育功能，充分

认识其融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更好地加强

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成效。

　　一、吉林省红色文化建设成就及其蕴含的教育
功能

红色文化是吉林省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吉林

省的红色文化积淀了厚重的发展底蕴，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能够起到思想引领、

精神激励、自信自立等作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有效载体。

（一）红色文化建设历程与成就

１．红色文化的建设脉络。吉林省红色文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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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是一部见证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吉林人民在

各个时期的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创造的发展史。回顾

吉林省红色文化建设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

阶段。

第一阶段：五四运动前后。都说“十月革命一声

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东北和

吉林，马克思主义在１９１７年以前就开始传播了。十
月革命之前，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在哈尔滨铁路

工厂和中东铁路东段沿线宣传无产阶级革命。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动爆发，吉林省的先进知识分子立刻响应，

组织爱国示威游行活动。吉林省先进知识分子以号

称吉林小南开的吉林市毓文私立中学和哈尔滨的东

华学校为战斗堡垒，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６年
９月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成立，全省
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进入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化

代表地有吉林市毓文中学校史馆、吉林机器局旧址、

长春二道沟邮局旧址、吉林市劳工纪念馆等。

第二阶段：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
变爆发，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 “不抵抗”政策，导致

日军很快侵占东北，并以长春为中心建立殖民统治

区，扶植末代皇帝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中共满洲省委在吉林省各地区积极发动群众，迅速

开展抗日斗争，并且组建多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

导的抗日游击队，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以杨靖宇

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四大

抗日武装力量之一，也是东北抗日战场的中坚力量，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接连完成战斗任务。东北作为全

国四大敌后战场，是牵制日本关东军南下入关的重

要屏障，东北抗日联军修建密营，与敌人周旋于东

北白山松水和雪地密林之中，牺牲和失踪的高级将

领就有四十余位。这一时期的文化代表地有伪满皇

宫博物院、东北沦陷史陈列馆、杨靖宇烈士陵园、

蒿子湖密营遗址、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等。

第三阶段：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的东北战

场，吉林不仅是东北解放战争的发起地，还是重要

的战略转折地、前沿阵地和战场。四保临江、三下

江南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了东北战局。而后的四战

四平战役和长春战取得的胜利，为城市攻坚战积累

经验，同时解放了吉林境内，间接支援了辽沈战役。

这一时期的红色文化代表有四平战役纪念馆、长春

解放纪念碑、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等。

第四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时期。

抗美援朝期间，吉林省不仅有两万余人作为志愿军

入伍参战，作为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援地，同时担任

运送物资、修建木桥、救助伤员、服务和保证战勤

等任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

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吉林省开始有计划地

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作为新中国的工业

基地，率先成立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吉林化肥厂、

吉林电石厂等重点工程。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

部电影、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辆有轨电车，轮式

拖拉机，都闪耀着“吉林制造”的无尽光芒。这一时

期的红色文化代表有通化市东昌区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鸭绿江大桥、长春第一汽车厂早期建筑、吉林

市博物馆－吉林市工业发展史展览、长影旧址博物
馆等。

第五阶段：改革开放至今。在不断接续发展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吉林省作为国内重

要的工业基地，为我国工业产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一汽“红旗”作为国产自主轿车品牌，已经研发

和销售多款车型；中车长客（原长春客车厂）是中国

地铁、动车组的摇篮，其制造的城市轨道交通客车

在国内的城轨车中占有量为５０％以上，并出口十几
个国家；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吉林

一号”卫星，是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发的商用高分辨率

遥感卫星。这一阶段的红色文化代表有中国一汽展

馆、红旗文化展览馆、中车长客“复兴号”装备车间、

长光卫星科普教育基地等。

２．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红色文化
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先进文化形态，吉林省红色

文化具有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等两种形态特征。一

是吉林省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物质形态泛指红色

文化资源的客观物质载体。据统计，吉林省革命时

期的遗址共有５７６处，重要历史事件和机构旧址有
１２６处，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１２０处，纪
念设施１１５处，革命重要人物故居３处，各地烈士
墓６１９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３处，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５９处，市级文物保护３４处，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８７处。其中战斗遗址遗迹及根据地类主要
有抗联智取八道江战斗遗址、龙泉镇战斗遗址、拉

新战斗遗址、老黑沟惨案遗址、三道林子战斗遗址、

小荒沟战斗遗址等十余处遗址，以及王隅沟、红石

砬子、大荒沟和腰营子抗日游击根据地等，还有中

共东北局梅河口会议旧址、四保临江指挥部旧址、

四平战役联军指挥部旧址、中共辽吉省委旧址、东

北民主联军四平保卫战指挥部旧址等十余处旧址。

纪念场馆及其设施类主要有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

四平战役纪念馆、三下江南战役纪念馆、四保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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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馆、七道江会议纪念馆、东北沦陷史陈列馆、

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

伪满皇宫博物院、长春解放纪念碑、东北解放纪念

塔，李红光、高志航、魏拯民烈士纪念馆，杨靖宇

烈士陵园、四保临江战役烈士陵园，以及王德泰将

军墓、陈翰章将军墓等。二是吉林省红色文化的精

神形态。精神形态一般涵盖红色文化在精神层面形

成的政治信仰、道德观念及其相关文化产品。其中

包括红色文化精神谱系。抗战时期，杨靖宇将军在

内的数十位将军牺牲，展现出不畏牺牲、勇于拼搏

的崇高品质，体现了伟大的杨靖宇精神和东北抗联

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创立的多座“中

国第一个”工业基地，形成了“背山精神”“麻袋毛精

神”“矛盾乐精神”“登天精神”等，长春第一汽车制

造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并不断创新

钻研，传承工匠精神，形成了艰苦奋斗、勇于创新

的一汽精神。另外吉林省先后涌现出一大批革命英

雄、仁人志士、模范人物，在吉林省乃至全国都产

生重要影响。革命战争时期有杨靖宇、魏拯民、王

德泰、高志航。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中国光学科学

家王大珩、中国天文学家南仁东、中国地球物理学

家的黄大年等，他们成为吉林省红色文化的典型代

表和精神丰碑。另外还包括红色文艺作品，红色歌

曲与舞台剧方面，主要有经典抗日歌曲《松花江上》、

舞剧《杨靖宇》、话剧《吉林·１９４８》、话剧《春晓》
等；在红色影视作品方面，主要有大型纪录片《民主

东北》、影片《赵一曼》《黄大年》等。

（二）吉林省红色文化饱含的育人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讲好党创办人民大学的故事，激励广大师生继承优

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５］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宝

贵的精神财富，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富矿”，

要将吉林省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充分

发挥其功能作用，真正让红色文化成为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鲜亮底色。

１．思想引领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
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教育

引导广大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

信，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６］红色文化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真实

写照，蕴含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坚定的政治方向、

深厚的人民情怀，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引领作用，

是高校大学生汲取智慧、提振信心、增添力量的

源泉。

吉林省红色文化的思想引领功能主要体现在红

色精神和革命遗产中反映出党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

格，在时代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仍然对高校大学生起

到思想引导和政治引领的作用。这种教育功能具有

隐性的特点，涵盖的思想理论和精神内涵全面、广

泛且丰富，所达到的教育效果是其他课程无法替代

的。吉林省红色文化包含革命、改革和建设时期无

数党员、英雄志士和人民群众英勇事迹和感人故事，

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私奉献和勇于付出，

这些故事和事迹有助于培养高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情

感、陶冶爱国主义情操、塑造价值观念、增强文化

自信和提高认知能力。

２．精神激励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
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

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

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前

进。”［７］红色文化所承载的精神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

鼓舞和激励高校大学生成长、成才、成功的宝贵财

富和强大动力。

吉林省红色文化蕴涵着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

革命战役、英雄人物、时代楷模，凝结着老一辈革

命家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坚定的政治信仰，讲述着他

们是克服困难、顽强拼搏、誓死抵抗，始终与广大

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的

动人故事，可以让更多高校大学生继承、发扬党的

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接受红色文化精神内涵的洗

礼，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激励其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３．自信自立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
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

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

问题。”［８］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增长已经不能作为国

家竞争力的唯一标准，提升国家软实力成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明确的发展方向。软实力主要表现为

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而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支撑就

是坚定文化自信。

自信自立是吉林省红色文化内在的精神特质，

也是提升吉林省红色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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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红色文化建设发展道路是党领导吉林人民独立自

主探索出来的，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吉林人民依靠自

身力量实践出来的，其中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散

发出耀眼的时代光芒，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

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心。通过红色文化的弘扬和彰

显，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进一步提振高校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

强做新时代有志中国青年的志气、骨气、底气，以

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勇挑时代重任。

　　二、吉林省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功
能发挥的现实困境

为了深入了解吉林省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现状，笔者于 ２０２３年 ５月至 ７月期间，
对省内１０余所高校的５００名在校大学生开展了问
卷调查。本次调研对象涵盖硕士、本科、专科等不

同学历层次的学生，涉及文史、理工、艺术、体

育、医学、管理、金融等不同学科专业类别的学

生。通过对调研结果的分析，目前吉林省红色文化

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思政课堂教学内容不丰

富、宣教工作效果不佳、实践活动机制不畅等

问题。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课堂教学内容有待丰富。思政课是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

键课程。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把思政

课作为切入点和落脚点。通过问卷结果分析显示，

部分高校对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堂教学的重视程度

不高，课程安排过少；有的高校仍然以课堂教学为

红色文化教育的主要方式，缺乏富有时代感的内容

融入。

问卷中问到“学校在思政课上讲述吉林省红色

文化内容的课程有吗？”时，４６６％的学生选择“课
程很少”，１２３％的学生选择“从来没有”，选择
“课程过半和课程偏多”的仅为３１１％和１０％；在
问到“学习到吉林省红色文化的内容主要通过什么

方式？”时，其中６１％的学生选择“课堂教学”，而
选择“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观看电影和纪录片”“校

园网站和公众号”的学生分别占比为 １７８％、
７２％ 、１４％；在问到“在思政课堂中是否会听到
老师讲述关于吉林省红色文化的内容？”时，２０％的
学生选择“经常讲述”，４６２％的学生选择“偶尔讲
述”，１５７％和 １８１％的学生选择“从未讲述”和

“不太清楚”；在问到“您认为思政课中关于吉林省

红色文化的教学内容存在哪些不足？”时，３８％的学
生选择“授课内容过于陈旧、缺乏新颖”，２６６％
的学生选择“政治理论过多、缺乏实际”，３５４％
的学生选择“教学内容与日常生活互不相干”。

２．吉林省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宣教工作效果有待
提升。宣传工作是一种隐性与显性相结合的教育形

式，能够让受教育者从“所听所看”到“所思所感”。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吉林省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宣传工作的创新有限、渠道有限、内容有

限，还未做到红色文化丰富内涵融入到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中去，针对性、可读性、实效性有待进一步

增强。

问卷中问到“您所在的学校关于校园红色文化

的环境如何？”时，有２６４％的学生认为“红色文化
的氛围浓厚”，２７８％和４５８％的学生认为校园内
的红色文化氛围是“一般”和“有待提高”的；在问

到“您所在学校和学院是否会在校园网和官方公众

号上发布吉林省红色文化的专题内容？”时，有

１５３％的学生选择“经常看到”，１５９％的学生会
“偶尔看到”，２８４％和４０２％的学生选择的是“没
有看到”与“不太关注”；在问到“您的学校有对吉

林省红色文化内容在学校官网，官方微博和官方公

众号上进行宣传吗？”时，有１８１％选择“经常可以
看到”，选择“很少能看到”和“没看到过”的有

１８６％和２８８％，３４５％的学生表示“不太清楚”；
在问到“您的学校是否开展过杨靖宇将军纪念日活

动？”时，有１６３％ 的学生表示“有开展过纪念活
动”，“没有”和“不太清楚”的学生比例高达３８６％
和４５１％。
３．吉林省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实践活动机制有待

优化。开展实践活动是高校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的重

要方式，可以直观地表现高校大学生对于红色文化

的接触度和覆盖面。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对

校园红色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和关注度有待提高，开

展的实践活动融入红色文化要素和内容还需要进一

步加强。

问卷中问到“您更喜欢接受那种方式的红色文

化教育？”时，选择“参与红色主题的实践活动”的

人数达到５２７％，“参与主题讲座”的有７３％，通
过“网上学习”占 ２１４％，“从课堂中学习”占
１８６％；在问到“您是否参加过学校组织举办的以
吉林省红色文化（或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合唱比

赛或文艺演出活动？”时，有１８８％的学生选择“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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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过校园文化活动”，有４０９％ 和 ４０３％的学生
选择“没有参加过”和“根本不了解这类文化活动”；

在问到“您的学校是否组织参观过吉林省内的革命

旧址和纪念馆？”时，２７６％的学校“经常组织学生
参加”，３６６％的学校“偶尔组织”，１６４％的学校
“从未组织过”，１９４％的学生选择“不太了解此类
活动”。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和研判，初步梳理出造成吉

林省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功能发挥不足

的成因主要体现在思政课堂教学与红色文化结合不

紧密，红色文化与课堂教学内容方法的契合度不

高；宣教形式对红色文化呈现不新，方式千篇一

律，形式缺少新意，教育引领力度不够；实践活动

对红色文化运用不强，资源开发不到位、服务体系

不健全等方面。

１．高校思政课堂与红色文化结合不紧密。思政
课堂是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最直接的平

台载体。部分高校对红色文化认知不够、教育教学

单一、未做到因材施教。个别教师对红色文化融入

课堂教学不够重视，了解、掌握的相关知识尚浅，

与课堂教学内容的契合度不高。同时，没有专门的

讲授吉林省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的

教材，导致红色文化融入高校课堂不够紧密；有的

教师在讲授吉林省红色文化习惯于传统说教和理论

灌输，没有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课堂教学缺少有效互动。同时高校没有充分

考虑到学生差异性的特点，增强学生对红色文化的

认同感还做得不到位，红色文化融入高校课堂教学

还有一定提升空间。

２．高校红色文化宣教形式僵化。加大宣传教育
是吉林省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

段。部分高校对吉林省红色文化宣传教育的重要性

认识不深，理解不到位，存在一定的惯性思维，宣

传教育方式千篇一律，内容和形式缺少新意，红色

精神和榜样人物教育引领力度不够。传统媒体宣传

教育还未完全与新媒体宣传教育深度融合，吸引力

和凝聚力还有待提升，忽略了大学精神与红色文化

的内在联系，无法在校园内烘托出红色文化的浓厚

氛围，红色文化及其蕴含的精神实质在高校大学生

群体中无法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３．高校实践活动对吉林省红色文化利用不足。
实践活动是吉林省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最直观的表现和最重要的途径。从目前高校组织学

生参加校外红色文化活动开展情况来看，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实践活动往往因为路途、安全等因素，

选择的活动场所具有局限性。部分高校开展的实践

活动，存在一定的形式主义，认为政治任务大于教

育目标，主观内容灌输大于客观引导学习，导致参

与人数、效果、质量都大打折扣。同时，红色文化

资源的开发不到位，配套的服务体系不健全，也给

高校开展实践活动带来一定难度，部分红色资源的

地理位置偏僻、体量小、知名度不高、交通不够便

利、设施不够完善、缺少合理的整合规划机制和资

金保障。

　　三、吉林省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施策略

吉林省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

系统工程。通过对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功能发挥不足的突出问题探究，要实现红色文化与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应着重赋予红色文化新

的教育内涵和使命任务，让高校思政课堂“活”起

来、“亮”起来；加大宣教力度和构建创新体系，

不断增强红色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建立实践长效

化和研学制度化机制，打造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

育多点发力、融通共育格局。

（一）借力优势特色，助推深度融合发展

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赋予红色文化新的教育
内涵，让高校思政课堂“活”起来。高校要做好红

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顶层设计，将红色文化

资源列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纳入思

政课教学内容，增加宣讲、阐释比重，全方位、全

过程通过红色文化开展高校思政课程教学。依托红

色文化的物质形态组织开展专题讲座、物品展览、

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充分利用氛围熏

陶和感情渗透让高校大学生能够融入到红色文化记

忆中，让红色文化成为高校大学生学习历史文化、

领悟红色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传递党的优良

传统和优秀品质的开放课堂。例如，吉林Ｙ学院举
办的“凝心铸魂强根基 团结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

红色经典剧目展演，通过活动“激发大家的爱国情、

奋斗梦、报国志，并持续推进戏曲课程思政建设，

使戏曲经典焕发活力，用艺术之美赋能思政课堂”。

２．充分发挥地域优势，赋予吉林省红色文化新
的使命任务，让高校思政课堂“亮”起来。要突出

使命担当，立足省内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势，擦

亮红色品牌，赓续红色血脉，让革命场馆成为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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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室”；让革命文物和史学资料

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材”；让革命先烈成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大力开发红色资源、

传播红色文化、弘扬红色精神，肩负起红色基因传

承的光荣使命任务，真正把红色文化资源搬进高校

思政课堂，让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政课堂联系起

来、协同发展，助推红色文化成为开展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靓丽风景和生动教材。例如，为更好地弘

扬党的光辉历程，传承铭记通化的红色历史，Ｔ学
院建成“通化红色历史文化纪念馆”，打造集教学、

观摩、体验为一体的“红色阵地”，使党史教育在

校园落地生根，让师生们“足不出户”就能进入历

史现场进行党史学习。

（二）创新宣教手段，奏响共享共建强音

１．加大宣教力度，不断扩大吉林省红色文化影
响力。充分发挥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产生的传

播优势，利用网络、媒体、微视频等形式，在红色

文化融入嵌入渗入上下功夫，充分挖掘红色文化内

涵，紧密结合重大时间节点，精心部署组织开展各

类主题宣讲活动，推动红色文化进校园，全方位唱

响红色文化旋律、讲好吉林省红色文化故事、光大

吉林省红色文化形象，打造吉林省红色文化“金名

片”。树立“大宣传”理念，积极拓展红色文化的宣

传模式，深化与省直媒体合作，加强与上级主管部

门联系，打造“融媒体 ＋工作室”模式，针对不同
学生群体推送差异化产品，有效输出红色文化，让

红色文化传承在高校大学生中入眼入耳入心，真正

让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聚人气”“接地

气”，进一步扩大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２．构建创新体系，不断增强吉林省红色文化软
实力。要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弊

端，充分发掘红色文化特色优势，使其与新时代特

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学生的生活行为

相联系，积极推进红色文化创新工作，利用５Ｇ技
术还原红色文化中的人物、事件、场景、物件等，

大力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努力打造具有红色文化核

心竞争力的产品和品牌，进一步推动红色文化走向

数字化、智能化，为红色文化场景化传播、革命场

馆沉浸式设计、红色在线教育等提供技术赋能，全

面加快构建红色文化传播体系，真正实现红色文化

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例如，近年来，Ｊ大
学利用红色文化“沉浸式”教育双创实践示范基地，

举行“红色文化 你我携行”沉浸式体验活动，大学

生在沉浸式学习和实践体验中达到了思想认同、理

论认同和情感认同，促进了红色基因在新一代青年

人中的传承与发扬。

（三）增强实践质效，构建融通共育机制

１．建立实践长效化机制。要加强红色文化教育
实践基地建设，为学生主动学习红色文化提供便利

条件。比如，将省内具有代表性的红色资源———杨

靖宇烈士陵园作为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

实践基地，每年都组织学生开展学习和参观活动。

目前，省内部分高校已经与多个红色文化场所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２．建立研学制度化。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开发和完善

红色研学旅游精品线路，积极推动形成以红色文化

旅游区、革命文物保护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等多点共同发力的红色文化旅游格局，使吉林省红

色文化旅游真正满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增强大学

生精神力量相统一的文化功能。目前来看，吉林省

部分高校已经开展走出校园的实践研学活动，不仅

拓宽了传统教育路径，同时也切实增强了以文育人

的效果。吉林省组织开展“红色旅游行，筑梦之

旅”，共有５２所高校的学生参与，现已开发出抗联
精神传承线、抗战烽火铭记线、通化白山桦甸杨靖

宇线路、吉林延边吉东抗联线路等多条线路，逐渐

形成教育体系共通、文化资源互融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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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人工智能：空间、限度与超越

程亚萍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教学人工智能与人类教师相比，无论是在提升教学的高效化、精准化和个性化方面还是在保
障教学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方面都具有优势。但教学人工智能在应用过程中面临着技术上的困境、价值上的

挑战和治理上的难题。这就决定了教学人工智能是无法全面取代人类教师的地位，而应该把简单的教学任

务交由教学人工智能处理，将复杂的教学任务交由人类教师处理，构建一种积极务实的人机共处模式。在

此基础之上，还应当确立应对算法难题之措施、保障人类教师和学生的权利、增强人员之间的交流和复合

人才的培养以及建构合理的责任分配机制等，以确保教学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与发展。

　　［关键词］教学人工智能；人机共处模式；教学决策；人工智能算法；筛选机制
　　［中图分类号］Ｇ４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９９－０９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美国颁布了《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
划》，提出在教育应用中“研发更有效的人类与人

工智能协作方法”［１］。这为教学领域应用人工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简称 ＡＩ）开辟了道路，让相
关问题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近年来在大数据、

云计算、５Ｇ技术、算法、区块链、语音视觉识别
等技术得到突破的前提下，教学人工智能的应用与

研究也迈入了快车道，掀起了一股热潮。在这种情

况下，我国亦根据国情制定了一系列的文件和政

策，积极支持把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领域进行应用

并与之相结合作为重点来发展。如２０１７年国务院
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利用智

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改革”。

２０１８年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 ２０行动计划》，
提出要开展智慧教育的探索与实践。２０１９年国务
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提出２０３５年建

成“智能化校园”和“智能化教学”等目标，无论是

教学体系还是教学能力都实现智能化。在国家的一

系列文件和政策的指引下，学界开始探究教学人工

智能的空间与限度的问题。在探讨教学人工智能的

前景时，大多数学者认为教学人工智能只能起到辅

助性的作用，特别是对人类教师的教学决策能够起

到比较突出的改善性的作用［２］，但有学者认为教学

人工智能有取代人类教师教学工作的潜在能力［３］。

造成这些差异性认识的原因在于：多数学者只是从

宏观和一般角度对教学中的人机共处模式及作用进

行探讨，大多停留在原则性和展望性层面上，未基

于教学的独特需求以及教学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经

验等从具体和微观层面进行探讨。鉴于此，本文从

教学人工智能应用现状出发，立足于教学的育人价

值追求，对教学人工智能的空间、限度与超越展开

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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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学人工智能的空间

从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当在某一领域能够利用

一种工具或技术对人类的思考或劳动予以替代时可

称为人工智能。如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拓者尼尔

斯·尼尔森（ＮｉｌｓＪＮｉｌｓｓｏｎ）就把在比较复杂环境中
能够进行自主感知、学习、推理和决策的机器或系

统作为人工智能定义的核心内容。其显著的标准

是：能否将人类的事情完成，甚至比人类还做得

好［４］。因此，本文所探讨的教学人工智能是指那些

能够在教学中替代人类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机器或

者系统。它是人类教师借助人机的高效协同，在智

能化的教学环境中传授知识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

长的过程［５］。也就是说，本文所指称的教学人工智

能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基于

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融合驱动的人工智能技术

被应用于教学领域都属于此类［６］。

当前，许多人工智能助教系统进入教学领域，

如我国北极星 ＡＩ助教、句酷批改网和 １０１教育
ＰＰＴ等［７］，这已成为当下的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和

潮流。有学者认为，倘若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中的

应用能够产生出比人类教师更具可接受和可说服的

教学效果来，那么在可靠性和成本效益方面自然比

人类教师更具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将人工智能视

作教师也未尝不可［８］。从教学人工智能表现出教学

过程的高效化、精准化、个性化以及科学性和可靠

性上看，教学人工智能比人类教师具有明显的优

势［９］。首先，教学人工智能有利于实现教学内容的

个性化发展。“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不仅使教学

内容更加丰富，也导致了学生需求的多样性。“差

生跟不上，优生吃不饱”的现象在传统课堂的教学

中普遍存在。从当前教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实践来

看，教学人工智能可以充分发挥其优势，在以下几

个方面对教学内容个性化予以提升：一是人类教师

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教学人工智能所提

供的丰富资源、工具和平台，对每类学生选择性适

用，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在人类教师和教学人

工智能的交互作用下，教学人工智能囊括了教学所

需的影音视频、参考文件、测试、作业等教学资

源、ＡＲ教学和ＶＲ教学等教学工具和各种平台等，
把原有受时空限制的教学予以无限地拓展，而且在

教学人工智能的协助下有效推动教学流程的便捷化

和自动化［１０］。二是教学人工智能可以关注每个学

生的学习需求。学生利用智能移动终端设备，随时

可以将自己不懂的问题传输给教学人工智能，教学

人工智能根据之前积累的教学数据解答问题，对于

不能解答的问题，教学人工智能会把问题反馈给人

类教师，由人类教师做出解答。有效的人机交互模

式既减轻了教师的工作负担又能满足学生的个性化

需求。三是教学人工智能可以及时反馈每个学生的

学习效果。教学人工智能可以实时反馈学生的学习

数据，还可以对单个学生及整个班级学习状况生成

评价报告，为人类教师深入了解课堂教学情况打下

坚实基础，也为下一次课堂教学内容安排与设计提

供可参考的依据［１１］。如北极星 ＡＩ助教、１０１教育
ＰＰＴ都具有这样的功能。其次，教学人工智能能够
更好地保障教学目标的准确实现。一般而言，教学

活动应该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可能包括多维的知识

目标、能力目标和价值目标。教学实践中，不同教

学目标的达成依赖于不同的教学活动，往往难以在

有限的课堂教学中完全达成，不同的人类教师在讲

授相同的教学内容时也会侧重不同的教学目标。在

教学人工智能系统中，通过建构出相应的算法模

型，对教学的决策、实施、评价和分析做出判

定［１２］。这种算法模型的建构，能够根据先前所建

构的知识图谱而自动地关联到相应的教学知识链

条，为确保相同的教学内容达成完整的教学目标提

供了可靠和可行的路径。例如一些教学内容推送系

统、智能导学系统（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ＩＴＳ）、北极星ＡＩ助教等教学辅助系统在保障人类
教师遵循相同教学达成相同教学目标方面已经取得

一定的效果。此类研究也成为当下的潮流，从而在

充分发挥教学人工智能保障教学目标实现中起到积

极作用。再次，教学人工智能能够基于教师群体的

经验而实施更稳定和可预测的教学活动，保障教学

决策的科学性。教学活动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直接

关系到教学的质量和学生的可接受性，以及有效凝

聚教学共识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所具

有的存储能力、算法和算力的优势的支持下，教学

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分析、归类、汇总和索引等方式

对教学内容、教学规律、教学规范和教学环节等教

学数据更加全面地掌握，教学人工智能的决策是基

于全量信息，不管是在掌握信息总量方面还是在发

掘和整理信息规律方面都拥有超越人类教师的能

力。这就无疑对教学人工智能决策的全面性和理性

化起到了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在面对相对复杂和

新型的教学内容时，教学人工智能的决策也是在人

类教师群体经验和公共理性的基础之上而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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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别人类教师可能按照直觉或臆想而作出的教学

决策相比，应该更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在具体

的实践中，人工智能教学辅助系统已展现出特有的

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如 Ｗｉｌｅｙ和 Ｈａｓｔｉｎｇｓ等人把学
习者生成的文档，在利用两段式的机器学习和自然

语言理解技术且结合语义索引（Ｌａｔ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Ｉｎ
ｄｅｘ）和Ｃｏｈ－Ｍｅｔｒｉｘ评分引擎的情况下，依靠对文
档中的因果关系及链条的检测来评价学生对概念和

想法的运用，其结果显示采取混合方法检测和评价

内容具有优势［１３］。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教学人

工智能的决策已拥有更加稳定和理性的特质，对提

升教学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大有裨益，从而增强了

教学整体的质量和效果。最后，教学人工智能能够

有效防范人类教师决策的偏见风险，保障教学效果

的确定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近些年

快速兴起的脑机接口技术（Ｂ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
ｆａｃｅ，ＢＣＩ）成为新的突破口。通过神经网络技术使
算法不仅具备深度学习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而且具

备自动迭代等能力。因此，能够直接解构、重组和

发掘教学原始数据要素中的关联意义，在这个基础

上开展教学的决策。这就将人类教师决策的偏见等

不当的外在因素排除在教学决策过程之外，有利于

保障教学决策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对此，有学者就

指出：当在教学上发生与同类相关的争议时，均可

以利用同一的算法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教学人

工智能能够防范和消除人类教师出于对好教师或具

有人情味的教师的名声的追求而任意展开教学的风

险［１４］。而且在具体的实践中，教学人工智能的客

观性也得到了肯定。如 Ｗｅｓｔｅｒａ等人把学习者１７３
份的论文通过使用 ＲｅａｄｅｒＢｅｎｃｈ框架（一种自然语
言理解的软件模型），为这些论文报告生成一组文

本复杂度指数，然后将不同配置的机器学习算法相

结合来预测分数，实验表明该方法拥有相当高的精

确度。这样确保了人类教师决策的客观性，因而是

符合“教书育人”要求的。

　　二、教学人工智能的限度

尽管教学人工智能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比人类教

师更优的特性，但它仍面临着技术上的困境、价值

上的挑战和治理上的难题［１５］。只有全面和客观地

看待教学人工智能的限度，才能深入系统探讨教学

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

（一）技术上面临的困境

１．教学数据供给不足的困境。教学人工智能的

优势是基于全量教学数据深度学习而对决策模型予

以构建，因此，它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是由教学数据

的全面性、完整性和准确性维系的。大多数人工智

能教学辅助系统都是以教学案例作为数据学习来源

进行制成的。当下的教学案例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

量上都难以满足教学人工智能所要求的全面性、完

整性和准确性标准。我国虽已建立一定的教学案例

数据库，但从数量上来看，可使用的公开教学案例

可能仅占少部分。考虑到目前在案例公开程序上缺

乏完善的管理制度，教学案例涉及智力成果归属问

题，以及案例公开的成本等因素，教学案例选择性

公开的状况普遍存在。从质量上来看，即使是已公

开的教学案例，也存在着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形，甚

至存在简化教学设计以及重复进行教学设计等情

形［１６］。而且由于缺乏科学系统的教学数据积累计

划，已公开的教学数据并不能对教学的全貌进行细

致全面的反映，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独特的教学视角和模式的运用、个人教学风格的内

在张力地展现、教学委员会的群体讨论等都难以依

靠数据化的方式得到有效呈现，这就导致了教学人

工智能所习得的数据供给不足因此存在局限性，它

们无法达到全面性、完整性和准确性的数据状态，

从而影响到教学人工智能的科学性和可靠性［１７］。

２．教学人工智能难以摆脱算法黑箱的困境，这
与实现教学目标所要求的教学活动的透明性和公开

性发生了冲突和矛盾。美国著名信息专家詹娜·布

瑞尔（ＢｕｒｒｅｌｌＪｅｎｎａ）对造成算法黑箱的原因进行了
总结，认为一是因算法涉及国家机密或商业秘密而

产生有目的的不透明；二是因在把握算法技术的能

力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产生技术文义的不透明；三是

因算法的复杂性和先进性而产生固有的不透明［１８］。

以上三种原因也是影响教学人工智能算法透明度的

主要因素。具言之，首先，当前多数人工智能教学

辅助系统都是通过外包给相关技术公司的方式予以

开发并在它们技术支持下开展应用。但这些公司都

从自身商业利益出发，常常拒绝向发包单位公开算

法，甚至抵制相关算法的公开。如２０１８年美国纽
约市出台了《自动化决策特别工作组法》，实现监

管政府所应用的诸多算法的目的。但这一法案遭到

许多科技公司以商业秘密保护为由的强烈抵制，迫

使该法案最终被取消［１９］。其次，因教学人工智能

算法愈是具有高效性和精确性，就愈需要先进技术

予以支持和复杂的原理来进行支撑。但算法知识的

专业性本来就使普通人难以理解其运作原理，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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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没有计算机知识背景的教师或学生来说也如此，

他们均难以对教学人工智能算法设计和运作机理进

行掌握和理解。最后，教学人工智能算法的复杂性

不仅表现为具有潜在的自我学习能力，而且表现为

具有潜在的自我编程能力，还表现为具有潜在的自

我更新迭代的能力，特别是可以轻松地拟合万维以

上的函数。因此，教学人工智能算法在应用一段时

间之后，哪怕是设计算法的人员也难以准确解释教

学人工智能决策背后的算法逻辑。

３．教学数据挖掘需要大量投入的困境。教学人
工智能的主流算法是建立在知识图谱和深度学习相

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基于从多个数据源中提

取信息方式的知识图谱的半监督学习（ｓｅｍｉｓｕｐｅｒ
ｖｉ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方法中［２０］，无论是数据的精确化程

度还是模型的精细化程度都对教学人工智能决策的

准确性有着直接的影响。但结构化的语义知识图谱

绘制并非是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完成的，需要大量的

教学专业人员归纳总结教学规律、教学规范以及教

学构成的相关节点的特点，而且对此打上明确的标

签。这些人工归纳总结活动为机器深度学习提供可

靠的数据集合。同时，因教学案例数据信息具有一

定程度的不客观性、不真实性和不全面性的问题，

加之在教学术语运用方面也存在着不统一性，以及

教学数据结构化水平明显不高等问题。这就不仅需

要大量人工对相关数据进行清洗和挖掘，而且需要

大量人工对相关数据予以结构化改造。所以，从当

前教学人工智能的实践来看，“有多少人工方能产

出多少智能”“有多少优秀人工才能带来多少优秀

智能”［２１］。这意味着教学人工智能的建设无论是在

人力和物力方面还是在财力方面需要长期和大量的

投入。另外，在人文社科领域，它的主观性和不确

定性一般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当教学

人工智能的准确率达到一定水平与程度之后，如果

再对教学人工智能的准确率作进一步的提升，那么

就需要以几何倍的增长方式进行投入。因此，当教

学人工智能的可靠性与高效性未完全释放出来，并

且对它的应用前景并不清晰的情况下，就需要通过

长期的高投入去发展教学人工智能，无疑对教学人

工智能的应用与发展的信心和耐心是一种严峻的

考验。

（二）价值上面临的挑战

１．教学人工智能决策难以防范价值偏见的风
险。从表面上来看，教学人工智能基于内在的逻辑

功能是可以对人类教师先入为主的价值偏见起到防

范作用的。但事实上，教学人工智能并非我们想象

那样能够保持客观与中立的状态。这是因为，教学

人工智能是基于挖掘和学习先前教师教学经验与数

据而进行教学预测工作。而且教学人工智能离不开

“ＧＩＧＯ（ｇａｒｂａｇｅｉｎ，ｇａｒｂａｇｅｏｕｔ）定律”的支配与影
响，这使得教学人工智能对先前教师的教学经验予

以习得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对先前教师教学经验中

所包含的价值偏见部分予以习得，就产生了所谓的

“偏见进，则偏见出”的现象［２２］。再者，学校在教

学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方面的能力有限，多数人工智

能教学辅助系统都是通过外包给技术公司的方式开

发并在它们的技术支持下开展应用。如果公司的技

术人员本身存在价值偏见或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

产生价值偏见等，那么就有可能将这些价值偏见写

入教学人工智能算法之中。而且算法黑箱和技术壁

垒在教学人工智能发展中客观存在，这就会导致无

法立刻发现和及时纠正产生的价值偏见。在这种情

况下，由于教学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于教学领域。

因此，在教学人工智能决策中产生价值偏见的风险

不可避免。

２．教学人工智能难以依据教学或社会发展的价
值需求做出及时地改变或创新。教学并非是简单的

知识传授活动。它是由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

所构成的，是以为社会培养栋梁之才为目的的活

动［２３］。因此，不管是对相关知识的理解还是对教学

活动事实的认定，通常均需要人类教师发挥一定的

主观能动性进行适当的决策与指挥。人类教师要对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因素进行充分考

量，从而充分发挥教学活动溢出性的作用，以便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并引导学生培养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不过，基于以“无须

满足任何更多的条件即可生成‘是’与‘否’的二元

选项代码”［２４］的自动化决策的教学人工智能，尽管

在决策过程中排除掉了人类教师带有偏见的不当因

素，但这意味着教学人工智能不仅在展开价值判断

方面缺乏能力，而且在创新方面也缺乏能力，从而

导致教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只能在对教学需求比较特

定和单一，以及教学目标比较明确和教学模式简易

比较可辨的场景中展开。再者，即便教学人工智能

具有展开价值判断和创新的能力，从伦理上来看，

也是人类需要高度关注和加以控制的方面。究其原

因在于：当教学人工智能能够替代人类教师展开价

值判断和创新时，人类教师的主体地位必然受到挑

战，这就导致人类教师服务于教学人工智能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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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颠倒的风险。

（三）治理上面临的难题

１．人类教师的主体性丧失的风险。教学人工智
能的应用可能产生教学被技术俘获和人类教师被算

法驯服的风险。当前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人工智

能不仅带来了高效便捷和成本低廉的优势，而且带

来了在决策方面具有较高的准确性与一致性的优

势。因此，很容易形成“强技术依赖”，在这种依

赖心理的影响下，人类更倾向于选择对机器的信

任。尤其是在紧急状况下，人类选择对机器的信任

超过了对人的信任［２５］。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教学

人工智能只是对人类教师教学工作起到辅助性的作

用，但在受到从众效应的影响以及规避责任风险的

需求下，人类教师也会更加倾向于采取教学人工智

能的决策结论，尽可能把自主性的判断抛弃掉。这

就带来了教学人工智能应用的正当性危机。倘若人

类教师的教学活动是由教学人工智能主导的话，那

么人类教师和现有的教学制度对教学效果起决定性

的作用就不复存在，而是接受外包服务并由开发教

学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的公司和人员来发挥决定性的

作用。这必然与人类教师的教学独占原则发生冲

突，产生了接受外包服务的科技公司对教学实践不

当介入的风险。

２．教学决策主动性不足的风险。一定程度上，
教学人工智能类似于自动售货机，隐去复杂的教学

决策过程，提供成熟的教学产品。这一特点可能将

人类教师和学生全程和深度参与教学活动过程的机

会剥夺。从教学活动的特点来看，人类教师和学生

的意见能否在教学活动中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充分的

尊重，是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教学人

工智能决策方式的出现，昭示了阶段化的机器论断

可能取代传统递进式教学活动的过程，不仅导致人

类教师和学生失去通过沟通不断修正和深入表达意

见的机会，而且导致人类教师和学生失去通过全面

和深度参与教学活动过程的机会。而且当人工智能

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它势必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到

教学决策。这最终会造成对教学决策的可信赖性的

损害。

３．教学人工智能决策带来了事故责任分配的困
境。从当前的研究来看，人工智能教学主体的多元

化、教学标准的复杂化和责任承担方式的模糊性等

因素使得教学人工智能的责任分配成为难题。首

先，教学人工智能是人类教师的“替身”还是“助

手”的问题尚无定论，所以，能否将教学人工智能

当做事故责任主体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即便是将

教学人工智能当成强人工智能看待，也有许多学者

坚持否定教学人工智能的事故责任主体地位［２６］。

其次，人工智能教学标准的复杂化导致教学事故责

任承担方式的模糊，使得人工智能教学决策带来的

事故责任承担条件以及承担方式的建构面临着较大

的挑战。最后，教学人工智能的出现对原有的“谁

出事故，谁承担责任”的责任分配原则提出了挑战。

在事故责任的承担方式上，是由教学人工智能担

责，还是由人类教师、学校单独担责或共同担责也

存在一定的争议。

综上看来，教学人工智能面临在技术上的困

境、在价值上的挑战和在治理上的难题。这就使得

一些学者认为教学人工智能只能作为人类教师的

“助手”存在，难以像人类老师那样自由开展工作

和进行自主性的思考，只是一种高级的辅助工具而

已。事实上，教学人工智能对教学的高效化、精准

化和个性化是大有裨益的，在保障教学的科学性和

可靠性方面也更具优势。

　　三、教学人工智能的超越

以上对教学人工智能的可能空间与内在限度的

分析，为客观和理性看待教学人工智能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但必须在充分发挥教学人工智能提升教学

的高效化、精准化和个性化的优势和保障教学的科

学性和可靠性的同时，尽可能克服教学人工智能所

存在的技术困境、价值挑战和治理难题。

（一）构建积极务实的人机共处模式

对于教学人工智能发展前景的探讨必须明确教

学领域内的人机关系。这样就需要客观和理性看待

教学人工智能的地位，教学人工智能到底是人类教

师的“助手”还是“替身”？当前学界较为现实的看

法是将简单的教学任务交由人工智能处理，将复杂

的教学任务交由人类教师处理［２７］。但争论的焦点

在于教学人工智能是否做处理简单的教学任务。对

此，本文认为是可行的。其理由如下。

１．将简单的教学任务交由人工智能处理在技术
上具有可行性。简单教学任务的教学对象明确，教

学任务、教学目标和规程相对明晰，这些特性与人

工智能的形式逻辑内核高度契合。教学过程中不需

要对教学事实认定进行复杂的推理，更不需要在对

教学事实认定中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进行解释，

这就为教学人工智能提供了较为明晰的适用对象。

人工智能教学辅助系统只要按照结构化的语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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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进行类教学关联就可以了，得出的教学结论是

依靠“对号入座”的方式适用教学法则。从当前已

有的实践来看，教学人工智能在一些可类型化的简

单教学中，对人类教师予以替代在技术上具有可

行性［２８］。

２．将简单的教学任务交由教学人工智能处理并
未对人类教师的主导地位予以否定。由于简单的教

学任务无论是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上，还是在教

学对象、教学规程上都是具体清晰的，人类或人工

智能教师，都只需要依照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

学对象和教学规程提供一个明确的教学结论就可以

了。从根本上来看，教学人工智能处理简单教学任

务也只不过是在重复人类教师的经验和做法。最能

够体现人类教师主导地位的则是需要展开价值判断

或创新的部分，这是教学中难度最高和最复杂的部

分。只要教学中的价值判断或创新的权力被人类教

师所掌握，就很难说教学人工智能对人类教师的主

导地位形成挑战［２９］。

３．将简单的教学任务交由教学人工智能处理能
够降低教学成本和提升教学质量。虽然科学技术迈

进自反性科学化阶段，但仍然既要重视科学自我招

致错误的界定与分配问题，也要重视科学自我招致

风险的界定与分配问题。从成本—收益分析法的角

度来看，这是正确处理科技与风险之间关系的最佳

方法。对于教学人工智能来讲，当把它适用于简单

教学任务的处理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人类

教师意想不到的错误或差错。但由于简单的教学任

务无论是在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还是教学对象和教

学规程上都比较清晰，因此，简单的教学任务方面

所犯的错误很容易被发现并立即纠正，这样通常成

本十分低。特别是在教学部门建立相应的算法审查

机构，能够及时和随机地对教学人工智能算法展开

审查并积极纠正错误即可。不过，这对于教学活动

而言，在收益上是相当可观的。从整个教学活动来

看，简单的教学任务所占的比重是相当高的，尤其

是初学知识的部分，几乎要占到将近 ８０％。将这
些教学任务交由教学人工智能处理，这就意味着可

以对人类教师的数量进行一定程度的削减，进而能

够节省教学中人力和物力的消耗。与此同时，能够

让有限的人类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中需要

展开价值判断或创新的部分，有利于促进教学质量

的不断提升［３０］。

（二）确立应对算法难题之措施

教学人工智能的算法是其运行的核心。因此，

对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和算法漏洞的规制是实现教

学人工智能正当和可靠决策的前提与基础。从教学

人工智能的特质来看，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应对教学

人工智能的算法难题。

１．建立健全教学案例筛选机制，为教学人工智
能的算法提供良好的数据学习集合打下基础。其

一，因教学人工智能决策是基于类型化的简单教学

任务而展开的。所以，必须在国家教育目的的规范

下，以现有优秀的教学案例等素材作为教学人工智

能系统建模的基础数据来源。其二，拓补现有教学

信息的记载方式以及强化对教案的公开，从而确保

作为教学人工智能学习素材样本的全面性和完整

性。同时，需要尽可能通过对教学信息记录的电子

化和自动化程度的提升，以实现类课堂教学过程的

全面数据化，从而确保教学人工智能能够全面系统

地习得人类教师的经验。其三，完善教学案例的退

出机制，这对于教学人工智能决策科学性的优化大

有裨益。在具体实践中，通过机器自主清理那些过

时和劣质的教学案例，教育部门以标注和定期审查

等方式及时清理那些过时和劣质的教学案例，从而

确保作为教学人工智能学习素材样本的高质量。其

四，拓补教学专家参与机制，应当让经验丰富的教

学专家参与对教学案例的选择以及数据的标注并对

该过程予以主导，从而不仅确保对教学案例的选择

和数据的标注节点的合理性，而且确保对教学案例

的选择以及数据集合的代表性和准确性，以提升教

学人工智能决策的可靠性［３１］。

２．把育人为本这一基本价值嵌入算法之中，确
保教学人工智能算法决策符合育人为本的价值导向。

美国人工智能专家凯西·奥尼尔认为，算法是一种

无道德的想象力。基于确保算法有益性的需要，就

必须在算法当中嵌入更好的价值，以便建构出能够

与人类道德准则保持一致的大数据模型［３２］。可见，

教学人工智能的算法设计人员应当将“育人为本”的

价值嵌入教学人工智能的算法之中。一是通过确立

价值函数和权重的方式，不仅把教学人工智能的价

值判断体系化，而且把教学人工智能的价值判断客

观化。其中就是根据不同的教学类型，以及对价值

的不同重视程度，来对相应的权重比值进行确定，

使教学人工智能无论在价值的选择上还是在价值的

判断上具有一定的能力。从这种思路来看，美国学

者托马斯Ｌ．萨蒂就提出了等级层次和网络层次分析
法。而这种算法的构建是基于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的结合［３３］，有利于人工智能对价值选择难题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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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是通过建构价值判断预测模型，从而提升教

学人工智能的价值判断能力。从价值判断预测模型

的原理来看，它是通过当前教学活动与先前教学案

例之间是否存在局部或交叉的价值判断区间进行检

索，而且通过对共享价值判断在先前教学案例中所

占比重予以权衡，从而采取类比方式确立当前教学

价值判断预测模型。

３．提升教学人工智能算法的透明度和可解释
性，以满足教学活动公开性要求。目前算法的可解

释性与商业秘密的保护及算法的先进性之间存在着

矛盾。而教学人工智能系统多是通过外包给相关科

技公司开发的，但教学人工智能的算法涉及教育公

共利益。因此，学校在将教学人工智能系统外包给

相关技术公司时就应当事先将算法代码的交付和公

开予以协商，从而保障教学活动参与者对教学人工

智能算法的了解和把握。不过，代码的开源并不必

然带来对算法决策逻辑架构的掌握。从实践来看，

通常是愈准确和强大的预测模型愈显得较为复杂。

同时，人工智能也在不断强化自我学习能力、自我

编程能力和自我迭代能力。这样一来，连专业的技

术人员对许多算法逻辑都难以掌握。因此，有学者

认为要求算法完全透明是一种奢望，只要能够合理

解释和说明算法的设计目的及运行基本原理即

可［３４］。这就达到了对算法要求公开的目的。对此，

相关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概念激活向量定量测试的

算法［３５］。而这种算法能够以量化的方式把不同教

学类型影响教学效果的程度显示出来，有利于对教

学人工智能算法的内部运行状态作一种解释。

４．构建教学人工智能算法审计制度，以消除教
学人工智能算法的歧视。从人工智能应用于不同领

域的现状来看，把独立的算法审计机构建立起来非

常必要，特别是监督和审计涉及公共利益的算法尤

为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构建教学人工智能

算法审计制度，对教学人工智能的算法展开独立的

审计。因此，在构建教学人工智能算法审计制度

时，可以要求开发人员在教学人工智能算法之中事

先嵌入审计线索，便于对教学人工智能算法决策的

依据及过程进行记录，有利于审计机构开展教学人

工智能算法的审计工作。如充分利用基于哈希函数

的可编辑区块链技术，记录和留存教学人工智能算

法决策的关键节点，为开展教学人工智能算法审计

工作提供方便的技术接口。特别在交付使用教学人

工智能系统前，审计机构就应当利用数据测试方式

展开审计算法查看是否存在偏见和漏洞等问题，并

且在交付使用教学人工智能系统后，审计机构应当

依申请或采取随机抽查等方式展开审计，以保障教

学人工智能算法的公正性和合理性［３６］。

（三）保障人类教师和学生的权利

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都必须把遵从个

人自主和个人优先放在突出位置。因此，在教学领

域应用人工智能不仅应当充分尊重人类教师和学生

的自主选择权，而且应当充分尊重人类教师和学生

的提出异议权，还应当充分尊重人类教师和学生获

得解释权。其一，对于简单的教学任务，人类教师

和学生都拥有选择是否运用教学人工智能的决定

权。倘若人类教师和学生都拒绝或一方拒绝，那么

学校就应当把简单的教学任务交由人类教师完成。

其二，在教学人工智能作出决策之后，如果学生或

人类教师对教学人工智能作出决策提出异议。此

时，就应当依照一定程序交由人类教师或学校来处

理，这就意味着作为守门人的人类教师或学校在人

机关系之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防范教学人工智能

对教学活动的统治风险。其三，在教学人工智能作

出决策的过程中，为了避免教学人工智能的算法利

用其自身优势给人类教师和学生带来不利的处境，

人类教师和学生可以申请获得专家或开发人员对教

学人工智能算法进行解释，以保障其获得相对平等

和有利地位的能力。

（四）增强人员之间的交流和复合人才的培养

随着教学人工智能的不断专业化和完备化，这

就需要大批既精通教学又精通计算机技术的专业人

员，只有在他们的通力合作中才能推动教学人工智

能的进一步发展。其一，在教学人工智能系统的开

发过程中，人类教师及相关教学专家需要参与对教

学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测试、应用及改良等环

节，保障教学人工智能系统更加契合教学需求、符

合教学规律和遵循教学伦理，这有利于对外包科技

公司不当介入教学风险的防范。其二，在教学人工

智能系统开发的过程中，技术开发人员需要深入了

解教学的运作方式和实现教学目标的途径等特质，

特别在设计之初应当深入学校调研和发放问卷，为

设计出更加契合教学需求、符合教学规律和遵循教

学伦理的人工智能系统打下坚实基础。其三，从教

学人工智能的应用与长远发展来看，对既懂教学又

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关键，也是建构可靠

的教学人工智能系统的根本保障。因此，应当大力

培育掌握相关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学人才，从根本上

确保教学人工智能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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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构合理的责任分配机制

教学人工智能的责任分配是推动教学人工智能

发展的基础，必须建立合理的责任分配机制。但要

分两种情形来进行构建。其一，教学人工智能为教

学活动提供了材料和数据等辅助性的情形。在这种

情况下，由于教学人工智能并未作出决策，只是起

到了辅助性的作用，当教学人工智能出现偏误时，

应当遵从“谁使用，谁负责”的基本准则。因此，

由教学使用人员承担主要的责任。但基于对教学人

工智能所提供材料和数据起到辅助作用的程度，可

以依照浮动比例原则确定教学人工智能系统的管理

人员承担责任［３７］。其二，教学人工智能处理简单

教学任务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教学人工智能作

出了决策，当教学人工智能决策出现偏误时，责任

应当由哪个主体承担并没有定论。从当前研究的现

状来看，由人类教师和学校单独承担或共同承担均

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学校是教学

活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开展者，将此责任交由学校来

承担是出于对学校的信任，而且不管是教学人工智

能作出的决策还是人类教师开展教学活动都是以学

校的名义进行的。因此，由学校承担相应的责任更

加符合教学活动机制，学生、家长和社会也均可以

接受。不过，完全由学校直接要求人类教师承担此

责任，这会给绝大部分不懂计算机技术的人类教师

带来困扰，也增大了承担责任的成本，是不可取的

方式，也阻碍了教学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

教学人工智能的兴起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结

果，在应用过程中会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

面。因此，一方面要发挥教学人工智能对教学的高

效化、精准化和个性化的提升能力以及保障教学科

学性和可靠性的优势；另一方面要积极克服教学人

工智能所存在的技术困境、价值挑战和治理难题。

虽然对教学人工智能所存在的技术困境、价值挑战

和治理难题的解决可以提出建议方案，但这些建议

方案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在具体的操作

中，如何把简单的教学任务与复杂的教学任务区分

开来；在什么情况下将教学人工智能运用到简单教

学任务中去；对教学人工智能算法的规制是否会增

加教学成本等［３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不断深入

研究。尤其对教学人工智能应用与发展的探讨不是

一劳永逸的，必须在教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实践中发

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不断推进教学人工智能的进

步，让人类教师和学生从教学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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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高中数学项目式教学模式探索

宫海静１，２，邵志豪１，２

（１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１；２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１）

　　［摘　要］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关注批判性思维培养，更需依托教学方式变革。高中阶段作为创新人才培
养的重要阶段、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最佳时期，开展指向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教学模式探索具有现实意义。本

研究构建了指向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高中数学项目式教学模式，即包含目标层、主体层与活动层的三级交叉

结构，通过准实验研究法，以修订版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为测量工具考察了该教学模式在教学

实践中的效果，结果表明高中数学项目式教学模式对于培养高中生批判性思维是有意义的。

　　［关键词］创新人才培养；批判性思维；高中数学；项目式教学；ＣＣＴＤＩ
　　［中图分类号］Ｇ４０－０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０８－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６

２０１９年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
育现代化２０３５》，明确提出“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
创新能力”，“加强创新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

的培养”。大量研究表明批判性思维①是打开科学

创新之门的钥匙，是创新思维的动力和基础［１］，是

创新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２］。因此，培养创新人

才，必须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３］。与此同

时，高中阶段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阶段、批判性

思维培养的最佳时期［４］，在该时期开展指向批判性

思维培养的教学探索无疑对于创新人才培养有着丰

富的现实意义。

　　一、基于高中数学项目式教学培养批判性思维

目前国内关于批判性思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高等教育阶段，很多学者开展了关于本科生、研究

生批判性思维发展水平的调查研究并依据调查结果

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例如马英军等人

开展了高校师范生批判性思维倾向的调查研究，提

出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需要与教学实践相结合［５］，张

青根等人做了中国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增值调

查，兼议了高等教育增值评价的实践困境等［６］。还

有很多学者开展了基于学科教学改革的批判性思

维培养实践，例如李迎新等基于 ＳＩＯＰ模式开展了
大学英语教学对本科生批判性思维影响的实证研

究［７］，秦西玲等在全国 １２所“拔尖计划”高校进
行了拔尖学生的学习参与及其批判性思维发展的

实证研究等［８］。冷静等基于７９篇实验或准实验的
元分析得出在不同学段、不同学科开展批判性思

维的培养效果不尽相同的结论，她们发现高中学

段效果最佳，数学学科效果最好［９］。于道洋等则

从学科本质的角度论述了数学教育与批判性思维

间的联系，即数学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理性精神，

而理性精神需要通过批判性思维得到强化［１０］。可

见，无论从学科本质还是实践效果，数学教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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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手段。目前教育界对于

普通高中生批判性思维培养的研究更多集中在通

过学科教学促进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应然分析方面，

缺少实然的效果检验，在学科选择上也更倾向于

语文、外语、历史、政治等人文学科，基于数学

学科的研究并不多。

批判思维的培养需要落实在教学实践中，没有

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真正改变，全面培养学生批判

性思维必将是一句空话［１１］。项目式教学是近年来

备受关注的一种教学模式，其萌芽可追溯至１８～
１９世纪，卢梭、裴斯泰洛齐等自然主义教育家认
为教学应该更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和自我决策，这些

思想被看作是项目式教学的理论基础［１２］。项目式

教学与以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不同，是在教师

指导下，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完成一个完整的实践

性项目而进行的教学活动［１３］，是一种以合作学习

和自主建构为核心的课堂教学模式［１４］，它不再以

学习结果为教学目标达成的衡量标准，而更关注学

习过程，关注过程中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

更加强调“做中学”，更强调过程性评价。大量国

内外教学改革实践已经证明，项目式教学模式对于

培养学生高阶思维能力有效［１５］。

近年来，项目式教学在国内备受关注，很多学

者针对于不同的教学目标、教学形式构建了不同的

项目式教学模式，例如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项目式

教学体系、基于翻转课堂的项目式教学模式、面向

计算思维能力发展的项目式教学、问题解决视角下

ＶＢ程序的项目式教学、融入思政元素的实验项目
驱动式教学等，对构建项目式教学体系的基本思

路、目标体系、过程构建及教学组织等的讨论越发

充分，基本上达成了项目式教学要关注目标设定、

内容选取、情境活动及教学主体几个关键要素的认

识。于此同时，还有很多中学教师基于项目式教学

开发了大量的教学设计、教学课例，例如设计了以

“制作一枚食用皮蛋”为学习主题，包含五个项目

任务的教学实践，开展了以“汽车尾气有害气体ＣＯ
和ＮＯ的治理”为例，发展学生“变化观念与平衡思
想”素养为目标的的项目式教学设计等，为中小学

教学实践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当然，这些教学案例

更侧重于“实然”的一线教学实践样态，而缺少对

“应然”的理性辨析。不难发现在项目式教学实践

中，化学学科的课例最为丰富，学科间存在着不均

衡的特点，数学学科的项目式教学实践研究还相对

较少。结合国内外研究结果开展高中数学项目式教

学模式研究工作，既是对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有益尝

试，也会丰富项目式教学模式实践。

　　二、指向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高中数学项目式教
学模式设计

于冬梅老师认为“课堂教学变革的应有逻辑是

未来人所需的素养决定了学生所需的学习内容，进

而决定了教师的教学内容”［１６］。指向批判性思维培

养的高中数学项目式教学模式是课堂教学变革的一

次尝试，其模式构建也必须要解决目标、内容、活

动、主体间的结构问题。其中，目标层统领课程结

构和设计，活动层是目标层得以实现的方法与场

域，主体层则是联结目标层和活动层的关键要素

（如图１所示）。

图１　批判性思维导向的高中数学项目式教学模式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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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层———项目式教学模式设计的指南

指向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高中数学项目式教学，其

初衷是在缄默的批判性思维发展目标达成过程中，通

过将教学主体的角色定位、实施过程以及行动路径等

关键要素汇聚于教学框架之中，通过在目标制定、教

学活动、项目实施、交流展示以及活动评价等环节完

成过程中所实现的信息提取、逻辑推理、反思判断、

问题解决等一系列行为序列，通过对问题解决过程中

交替出现的挫败感与成就感的情绪协调与把控，最终

实现批判性思维提升的教学模式。也就是说，决定学

生批判性思维发展程度的不仅仅是关注项目本身的完

成程度，更重要是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所付诸的实际行

动与实践体验，即过程大于结果。因此，目标层的确

定既要包含批判性思维相关知识与技能的提升、项目

问题的解决还要体现精神意识。

（二）主体层———项目式教学模式实施的关键

项目式教学模式决定了师生在项目完成过程中

的“双主体”地位。鉴于高中生逻辑推理知识相对

欠缺、资料搜集能力相对薄弱、数学知识相对局

限，高中数学项目式教学的实施过程应紧紧围绕项

目开展的需要，采用半结构化课堂教学模式，一方

面不能摒弃封闭式传统教学模式，例如要有逻辑推

理等一般知识的讲授、资料搜集与甄选标准的介绍

等，另一方面要有开放式的项目实施与研究过程，

即在自主学习、同伴互助、合作探究中实现项目教

学的基本结构与流程。因此，师生的双主体地位在

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在项目设计阶段，即项

目甄选与教学目标确定时，教师是课程的设计者与

开发者；在项目准备阶段，即关于项目实施过程中

所需的常用逻辑推理以及信息搜集与处理等相关知

识、方法的学习过程中，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

与传授者，学生则是教学活动的参与者与学习者；

而在项目开展阶段，教师是项目实施进展的监督者

和辅导者，学生则成为了项目实施过程的主导者、

设计者、实施者与调节者。在整个高中数学项目式

教学模式中，教师的角色定位逐渐由台前转到幕

后，逐渐由主导者转变为辅助者；学生的角色定位

则逐渐从台下走到台上，逐渐由学习活动的被动接

受者转变成为学习活动的主导者。

（三）活动层———项目式教学模式效果的保障

活动是高中数学项目式教学的核心部分，活动

既包含项目确定阶段教师开展的基于学情的调研活

动和项目设计活动，又包含项目准备阶段师生共同

开展的关于知识方法的学习活动，更包括项目实施

阶段中学生所进行的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展示交

流、反思总结活动。活动层是影响批判性思维提升

效果的重要环节，是目标层达成与否的关键，更是

主体层角色地位得以充分体现的场域。因此，指向

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高中数学项目式教学模式活动层

要实现课堂活动与课后活动的良性互作，既要确保

活动能有计划地顺利开展，又要确保活动高质、

高效。

　　三、指向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高中数学项目式教
学模式的实践探索

依据指向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高中数学项目式教

学模式的三层立体交叉结构，笔者以校本选修课的

形式进行了教学实践。项目设计阶段，结合高一年

级数学必修１部分的教学内容，基于高一年级学生
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经过几轮一线教学专家咨

询与讨论，最终确定了符合高一学生认知发展水平

又适合开展进一步探究学习的文献综述类、推理论

证类、调查建模类共计３类６个项目话题（如图２
所示），并确定了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计划以及评

估方式，依托学校校本选修课平台开展了为期１２
周的教学实验，并对实验效果进行了评估。

图２　批判性思维导向的高中数学项目式教学项目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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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吉林省Ｄ学校高一年级所有学生通过中考和
校内考试的双重选拔模式完成分班，虽然班型间存

在差异，但是班级内部差异较小，本研究以校本选

修课形式开展，以来自１４个班级的４３位选修学生
为研究对象（实验组），采用自助法，将同一年级

５５０名非选课学生作为对照组。一方面选用修订后
的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简称 ＣＣＴＤＩ）
对实验组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倾向水平进行前后对

比。另一方面，在教学实验完成后对照组学生也同

时进行批判性思维倾向测量，通过实验组与对照组

测量结果比对，实现教学效果的有效评估。所有实

验数据都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二）研究工具

以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中文版为基

础量表，该量表题目形式为封闭式选择题，包含

“寻求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

“批判性思维自信心”“求知欲”“认知成熟度”共７
个维度，每个维度有１０小题，共计７０小题，每小
题设置６个选项：“强烈赞成”“赞成”“基本赞成”
“不太赞成”“不赞成”“强烈不赞成”［１７］。首先，将

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中文版连同英文原

量表一起发给两位高中数学教师和一位心理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对其文字表述进行修改，确定中文翻译

稿，使之更符合中文表达特点和高中生的实际情况

以及接受水平。然后，采用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

样方法，根据自愿原则，选取２４１位学生为调查对
象发放测试问卷，共回收有效试卷２２８张，回收率
为９４６％，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分别对测试量表进行项
目分析、信度分析及效度分析。

１．测验工具项目分析。首先，利用临界比率法

对所有项目进行筛选，以剔除鉴别度低的题项。将

与每个题目相对应的调查得分进行排序，得分前

２５％为高分组，得分后 ２５％为低分组。对高低两
组的每题得分均值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剔除所有题
项在各维度的高分组和低分组之间没有达到统计学

显著性水平（Ｓｉｇ＞００１）的试题。对高低两组每题
得分均值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结果显示有 ３、１１、
１２、１７、２１、４３、５６、６１、６６共计 ９题没有达到
显著差异水平，说明这些题项的可靠性和适切度欠

佳，故删除此９项。
２．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代表量表的一致性或

稳定性，本研究以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衡量正式问卷
的信度，如果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ａ系数越高，表
示信度越高。若题项删除后的量表整体信度系数比

原先的信度系数（内部一致性 ａ系数）高出许多，
则此题项与其余题项所要测量的属性或心理特质可

能不相同，代表此题项与其他题项的同质性不高，

可考虑将此题项删除。本问卷 ａ系数为０９０３，呈
现高度一致性。删除各题后 ａ系数均在 ０８９９至
０９０５之间，因此删除某题项对信度无较大影响。

本研究以７０个测评题项得分进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ＫＭＯ值为 ０８０４，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 Ｘ２值为
７１４９０４５（ｐ＝００００），达到极显著水平，说明适合做
因素分析，采用主成份分析法，结果显示公因子方差

无小于０２项，均在０６１２～０７４２之间，表明被表达
效果良好。抽取主成分结果显示各因素共同解释

６８６５６％的变异量，大于５０％，符合标准。
基于以上统计分析结果，本研究将适切度欠佳

的９个试题从 ＣＣＴＤＩ中剔除，最终构成修订版
ＣＣＴＤＩ（如表１所示）用于批判性思维培养教学的实
验效果检测。

表１　修订后的ＣＣＴＤＩ结构

维度 题号

寻求真相 Ｔ１，Ｔ２，Ｔ４，Ｔ５，Ｔ６，Ｔ７，Ｔ８，Ｔ９，Ｔ１０

开放思想 Ｔ１３，Ｔ１４，Ｔ１５，Ｔ１６，Ｔ１７，Ｔ１８，Ｔ１９，Ｔ２０

分析能力 Ｔ２２，Ｔ２３，Ｔ２４，Ｔ２５，Ｔ２６，Ｔ２７，Ｔ２８，Ｔ２９，Ｔ３０

系统化能力 Ｔ３１，Ｔ３２，Ｔ３３，Ｔ３４，Ｔ３５，Ｔ３６，Ｔ３７，Ｔ３８，Ｔ３９，Ｔ４０

批判性思维自信心 Ｔ４１，Ｔ４２，Ｔ４４，Ｔ４５，Ｔ４６，Ｔ４７，Ｔ４８，Ｔ４９，Ｔ５０

求知欲 Ｔ５１，Ｔ５２，Ｔ５３，Ｔ５４，Ｔ５５，Ｔ５７，Ｔ５８，Ｔ５９，Ｔ６０

认知成熟度 Ｔ６２，Ｔ６３，Ｔ６４，Ｔ６５，Ｔ６７，Ｔ６８，Ｔ６９，Ｔ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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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

１．实验组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对比。本研究
对所有４３名参加选修课的学生测量结果进行成对
样本统计量分析、并对每个学生测量结果做成样

本，并对样本ｔ检验处理，取９０％的置信区间，即
Ｓｉｇ＜０１时为存在显著性差异。结果显示：教学
实验前后，学生在整体水平以及“寻找真相”“开放

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批判性思维自信

心”“求知欲”及“认知成熟度”这７个维度的平均得
分均有所提高。同时，学生测量结果成对样本 ｔ检
验显示：教学实验前后，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倾向

总体”（Ｓｉｇ＝００７３）“批判性思维自信心”（Ｓｉｇ＝
００１）和“认知成熟度”（Ｓｉｇ＝００７６）这２个维度
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如表２所示。

表２　批判性思维倾向各维度前后对比

均值 标准差 ｔ值 显著性

１寻找真相
前测 ２７６０ ６２５３

后测 ２８３６ ７２１７
－６２３ ５３７

２开放思想
前测 ２１９３ ３９７８

后测 ２２１４ ３８２１
－３０２ ７６４

３分析能力
前测 ３２０５ ４３７５

后测 ３２７４ ４６１４
－１００２ ３２２

４系统能力
前测 ２９７６ ５６４８

后测 ３１１７ ５８５９
－１３２４ １９３

５批判性信心
前测 ２７７６ ５３６２

后测 ２９３６ ４９３２
－１６７４ １００

６求知欲
前测 ３４５７ ５３２８

后测 ３５８１ ４４０４
－１１９３ ２３９

７认知成熟度
前测 ２５３８ ３６５８

后测 ２６９８ ５３３４
－１８２２ ０７６

８总体
前测 １９９０４７６ ２１９３６００

后测 ２０６５４７６ ２２５１１５９
－１８４１ ０７３

２．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对比。
为了尽量弱化非教学实验因素对于学生批判性思维

倾向的影响效应，本研究在教学实验结束时，依据

自愿原则对高一年级的非选课学生进行了修订版

ＣＣＴＤＩ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５５０份，回收有效
问卷５１０份，回收率为 ９２７％，参与教学实验的
学生在试验结束提交有效问卷 ４３份，回收率
为１００％。

考虑到开课形式为选修课，学生来自 Ｄ学校
所有班型的所有班级，但是其分布呈现随机样态。

与此同时，全学年班型之间生源存在明显差异性。

考虑到参与教学实验组与未参与教学实验组分布的

差异性会对结果产生影响，故本研究采用统计学中

自助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按参与教学实验的学生所

在班级参与调查人数比例１班 ∶２班 ∶３班 ∶４班 ∶５
班 ∶６班 ∶７班 ∶８班 ∶９班 ∶１０班 ∶１１班 ∶１２班 ∶１３
班 ∶１４班＝１０∶１２∶９∶９∶６∶８∶１２∶８∶１０∶１０∶
１２∶８∶６∶１２将参与教学实验样本容量扩充至１３２，
并对参与教学实验组与未参与教学实验组进行了组

间描述性分析和独立样本ｔ检验分析。对两组数据
进行组间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参与教学实验的

学生相比于未参与教学实验的学生在“寻找真相”

“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批判性思

维自信心”“求知欲”“认知成熟度”七个维度的得分

以及总得分均呈现增加态势。对两组数据取９５％
置信区间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显示以上７个
维度和总体（Ｓｉｇ＜００５）均成立，即均存在统计学
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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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指向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高中数学项目式教
学未来实施建议

通过教学对比实验，本研究发现项目式教学实

践过程中存在教师课程整合能力薄弱、学生课堂体

验较为辛苦、课堂教学评价体系单一等问题。针对

这些问题，本研究对未来项目式教学的开展提出以

下建议。

（一）提升教师综合能力是开展高中数学项目

式教学的前提

本研究以传统教学与项目式教学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对教师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教师需要根据学生所处学段和学习内容重

新整合选取项目主题或话题，而非按照教材进行

内容的讲授，需要对知识内容进行再学习与再加

工，教师成为他们自己教学的学习者，需要具备

学科重构能力；其次，高中数学项目式教学设计

中，需要将信息技术融入学科内容的教学策略

中［１８］，这对教师综合研判学生对技术的接受、掌

握程度及明确技术提升批判性思维机理的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后，教师应该在教学设计与

实施过程中，注重学生认知与情感体验的统一。

数学学科具有抽象性强、逻辑性强、应用性强的

基本特色，教师要通过过程性评价、开放性和探

究性结果评价体系，兼顾高中生批判性思维培养

与数学学科特征之间的互动作用，避免出现学生

参与课堂积极性不高、课堂教学评价滞后的问

题，教师需要具备更高的教育心理学实践能力。

（二）适恰的教学干预是持续开展高中数学项

目式教学的关键

本研究将学科教学与思维培养进行融合，一

方面，使得批判性思维培养形式具化到具体教学

行为当中，使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

对高中阶段（批判性思维培养黄金期）数学学科

（批判性思维培养最有效学科）的教学模式改革进

行了尝试，虽然研究结果支持了冷静、ＡｂｒａｍｉＰ．
Ｃ等学者的观点，即教学干预对学生批判性思维
具有显著提升作用［１９］，但是项目实施的节奏过

快，项目难度较大，使得很多学生课堂体验较为

辛苦，这将不利于保持学习热情，也会有损学生

的项目活动参与度。因此，适当的项目难度、适

时的鼓励引导、适度的任务安排是持续开展高中

数学项目式教学的关键。

（三）构建多元评价体系是保持高中数学项目

式教学效果的保障

本研究采用对经典测评工具———加利福尼亚批

判性思维倾向量表进行修订的方式获得实验效果监

测量表，这种标准化的测量更多地体现学生批判性

思维倾向的变化，而无法衡量学生在数学学科中使

用到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

项目式教学的开展与推进意义也比较有限。因此，

构建包含教师评价、项目组内评价、项目组间评

价，涵盖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的多元评价体

系，将更有利于发挥教师评价对项目式教学实施的

指导意义，学生自评和互评对项目式教学实施过程

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采用准实验研究法，表明了批判性思维

培养与高中数学学科教学融合是可教的，结合学生

的认知水平和知识结构开展高中数学项目式教学实

践，对于培养高中生批判性思维是有意义的。由于

批判性思维培养指向高阶思维培养，故本实验仅选

取了吉林省国家级示范校 Ｄ学校的部分学生作为
样本，虽对于优质生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样

本量依然有限。另外，围绕批判性思维是否适用于

具体学科，恩尼斯主张将教学干预分成四种方式：

一般方法、灌输法、沉浸法以及混合法。本研究既

介绍浅表的批判性思维相关知识内容又结合数学学

科开展教学活动，属于混合法教学干预方式，但是

由于受校本选修课的运行模式限制，批判性思维相

关知识内容的介绍比较粗浅，更多是通过学科教学

研讨来强化批判性思维倾向。同时，本研究选用修

订经典量表的方式获得量表，这种方式兼顾了经典

量表的优势，又有利于弥补语言、文化等差异带来

的影响，但是这种标准化的测量更多体现学生批判

性思维倾向的变化，而无法衡量学生在数学学科中

使用到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因此在实施效果评价中

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注释：

①国内很多专家、学者更倾向于将批判性思维（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称为审辩式思维，为了与加利福尼亚州批判性思维
量表保持一致，故在本研究中批判性思维与审辩式思维不做

区分，统称为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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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柯氏模型”的混合式教学评价模式研究
———以延边大学数字化化学实验课程为例

朱楠嵩

（延边大学，吉林 延吉　１３３００２）

　　［摘　要］高校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普遍开展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支撑下的混合
式教学时代，建立混合式教学评价体系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是创建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民满意的教育的

价值追求。“大学化学实验”是探究性强、操作技能要求高的课程，混合式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有利于推

动实验教学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的创新改革。借助成熟的柯氏评价模型开展全过

程的教学评价，通过评价对教学活动不断进行反思和改进，提高学生对化学学科的学习兴趣，激发教师的

职业热情，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素养，实现混合式教学评价的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化学实验；评价体系；柯氏模型；评价思考；ＳＭＡＲＴ原则
　　［中图分类号］Ｇ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１５－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７

随着《中国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教育信息化２．０
行动计划》等国家政策的实施，以互联网技术为核

心、数字化为导向的信息技术，正在持续促使教育

教学的转型与变革，形成新型的数字化教学环境，

推动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的

创新改革。如何开展“大学化学实验”混合式教学

评价，本文拟借鉴柯氏模型，提出构建混合式教学

评价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影响混合式教学评价的关键因素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是中国第一个关于

教育评价系统性改革的文件，“在我国教育评价政

策体系中所处层级最高、系统性最强、调整范围最

广”［１］的文件，提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

向”［２］。国家颁布的《教师法》第七条第三种权利是

“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

成绩 ”［３］，以法律的形式作为教师的一项权利加以

规定。学生是接受教育的主体，学生评价是教学评

价的基础环节，不以学生考试成绩作为评价的唯一

标准，而是更加关注学生的进步幅度、毕业生发

展、用人单位满意度。教师要提升信息技术运用能

力，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

价，健全综合评价，构建数字化、智能化、专业化

的的教学评价体系。

“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

改进”［４］。“教育评价的本质应当是推动教育活动

的改进，评价能够完成的最大贡献是使得被评价者

能更清晰地识别问题并找到自己的努力方向，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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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教育评价最大的价值所在。”［５］然而，现阶段

混合式教学评价考核基本沿用传统的评价模式，

“重结果，轻过程”，评价功能单一，不能有效建

立以目标为导向，持续改进的“全员评价，全面评

价”的评价制度机制。开展混合式教学评价关键的

因素有以下三点。

（一）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目标设计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由美国心理学家

卡尔·罗杰斯（ＣａｒｌＲａｎｓｏｍＲｏｇｅｒｓ）于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提出。１９９８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提出“高等
教育需要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视角和新模

式”［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教育”，在学校层面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坚持

“以学生为中心”，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尊重学

生的发展需求，为学生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

２０１８年９月，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
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强调健全能力与

知识考核并重的多元化学业考核评价体系，完善学

生学习过程监测、评估与反馈机制。高校应积极从

“课堂、教师、教材”三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

变，即“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

“以学习效果为中心”［７］。

迈克尔·霍恩在（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Ｈｏｒｎ）《混合式学
习》中认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由两个相关的教学

目标理念组成：“个性化学习和基于能力的学习（熟

练掌握为基础的学习）”［８］，个性化学习实现“量体

裁衣式”的学习效果，实现自主性、创造性的学习目

标；基于能力的学习实现在进入新课程前，学生已

经掌握了教学目标任务，具备一定的挑战性学习能

力，以最大限度的缩小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为目标。

拉尔夫·泰勒（ＲａｌｐｈＷＴｙｌｅｒ）认为，“教育目标成
为材料选择、内容规划、教学程序开发、测试以及

考试准备等过程的指标”，“阐明目标的目的是表明

将带给学生的各种变化，从而规划和开发可能实现

这些目标的教学手段”［９］。混合式教学目标设计是关

键，目标是运转个性化学习的发动机，为教学活动

指明方向，目标的实现程度决定着结果评价的增值

幅度———学生“转化、发展、成长”的程度。混合式

教学评价是对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学习效果、行

为改变和现实结果的系统的、全面的评价。教师在

混合式教学中进行着不同角色的转换，如课堂教学

的组织者，教学目标的设计者和改进者，学生学习

成长的指导者、促进者，教学质量和效果的评价者，

学生职业发展的咨询师等，并以持续不断的教学改

进、实现教育教学目标的增值。

（二）基于目标管理的教学目标设计原则

国家新课标制定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态度情感与价值观目标是混合式教学目标设计的根

本遵循。随着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的发展，教学目

标设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动态性、开放性。教学

目标与重点难点设计是混合式教学设计的灵魂，对

后续阶段起着统领的作用。混合式教学目标要进行

分类设置，将具体目标转化为可预见的结果，结果

又对目标的调整改进提供了依据。“设计思维是教

育数字转型创新发展的关键要素”［１０］，教师按照教

育的认知规律进行混合式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可

借鉴的目标管理理论的相关工具方法，如 ＳＭＡＲＴ
原则（目标设定评价法）、ＭＥＣＥ原则（目标拆分
法）、５Ｗ２Ｈ原则（七问分析法）、黄金圈法则（目
标聚焦法）、ＯＫＲ（目标和关键成果）等，同时按照
教育目标分类规律进行科学规范。混合式教学目标

设计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需要教师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完成，体现数字化、

智能化、专业化特点的目标设计方案，是混合式教

学活动的“指挥棒”，是实现由教师、学生、教学

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等要素组成教学系统达

到最佳目标的保障，是对教学效果、教学质量、学

习结果等方面评价的标准依据（详情见表１）。

表１　混合式教学目标设计遵循的ＳＭＡＲＴ原则模型

维度 具体化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可度量Ｍｅａｓｕｒａｂｌｅ 可实现Ａｔ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相关性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时效性Ｔｉｍｅｂｏｕｎｄ

原则

教学目标要具体、明

确，师生能够准确的

理解目标，避免笼

统、模棱两可。涉及

知识与技能目标、过

程与方法目标、情感

与态度等

教学目标要有明确的

数据作为衡量是否达

成目标的依据。目标

通过实践、测试、考

核、评价等是可度

量的

教学目标要通过教

师、学生的一致行动

和努力是可以实现

的，目标不能过低和

过高，可具有一定的

挑战性

教学目标的实现与制

定的结果目标是有关

联的。如果完全不相

关或者相关度很低，

实现了这个目标，意

义不是很大

教学目标依据教

学计划的时间节

点教师和学生限

时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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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目标主体是学生，制

定层次化目标体系，

明确要做什么、能做

什么、怎么做、做到

什么程度、产生哪些

改变

绘制目标的可视化数

据或制定描述性的衡

量标准

对目标的实现性进行

可行性分析，包括学

情分析、资源配置、

技术手段等

对标分析教学目标与

预期结果目标的相

关性

分类拟定教学目

标是短期、中期

还是长期，完成

目标的时间要求，

定期检查，处理

异常情况

（三）混合式教学评价中的信息技术支撑

学习技术是一种新的教育生产力，是老师的一

个新的能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要运用

新技术。技术与教学新的融合将引发一场新的学习

革命，混合式教学正在成为今后高等教育的教学新

常态。［１１］延边大学《“双一流”高校整体建设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提出，将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
融合，以“延边大学智慧新型学习空间平台”（简称

“智慧平台”）为支撑，构建混合式教学评价体系，

提高评价效果，确保评价数据的准确性和结果的客

观性，实施全过程的、多维度的、“过程 ＋结果”
的评价活动。通过智慧平台实现信息收集、信息筛

选、信息确认、信息处理的实现：一是预习评价方

面，收集学生课前学习需求信息，评价学生课前的

学习效果，掌握利用数字化学习资源预习、了解知

识的掌握程度和虚拟仿真实验等信息。二是反应评

价方面，统计分析学生对教学满意度的反馈信息，

掌握学生化学实验课堂学习效果，为教师依据反馈

信息调整教学设计提供支持。三是学习评价方面，

获取学生对重点难点的教学内容和关键操作技能掌

握程度的信息，为教师实施分层教学、因材施教提

供依据。四是行为评价方面，对课前、课中、课后

学生在态度行为上的转变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五是

结果评价方面，能进行预设目标和结果目标的对标

比较分析，为教师形成综合性的评价分析报告提供

帮助。

　　二、基于柯氏模型的混合式教学评价转换

（一）“柯氏模型”理论概述

柯氏四级评价模型是由唐纳德·柯克帕特里克

（Ｄｏｎａｌｄ·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教授提出，柯氏获得美国培
训与开发协会的工作场所学习与绩效终身成就奖。

柯氏的四级评价模式———第一级，反应评价；第二

级，学习评价；第三级，行为评价；第四级，结果

评价———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培训评估工具。

反应评价（Ｒｅａｃｔｉｏｎ）：评估学员的培训满意程
度，对培训人员的培训项目、培训条件、课程安

排、培训方式、培训资料等进行评价。

学习评价（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测定学员的学习获得程
度，对学员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以及情感态度上的转

变进行评价。

行为评价（Ｂｅｈａｖｉｏｒ）：考察学员的行为转变程
度，对学员工作表现和行为转变进行评价，对学员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行为方面的改变进行评价。

结果评价（Ｒｅｓｕｌｔ）：衡量培训取得的最终绩效
结果，对学员的个人绩效和对组织的贡献度进行评

价，如质量改进、产量提升、安全改善、效率提

高、利润增加等。

柯氏模型的四个层级评估中，每个级别都会对

下一级别具有影响，难度也逐渐加大，评估程序和

流程更复杂，所需时间相对要多，但能得到更多的

重要信息。培训人员不能随意跨越、省略某个级别

直接跳转到某个重要的级别上。柯氏模型常用的评

价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现场跟踪法、绩

效评价法、观察法、比较法等。

柯氏模型构建基于两方面进行考虑：一方面，

对培训组织者来说，通过怎样的评估才能对以后的

培训进行改善和提高？如何确定一个培训项目应该

继续还是选择放弃？如何可以证明培训人员的价值

所在？另一方面，对培训学员来说，学员学到的内

容与工作是否有紧密联系？学习效果怎样，能够持

续多久？学员会有怎样的不同行为的表现和改变？

会让学员获得什么样更好的结果呢？

（二）“柯氏模型”在混合式教学评价中的转换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化学实

验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数据分析能力、科学

问题建模能力、思维方法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化

学实验教学评价是重要的教学环节，延边大学化学

实验课程面向化学、生命科学、医学、药学等专业

的学生开设。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

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教学形

式、教学手段、教学资源等方面相比传统教学模式

具有很大的优势，学生不仅仅从课堂、教材、教师

那里获取知识，而且通过混合式教学资源系统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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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个性化的知识。建立在传统化学实验教学

模式基础上的评价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信息技术支

撑下的混合式教学评价的要求。“传统的化学实验

评价方式主要采用实验报告与实验过程相结合的方

式评出平时成绩，以任课教师批改学生的实验报告

为主，再结合出勤、平时表现、实验态度等为依据

增减分数，期末考试通常采用教学计划中某一合成

实验作为考核内容，以产品收率、状态等实验结果

以及报告工整美观作为成绩评定的主要依据。”［１２］

构建基于数字化的混合式教学评价体系是提高混合

式教学质量，确保学生个性化学习效果的必然选

择，“提升诊断分析的精度，是教育评价科学化的

核心”［１３］。为发挥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优势，避免线

上线下教学流于形式，２０２２年２月，教育部等五
部门对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提出规范要求，

“主讲教师及教学团队应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实施

完整的教学活动，并及时更新课程内容，做好在线

服务，确保上线课程质量”。“做好在线服务”关键

举措之一是评价工作的“前置”，前置评价意味着

要在教学开始前就实施评价，而不是在教学进行过

程中或结束时进行。在课前教师要掌握学生需求和

学生实际认知水平之间的差距，再开展确定教学目

标、评估教学目标实现的难易程度、预设结果目

标、设计教学策略等准备工作。同时，学生明确通

过学习要达到的具体预期目标，以及如何选择线上

学习资源等。本文阐述如何将柯氏模型的“反应—

学习—行为—结果”闭环评价模式转换为化学实验

混合式教学评价的模式。

１．反应评价是学生对教师教学满意度的评价。
反应评价的目标是评价学生对教师混合式教学的整

体满意度。在设计实施第一级别评价时要鼓励学生

敢于思考和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经过认真

的思考，必须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每个人的

反应都是教学持续改善的重要因素和根本遵循。“教

师通过学生评价来了解教学的效果和学生学习的进

展情况，诊断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

反思教学计划是否符合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的传授

是否清晰准确、教学方法和技术是否得当，从而提

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改进教学，实现教学目标。”［１４］

学生对化学实验教学态度评价。对教师在实验

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满意度评价，包

括对教师课前的准备工作评价，对检查学生实验预

习报告和指导评价，对实验演示的规范性、准确性

和语言表达的生动性评价，对指导学生完成实验操

作和数据采集评价，对纠正不规范的实验操作评价；

对批改学生的实验报告的评价；对实验课堂纪律评

价（安全教育、严肃纪律、实验态度等）；对实验设

施和实验环境的满意度评价。

学生对教学目标与任务的评价。依据 ＳＭＡＲＴ
原则，对是否达到了化学实验的预期目标的评价，

包括对设定的目标是否具体、清晰进行评价；对采

用的实验、考核、测验等评价方法评价，对学生学

习目标的实现程度评价，对教学目标是否具有挑战

性和创新性评价，对完成化学实验截止期限评价。

学生对教学内容和方法的评价。针对实验教学

内容和预习内容的难易程度评价，对不同的内容采

取的教学方法评价，包括对化学实验教学内容兴趣

性、关联性的评价；对基础实验和基础技术实验、

综合实验和设计实验、探究实验和创新实验采取的

实验教学法评价，对网络和多媒体辅助教学方法评

价等。

在反应评价方案设计、学生反应、教师改进过

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定持续改善的理念。“持续改

善”理念是当今世界制造企业应用最广泛的先进生产

理念，源自日本丰田生产方式ＴＰＳ（Ｔｏｙｏｔ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坚信客户的满意度是企业成功的关键，认
为每个员工都是持续改进的关键，鼓励员工参与改

善活动，并尊重每个人的贡献和意见，能够推动组

织不断进步，包括提高质量和效率、激发创新和创

造力。

２．学习评价是测定学生的学习获得程度。学习
评价是教师通过观察、收集、分析学生的学习信息

和对教学前后测试结果进行对比，测定学生的表现

与预期目标的差距，即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态度的改

变、知识的增长和技能提升的程度。“学生的动机与

兴趣很大程度上受到评价结果反馈的影响，对学生

的评价是实现激励学生持续发展目的的重要手段。

评价结果能为学生改进学习提供重要信息，通过对

评价结果的分析，学生可以了解自己取得的成就和

不足，成功的学习体验能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提

高学习兴趣，强化学习动机。学生评价也是对学生

学习的一种督促，它能使学生产生一定的焦虑感和

压力，而适度的压力和焦虑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动

机。”［１５］学习评价贯穿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

实施。

在课前阶段，分析学生通过慕课在线检测、测

试系统的反馈数据，评价学生实验预习报告，掌握

学生实验装置、实验原理、方法步骤、操作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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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通过评价为教师明确课堂教学重点、难点和

关键点的讲解、答疑、讨论提供依据。

在课中阶段，评价学生在智慧平台的实验数据

和实验过程记录，教师纠正和规范实验步骤和操作

不当的现象，对实验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进行重点

讲解，评价学生实验课堂互动、小组讨论、实验经

验交流等学习过程，评价实验完成率和测试效果等。

在课后阶段，评价学生在智慧平台提交的实验

报告、理论知识测试、讨论区师生互动、实验的分

析和思考、团队协作攻克实验难关等。评价结果用

于教师教学诊断和教学改进，完善学生自主学习目

标方案设计，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要达到的

目标（详情见表２）。

表２　化学实验混合式教学学习评价模型

评价阶段 评价内容

实验前

１．实验课程自主学习计划
２．实验方案设计
３．在线实验资源学习掌握程度
４．线上虚拟实验预演
５．实验课前预习报告

实验中

６．实验安全知识和注意事项测试
７．实验的成功率和实验效率
８．实验数据和实验过程记录准确率
９．挑战性问题提出、思考与分享
１０．团队经验与学习体验展示

实验后

１１．实验报告撰写
１２．理论知识测试
１３．讨论区师生互动的频率
１４．自主学习方案、实验方案持续改善
１５．网络搜集教学资源，制作微课视频创
新性

３．行为评价是考察学生态度和行为上的改变。
“现代教育评价之父”拉尔夫·泰勒（ＲａｌｐｈＷ．Ｔｙｌ
ｅｒ）提出：“评价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确定课程与教学
计划实际达到教育目标的程度的过程。但教育目标

本质上是指人的行为变化，因此，评价是一个确定

行为发生实际变化的程度的过程。”［１６］社会心理学家

凯尔曼（Ｈ．Ｃ．Ｋｅｌｍａｎ）认为，态度的转变经过服
从、同化、内化三个阶段，即迫于外部环境压力表

现的服从阶段，内心开始接受他人态度观点的同化

阶段，真正从内心深处彻底地改变态度的内化阶段。

柯氏模型认为，学生行为转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学生有转变的愿望，二是学生知道应该做什么、

怎么做，三是促进转变的氛围，四是在转变中得到

的激励，其中前两个条件最重要，即行为转变是因

为学生通过教师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具备了预期行

为转变的积极态度、行为转变的行动目标和行动方

案。学生获得的帮助、鼓励、肯定和赞扬以及氛围

是他们行为改变的外在因素，不是决定因素。由于

学生行为的改变是渐进的，不是立即显现的，所以

行为评价比前两个级别的评价更为动态、复杂和

艰巨。

行为评价指标维度有：实验情感因素、实验思

维方法能力、实验操作技能、实验调控能力等行为

评价观测维度；情感因素方面，学生实验兴趣和态

度、实验探究和创新精神；实验思维能力方面，学

生实验设计方案、分析现象并形成结论、规范撰写

实验报告；实验操作技能方面，学生实验药品和仪

器地选用、实验装置连接、实验效果观测、实验数

据处理；评价实验过程调控方面，学生实验过程监

控、实验调节和反思。

行为评价关键内容有：如何精准、熟练地连接

仪器装置；如何反复观察、比较实验现象并系统地

测量数据；如何用科学的语言描述观察到的实验现

象；如何对实验采集数据进行分析描述并形成自己

的结论；如何对自己的实验工作提出反思和改进意

见；如何利用实验结论、模型和经验完善自己的探

究学习；如何根据科学的实验问题选择相应的研究

方法和策略；如何确定和解释观察到的实验异常现

象；如何为自己的探究性、创新性实验选择知识

信息。

反应评估和学习评估能够立即进行评估，行为

评价现需要考虑：何时评估，多长时间评估一次，

怎样评估？柯氏模型建议课程前后都要进行评价，

衡量比较学生在知识、技能和态度等行为发生了怎

样的变化。课程结束后２—３个月内进行第二次评
价，６个月后进行第三次评价。对于行为评价结果
是“改变不大”的学生，教师需要充分地沟通，分析

原因，制定对策，采取行动。行为评价采用的方法

有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行为观察法、角色扮演法、

团体影响法等，也可参考霍夫兰德（Ｈｏｖｌａｎｄ）的态度
转变模型，心理学家海德（Ｆ．Ｈｅｉｄｅｒ）的“Ｐ—Ｏ—Ｘ”
的“平衡理论”设计行为评价量表。

４．结果评价是衡量学生学习成果和对组织的贡
献度地评价。结果评价是“反应—学习—行为—结

果”最后一个层级的评价，是对个人进步成长和对组

织的贡献度地评价。通过结果评估帮助学生实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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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监控、自我评价、自我调整，明确未能实现的预

期目标，为学生制定新的学习方向提供依据；教师

通过结果评价为如何帮助学生未来进一步化学实验

探究和改进提供依据，为混合式教学评价改进提供

决策依据。“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

为了改进。”［１７］“最好的设计应该是‘以终为始，从学

习的结果开始的逆向思考”［１８］，教师需要评价有哪

些预先设定的目标是通过教学实现了，程度如何？

哪些预期的目标没有实现，原因是什么？哪些结果

是在预期目标之外，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生成的新的

结果或成果？这些评价是可靠的吗？我们往往忽略

对学生内在创造性和发展潜质的评价，认为衡量是

很困难的事情。学生内在的可持续发展潜能关系到

学生终身学习、成长和进步———具备国家情怀和社

会责任感、健全的人格以及终身学习的素养（专业能

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在结果评价中，柯氏模型认为，需要找到能够

衡量取得最终结果的有效证据，衡量分为定量和定

性证据。预期目标与预期结果目标的统一性原则，

形成了目标———结果之间的一个价值链接，柯氏模

型把这种链接定义为“期望值回报率”ＲＯＥ（Ｒｅｔｕｒｎｏｎ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ＯＥ也是结果评价的有效证据，也
可作为改进教学的重要参考指数。由于结果目标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评价采取自我评价、平台功能评

价、结果指标评价、描述性评价等评价形式相结合，

全面地、客观地衡量学生的个人学习成果和对组织

的贡献度，形成评价分析报告。一是对照设置的组

织目标（学校最高愿景）、团队目标和个人目标，自

上而下的预期结果评价指标体系。二是要发挥学生

在结果评价中的主观能动性，即“我要做的事”，因

为只有提升士气才能将预期结果转化为新的行为。

三是做好结果目标设置的沟通和标准建模，避免预

期结果过高或过低，影响评价效果，不利于调动教

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四是结果评价层级要保持与前

三个层级评价结果的系统性和连贯性，要做好长、

中、短期结果目标的平衡和兼顾，不能急于求成，

拔苗助长。

柯氏模型建议在课程结束１个月后，应用问卷
调查量表、现场观察调查、综合评价等定量测定和

描述性的手段进行相应评价；课程结束３—６个月，
对每个学生进行现场访谈或电话跟踪访谈；课程结

束后已毕业实习或入职，对每个人进行工作现场跟

踪访谈等评价。本文拟以化学实验混合式教学为例

（详情见表３）。

表３　化学实验混合式教学结果评价模型

评价维度 评价观测点

教育教学质量
对混合式教学质量的结果评价《教育教

学质量评估报告》

实验效果
实验完成率、成功率、事故率、差错

率、遗漏率

实验成绩
实验总体成绩提高幅度、学生间成绩

缩小幅度

创新创造成果
学科创新竞赛、实验创新成果、实验

室自建仪器、学术研究成果

期望值回报率
预期目标完成率（预期目标与实现结果

的比较）

满意度

对混合式教学学习资源的满意度

对混合式教学“智慧平台”技术功能的

满意度

对提升就业能力和指导服务的满意度

实习实训单位对学生的满意度

用人单位对学生的满意度

社会实践
科技和教育社会实践和社会认知能力

提升

（三）混合式教学评价注意的问题思考

１．对目标设置的思考。柯氏模型四级评价过程
的各个层级评价，都以目标为导向，并从结果逆向

思考改进，依据反馈结果，不断地改进教学目标、

学习目标和预期结果目标。柯氏模型不仅应用于培

训领域，也适合各个领域的评价转换。我们在制定

混合式教学评价目标时，应当注意目标的动态性、

可变性，比如反应评价（第一级别）和行为转化（第

三级别）两方面存在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如对反应层

级做出的评价分析结果是积极的，证明课程教学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果得出的结果证明教学质量很

差，必须对目标进行反思、对目标采取纠正。

２．对绩效评价的思考。目前，绩效评价广泛应
用于高校的各个领域，包括教师管理、教学管理、

学生管理、后勤服务等。在构建混合式教学四级评

价指标体系时，可借鉴目标管理的设计方法，如

ＯＫＲ设计教学目标体系，采用平衡记分卡ＢＳＣ、关
键绩效指标ＫＰＩ、３６０度绩效评价等构建指标体系。
混合式教学评价与企业以产销量、利润、效率等评

价有区别，不论是定量评价和定性的教学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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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都以应用于教育教学的激励和持续改善、取

得人才培养的最佳效果为目标。

３．对技术支撑的思考。“利用新技术和新工具、
解决教育评价中最辣手的现实问题，促进教育评价

转型，是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教育的重要使命。”［１９］

实施混合式教学评价要充分发挥教育信息技术资源

优势，建立可靠的、便捷、多元的评价互动反馈系

统平台，“提升教育评价的数字化、智能化、专业化

水平”［２０］。信息技术支撑下的混合式教学评价，通

过平台功能采集到３６０度无死角的数据，只有科学
合理的数据采集，才能获得较清晰准确的数据，数

据分析结果反映了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期教学目

标，因此，数据的可靠性至关重要，合理规范的设

计是前提。否则，数据采集和分析结果受到质疑，

就失去了评价的价值意义。

４．对教师激励的思考。“以学生为中心”为理念
开展的混合式教学是学习理论混合、学习资源混合、

学习环境混合、学习手段方法的混合，教师是推动

教育教学改革的中坚力量，肩负着创新混合式教学

设计和学习环境、帮助学生在信息技术驱动的经济

社会发展中取得成功的责任和使命。建立师生平等

对话和互动关系是混合式教学评价成功的基础，教

师和学生的激励制度机制是保障，需要学校对教师

在教学科研、职称竞聘、职务晋升、薪酬待遇等方

面给予激励，对学生的成长、进步和发展给予积极

的鼓励和奖励，激励学生的学习和职业热情。

５．对文化塑造的思考。由于混合式教学赋予学生
更多的自控性和灵活性，塑造混合式教学（学习）文化

是项目成功的关键。迈克尔·霍恩在（ＭｉｃｈａｅｌＢ．
Ｈｏｒｎ）《混合式学习》中提醒：“混合式学习能够促进积
极文化的发展并且让它变得更美好，但它同样造就一

种不好的文化，同样让其变得糟糕。”塑造文化作为混

合式教学评价旨归之一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要注重

校园文化的塑造，包括学习环境、学习氛围、协作精

神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６．对评价的价值思考。“教育评价本质上是一种
价值判断活动，价值问题始终是教育评价的主

线。”［２１］混合式教学重新定义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

系，我们都在思考：什么是好的教学？好的教师？衡

量的标准是什么？学生认为的好教师又如何判断？高

校现行的传统评价模式已经不适应互联网信息技术迅

猛发展的时代要求，学校和教师主导下的评价方式正

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争议与不满，教学评价也面临着价

值转变，激励学生个性化发展是评价的价值所在，我

们正视这种价值转变是做好混合式教学及评价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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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课堂视域下的小学
“信息科技”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

张李娜

（合肥市庐江县盛桥镇中心小学，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００）

　　［摘　要］２０２２版小学“信息科技”课程标准基于新时代提升大众数字技能的目标，对培养学生适应未
来发展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提出了新要求。针对小学“信息科技”翻转课堂教学的实践困

境，提出智慧课堂视域下小学“信息科技”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创新的思路，从教学模式创新与课堂教学实践

等方面展开探索，以优化革新课堂教学，为未来社会提供高智能的创造型人才，并为新课程改革和人才培

养质量的提升探索新的思路与方向。

　　［关键词］智慧课堂；翻转课堂；小学“信息科技”；课堂教学；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Ｇ４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２２－０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８

　　一、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时代意义

２０２２版小学“信息科技”课程标准凝练了信息
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信息社会责

任等４个方面的核心素养，对如何在信息时代提升
学生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学生利用科学思维化

解实际问题能力提出了新要求［１］。依托云计算和网

络技术搭建的智慧课堂进行翻转课堂教学，能够重

构翻转课堂的教学观，创新教育生态，使学生成为

适应未来发展的，具有正确价值观、高智能和创造

力的人才［２］，为新课程改革提供新的实践方向与

路径。

（一）传统小学“信息科技”课堂教学的弊端

１．学生学习效率低。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教
师多采用填鸭式授课方式，遵循工厂化的生产模

式，学生被视为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仅关注其知

识与技能的提高，而教师只是按部就班地布置教学

任务，通过演示文稿展示固定的教学内容。如此状

态下，学生学习方式单一、实际操作时间少、缺乏

合作探究空间，应有的师生双向互动变成单边活

动，学生学习效率较低。

２．评价反馈滞后。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检验学
生学习成效通常采用 ３种方式：一是学生提交作
品，教师直接点评；二是教师现场布置操作练习并

挑出作品加以评析；三是教师在课后将批阅结果反

馈给学生。这些评价反馈方式存在明显的不足：一

是以偏概全，前两种基于个别学生作品状况评判全

班学习情况的评价方式，必然是粗放的、经验性

的；二是缺乏对操作结果的详细分析，教师无法在

短时间内评估出学生对所有知识点的认知程度；三

是评价与反馈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导致课堂教学中

的种种不协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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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学“信息科技”翻转课堂教学的实践

困惑

从教师角度看，课前和课中工作量大、难度

高。课前既要根据学生学习特点制作微课视频、总

结学生进阶作业情况，又要精心制定教学策略。课

中不仅要维持正常教学秩序，还要进行在线辅导交

流，开展动态评价反思；对于知识点琐碎、容量较

大的“信息科技”学科来说，能否在有限课堂时间

内高效完成教学任务实属不易；网络或硬件设备突

发问题还会造成课堂秩序管理上的混乱。

从学生角度看，其有限的自主性限制了学习效

果。小学生自控能力弱，容易不自觉地浏览学习内

容以外的网页而分散注意力。学生往往通过小组合

作寻求计算机技术难题的答案，然而合作讨论目的

往往不明确，讨论时间固化，导致讨论主题不够深

入、学生合作积极性不高。因此，无论是课前学习

阶段的态度、进度和知识掌握情况，还是课中参与

活动的表现，抑或是课后作品完成情况，都需要有

与之配套的多角度、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客观、科

学的评价能唤起学生自主探究的意愿，激发其学习

“信息科技”课的新鲜感与兴趣。

（三）信息技术发展赋能小学“信息科技”课堂

教学

新时代的教育需求与当前教育生态间存在着严

重的断层和错位。智慧课堂通过重塑现有课堂教学

生态，重构课堂教学价值观，为翻转课堂教学的实

施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使教师能聚焦问题，促进

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自主协

作学习能力［３］。教学创新的重点是引入最新网络技

术成果，尊重不同层次学生个体发展的差异，促进

其思维品质的提升。因此，智慧课堂视域下的小学

“信息科技”翻转课堂教学应突出“以学生为中心”

的主体观，体现“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教学主

张，是对传统教育生态的优化与革新。因此，在信

息化环境下重构教学流程，实现智慧技术支持下的

课堂教学结构性变革，探索智慧环境下小学“信息

科技”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来破解传统教学中难以

解决的问题，是当前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二、智慧课堂视域下小学“信息科技”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的创新思路

（一）以理论与现实为基础

从理论上看，小学“信息科技”翻转课堂教学

应具备以下特征［４］：一是重视现有知识结构。教师

要推动学生新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促进新知识

体系的形成。二是重构教学角色，实现情景化教

学。重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性，促进教师

向意义建构者、帮助者、促进者和引导者身份的转

变。以各种信息资源设计为媒介，将知识学习与一

定现实问题或真实任务紧密联系，创设具体教学情

境，以激发学生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兴趣和

能力，让学生通过合作建构知识体系。三是合作学

习。课堂教学要促进学生通过合作相互取长补短，

获得对事物本质更加丰富、更为全面的理解。

智慧课堂教学的现实基础由“云—台—端”构成。

“云”指云服务器和云管理平台，负责教学资源和数据

的存储、推送、管理与应用；“台”即智慧教学平台，

是连接云服务器与终端的中枢纽带，结合云计算、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增进课堂学习的交互与协

作，实现对学生的个性化评估和服务；“端”指教学管

理和环境的终端，即教师、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终端

设备，如手机或电脑，完整覆盖课前、课中、课后等

教学的全过程，支持完成各类授课、学习、教研活

动［５］。智慧课堂视域下小学“信息科技”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倡导“先学后教”，要求学生课前在智慧学习平台

上自主学习微视频和资源，详细记录并提交遇到的疑

难困惑点至讨论区；教师课中利用平台数据创设情

境，提出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学习工具对学习情况进

行反思，采用多种方式交流分享、协调合作，完成知

识体系的建构。

（二）以智慧课堂平台为依托

智慧课堂环境下的学习体验是由信息技术、教

学法、学习空间三类刺激物间的交互协同产生

的［６］。基于此，笔者提出以智慧课堂环境促进翻转

课堂教学变革的模型（图１）。
１．应用智慧课堂平台，打造课堂学习空间。学

习空间即支持学生泛在学习的要素集合。小学生注

意力集中度较低且注意范围狭小，很难理解抽象的

计算机概念与定理，若学习难度长期高于学生认知

水平则会降低其学习的积极性，甚至会导致学生产

生厌学的情绪。借助智慧课堂信息化平台，学生课

前通过观看智慧平台上发布的预习任务单及微课视

频，完成知识的初步积累，教师以移动智能终端为

媒介，以智能分组、随机问答、在线答疑等多样化

形式帮助学生完成知识的内化，能够进一步优化师

生间的交互协作，进而实现资源的个性化，满足不

同认知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促进以学生自定义步

调为主的自适应学习模式的形成。同时，应用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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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能够实现数据驱动、推动翻转课堂前置预学内

容的落实，实现以精准学情分析为支撑的“信息科

技”教学，从而促进智能推送活动与翻转课堂教学

的有机结合。小学“信息科技”学科能将课程中的

知识点融入各种数据驱动活动中，充分发挥教学管

理的组织功能与激趣功能，唤醒“信息科技”翻转

课堂教学变革的内生动力，最终为实现翻转课堂教

学变革提供环境支撑。

图１　智慧课堂环境促进翻转课堂教学变革的路向与表征

２．改变传统课堂结构，实现多元化学习。基
于智慧课堂平台进行翻转课堂教学，充分运用

新一代信息技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推

动原有翻转课堂结构的革新发展［７］，能够实现

教学方式以及教学空间的多元化。在智慧学习

环境中，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

教学结构四要素与环境之间存在大量的非线性

作用，要进一步突出教师与学生在教育教学过

程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好教师的教育与引导作

用，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各种新媒体、

新技术在不同学习空间中的开发应用，实现不

同教学子目标与教学主线之间的联结，并且在

此基础之上实现智慧环境的优化、重组和再造，

从而促进传统课堂结构的创新。

３．运用智慧技术，促进翻转课堂教学生态的健
康发展。翻转课堂教学变革强调通过智慧技术与不

同教学法的融合，促进数据驱动的翻转课堂教学组

织与活动目标的实现［８］，从而使不同教学法在不

同学习空间中得到充分体现。教学方法是教学实施

过程中的具体策略和手段，在同一翻转教学模式

下，可以采用多种具体的教学方法；反之，同一教

学方法也可用于多种教学模式之中。虚实融合的翻

转课堂学习空间、数据驱动的翻转课堂教学组织与

活动、多元特色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三位一体循环

推进，能够持续助力翻转课堂教学生态的健康发

展：结合智慧课堂环境促进小学“信息科技”翻转

课堂教学变革的路向与表征模型，融合智慧技术拓

展翻转课堂教学空间，形成虚实融合的翻转课堂学

习空间，为翻转课堂教学变革提供环境支撑；融合

智慧技术变革课堂教学组织与活动，实现数据驱动

的翻转课堂教学组织与活动，为翻转课堂教学变革

提供内驱动力；融合智慧技术创新传统课堂结构，

建立多元特色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为翻转课堂教

学变革注入外部活力。学习空间、组织与活动、教

学模式三要素相互作用、循环推进，才能持续助力

翻转课堂教学生态的健康发展。

（三）以智能化评价优化管理环境

课前阶段，利用智慧备课终端系统实现对学生

学习轨迹的分析及预习测评的反馈，确定教学目

标、教学规划，以学定教；课中阶段，运用智慧授

课终端系统安排教学任务、学习进度，利用互动系

统查阅学生作品、指定评阅对象，学生同时可以使

用智慧终端观看操作演示、模拟实践练习、查看作

品得分；课后阶段，通过智能化作业推送、在线提

交和评价，与学生互动，及时掌握学生作品完成情

况，巩固和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实现师生之间、生

生之间的多维交互，打破传统课堂的空间局限，开

拓线上沟通交流的新模式。小学“信息科技”在教

学过程中还能帮助学生利用所学的信息技术处理其

他学科课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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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智慧课堂视域下小学“信息科技”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一）教学模式创新

１．智慧课堂环境下小学“信息科技”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的创新。一是实现了智慧课堂平台下的分

层教学。不同学生的智力天赋不同，学生所掌握的

知识与技能水平不同。在“信息科技”教学中常出

现学生学习进度难以统一、效率不高等问题。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下，学生的主体性得以充分体现，教

学内容与学习进程得以有机匹配。例如，在《表格

的行高和列宽》一课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创设问题

情境的方式，学生发现表格的行、列及整体布局不

够美观整齐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要求进行调整，

学生在任务驱动下展开练习。随着学习内容难度的

加深，基础较差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所下降，教师

可展开教学分组工作，鼓励未掌握技能的学生观看

教学短视频进行辅助学习。二是利用ＣｈａｔＧＰＴ技术
塑造融通开放的课程观。利用ＣｈａｔＧＰＴ技术构建知
识图谱，真正实现了一人一张“课程表”，根据不

同学生的兴趣爱好、个性特征来定制个性化的课

程，形成更加综合、融通的课程体系［９］。由于小

学“信息科技”课程实践性强、发展快，课上时间

不足以让学生完成充分的思考与练习，而 ＣｈａｔＧＰＴ
翻转课堂教学能让学生完成跨时空、跨情境的知识

迁移与深度理解。以《怎样制作表格》为例，教师

将Ｗｏｒｄ表格的插入、删除等知识与虚拟现实、增
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相结合，使学生获得直接经验，

并根据不同学生的课程表安排提升学习体验，满足

了学生的多样化学习需求。通过塑造融通开放的课

程观，引领学生走进一个科学认知、技术体验、生

命体悟和社会参与有机结合的课堂，能有效提升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水平和学习效果。三是实现了智联

建构的人机学习。在由物联网、智联网、智能工具

构成的智慧课堂环境中，教师通过与同伴、学生以

及互联的智能体协同，学生能够从自身生存与发展

的需求出发，通过翻转课堂自主完成操作练习过

程。系统能自动备份教师的授课内容及学生练习状

况，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学习轨迹对学生与电脑的交

互过程进行建模，自动追踪学生各阶段的知识掌握

状态并预测其学习能力。智能技术还可方便家长通

过家长圈互动，实现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协同

育人。对于学校而言，智联建构的人机协作学习能

够增进师生间的情感交流，营造积极的课堂气氛，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２．智慧课堂平台和小学“信息科技”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的整体化建设。从教师角度来看，通过智

能化学习分析技术，分析学生课前预习反馈的行为

数据，能帮助其精准诊断学情。从学生角度看，智

慧平台的个性化、自主性和开放性等特点能够支持

其围绕特定的学习主题或基于自身兴趣需求查找资

源，制订学习计划。课中教学———翻转后的课堂

中，智慧课堂平台可为小学“信息科技”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的实施提供有效支撑。小学“信息科技”

课教学大纲确立了任务驱动教学原则，要求学习目

标和任务要由学生主动地、有目的地获取材料、实

践操作来实现和完成。翻转后的课堂学习更多地属

于主动学习，如协作探究、小组交流、方案设计、

动手实践等。课中最主要的任务是通过教学活动实

现学生对新知识的二次或多次内化，真正形成自己

的理解和思想。在这一过程中，采用基于物联网的

感知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支持教

学，既能满足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需要，

又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发展他们的高阶思维能

力。课后阶段，智慧课堂平台能实现小学“信息科

技”翻转课堂的延伸，强化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提

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智慧课堂平台是实施小学“信息科技”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的前提和基础，翻转后的小学“信息科

技”课堂教学模式通过运用智慧课堂教学平台得以

深化和拓展，两者是密不可分、有机统一的整体。

（二）课堂教学实践

１．采用大数据挖掘手段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在
课前知识学习阶段，学生对视频的点击与回放次

数、对测验题的解答、留言评论等都会形成实时性

的在线数据，准确地提取、转换与分析数据，可以

帮助教师精确掌握学生的认知方式、思维特点、能

力水平，进而优化教学方案设计。在课中知识内化

阶段，通过对随堂练习的正确率、学生积极参与课

堂教学的举手及有效回答问题的次数、时长和正确

率等方面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可以构建起学

生学习行为模型，进而发现学生的不良学习行为，

帮助学生设定个性化的学习目标与路径。在课后拓

展提升阶段，运用大数据技术还能为每个学生制订

课后辅导方案及成长档案。成长档案包含师生在一

节课中的所有智力成就数据，如学习时长、参与讨

论问题情况、作业完成情况、学生满意度、教师提

问次数和教学参与度等，还包含影响学生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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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认知属性数据等。统计分析这些数据，并以学

业发展柱状图和学生成长态势雷达图的形式呈现，

能方便改进教学，有针对性地发布个性化的课后辅

导方案，增强学生的自主与协作学习能力。

２．利用智能技术实现个性化学习。小学“信息
科技”课程以操作技能学习为主，更加强调在应用

中巩固、在应用中提高。教师要抓住这一特点，通

过创设生活化情境和任务探究条件，以项目驱动教

学法启发学生自主发现和提出问题，让学生在项目

实践中巩固和熟练新技能。首先，前置预学活动应

包括“提供资源，发布练习”“自主检测，互动交

流”两个环节；课中经过检测反馈，通过明确准

则—情境引入、分析问题—确定任务、设计方案—

协作分工、合作探究—展示汇报、个性提升—项目

评价等环节的强化训练，实现“以学定教”。例如，

在《认识ＦＬＡＳＨ动画》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学重
点在于使学生能够对 ｆｌａｓｈ动画进行分类及制作简
单的ｆｌａｓｈ动画，难点在于掌握动画原理和制作补
间动画。课前阶段，教师在智慧课堂教学平台中发

布微课和任务单，学生上传自主学习成果至云平

台。课中阶段，教师首先点评学生课前学习情况，

明确动画分类准则，再通过文本、图片、视频等形

式的情境导入提出问题。其次，基于问题布置“利

用电子书包中电子探究工具探究 ｆｌａｓｈ动画特征，
制作一个圆形变成矩形的形状补间动画”任务，组

织学生分组协作讨论，动手操作练习。再次，学生

通过智慧云平台展示个人或小组作品，通过评价分

析，选出最优作品。最后，学生完善项目课程作业

并上传提交。教师总结反思所学内容，利用数据分

析结果定位错误率较高的操作步骤，根据学生实际

情况推送不同层次的课后练习项目，并通过云平台

点评学生的课堂表现，为下节课教学提供参考。

３．以协作式学习塑造学生人格。一是做好协作
分组，完成合作探究。智慧云平台存有每位学生的

学习档案，支持的分组类型有完全随机分组、成绩

分组、志趣分组、异质分组和特长搭配分组等，学

生能够根据不同教学内容迅速找到与自己相匹配的

练习伙伴，能够在竞争中感受到小组合作学习的乐

趣。教师结合各组的不同特征予以针对性的指导，

引导组员互相交流心得，建立理解与尊重。在小学

“信息科技”任务驱动式教学中，教学内容被分成

一个或多个具体的任务模块，通过学生完成具体的

任务来达成教学目标。小组成员合理分工，每人负

责其中一个任务模块，同时展开资料收集、归类、

整理、收发等工作，然后表达不同观点。经过分

析、讨论再进行针对性的纠错改进和巩固训练，可

以大幅度缩减学习准备时间。教师利用智慧远程教

学、在线微课、虚拟学校等网络教学手段，建立学

生虚拟化学习与讨论社区，提供师生协作式学习和

立体化互动交流平台，开展课内外的全时空分享交

流，实现分组与探究。二是进行评价反馈。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则能做到精准反馈。通过课堂测验收集

到的数据可以精准定位到每位学生提交的结果以及

全班的正确率，不会漏掉任何一个错误的答案，能

够及时调整和诊断自己的教学是否存在某方面的死

角和不到位现象。智能化的平台能够真正实现因材

施教。如果教师依旧凭经验实施教学，凭经验去剖

析学生的问题，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功效也会大打折

扣。智慧云平台不但改变了这一情况，使教学评价

反馈更加公平公正，而且实现了评价重心的转移，

更强调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助协作。如小组研究活动

的形式、频率、效度，小组分工的合理性，小组成

员的参与度，小组研究结果的达成方式等属于协同

程度评价指标；个人对分工的态度、执行与完成情

况，个人对合作学习结果的贡献，个人研究结果的

达成方式属于个人表现。教师根据这一评价标准客

观、公正地评价教学，更容易形成或改变学生的学

习态度，营造轻松自在的合作学习氛围。

　　四、结语

智慧课堂视域下的小学“信息科技”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为教育教学改革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

了新的思路与方向，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是教学目标定位方面的错误。教师在课前定位于

提升高级目标，课中完成的却是基础目标，这显然

不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二是教师授课过程中

不再讲授课前微课中的内容。对于已经有微课打底

的基础性内容，教师一般不再重复讲解，然而实际

教学中一些学生由于课前视频学习效果不佳，难以

解决新授课中的重难点问题。三是无法高效利用课

堂。很多教师即使没有信息技术支撑仍然能够成功

实施“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模式，并取得一定

的效果，而有些教师即使有了信息技术的加持，也

不一定能上好翻转课堂，没有到位的教学与学法变

化，因而该教学模式的应用只会流于形式。如课中

学习效率低、课堂检测占用时间过多、小组互动环

节“学生不动或乱动”、合作分享时“回答不上”学

生的提问等问题，已不是单纯的技术能解决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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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新鞋、走老路”的倾向。在今后的教学实践过

程中，要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发展的需要，围

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做好文化建设，进一步升级

和完善智慧课堂环境下的翻转课堂信息化平台建

设，结合新课程标准要求加强翻转课堂的深层次应

用，建立智能教学系统，促进小学“信息科技”教

学的智能化发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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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９－２０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保卫学专业委员会“高校保卫科学”研究课题“大学生安全知识‘微教育’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２１ＢＷＹＢ００５）。
［作者简介］刘雪峰（１９７６－），男，吉林农安人，吉林大学保卫处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高校安全管理。姬晔（１９８５－），男，辽宁

黑山人，吉林大学保卫处讲师（高校）；主要研究方向：高校安全管理。于东峰（１９７６－），男，吉林东丰人，吉林大学保卫
处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高校安全管理。

微媒体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模式创新研究

刘雪峰，姬　晔，于东峰
（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　要］高校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当前在内容、形式、师资等方面存在着缺乏系统性、创新性和吸引
力，以及形式化严重、师资匮乏等问题。大学生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力量，借助微媒

体传播平台，将多元化的安全教育内容鲜活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过程之中，实现潜移默化的

教育效果。当前面临着微媒体平台使用的局限性、线上线下教育协调不够、应对新问题的有效性不足等问

题，应利用微媒体受众基础好、传播日常生活化，以及互动性强、形式多样化、投放更精准等优势，以完

善安全教育体系、促进线上线下协同、增强适用性、优化安全教育环境等措施，彻实提升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微媒体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模式创新研究；线上线下协同；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２８－０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９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

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

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１］高

校作为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地，要践行总体国

家安全观，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使之

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和安全防范技能。

大学生安全教育是结合不同的学习生活场景，

采用不同的内容和方式，面对差异化的主体和客体

开展的一项艰巨工作。主要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的安

全观念，引导其养成安全行为习惯，并且逐渐具备

应对学习与生活中所遇到的风险问题的能力，能够

保护自身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２］。在互联网高速发

展的当下，人们的学习、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互联网 ＋”的新形态使得传媒进入了微媒体
时代，大学生的安全教育也需要随着微媒体时代信

息传播速度更快且个性化、交互频率更高且自足

化、内容更加多元且碎片化等特征的加深而发生变

化。传统的大学生安全教育形式化严重、内容更新

滞后，教育实效性不足，难以真正达到提升学生安

全意识、培养其安全防范能力的预期目标，因此教

育模式要从传统的灌输式演变为“三微”新模式，

以实现创建平安校园的目标。

　　一、大学生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及实施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总体国家

安全观，内涵广泛，包括政治、国土、军事、经

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等多个领域，本质上

是运用系统思维认识国家安全问题，是构建系统性

国家大安全格局的指南。高校安全教育的内涵同样

十分宽泛，包括消防安全、治安防控、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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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食品安全、实验室安全、危化品安全、

疫情防控等领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总体国

家安全观为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实施提供了理论遵循

和实践指导，不仅涉及大学生个人的安全成长，也

关乎高校的安全稳定。因此，大学生安全教育本质

上也是一项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工程、时代

工程和系统工程。

（一）大学生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

大学生安全教育是指高校根据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和谐稳定、学生成长成才的目的和要求，以一

定的安全理念和安全知识，对大学生的品德、思想

意识、认知行为、身心健康等施以相应影响，使其

掌握并具备一定的知识、信息、经验、技能，明确

自身责任与义务的一种有计划的规范性教育活

动［３］。具体包括以下７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身财
产安全教育。人身财产安全主要指个人的生命、健

康、财物等不受到损伤和侵害。一方面要引导大学

生珍爱自己的生命，乐观积极地面对学习和生活，

遇事冷静应对，掌握保障自身安全和生存的技能。

另一方面要引导大学生妥善保管好个人物品，提高

警惕，谨防上当受骗。二是消防安全教育。培养大

学生树立消防安全责任意识和“防胜于消”的理念，

训练其辨识、预防各类火灾隐患及危险因素的方法

和措施，熟知火灾报警、初期火灾处置的基本知识

和步骤，掌握根据火情在各种场合疏散逃离、自救

互救的技能和本领。三是户外活动与交通安全教

育。要促使大学生熟练掌握户外活动和交通安全的

基本常识，养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意识，掌握各类

交通运输方式的基本安全要求以及户外活动常识和

安全防护技能。四是食品卫生安全教育。引导大学

生掌握科学安全的饮食知识，养成良好的饮食习

惯，掌握食物中毒救护的相关知识，不食用来历不

明的劣质食品，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五

是网络安全教育。大学生是网上学习、交流的活跃

人群，也是网络安全事件的高发人群。要教育大学

生了解国家关于互联网的重要法律法规，不断强化

其网络安全法制意识，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和网络

道德观念；掌握网络犯罪威胁信息安全的形式、种

类和防范方法，提高其网上自我约束能力和自我保

护意识。六是心理健康教育。要通过开设相关心理

健康课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机构等措施，及时疏

导大学生在环境适应、健康人格、人际关系、性教

育、心理卫生、挫折应对以及心理疾病防治等方面

遇到的问题和障碍，学习和掌握心理知识，防御心

理障碍和心理疾病，提升心理调适能力，促进人格

全面发展，预防和减少校园安全事件发生。七是校

规校纪教育。引导大学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规

校纪，教会大学生在自身合法权益受侵害时善于拿

起法律武器保护自我。同时，还要加强对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提升大学生群体的

综合素质。

（二）实施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大学生不仅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更是优秀中

华文化的传承者和继承者，他们的成长关系着国家

的希望和未来，对其开展安全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

目标的基本要求。近年来，高校各类安全事故频

发，网贷、电信诈骗等新兴案件更是威胁到学生的

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切实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工

作，引导其提升安全意识、增强安全知识和技能，

提高自我防范和保护本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实现全方位培养教育，切实落实“三全育人”

和立德树人理念。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

指出，要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要把思想价

值引领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和各环节。高校的

育人工作不能仅是教会大学生专业知识与技能，更

是保障其学习安宁、生活安稳的前提。因此，实施

大学生安全教育，尤其是做好网络安全教育、国家

安全教育等宣传教育工作，能够更好地落实立德树

人理念，将学生培养成为拥护党的领导、立志为人

民服务的爱党、爱国、爱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

的优秀人才［４］。二是提升学生应对社会化、复杂化

校园环境的能力，促进平安校园建设。高校办学越

来越趋向于全方位、多功能和开放化，校园内生活

服务设施和机构一应俱全，大量的外来务工、经商

人员涌入校园，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日趋复杂。部

分高校合并办学更是导致校区多而分散，交通安全

存在着较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校园安全事件，势必

会对学生及其家庭造成伤害，也会对高校的正常工

作造成影响。因此，实施大学生安全教育，能够在

全校范围内引导学生群体自觉遵守校园安全管理制

度、规定，避免其利益受到各种安全问题的侵害，

进而营造稳定的校园安全氛围。三是提高大学生综

合素质，保障其健康发展。大部分大学生进入高校

前一直处在家庭的保护下，缺乏生活经验和社会阅

历，思想上比较单纯，存在对安全隐患不重视、对

复杂环境不警惕等安全意识不足的问题。因此，高

校对大学生开展安全教育十分必要。安全教育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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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保障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使其能在大学

期间正常生活，顺利完成学业，还能增强他们认

识、适应社会的能力，对促进他们的成长成才都具

有重要意义［５］。

　　二、大学生安全教育的现状与实践困境

整体上来看，当前各高校无论是在安全管理还

是在安全知识的宣传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大学

生的安全意识逐渐增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学生

安全素质和安全能力的提升［６］。然而随着社会经济

的不断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传统安全教

育工作仍然受时空限制，灌输式的教育方仍不能有

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覆盖广度、推进深度和

实践效果上仍不尽如人意，不容乐观。

（一）大学生安全教育现状

一是内容、方式固化，缺乏创新和吸引力。在

传统安全教育实施过程中，展板、标语、条幅、宣

传单、电子屏、展位等宣传形式一直被沿用，讲

座、演练、宣传活动等形式也多是模式化、套路

化。这些传统教育形式存在互动性不强、学生无法

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等问题，安全教育也就失去了

蓬勃发展的生命力。笔者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

高校大学生开展随机调查的结果表明，有７２％的
学生认为，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安全教育应该注

重日积月累的渗透式教育，平时潜移默化的信息影

响和知识触达更重要，因而大部分大学生更愿意选

择微博、微信和平台直播等新媒体形式来接受安全

教育。二是对安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形式化严

重。做好大学生安全教育、提升学生安全素质是一

项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需要长时间的、系统化的

投入和评估验收，才能体现出其实际作用。很多学

校在校园安全管理过程中，工作趋于形式化和直观

化，盲目地将财力、物力投入数据作为安全教育业

绩，没有结合时代发展需求和学校实际将大学生安

全教育落到实处，没有真正将提升安全教育效果作

为安全管理的考核指标。部分机关单位或学院还停

留在机械地进行安全演练、过场化地开展安全教育

课程的认知误区，认为“定期开一下安全会议，不

定期地开展一下专题讲座，应付检查、完成任务就

可以了”，使师生滋生了对安全教育敷衍了事的错

误观念。三是安全教育缺乏系统性，师资力量相对

匮乏。目前，大部分高校的安全教育工作都是由保

卫部门、学工部门以及辅导员承担，这些群体往往

是兼职开展入学安全教育和日常阶段性安全宣传工

作，教育的规范化、常态化和系统化不够理想。在

实际工作中，各部门安全教育的资源和部署往往局

限于自身职责的框架范围内，导致安全教育工作长

期处于零散状态。另外，安全教育队伍中的人员往

往都不是专业人员，基本没有设置安全教育专职教

师；授课内容更新缓慢，缺乏知识性和系统性，在

理论研究、方式创新等方面鲜见进步。

（二）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实践困境

一是不能有效应对新的问题，特别是网络安

全、电信诈骗等新问题。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为全社会

不可忽视的毒瘤。我国２０２１年发布的相关数据表
明，每万人中被骗的就有 ２６１人，远高于被偷、
被抢的发案率。被骗成为概率最高的安全威胁。从

长春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被骗人群的年龄结构

看，１８—２５岁之间的人占比为２８４９％，２６—３５岁
之间的占比为４２２６％，可见青年学生群体是电信
网络诈骗的主要目标人群，高校不可避免地成为电

信诈骗的重灾区。高校也为此做出了一系列努力，

包括开展反电诈宣传月、拍摄反电诈微短剧、联合

举办反电诈宣传直播等教育活动，可仍有大学生陆

续落入虚拟网络空间的陷阱。网络电信诈骗、校园

贷、非法网站等虚拟空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给大学

生安全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二是微媒体平台的使

用存在局限性。目前，高校在利用平台开展安全教

育上做了诸多尝试，但大多是向学生推送一些有关

安全教育的文章、视频等内容，采用的都是“文

字＋图片”这类信息技术运用水平较低的手段、零
散且无体系，相比传统安全教育来说可谓是换汤不

换药。在如何运用新技术手段、发掘大学生的兴趣

点或痛点、深入开展交互式安全教育等方面的尝试

较少；在微媒体创新使用上也缺乏深入探索，部分

高校安全教育平台推送的文章、视频等单纯依靠复

制或者转发，缺少原创内容和新意，这种单纯的拿

来主义限制了微媒体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实践效

果。三是安全教育平台的运营存在难点。虽然当前

流行的社交软件和新媒体平台多如牛毛，但微媒体

平台的选择和持续运营是一件需要大量投入人力、

物力和财力的事情。大部分高校自身从事安全教育

的师资力量不足，没有充裕的经费去聘请专业运营

团队。打造一个有影响力的微媒体平台要有一个不

断试错、不断纠正的过程，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创

建一个优质的安全教育平台是十分困难的。四是线

上线下渠道实施的安全教育协同不够。大学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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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固定渠道，若只重视线上

或线下单一路径，不仅达不到教育目的，反而会适

得其反。部分学校仅通过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

等线上宣传阵地发布安全教育内容，但在线下没有

通过系列活动予以跟进，线上线下教育脱节不可避

免。安全教育的线上模式不是对传统线下模式的否

定，线上和线下各有其优势，也各有其短处，实现

线上和线下安全教育的融合才能化被动为主动。

　　三、微媒体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模式创新的资
源优势

微媒体是一种由多个信息发布点组成的网络传

播结构，侧重点在平台。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媒体

只要有新加入的信息，引发信息增值，就有可能吸

引感兴趣的受众。其风格、导向性、内容上的差异

性给了读者自主选择权，当然在品质方面也呈现出

了鱼龙混杂的特点，但这并不能否认整个微媒体网

络在传播效能方面的资源优势。微媒体对大学生的

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影响巨大，因此应借助微媒体

传播的优势，将安全教育内容多元、鲜活地渗透到

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过程中，达到润物细无声

的安全教育效果，真正提升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实

效性。

（一）大学生是微媒体的庞大用户群体，受众

基础良好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２０２３年３月
发布的第５１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我国网民规模达１０６７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７５６％；我国手机网民规
模达１０６５亿人，手机网民占比达到了９９８％［７］；

在我国网民群体中，学生群体占比最大。互联网应

用的普及以及网民数量的庞大带来了一个由网络、

手机等微媒体组成的全媒体时代。对高校来讲，安

全教育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以及电脑等渠道进行

信息传播和共享；对大学生来讲，微媒体使其拥有

了自由的空间和选择权力，也产生了培养自身独立

思考能力和训练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和实际效果。

（二）微媒体传播日常生活化，更易获得大学

生的认同

在微媒体时代，高校借助微媒体可以形成以

点带面的宣传教育模式，使得宣传教育途径更加

多元化，提升了教育的时效性。微信、微博、抖

音、小红书等各种微媒体的广泛运用，促进了高

校安全教育工作方式的不断创新和转变。另外，

对于大学生这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而言，信

息流动和文化交流相对较快、较强，网络语言更

容易得到传播和认可。从社会大众心理来说，借

助微媒体，利用网络语言与大学生交流更便利，

更容易贴近其生活，更容易获得认可。比如，吉

林某高校的社团微信公众号“某某还睡呀”以活泼

的网络语言和独特的学生视角来传播学校活动或

教育信息，不仅收获了８７万的粉丝关注，还获
得１０万多次的原创文章浏览量，远超学校官方公
众号的点击量。某高校团委结合时下热点事件，

就其中展现的安全问题展开话题讨论，发起意见

投票等活动，提升了大学生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并根据一些现实案例，经过校内师生的演绎，以

短视频或者短剧的形式推广到大学生课堂或者生

活场景中。熟悉的校园环境和师生面孔更能引起

同情和共鸣，增强了安全教育案例的代入感。

（三）安全教育的互动性更强，提升了大学生

的参与感

微媒体技术能突破传统安全教育的工作形式，

改变了以往灌输式的安全教育方法，可以将安全教

育的内容融入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学生在潜移

默化中掌握安全教育的相关内容，在互动中增强安

全宣传教育的实际效果，并在日常行为中予以充分

体现。同时，微媒体的兴起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参

与度，“直播”更是在近年来增强了大学生参与传

播的主动性和互动性。例如，２０２１年迅速走红的
某反电诈主播在某手和某音等平台上拥有了数百万

的粉丝。他以反诈为主题，通过讲述真实案例、演

绎短剧、创作歌曲、与其他主播连麦 ＰＫ等方式普
及了反诈知识和防范技巧，受到了很多年轻网友的

喜爱，曾掀起了一阵全民反诈的热潮。

（四）安全教育形式更多样化，有利于内容的

推陈出新

在微媒体时代，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网

络直播等信息载体的不断创新和扩充，使得大学生

在海量信息中获取所需更加快捷方便，短视频、网

络直播等在内容的表现形式上也更加生动、形象、

及时，更好地反应了现实。因此，将安全教育和微

媒体平台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相融合，更适合当代

大学生的偏好，也能在安全教育形式上产生更多的

创新可能。

（五）微媒体的投放更精准，满足了安全教育

的个性化需求

微媒体平台可以实现安全教育信息的全面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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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方面能够结合大数据分析工具开展数据挖

掘，通过微媒体平台的实时流量监控掌握用户的关

注热点，形成用户特征标签，进而精准把握大学生

安全教育的个性化需求，在后期投放安全教育宣传

信息时按需推送，有的放矢。另一方面还能通过微

媒体平台的后台监测，实时了解大学生群体的舆情

反应，及时对个别行为失范的大学生开展线下教育

引导工作［８］。

　　四、微媒体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模式创新的
路径

微媒体传播的信息具有使用群体大众化、内容

碎片化、发布方式多样化、传递效果裂变式、实时

互动反馈等特点［９］，目前流行的微信、微博、ＱＱ、
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社交软件和视频软件都具有

这样的特点。微传播已成为当前重要的信息传播方

式，大学生安全教育迎来了新的机遇———微媒体的

融合能够打破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时空和地域限制，

能够促进教育过程中大学生群体主动性、创造性的

有效发挥。因此在微媒体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安全

教育模式创新要努力在“微”字上下真功夫，加强

大学生安全教育体系的建设和创新，打造大学生安

全教育“微”传播的有效路径。

（一）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安全教育体系

首先，社会和学校要在制度、政策、资金等方

面给予支持和保障，让全校师生从思想上树立加强

安全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理念。其次，要推进安全教

育的课程体系建设，打造“微课堂”“微学习”等平

台或载体。如某地教育局将中小学安全教育课程

化、生活化，形成了“微课、微剧、微练”的“三

微”模式，受到了全国、省市媒体的关注，多次被

推介到相关媒体平台。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微课堂也

可加以参考借鉴，开展安全教育微视频的征集评

选，形成“三微”视频资源库，建设具有鲜明特色

的课程资源体系。同时，微视频的征集提倡师生的

原创和演绎，提升了师生的参与度和体验感，能够

更好地提升安全育人的效果。

（二）确保形式多样，促进线上线下协同

微媒体时代推动大学生安全教育模式创新，必

须坚持协同性和多样性的基本原则，利用微媒体平

台进行差异化教学，以活泼生动的教育内容和感性

接地气的教学方法进行安全知识的传播，将与学生

息息相关的日常安全知识通过视频、直播、“微头

条”“微话题”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予以呈现，不

断提升大学生在安全教育过程中的参与度。还要推

动大学生线下安全教育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深度融

合，借助大数据、ＶＲ、人工智能、５Ｇ等技术手
段，打造大学生安全教育线上线下相协同的教育模

式。比如，通过在安全教育基地设置消防 ＶＲ游戏
场景，引导大学生学习初期救火知识以及火场逃生

自救技能，以闯关的方式逐步解锁新的安全模拟场

景，让大学生在游戏中学到知识与技能。另外，需

求才是最好的动力，要想持续发挥微媒体的力量，

就要强化平台基础功能，将线上教育和线下服务更

好地融合，比如将“一键求助”“无声报警”“ＳＯＳ定
位”“安全隐患举报”等线下服务功能联合嵌入微平

台，提升学生关注和使用平台的主动性，锁定安全

服务平台的教育价值，让学生在享受线下安全服务

时获得线上安全教育，达成协同育人效果。

（三）坚持传播生活化，加强安全教育适用性

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价

值指向，不仅要走进课堂也要走近生活，关注国际

时事热点，也要了解生活中的“鸡毛蒜皮”，通过

微媒体推送能够让大学生产生共情的安全案例，教

育引导其辩证思考、防患于未然。在模式创新过程

中，要紧紧围绕大学生安全教育微传播的目标导

向，改变大学生安全教育内容概念化、理论化和抽

象化的现象，打造安全教育内容与大学生日常生活

的契合点，紧贴现实和学习生活，从大学生最为关

注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细节着手；坚持显性

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紧扣学生物质利益、精神

需求、学习生活、思想情感、认知信念、身心健

康、娱乐休闲、交际方式等方面推送安全教育内

容，引起大学生对安全教育的兴趣和共鸣，改善安

全教育的适用性。

（四）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安全教育环境

要想打造能够充分发挥安全教育作用的微平

台，必须建设一支安全教育理论水平高、会熟练运

用网络信息技术的教师和学生队伍。这支“微队

伍”不只在于数量，更在于质量；既要树立安全教

育工作者的权威，保证安全教育信息的准确性，确

立安全教育微平台的权威地位，还要注重培养大学

生安全教育领袖，通过他们来调动大学生树立安全

意识和掌握安全知识的积极性，从而提升教育者与

学生在“微教育”过程中的互动频率，提升“微教

育”的效果。同时，微媒体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

微媒体时代中每个人都是信息源，都可以自行发布

信息和言论，而虚假信息或者是负面信息将造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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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影响，所以打造健康积极正确的意识形态“微

环境”也是至关重要的［１０］。这不仅需要国家相关制

度的完善、学校相关部门的通力配合，还需要安全

教育工作者建立好、处理好与大学生在“微教育”

过程中的平等互动关系，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和明

辨是非的能力，营造良好健康的安全教育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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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与路径

李婷婷

（吉林体育学院，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００）

　　［摘　要］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战略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对高校体育教育提出了新要求。透过对吉
林省高校体育教育的现状调查与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其存在着教育视野狭窄、学科体系不全面、竞技体育

人才培养能力不足等问题，质量亟待提高，需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从现实角度来看，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坚守为党育人和为国育才的使命，从师资

水平、竞技体育、体教融合、对外开放等方面着手，积极探索改革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高校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竞技体育；体教融合；国际交流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３４－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２０

促进高校体育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体育

强国建设与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必由之路。高校是

国家优秀人才的培育基地，承载着为国家培育体育

人才的重任。高校体育教育以培养青少年具备一定

的锻炼意识、提升学生身体素质、培育学生的体育

精神，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

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为教育目标。新时代体育

强国建设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对高校体育教育

提出了新要求———扎实提高竞技体育水平，提升体

育人才培养质量，推进体育教育对外开放。目前，

国内多个省市已经针对新要求，对高校体育教育实

施改革，通过强化数字化教学、提升师资水平、加

强国际合作等方式切实提升了体育人才培养质量。

在此背景下，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正面临着人才流

失、体育后备人才缺失、忽略竞技人才培养等问

题，进一步加大了与其他省份高校体育教育发展之

间的差距，因此有必要积极探索吉林省高校体育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争取在短期内取得实际

性的效果。

　　一、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现状与问题

笔者对吉林省４５所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展开的
调研表明，从教育教学和师资的角度来看，近年来

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教学模式不断完善，以往重技

巧轻理论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教学质量

缓步上升。但目前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较差，表现为教育视野狭窄、学科体系建设

不全面，以及忽略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等方面。

（一）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发展概况

１．教学质量缓步上升。近年来，顺应教育数字
化的发展要求，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５Ｇ科技
等方面的发展趋势，吉林省大多数高校对体育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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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备进行了数字化升级，教学方法也在向数字化

转变。这使学生的学习体验感得到加强，学习积极

性与主动性有所提升。同时，教育资源的不断优化

与拓展使得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和人才培养质量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吉林省
２０２２届体育毕业生的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８１２９％（本科、专科、硕士的毕业去向落实率分别
为７６７９％、９４９２％、６６２％），毕业生平均薪资
为６０００元。
２．教学模式不断完善。吉林省高校体育教学以

往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即过分重视体

育训练，忽略了对理论知识的传授，导致学生的人

文素养较低，难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通过改

革和完善，现阶段课程设置中的理论课与实践课相

对平衡，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得到了改善，学生的

综合素质与人文素养得到了提升。与此同时，随着

训练模式的不断升级与创新，学生的体育竞赛能力

和成绩也得到提升。

３．师资队伍相对稳定。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师
资队伍当前相对稳定。笔者的调查表明，现任吉林

省高校体育教师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教授占

比为 ７６６％、副教授为 ３２９％、讲师和助教为
５９４４％。就专业结构而言，球类项目教师占
４０４５％，其他项目占比则较少。就运动等级而言，
运动健将和一级运动员占比为 ９９３％，二级运动
员占８４６８％。由此可见，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师
资在实践能力上存在一定的优势，且师资结构相对

稳定。

（二）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的突出问题

１．教育视野狭窄。目前，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
聚焦于体育人才技能的培养，忽略了对学生全面发

展的重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体育赛事水平不断

提高，因此体育人才培养应当不断拓展视野，注重

培育体育专业学生的对外交流能力，使学生具备一

定的国际思维和视野，为其未来发展打下良好基

础［１］。现阶段我国诸多体育院校，如北京体育大

学、上海体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

学、武汉体育学院等均开设了相关的体育专业，在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间获得了全面提升与发展。而吉林
省高校体育教育中缺乏相关国际内容，导致学生缺

乏国际视野，不具备应有的对外交流能力。

２．学科体系不够全面。目前，多数外省高校已
经基于体育学科形成了诸多交叉学科与新兴学科，

全面培养人才，使学生具备更多的专业知识和能

力。例如，北京体育大学以９个“Ａ＋”专业领跑，
上海体育学院以７个“Ａ＋”专业和１个“Ａ”专业的
实力紧随其后。北京体育大学上榜的９个“Ａ＋”体
育学类专业中有８个专业位列全国前三，包括体育
教育、运动训练、运动人体科学等，专业整体实力

表现优异。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虽为师范

类高校，但体育专业教育实力同样强劲，两所高校

荣登２０２１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榜的３个体育学
类专业均为“Ａ”类。在体育强国建设以及教育的高
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体育学科建设尤为重要，

决定了体育教育的质量［２］。吉林省高校在这一领域

的布局能力较弱，对于体育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缺

乏科学精准的定位，不能满足现阶段社会对于体育

教育的需求，也不能满足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

需求。

３．忽略了对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竞技体育的
发展是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

响着国家体育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也牵动体育经济

的发展，成为高校体育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范围内聚焦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学校，是首

都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等。这

些高校作为体育类院校中的潜力股，Ａ类专业数均
达到６个及以上。其中武汉体育学院自１９８８年以
来所培养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上

共获得金牌１３１枚、银牌２５枚、铜牌３６枚，在亚
运会、亚锦赛、亚洲杯上共获金牌８８枚、银牌１８
枚、铜牌１５枚。吉林省高校忽略了这一方面人才
的培养，导致吉林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不足、高校

体育教育的发展动力不足。

　　二、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然
逻辑

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应当立足

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从

师资水平、体育竞赛、体教融合、对外开放四个方

面突破发展困境，并借鉴其他省份高校体育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方式方法，从根本上提升高校体育人才

培养质量。

（一）建设高质量师资

高校体育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大的师资力

量做支撑。吉林省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师水平虽不断

提升，但是距离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

应加大引进力度，吸收优秀退役运动员，扩大教师

队伍。以山东大学为例，其体育学院现有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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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余人，其中专任教师近１００名，占教职工总数
的７７％；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１０％，
具有副教授职称的教师占教师总数近 ５３２％；教
师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教师分别约占教

师总数的９％和２５％。借鉴山东大学的经验，吉林
省可以通过两个方面着手改善师资。一是加大专项

教师引进力度。吉林省高校体育教师大多数是身兼

数门课程的教师，缺少专项教师，导致部分运动项

目的教学质量较低，因而应加大专项教师引进力

度，并支持对专项体育教师开展多元继续教育。吉

林省各高校可以增加体育教师参加专项培训和外出

交流的经费，为教师提供更好的继续教育渠道。二

是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通过不断强化体育教师的

职业认同感，引导教师升华自身职业理想，不断提

升其从教能力，承担起体育强国建设与体育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重任［３］。

（二）体育竞赛中贯穿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体育竞赛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环节，也

是高校体育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体

育人才培养具有推动作用。调查显示，５０％的大学
生认为体育运动非常必要；分别有 ７２５３％、
５５６７％和５３８％的大学生认为从事体育运动主要
是为了增强体质、缓解压力和减肥；有 ８３６％的
大学生认为个人原因是影响运动兴趣和习惯的主要

因素。这说明，当代大学生缺乏对于体育竞赛的关

注以及对体育运动的正确观念［４］。因此，高校应依

据五育并举的要求，不断带动德育、智育、美育、

劳育的融合发展，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刻融入到

体育竞赛当中，融合“健康第一”与“全面发展”的

理念，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５］。

（三）深化体教融合

体育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

资源的整合，为学校发展服务。具体而言，吉林省

各高校应当不断加强本校体育场地、设施保障，校

内各级各部门都应当支持体育场地设施的升级改

造。在高校体育场馆不断完善的前提下，开展教育

部门统筹管理、体育部门支持、各类学校参与的各

类体育活动，强化社会资源与高校体育教育的结

合，扩大高校对学生体育活动培育的范围，拓展高

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空间［６］。就吉林省而言，

当前缺乏科学完善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系统，应坚

持深化体教融合，打通体育人才培养的通道，形成

学校体育教育、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和群众体育的

“一体三面”融合格局，提升学校体育人才培养基

础工作水平。例如，有针对性地完善、升级体育场

馆设施，能够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多更优的场所。

（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把坚持深化改革

开放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

重大原则［７］。华东师范大学体育教育的发展路径值

得借鉴，其体育教育与社会体育指导专业被评为

“Ａ＋”专业，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２０１１年至
今，该校体育专业共发表 ＳＣＩ、ＳＳＣＩ、ＣＳＳＣＩ、
ＣＳＣＤ等级别的论文６００余篇，对于提升体育教育
对外高水平开放具有重要意义。就吉林省而言，为

促进体育教育国际交流，可以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国

际学生体育赛事，展示学校体育的发展成果，让学

生在国际交流中获得体验感。另外，还要积极开展

双边、多边校际体育合作交流，增进中外体育人才

之间的友谊，不断提升吉林省高校体育对外交流合

作的能力和层次。

　　三、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
路径

遵循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然逻

辑，可在师资水平、体育竞赛、体教融合、对外开

放等方面予以推进，进而找到适合吉林省体育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可靠路径。

（一）加强“五育一体”型体育竞技人才的培养

体育竞技人才培养是高校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实现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

要加强“五育一体”型体育竞技人才的培养。“五育

一体”是基于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融德、智、体、

美、劳教育于一体。例如，西安交通大学秉持“五

育一体”的育人理念，举办“金相杯”篮球赛、乒乓

球赛、羽毛球赛等活动，实现了“以德树人、以体

育人”的目标。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教学应坚持以

“德育为导向、智育为根本、体育为保障、美育为

基础、劳育为基础”的理念，推进体育赛事的发展，

在赛事活动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观，培养学

生顽强拼搏的精神；以精细化的训练计划引导学生

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进而掌握正确的体育运动与

训练方法；以赛促练强体能，以竞技运动不断强化

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个人体能，提升学生的基本竞技

水平［８］。

（二）强化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资源的校际联动

实现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应当

进一步强化体育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持续吸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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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内的优质教育资源，为高校体育教育的发展助

力。可以将大数据、人工智能、５Ｇ技术等作为教
学资源的一部分融入到高校体育教育之中，拓展高

校体育教育的范围。或者利用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

吸收和挖掘新的教育资源，如在网络平台为学生寻

找创新型的体育教育资源，为学生分享新的国际体

育赛事等。在此基础上，推进各高校之间的联动，

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开辟智慧型体育教育的新思

路。例如，深圳市龙华区联合区内体校与高校的教

育资源，组织运动员联合参赛，为青少年和大学生

体育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吉林省高校在不断推进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可以利用师资和技术优

势，以优质教育资源为基础推进协同联动机制，为

国家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打下基础。

（三）加快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的数字化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数字中国建设，

不断推进教育数字化进程，不断推动教育变革与创

新［９］。北京体育大学联合企业成立了数字化体能训

练实验室，引领了数字化训练的时代发展方向，加

速了竞技体能训练场地设施的数字化升级，进一步

提高了体育人才的培养质量。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

要推进数字化建设进程，可以数字技术完善高校的

体育场馆设施建设为突破口，进而引入数字化的教

学模式，促进数字技术与体育教育的深度融合。例

如，可以基于数字技术建立体育运动虚拟实验室，

为学生更好掌握训练方法提供更多方便渠道；学生

可以自主选择实验项目并安排进度，提升学习效

率［１０］。总体而言，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的数字化

建设要聚焦于两个方面———数字化体育场馆建设和

数字化教学模式，两者相互协调，同步发展。

（四）创新吉林省高校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

实现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应当

不断创新教育思维，完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为了促进国家体育事业进步，吉林省内各高校应当

不断完善后备人才培养措施，突破传统教育思维。

北京体育大学的做法值得借鉴：为实现游泳运动后

备人才的培养，以校企联合的方式成立了北体游泳

运动俱乐部。通过该俱乐部将游泳科研成果进行转

化，制定游泳运动员考级评定标准，并形成对外开

放的模式，推动了教学训练体系的优化，改善了游

泳人才培养模式。就吉林省高校而言，需要加强体

育专业的对外开放力度，争取更多的经费支持，如

鼓励学生出国交流或参加国际赛事［１１］。高校在实

施对外开放教育的过程中，应不断强化学生的体育

意识，以体育教育带动学生体育运动水平的提

升［１２］。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完善后备人

才培养的体系和制度，科学制定后备人才培养计

划；强化省市各级体育部门与高校体育专业之间的

联系，完善教育制度与运动员培养制度之间的协同

机制，以便于合理分配资源，共同培养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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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
视域下的学科交叉融合使命与制度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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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支撑、推动和引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强大引擎。学科交叉融合
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重要实现路径。然而，受传统教育管理体

制及单学科组织体系的影响，我国高校的学科交叉融合面临不少制度性困境。因此，必须从学科交叉融合

的制度入手，完善学科交叉融合的制度设计，优化学科交叉融合的制度运行，重塑学科交叉融合的制度文

化，为推动实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助力。

　　［关键词］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学科交叉融合；制度优化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３９－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２１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

步，中国高等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作为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高等教育

现代化已被明确纳入国家现代化议程，成为推动中

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一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

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中国突出的国

情。这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不能简单地延续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现有经验，也不能全面复制

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而必须结合我国

高等教育发展所处的国际国内背景，把人类社会积

累起来的多学科知识、多领域经验和我国特有的文

化传统及实践智慧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出适合中

国国情的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之路，早日实现创

新驱动、人才驱动、国际先进的中国式高等教育现

代化新图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学科交叉融合成

为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使命之一。

学科交叉融合是指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和

合作，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促进知识的创新

和发展。首先，学科交叉融合可以打破学科之间的

壁垒，促进知识的流动。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

可以带来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推动学科的发

展和创新。其次，学科交叉融合可以培养具有综合

素质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可以

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使他们能够更好

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最后，学科交叉融合可

以促进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合作与创新。在中国式高

等教育现代化视野中，学科交叉融合具有重要的意

义。要实现学科交叉融合的使命，需要进行制度优

化。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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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之间的壁垒、评价体系的单一性等。促进学科

交叉融合，需要改革和优化高等教育的制度；需要

建立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和团队，提供交叉学科研究

的平台和支持；需要改革评价体系，建立多元化的

评价标准，鼓励学生和教师进行跨学科的学习和研

究；需要加强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建立学科交

叉融合的合作机制和平台。

历史和现实发展表明，学科交叉融合已经成为

科学与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重大创新的突破

点、优势学科的发展点、人才培养的制高点，这是

学科交叉融合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背景下肩负

的重要使命，推动着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

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提出要“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优化学科

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１］。面对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学科交叉融

合的跨学科科研合作与创新，能够应对复杂性和综

合性交织的诸多问题，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

的发展与实现。

　　一、学科交叉融合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
重要实现路径

学科交叉融合在打破传统学科之间壁垒的同

时，可以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

文理渗透、理工交叉、农工结合、医工融合等多形

式交叉［２］，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科技原始创新和国家

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优势学科发展和一流学科的建

设并培养复合型高层次创新人才等诸多使命，从而

在整体上助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现。

（一）学科交叉融合促进科技原始创新，实现

国家科技自立自强

当前，世界正处于快速发展的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时期，这种变革正在迅速改变着全球的格局，

科技创新的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显得越来越

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水平节节高升，

取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在若干领域达到了世界领

先水平。但与一些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中国科技领

域的某些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特别是面对激

烈国际竞争，解决“卡脖子”难题以实现科技原始

创新的要求日益紧迫。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

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３］。为此，我们必须把科技原始创新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科技

创新之路，加快实现国家科技自立自强。

学科交叉融合，作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过

程中一种新兴趋势，通过学科之间、理论之间相互

作用、相互渗透促进多侧面、多角度的思考，其所

形成的综合性、系统性、渗透性知识可以有效解决

人类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是取得重大创新成果

的重要途径，也是科技原始创新的必由之路，更是

孕育创新源头的沃土。在科学的发展史上，许多重

大突破和创新往往是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例

如，人类基因组计划、现代人工智能、脑科学、集

成电路等许多战略性前沿科技领域中所取得的创新

性成果，都是由多个学科的融合所带来的。

因此，学科交叉融合已然成为当代科学技术发

展的重大特征，其变化和发展体现着学术思想的交

融、交叉思维的综合以及辩证思维的统一，能够极

大地推动中国科技的原始创新，为中国式高等教育

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助力。

（二）学科交叉融合推动优势学科发展，加快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双一流”建设是我国在高等教育发展新时期

实施的重点建设工程，是新时代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的重要战略举措。在“双一流”建设中，一流学科

建设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和核心。大学的地位和国际

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学科的基础性质，学科的进展

程度是衡量一所大学的关键指标。现代大学之所以

能成为一流大学，主要在于其学科的发展达到了一

流水平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４］。

建设一流学科有许多方式，学科交叉融合是其

中重要的方式之一。以学科交叉融合为关键手段，

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加强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并以优

势学科的发展为牵引，进而建设出有自身特色的一

流学科。学科交叉融合可以解决现实中愈加复杂的

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科与学科之间进行了

深度的交流融合，产生了新的知识、新的理论。这

些新知识和新理论，有的可以推动现有优势学科的

发展，有的则可以产生新的交叉学科。这些优势学

科和新的交叉学科在学科交叉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发

展，最终促成了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因此，学科

交叉融合在一流学科的建设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

用，有利地推动着我国一流大学的发展，促进着中

国式高等教育的现代化。

（三）学科交叉融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人工智能、生命科

学、物联网、机器人和新能源等领域的一系列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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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只具备单一

学科知识背景的人才将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这要求学生在学习时要突破传统学科专业间的壁

垒，不仅要有雄厚的专业基础知识来从事本专业的

工作，同时又要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相关专业的知

识，打造自己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厚基础、

宽口径、有特色”的复合型创新人才［５］。

在此背景下，交叉学科融合成为了培养高层次

复合型创新人才的重要突破口。学科交叉融合通过

跨专业选课的开展、跨学科课堂的教学、学科交叉

课题的实施等形式，可以实现各单位科研和教学资

源的共享，创造不同学科和专业之间交流沟通的途

径和机会。不仅让学生学习到自身专业的基础知识

和相关专业的发展趋势，而且使学生拥有了较强的

信息获取能力、有效的交流沟通能力、良好的团队

协作能力以及跨文化环境适应能力和国际视野，打

造学生在社会上的核心竞争力，使学生可以适应社

会快速变化和发展，成长为目前经济发展急需的复

合型高层次创新人才。

　　二、学科交叉融合在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
化过程中的制度性困境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知识创新与融合大

爆发时代的到来，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不断发

展，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学科交叉融

合越来越成为我国在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

重要特征，也成为现代科学与教育发展的必然趋

势。我国高校在学科交叉融合上做了很多积极的探

索，如开设丰富多样的选修课、设置学位辅修制

度、完善大学转专业制度等等。学校陆陆续续建设

了很多交叉学科及其研究平台，为学科间的科研和

教学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然而，在学科交叉融合的

推进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困境，尤其

是一些制度性困境，成为阻碍我国学科交叉融合的

决定因素。

（一）制度设计上：高校的学科交叉融合主体

性不强

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的制约和干预，我国高校的

办学自主权一直不高，具有较强的行政依附性。长

期以来，高校养成了对政府的程序依赖、资源依

赖、心理依赖等习惯，且已积重难返［６］。虽然扩大

高校自主权的倡议已经有所落实，高校“去行政

化”也成为了高校改革的重要命题，但是政府通过

“双一流”建设工程等方式，对高校进行评估和排

名，直接影响着大学资源的分配，导致高校的自主

建设和评价发展受到许多约束，由此形成的高校内

部结构的科层化与其运行的行政化色彩依旧浓厚。

在我国的学科交叉融合制度设计中，政府通过

学科目录的颁行和修订、学科体系的构建和完善等

方式主导着高校学科交叉融合的运行和发展，在高

校的科研、教学、评价等各个方面发挥着“指挥

棒”的作用，由此形成了以政府所制定的学科体系

为中心的高校教育评价机制和行动路径。在这种情

况下，高校在学科交叉融合中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彰

显，无法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灵活性以推动学科交

叉融合制度出现实质性的发展，以满足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二）制度运行上：学科交叉融合运行中的冲

突与缺陷

传统单学科管理体制间的冲突。学科交叉融合

的基本要求是跨学科、跨学院的合作，但目前我国

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是按照院系和学科界限来开展和

运行的，各个实验室和教研室分属于各学院和学科

组织，是一种单学科的教育管理体制。在这一管理

体制下，科研教学绩效考核和教育资源的争取都是

建立在单一学科和学院的基础之上的，同一学科的

科研人员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学科交叉融合

的开展会使一部分优质科研资源从原先的学院和科

研组织中剥离出来，这势必会影响到其原来组织的

利益激励程度，造成学院的学科交叉意愿不强、教

学科研人员主动性不够、学科交叉人员难以汇聚等

问题，最终使得交叉学科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位

置，没有充足的资源支持学科交叉融合教学的实践

和科研探索。

交叉学科发展载体独立性差且形式单一。学科

交叉融合需要相应的发展载体，以美国为例，其高

校主要通过交叉学科中心和研究所、交叉学科学

院、交叉学科教育项目三种形式的载体来支撑学科

交叉融合的科研活动［７］。我国的一些高校也成立了

相应的交叉融合组织形式，但从目前发展情况来

看，我国高校的学科融合制度载体实践还存在着发

展载体独立性差和形式单一的问题。我国高校的学

科交叉实践是以跨学科研究院和研究中心、跨学科

课题组、学科群、跨学科重点实验室和实验中心等

为主，这些组织大多挂靠在学校各院系，缺乏独

立性［８］。

学科交叉融合的评价制度亟待优化。长期以

来，由于不同学科的知识构成、发展范式、学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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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同，传统单学科的质量标准在高校科研评价中

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研究周期长、阶段性成效不明

显的交叉学科而言，传统教育评价由于指标的单一

化、标准的定量化、方法的程序化，难以对交叉学

科的成果进行有效评估。在这一指标体系下，学科

交叉融合的成果往往难以认定，这样就会带来交叉

学科在新学科设立、科研立项、基金分配、学术成

果发表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不利于交叉学科的长

期深入发展。

（三）制度文化上：高校学科交叉的制度文化

生态失衡

制度文化作为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保障，能够

有效保障制度的运行和实施，起着重要的导向、激

励和塑造作用。我国高校的教育管理的行政化色彩

浓厚导致了大学组织文化的日益僵化，高校发展同

质化严重，没有突出自身特色。在与企业进行商业

活动合作时，高校的行政化工作模式使得二者在合

作过程中难以实现自由沟通和高效行动，严重影响

了商业活动的质量和效率。除此之外，由于不同学

科有着不同的学科思维和价值取向，由此造成的行

为方式也各有不同，使得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在进

行学科交叉融合的活动时，容易有思想上的分野和

主观上的刻板印象，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合

作，导致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氛围不强现象时有发

生，进而造成学术组织之间产生不必要的隔阂。因

此，高校与企业之间、高校内部不同学术组织之间

的文化差异给学科交叉融合造成了一定的壁垒和隔

阂，阻碍了高校学科交叉融合活动的顺利开展与制

度的合理运行。

　　三、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视野中学科交叉融
合的制度优化路径

基于以上对学科交叉融合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

制度性问题的分析，我们应该正视问题的关键所

在，从制度入手在根本上对学科交叉融合进行优化

和改进，以促进学科交叉融合高质量发展，推动中

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现。具体而言，在制度设

计上，要彰显高校学科交叉制度建构的主体地位；

在制度运行上，要促进学科交叉的组织制度优化、

人事制度优化及运行制度优化；在制度文化上，要

营造高校学科交叉制度建构的文化生态。

（一）制度设计———体制改进：彰显高校学科

交叉制度建构的主体地位

长期以来，“高校办学自主权”一直是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道路上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这个问

题上，我们做出了许多有益尝试，特别是在新一轮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下“管办评分离”的提出与落实，

有助于努力构建政府、高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

系，更好地发挥高校办学主体地位［９］。而在交叉学

科融合的实践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推

动作用，如增设“交叉学科”的学科门类、建立国

家交叉科学部。但是，作为学科交叉融合的主体，

高校并没有体现其应有的自主性，办出自身学科交

叉融合的特色和水平，这是由于目前我国高校交叉

融合的制度设计是一套自上而下的逻辑体系［１０］。

因此，在学科交叉融合制度设计时，必须赋予高校

更多的自主性，强化高校在学科交叉中的主体地

位。高校有权在现有的学科门类下自主设置交叉学

科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跨院

系、跨校和跨区域进行科研项目的合作与创新，并

依据国家战略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发展自己的特

色优势交叉学科，体现出自身学科交叉融合的办学

特色，形成有利于新兴交叉学科成长的体制机制。

比如，大力发展国家战略亟需的人工智能、集成电

路、制药工程等专业，与其他相关专业合作，形成

更加广泛的学术共同体，在更大的学科视野上开展

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创新性科学研究。

（二）制度运行———制度优化：优化学科交叉

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及评价制度

在学科交叉融合制度的实施过程中，首先，在

组织制度上，要打造合理的学科交叉载体形式，充

分考虑学科交叉融合的所属领域和所处阶段，为学

科交叉融合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组织制度支持。不同

学科属性的交叉学科“栖息”于不同文化传统、价

值信仰及行为方式的学术共同体中，学术共同体内

成员的联系紧密程度差异性较大，对于载体的需求

也不一样［１１］。具体而言，偏理科和工科的学科交

叉融合需要有固定的实验室以及先进的仪器设备作

为学科交叉活动的载体，而文史哲等偏文科的学科

交叉融合对载体形式的要求比较宽泛，不一定需要

固定的场所进行活动。另外，还要充分考量学科交

叉融合所处的阶段，因阶段不同而选择不同的交叉

载体，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学科交叉融合的

发展与建设。

其次，在人事制度上，需要充分引导学科间的

相互合作，建立适合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流动机

制、科研协作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等人事制度，使

科研人员的流动可以更加自由。适当地给予学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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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融合的科研活动一些政策上的倾斜，鼓励跨学

科、跨学院的交叉融合活动的进行，为学科交叉融

合的运行构建良好的工作环境，吸引优秀创新人才

积极开展学科交叉融合的科研活动。

最后，在评价制度上，要有针对性地设计合理

的绩效考核和奖励办法，以便能够有效调动各方参

与学科交叉融合的积极性。总的来说，一方面，要

建立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评价制度，更多地注重创

新的质量和贡献度，打造多元化的考核评价标准；

另一方面，要完善以学科交叉融合组织为单元的评

价制度，以此减少跨学科合作的科研人员的忧虑，

引导更多科研人员进行跨学科的合作，激发更多创

新动能。

（三）制度文化———环境重塑：营造高校学科

交叉制度建构的文化生态

制度文化的建设对于学科交叉融合具有重要意

义，良好的文化生态有助于促进我国学科交叉融合

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然而，塑造学科交叉融合的制

度文化生态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长期的

积累和沉淀，需要高校发挥更大的自主性，以优势

学科为牵引，发展自身的特色交叉学科，形成独特

的办学成果。第一，在与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时，

要发挥学术自由的精神，逐步减少行政化的工作方

式，加强与企业的交流与互动，积极破除与企业之

间的组织壁垒，实现科研成果的高效和高质量转

化。第二，对于不同科研组织之间的文化差异，科

研人员在进行学科交叉融合的活动过程中，要树立

合作意识、资源共享意识。由于学科交叉融合不再

像以往的单学科体制下强调学者的学科归属，而是

更加强调跨学科的相互的智力和资源支持，因此，

需要研究人员有合作和资源共享的意识，相互熟

悉，分享和整合资源，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第

三，高校可以多举行与学科交叉融合相关的座谈

会，将学科交叉融合的人员聚集起来，使其畅所欲

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实现思想上的碰撞以及情感

上的交融。最后，跨学科科研人员应相互尊重不同

学科的特色，乐于打破常规，主张个性发展，崇尚

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态度，构建开放、多元的学

科文化氛围，从而为学科交叉深度融合创造有利的

学术研究环境。只有这样，科技人员才能在宽松、

和谐、民主的氛围中进行学科交叉融合的合作活

动，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才能迸发更多

的创新灵感，为中国科技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四、结语

学科交叉融合与制度优化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

代化的重要使命。学科交叉融合，可以促进知识的

创新和发展，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推动学术

界和产业界的合作与创新。而制度优化则是实现学

科交叉融合的重要保障。只有在学科交叉融合与制

度优化的双重推动下，中国高等教育才能真正实现

现代化的目标，为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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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的多维探析

周良发，年晨曦

（安徽理工大学，安徽 淮南　２３２００１）

　　［摘　要］对高校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进行评价，有助于检测数字教材教学适用性，探察数字教材潜在
性风险，进而实现数字教材高质量建设。思政课数字教材既有作为思政课教材的价值坚守，又具有数字化

技术产品的特质以及作为电子出版物的独特属性，这些为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提供了基本理据。据

此，要从思想政治引领、教材内容编排、教材呈现样态、教学过程适用、数字技术应用等维度构建思政课

数字教材建设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并从提升评价主体胜任力、增强评价方法多样性、注重评价过程高效

性、凸显评价结果客观性、重视评价机制支撑力等方面入手，切实将高校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向纵深

推进。

　　［关键词］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高质量建设；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Ｇ４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４４－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２２

伴随数字技术的持续狂飙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全面赋能，人类社会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迈入数字

时代。数字时代的全面到来使人们的生活、学习和

工作发生显著变化，也给教育教学带来根本性变

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教学数字化”

战略决策，要求“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１］。在此

时代背景下，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可谓恰逢其时。

青年学生的数字化学习和生存模式推动着高校思政

课教学数字化转型，高校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日益

成为理论界探讨的重要议题。如吴满意、高盛楠对

高校思政课数字教材的基本内涵、价值构成及作用

发挥作了系统分析［２］，刘超对高校思政课数字教材

开发与出版的必要性、面临的困境及实践策略作了

深刻剖析［３］，笔者对高校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的动

因、特征及实践路径作了初步探析［４］。相关研究成

果的涌现为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由学理探讨向研发

编制夯实了理论基础，但鲜有论者围绕高校思政课

数字教材质量评价进行深入探究，一定程度上阻滞

了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向纵深推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

价体系［５］。科学构建和完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扎

实推进思政课数字教材评价工作，无疑能保障思政

课数字教材高质量发展，进而为思政课数字化教学

提供优质高效的数字化教材，以此发挥思政课数字

教材在传播官方理念、形塑主流意识、促进国家建

构等方面的作用［６］。有鉴于质量评价在思政课教材

数字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拟就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

评价的现实动因、基本理据、指标体系与构建路径

等加以探讨，为建设高质量、体系化的思政课数字

教材提供有益资鉴。

—４４１—



　　一、厘清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的现实动因

作为思政课数字化教学的载体和依据，思政课

数字教材建设正由构想转为现实、由边缘转向中

心。但是，目前思政课数字教材研发还处于探索和

尝试阶段，思想政治理论数字化教材质量参差不

齐，加之思政课教材建设因技术要素的嵌入而变得

更加复杂，迫切需要质量评价来引领和规范思政课

数字教材高质量发展。整体观之，扎实推进评价工

作有助于检测思政课数字教材教学适用性、探察思

政课数字教材潜在性风险以及实现思政课数字教材

高质量建设。

（一）检测思政课数字教材教学适用性

思政课数字教材是数字技术与思政课教材深度

融嵌的产物，是对思政课纸质统编教材的数字化转

型，因而具有鲜明的数字技术和媒介产品特征。数

字时代知识变革的不断加速和青年学生的数字化生

存渐成常态，倒逼思政课教材建设随之发生数字化

嬗变并强势进入思政课堂中。然而，相关的政策法

规与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对接迟滞，不能及时对思

政课数字教材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使思政课数字教

材建设质量受到广泛关注。而一旦思政课数字教材

建设收效甚微，不仅无法有效保障思政课数字化教

学，还会变相增加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负担，进而弱

化思政课教学效果。为此，思政课教材主管部门要

发挥主导作用，督促思政课教材编写者重视数字教

材编制质量的问题，并基于质量评价来检测思政课

数字教材建设优劣，将教学适用性作为思政课数字

教材建设的底线，引领编写者严格遵循中央精神、

紧扣纸质统编教材以及正视受众需求期待，标准化

规范化地推进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

（二）探察思政课数字教材潜在性风险

作为技术性存在，思政课数字教材变革着传

统的教学形态而被赋予更多价值和意义［７］。思政

课数字教材看上去是数字技术与思政课教材的完

美结合，然技术二重性又使看似光风的背后暗流

涌动。进而言之，数字技术自身的不完备性致使

思政课数字教材面临着安全隐患。具体来说，思

政课数字教材研发应用的潜在风险可分为客观风

险和主观风险。从客观风险来看，当前数字技术

的研发、应用、监管等措施的缺失，从客观上助

长了思政课数字教材潜存的风险。从主观风险来

看，思政课数字教材编写者和使用者对数字技术

过度认可而轻忽其潜存的风险，对技术风险缺乏

认知而难以识别其内蕴的风险，对数字教材应用

不熟而无暇顾及其存在的风险等。诸如此类的主

客观风险无疑会影响和规制思政课数字教材的编

制和使用，亟待评价工作全面介入对其风险加以

探察和揭示，使思政课数字教材编写者和使用者

在编制及使用数字教材时能够及时制定相应的风

险规避方案和策略，进而确保思政课数字化教学

有序推进并取得实效。

（三）实现思政课数字教材高质量建设

在数字技术与媒介产品的双重赋能下，思政课

数字教材给青年学生带来视觉、听觉、触觉等立体

多维的感官刺激似乎能促进其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快

速接受和有效理解。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思政

课数字教材所承载的教学资源是否具有立德树人功

能，是否契合主流意识形态，是否滋养青年学生成

长成才，是否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体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如果数字

教材不能有效呈现纸质统编教材的内容，那么思政

课数字教材即便再光彩炫目，其教材研制仍可以说

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通过对思政课数字教材进行

质量评价，能够动态识别思政课数字教材研发进

展、编制实况及使用效果，及时反馈数字教材建设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掌握教材使用者对思政课数字

教材编制的期待，进而用充分的证据研判数字教材

能否达到思政课立德树人的基本要求，并将反馈意

见同步传递给思政课教材研发编制人员，促使研发

编制人员通过修订、改写乃至重编等方式，推动思

政课数字教材编写质量的全面提升。

　　二、明晰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的基本理据

对思政课数字教材进行质量评价是强化国家事

权的重要表征，也是转变育人载体的关键举措，更

是提高青年学生思想获得感的必要环节。而构建思

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指标，首要的是明晰思政课

数字教材的内涵与属性。从概念内涵来看，思政课

数字教材质量评价是依据相应的评价指标对思政课

数字教材进行价值评判的过程。它以思政课纸质统

编教材为依据，以大数据、云计算为技术支撑，并

结合青年学生的需求期待而研发编制且应用于教学

实践的新形态教材。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既要

考虑到其作为思政课教材的价值坚守，也要兼顾其

作为技术媒介产品以及作为电子出版物的独特属

性，这些构成了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指标构建

的基本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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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思政课教材的价值坚守

新时代加强思政课教材建设，旨在为青年学生

成长和时代新人提供优质的思想教育和价值引领，

使其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的濡染下成为现

代化强国建设的有生力量。数字教材作为思政课新

形态教材，尽管在教材内容、载体选择乃至呈现方

式上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但仍然是思政课教材体系

之一。思政课数字教材的研发与应用，终究是为了

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受众需要、服务教学实践，推

动思政课教学提质增效。这是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

必须始终坚守的价值立场，深刻表明思政课教材的

本质属性没有改变，依然是为思政课教学服务的教

学文本［８］。但是思政课数字教材毕竟迥异于纸质教

材，完全按照纸质教材的评价标准来检视数字教材

建设质量显然不可取。因此，需要紧扣思政课数字

教材本身来构建评价方案和指标体系，从内在机理

与外在条件的双重视域来审视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

质量。也只有这样，才能为思政课数字教材进行更

为合理的价值定位，进而更科学地激发数字教材在

思政课教学中的潜力和优势。

（二）作为数字化技术产品的特质

思政课数字教材虽然植根于统编纸质教材，但

其内容编排、载体介质、知识呈现等带有明显的数

字化标签。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使文

字处理、语言表达和知识传播出现显著变化，推动

着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的数字化转变。思政课

数字教材所具有的智能化、动态化、个性化等特

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远程交互、全息传输、同步

反馈等功能的实现，实际上端赖于移动网络技术、

智能语言技术、可视化技术、云计算技术、虚拟现

实技术等数字技术的有效赋能。得益于数字化技术

的保障和支撑，思政课数字教材才能通过文字、图

片、音频、视频、动画等载体将思想政治理论立体

式、动态化呈现出来，真正使思政课教学“活”起

来、“动”起来。在此意义上说，思政课数字教材

具有数字化技术产品的特质，这对思政课教材质量

评价提出新的要求，也面临新的挑战。即评价体系

和指标的制定无疑要充分考虑思政课数字教材的技

术产品特质，实现思政课数字教材评价的政治性、

理论性和技术性有机统一。

（三）作为电子出版物的独特属性

数字技术能够最大限度地为思政课教材建设服

务，它利用网络新媒体将语言文字、图片图像、音

频视频、动画动漫等融为一体，并以立体化和动态

化方式对思想政治理论进行精心组织和有效呈现。

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子出版物，思政课数字教材具

有独特的内容和呈现样态，同时兼具可读性和教学

性。从出版视角来看，思政课数字教材的研发编制

不仅涉及确定选题、内容组织、技术加工等编排环

节，还要经过编审、校对、修改等质量管控，以及

发行、试用、推广等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充分说

明，思政课数字教材作为出版物只有达到出版标准

才能获得发行标识，进而成为可准入应用的数字教

学产品。换句话说，思政课数字教材的本质是思政

课教材，但同时又是电子出版物，须充分考虑其作

为电子出版物的基本理念。为此，思政课数字教材

质量评价应充分体现思政课数字教材作为电子出版

物的独特属性，在具体的评价过程环节中须着力彰

显其出版流程、产品内容、结构规范等影响因素。

　　三、构建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

评价思政课数字教材不可随意为之，而要构建

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根据评价标准扎实推进评价

工作。鉴于指标体系的重要性，指标体系构建的优

劣直接影响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的科学性和精

准度。正视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提升的现实吁求，

对标思政课程的本质规定和教学目标，从思想政治

引领、教材内容编排、教材呈现样态、教学过程适

用、数字技术应用等维度构建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

评价的指标体系。

（一）思想政治引领

思政课作为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的关键课程，具

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价值指向性，这决定了思政

课数字教材建设同样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加强党

对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的全面领导和政治把关。也

就是说，思想政治引领是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的

“生命线”，思想性和政治性构成了思政课数字教

材质量评价的首要依据，并据此引领思政课教材编

写者编制出理念先进、理论科学、政治正确的思政

课数字教材，才能为思政课数字化教学提供优质教

材。加强对思政课数字教材的思想政治引领的评

价，可从政治方向与价值导向两个层面严把质量

关。从政治方向来看，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必须坚

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原则立场，切实将党的最

新理论创新成果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纳入教材体系中，使思政课数字教材既承续统

编纸质教材内容，又体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

义。从价值导向来看，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要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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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遵循中央指示精神，是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是否体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价值判断。总

之，要把思想政治引领作为评价思政课数字教材建

设质量的核心要素，杜绝存在思想政治问题和意识

形态缺陷的思政课数字教材出版发行。

（二）教材内容编排

内容编排是思政课数字教材文本生成的重要环

节，其编排的科学规范程度决定了数字教材建设的

质量和水平。思政课数字教材以纸质统编教材为蓝

本，但绝不是纸质统编教材的简单数字化翻版，而

要正视青年学生的需求期待对教学内容进行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此，可从教材内容的编排思

路、编排逻辑、编排体例等进行考察评估。首先，

编排思路是否清晰。着力考察思政课数字教材的编

写思路是否清晰、能否把握教材演进规律，可否凸

显“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编制目标，进而提升

思政课数字教材的可读性和教学性。其次，编排逻

辑是否严谨。着重评估思政课数字教材的内容编排

是否设计科学、层次分明、条理清晰，让数字教材

使用者能够迅速适应教材载体的变化而全面掌握马

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再者，编排体例是否规

范。重点了解思政课数字教材的编排体例是否遵循

教材编制的行文规范，是否体现课程设置的行业标

准、思政课程的学科要求，同时符合作为电子出版

物的教学产品的结构规范。概言之，内容编排是思

政课数字教材建设有序推进的关键环节，编排是否

合理成为评价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和水平的关键

指标。

（三）教材呈现样态

作为思政课数字教材内容与教学应用之间的纽

带或桥梁，教材呈现样态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思政课数字教材的应用效果。相比传统的纸质统编

教材，思政课数字教材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创生性

特质，使思想政治理论呈现方式更加丰富多样。立

足数字时代思政课教材建设新趋向，语言文字、图

像视频、界面设计等成为评价数字教材呈现样态的

主要因素。从语言文字来看，应考察思政课数字教

材语言表述是否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地

呈现科学理论的深邃意涵和价值指向。从图像视频

来看，应考察思政课数字教材图文配套是否图表清

晰、视频流畅，能够将科学理论的核心要义形象

化、生态化呈现出来。从界面设计来看，应考察思

政课数字教材版式设计是否做到规范得体、美观大

方、格调高雅，既不令人眼花燎乱亦不使人枯燥乏

味，并对是否契合青年学生数字化审美习惯以及符

合电子出版物标准规范进行评判。思政课教材编写

者要根据质量评价反馈对教材内容呈现样态加以适

切性调整，以便更切合青年学生数字化学习模式，

进而更精准地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理论的精髓

要义。

（四）教学过程适用

对青年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政课

教材编制的根本目的，偏离立德树人目标则使思政

课教材建设失去价值和意义。数字时代思政课教材

数字化转型虽然在技术手段和教材形态上呈现显著

变化，但同样要把教学适用性作为评价数字教材质

量的重要指标。思政课数字教材只有彰显其作为教

材的教学属性，才能发挥思政课培根铸魂、启智润

心的育人功能，进而让青年学生勇于接过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接力棒。为此，要以教学价值引领

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９］。具体来说，思政课数字教

材是否具有教学适用性，须着重考察作为教材使用

者的思政课教师和青年学生。从思政课教师来看，

应重点评判思政课数字教材是否有效呈现纸质统编

教材内容，能否便于思政课教师利用数字教学设备

开展思政课教学。就青年学生而言，应重点评判思

政课数字教材是否契合青年学生的信息接收习惯，

能否激发其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兴致，进而在科

学理论的濡染下成长为党和国家需要的时代新人。

优质高效的教学过程是增强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重

要保障，推进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要把思政课

教学过程适用程度作为重要指标来抓，基于质量评

价督促思政课教材编写者要从教材使用者的立场出

发，切实提高思政课数字教材的教学适用性。

（五）数字技术应用

思政课数字教材的本质是教材，但数字技术的

作用不可轻忽。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建立在数字技

术研发应用的基础之上，并受到数字技术与思政课

教材融合程度的牵制。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缺乏数

字技术的有效赋能，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将无从

谈起。只有正确处理数字技术与思政课教材的关

系，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和潜能，进而从

根本上提升思政课数字教材的建设质量。然而，当

前关于对待数字技术与思政课教材的关系却存在两

种偏误。偏误之一：数字技术崇拜。这种观点认

为，数字技术给思政课教材建设带来新契机、赋予

新动能，成为数字时代背景下思政课教材创新发展

的重要着力点，甚至将数字技术视为思政课教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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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升的灵丹妙药。偏误之二：摒弃数字技术。这

种观点认为，数字技术二重性使思政课数字教材建

设面临风险，应用不当会给思政课教材建设乃至教

学活动带来隐患，甚至引发意识形态危局，因而对

数字技术持保留态度。回顾人类技术发展史，技术

崇拜与技术蔑视皆非明智之举，而要纠正数字技术

与思政课教材关系的偏误，亟待找准二者深度融嵌

的契合点和接榫处，既要重视数字技术对思政课教

材的赋能，又要警惕数字技术对思政课教材的僭

越。这决定了数字技术赋能恰当与否成为思政课数

字教材质量评价的基本指标，基于质量评价使思政

课教材建设中数字技术应用始终处于安全、可靠、

可控的范围内。

　　四、探寻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的适切路径

数字时代背景下思政课教材质量评价要在守正

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守正确保不迷失方向，不犯原

则性错误，创新才能在评价促使下编制出契合时代

需要的新形态教材。有效发挥质量评价在思政课数

字教材建设中的指挥棒作用，应着重从提升评价主

体胜任力、增强评价方法多样性、注重评价过程高

效性、凸显评价结果客观性、重视评价机制支撑力

等方面入手，多措并举将评价工作不断向纵深推

进，助力教材编写者精准把握数字时代思政课教材

的变与不变。时代在变、技术在变，知识呈现样态

也在不断变化，而不变的是立德树人的历史使命，

是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责任担当。为此要在变

中把握不变，研发编制出高质量的思政课数字

教材。

（一）提升评价主体胜任力

思政课数字教材固然植根于纸质统编教材，但

具有鲜明的数字技术特征和电子出版物属性。思政

课数字教材的这一系列变化既彰显出思政课教材数

字化建设需要进行多元评价的必要，实质上也对质

量评价主体提出更高的要求。即评价主体不仅要熟

谙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还要懂得数字技术

构成原理和运行逻辑以及电子出版物的标准规范。

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思政课教材评价主体大多

来自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学科背景多为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哲学、历史学、

政治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其所学专业与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相去甚远，能力欠缺势必阻滞思

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有序推进。为有效提升评价

主体胜任力，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提

升评价主体的技术素养。数字时代数字校园、智慧

教室、在线学习系统不断完善，为思政课数字化教

学活动提供强有力的平台支撑。评价主体只有具备

基本的数字素养才能在海量数据中考辨真伪数据信

息，避免西方错误思潮数字化侵袭而弱化青年学生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治国理政的坚定信

心。为此，评价主体要积极关注数字技术开发应用

进展，主动了解数字技术的运行逻辑，进而识别数

字教材教学适用性，精准把握思政课数字教材研发

编制状况。另一方面，重组评价主体的队伍结构。

重组评价主体的队伍结构是保障思政课数字教材评

价主体规范化、专业化的有效途径。这需要思政课

教学主管部门发挥主导作用，引导评价主体与技术

人员进行对接，进而在技术人员地指导和帮扶下开

展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

（二）增强评价方法多样性

适宜的评价方法有助于提升思政课数字教材质

量评价效果。而思政课数字教材构成要素的复杂

性，不仅要求提高评价手段的信息化水平，还要求

选择精细化的评价方法，进而从根本上增强思政课

数字教材质量评价的可靠性。增强评价方法多样性

则为精细化评价方法的选择提供无限可能。首先，

整体性评价与阶段性评价相统一。整体性评价是指

对思政课数字教材研发编制应用进行全程性评价，

而阶段性评价则分为思政课数字教材研发、数字教

材编制、数字教材使用等不同阶段。其次，形成性

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统一。形成性评价是指从资料

收集、方案制定、内容编排、教材发行、教学试用

等思政课数字教材的形成过程进行评价，而终结性

评价则是对思政课数字教材的成熟文本进行总括性

评价。再者，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统一。定性评

价是指评价主体对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优劣加以

“质”的评定，而定量评价则基于大数据等技术对

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合和处理，依据数据分析结

论来研判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质量。最后，知识评

价与能力评价相统一。知识评价是指思政课数字教

材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承载情况的判断，而能力评

价则是思政课数字教材可为青年学生能力提升提供

理论支撑状况的评判。运用多样性评价方法能够开

创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多元化格局，从而更全

面深入、科学精准地评价思政课数字教材的质量和

水平。

（三）注重评价过程高效性

思政课数字教材的潜能主要体现在信息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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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化和指导性等层面，而这些潜能的发挥端赖于思

政课数字教材的高质量建设环节中。这决定了对思

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应着力关注数字教材的潜能

给思政课数字化教学带来的变化，从而确保评价过

程始终处于高效运作态势。然而思政课数字教材评

价过程能否高效，受到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开放

性、动态性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开放性来看，

数字教材拓宽了思想政治理论传播的渠道，有力突

破了时空场域对教学的限制，但数字教材依托网络

媒介平台却不可避免地影响学生的专注力，致使学

生难以对科学理论进行更持续、更深层次地学习领

会。思政课数字教材究竟开放到什么程度，在开放

情况下如何保障资源供给质量，成为评价过程中必

须考虑的现实问题。从动态性来看，思政课数字教

材的动态性既指教材建设资源生成聚合的动态性，

又指思政课数字教材应用的动态性。因此，要在使

用过程中动态考察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优劣，并根

据评价结论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案，助力思政课数字

教材研发、编制与应用的改进和优化。

（四）凸显评价结果权威性

评价结果是进一步优化和提升思政课数字教材

建设质量的基本依据。这充分表明，评价结果是否

权威、客观直接关乎思政课数字教材的建设进程。

如果评价结果合乎实际情况，就会助推思政课教材

数字化建设；而如果评价结果偏离实际情况，则会

误导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为提高思政课数字教材

质量评价结果的权威性和客观性，亟待破除评价过

程中既是裁判员又是教练员的弊端，立足思政课数

字教材的独特属性开展评价工作。作为立体化的新

形态教材，思政课数字教材除了提供课堂教学所需

的内容资源，还能为学生课后自主学习提供网络资

源和信息服务。然而需要澄明的是，思政课数字教

材的优势和潜能大多基于网络、媒体才能产生和实

现，且教学过程具有明显的交互性、延展性和富媒

体性，而网络虚拟性极易引发教育教学环节和意识

形态层面的风险，无疑增加了思政课数字教材评价

结果权威客观的难度。这就需要打造专业化评价主

体、借助技术性评价工具、运用适宜的评价方法，

对思政课数字教材生成性、交互性教学内容进行全

面而又系统的分析与判断，如此才能确保评价结论

更加客观公正有效，也才能为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

提升提供有益资鉴。

（五）重视评价机制支撑力

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基础

工程，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正所谓尺寸教

材、悠悠国事［１０］。这意味着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

评价也要常态化进行，使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既承

接历史又关照时代。切实构建以质量为核心的思政

课数字教材评价机制，基于制度刚性约束确保思政

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常态化长效化推进下去。要切

实推进构建和完善引导规范机制、资源供给机制、

动力激发机制等体制机制的建设。首先，构建和完

善引导规范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

重视教材建设，设立教材局、成立国家教材委员

会，印发《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出台《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等。虽
然这些规章制度不是直接针对思政课数字教材，但

依然为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提供基本依据。构建

和完善引导规范机制，即以既有规章制度为根本指

导，创设和细化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管理条例，保

障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规范有序，通过评价工

作发现问题、优化举措，以便有机衔接评价内容、

系统规划评价过程、及时反馈评价结论等，使思政

课教材数字化建设始终处于安全高效态势。其次，

构建和完善资源供给机制。对思政课数字教材进行

质量评价涉及诸多因素和环节，需要一定的资源保

障和支撑才能行稳致远。为此，要畅通资源供给机

制，给评价工作有序推进提供充裕的数据、技术、

经费等方面的保障和支撑，以便使评价流程和环节

更加科学合理、高效有序。再者，构建和完善动力

激发机制。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常态化推进离

不开评价主体的积极参与。但是，完全依靠评价主

体的自觉自省意识难以生成持久的工作热忱，而构

建和完善动力激发机制，以保障评价主体能够慎终

如始地投入到评价工作中来。鉴于此，评价主管部

门要加强制度建设，基于制度传导压力督促思政课

数字教材质量评价走深走实，进而编制出优质高效

的思政课数字教材。

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与思政课教材的双向融

合为思政课教材建设揭示了新方向、带来了新契机。

数字教材作为思政课教材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不仅紧

扣时代脉搏还契合受众需求，实现了思想政治理论从

纸本呈现到在线编制的转变，能够及时将党的最新理

论创新成果融入教材体系和课堂教学中。为此，要在

教材强国建设的宏大背景下建强建优思政课数字教

材，而推进质量评价则是加强思政课数字教材管理的

重要举措。质量评价作为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有序推

进的重要抓手，以思政课数字教材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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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点，能够有效推动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质量的全

面提升，形成思政课数字教材高质量建设的理想蓝

图。据此我们可以论定，评价质量实质上决定着思政

课数字教材质量。发挥质量评价的指挥棒或调节器作

用，促使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不仅要遵循其自身发展

的逻辑和演变规律，还要从新形势下党治国理政的大

视野和大格局出发，从而探寻出思政课数字教材建设

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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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课程变革复杂性论析：表现、后果及应对

韩晓霞

（淮阴师范学院，江苏 淮安　２２３３００）

　　［摘　要］通过借鉴雷舍尔与吴彤在哲学观上对复杂性的分类，凝炼出学校课程变革复杂性分析的五大
维度，分别是组分、结构、过程、功能、边界。这五个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包括“多且杂”的组分特

点、“层级运作”的结构特点、“有序性与无序性并存、必然性与偶然性并存”的过程特点、“投入与产出不

平衡”的功能特点、“自主性与依赖性并存”的边界特点。这种复杂性导致了变革结果难以预测、变革既有

程序被颠覆、变革对“人”的要求提高、变革实效性可能有限等后果。鉴于此，为了应对学校课程变革的复

杂性这一难题，需要从提升变革主体的反思理性、提高变革主体处理复杂性的能力、确保思想的多样性等

多方面努力，使学校课程变革做到与复杂性“共舞”。

　　［关键词］学校课程变革；复杂性；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维方式；输入输出方式；层级运作
　　［中图分类号］Ｇ４２３．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５１－０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８０／ｊｃｎｋｉｘｄｊｙｋ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２３

学校课程变革指发生在学校场域内、以学校为

组织单位的课程变化、革新、改革、变迁活动，是

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落脚点与关键的一环。为

了探析学校课程变革艰巨性、曲折性、迂回性的原

因和内部机理，聚焦于其复杂性研究是应有之义。

对学校课程变革复杂性的剖析，同样也是解读课程

改革复杂性、曲折性的重要路径。

　　一、“复杂性”的分析维度

以美国尼古拉斯·雷舍尔（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Ｒｅｓｃｈｅｒ）与
我国学者吴彤从哲学观上对复杂性的分类为基础，

来确定探析“复杂性”的维度。雷舍尔从哲学观上

总结了复杂性概念，给出了复杂性概念的分类层次

表，认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复杂性包括组分复杂性、

结构复杂性、功能复杂性［１］；吴彤从科学哲学角度

研究复杂性，对客观复杂性的分类包括结构复杂

性、运动复杂性、边界复杂性三类［２］。

在本体论意义的复杂性分类这个问题上，雷舍

尔与吴彤各有优缺点。雷舍尔从复杂性的静态存在

出发，总结出组分复杂性、结构复杂性、功能复杂

性三个维度，内容比较全面；吴彤不仅分析了静态

存在的复杂性，还提出了运动演化的复杂性，不仅

强调了系统内的结构复杂性及运动复杂性，还关注

到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边界复杂性，但是对存在

复杂性的分析较为单薄。鉴于此，将二者结合起

来，是更为全面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复杂性维度，包

括组分复杂性、结构复杂性、功能复杂性、运动复

杂性、边界复杂性（见表１）。这五大维度将作为本
文“复杂性”分析的主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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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本体论意义上的复杂性分类

本体论意义上

的复杂性

存在论意义上的复杂性

演化论意义上的复杂性

组分复杂性

结构复杂性

功能复杂性

运动复杂性

边界复杂性

要探求学校课程变革是否具有复杂性，可以

秉持这样的思路，若在组分、结构、功能、运动、

边界五个方面，学校课程变革都表现出一定的复

杂性特点，说明在本体论意义上，学校课程变革

的复杂性是客观存在的。下文即以此开篇，将从

组分、结构、功能、运动、边界五个方面剖析学

校课程变革的特点，以求证学校课程变革复杂性

是否存在。

　　二、学校课程变革的表现特点

（一）学校课程变革的组分特点

学校课程变革表现出“多且杂”的组分特点。

第一，“多”指构成要素（组分要素）的数量众多，

从变革的人与事两个维度分析变革的构成要素（见

表２），可以看出，构成要素数量众多，单单从校
内主体这一维度分析，就涉及学校内的校长、每一

位学校管理人员、每一位教师及每一位学生。第

二，“杂”指构成要素的种类多，学校课程变革的

构成要素共分为两个维度、四大不同的类别、数十

个小类别，呈多样性和异质性。这样“多且杂”的

组分要素会导致复杂性，学校课程变革的组分复杂

性是客观存在的。

表２　学校课程变革的组成要素

学校课程变革

学校课程变革中

的“人”

学校课程变革中

的“事”

校内主体 校长、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学生

校外主体 家长、教育行政部门、专家等

变革层次 根据不同的标准分为不同的层次或类别

变革模式

技术采纳取向模式、实践互动取向模式、人员发

展取向模式、生态取向模式、综合多种变革模式

的“合作的课程变革”模式等

值得一提的是，将学校课程变革的组成要素分

为学校课程变革的主体、学校课程变革的层次、学

校课程变革的模式等完全是为了分析问题的需要，

这提供了一个理想类型的“学校课程变革组分复杂

性”的解释语境，其功能只在于深入认识学校课程

变革的组分特点。事实上，在学校课程变革的实践

中，这几大要素不可能单独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在

一起，会相互作用，且这种相互作用没有固定的模

式或机制，更多的是一种随机的、动态的互动

过程。

（二）学校课程变革的结构特点

学校课程变革的结构指组成学校课程变革整体

运作的各部分的排列组合，进一步而言，是“人与

事”的动态组合。其中，学校课程变革中的“人”形

成了变革的组织域、制度层、管理层、技术层，这

些由不同的“人”所组成的不同层级在变革中具有

不同的功能，进行不同的变革之“事”。学校课程

变革表现出层级运作的特点，其决策、设计、实施

与评价各环节有机转化、动态展开的过程是通过从

属关系以层级的方式组织起来的。

第一，这种从属关系一方面是通过“权力”（如

校长的权力）作为中介，另一方面是通过“专业”

（如优秀教师的专业性）作为中介，“权力”与“专

业”这两个要素是缠绕在一起、相辅相成的，可以

相互转化。

第二，层级运作主要呈“组织域—制度层—管

理层—技术层”的层级进行运作，不同层级在实施

课程变革的时候承担不同的功能。各级政府部门、

同类型的学校、家长组成组织域，控制学校课程变

革［３］；制度层采纳、决策学校课程变革，既决定

课改政策在校的落地方式，又决定学校课程变革的

整体方向；管理层启动学校课程变革，在学校课程

变革中担任智囊团、传达者、协调者、安慰者等角

色；技术层执行学校课程变革。详尽而言，学校课

程变革以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政策要求为基本

依据与根本目的，通过学校的制度层（校长、书

记、副校长）形成本校课程变革的主要理念、主要

战略、变革规划等顶层设计，再通过学校的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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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量级骨干教师正式启动课程变革，最后通过学

校的普通教师执行课程变革的相关举措。当然这并

不完全是一个“下向”的过程，有多种不同层级相

互沟通与交流的正式或非正式渠道，并且在学校课

程变革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看到不同层级成员的

身影。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结构层级的存在规定了

学校课程变革可以有序的进行，但事实上，变革的

实施过程还同时充满了不确定、混乱、偶然等无序

性的因素，导致学校课程变革在制度层、管理层、

技术层等各个层级的运作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线

性关系，充满了复杂性。进而，有研究者认为，

“变革被看作是一种源于实施过程的协商结果，这

种协商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多次协商的结果，

每一次协商之后的变革都发生了改变”［４］。例如，

面对制度层对学校课程变革的顶层设计，管理层可

能会“原汁原味”地按照顶层设计启动变革，设计

更详细的变革进度表，但也可能会根据自身的价值

观或利益将制度层的顶层设计加以潜移默化的修

改，对既有的变革规划重新阐释或赋予新的意义。

（三）学校课程变革的过程特点

学校课程变革实践并不是完全按照“计划—实

施”这一线性思维进行的，而是充满着无序性、非

线性、偶发性因素，是一个多主体互动、动态生成

和自组织的过程，表现出有序性与无序性并存、必

然性与偶然性并存的特点。这与复杂性的特点———

“辩证的统一”相契合。

第一，学校课程变革的过程表现出有序性与无

序性并存的特点。“有序性”是规律、规则性、稳

定性、不变性、确定性等概念的集中；而“无序

性”则意味着不循规律、无原因、无关联的随机变

化和偶然性、混乱现象，它们全部可以纳入非决定

论的范畴［５］。以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维方式哲

学理论为基础，利用“两重性逻辑”思维方式审视

学校课程变革的过程，发现不仅有“组织结构与规

章制度的保障、学校制度层的顶层设计、学校课程

变革的整体规划”等保证课程变革有序、稳定开展

的要素，还包括设计、组织、实施过程中的“多因

素博弈，现实与预设的落差”等诸多无序性的因

素。第二，学校课程变革的启动、组织与实施过程

还体现出必然性与偶然性并存的特点。变革项目的

诞生、变革主题及变革方案的确定等，都是必然性

的学校文化、变革基础、团结协作的教师队伍与偶

然性的时机相结合的产物。

（四）学校课程变革的功能特点

功能一般是指产出，即对外界的影响或贡献，

学校课程变革的功能特点表现出投入与产出的不平

衡。始于２００１年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一
个宏观的目标，即“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这

也是本次课程改革的预期产出。每一所学校的课程

变革实践是将这个宏观目标进行具体化实现的过

程，以“优化课程结构、促进学生发展、培养学生

与社会发展相适切的核心素养”为预期产出。同

时，为了达到预期的变革目标，在推进变革的过程

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包括教育行

政部门的支持、专家的参与及多样化的课程资源

等。但这些投入未必会达到预期的效果，投入与产

出不一定成正比，二者并不遵循经典科学思维中的

线性因果观，这也正是学校课程变革功能的表现

特点。

在变革中，正如“蝴蝶效应”所示，不能忽视

任何一个微小因素的影响力，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

极大的敏感性，一个微小因素通过非线性的反馈作

用，也可以发展成为决定结果的关键因素，这是变

革方案与变革过程、变革预期目标与变革结果、变

革投入与变革产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如微小因素

“教师生存状态”这个隐匿的、未被广泛重视的因

素，可能最终会影响学校课程变革的成败，这是因

为教师不佳的生存状态会引发教师的变革阻力，缺

乏教师的有力支持及实质性参与，课程变革终将以

失败告终。

（五）学校课程变革的边界特点

边界指系统与环境的交界［６］，学校课程变革

的边界指学校课程变革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交界。学

校课程变革系统的边界也在系统与环境之间扮演着

一个双重角色。一方面它将系统的质与环境的质区

分开来，系统内部具有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表现为

一定的自主权及系统的自组织性，而系统外部是开

放性的外界环境。另一方面，系统边界又将系统和

环境通过系统的输入输出方式相互联系起来，形成

了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这种关

系决定了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的变化和发展，

这种“输入输出方式”就是指系统与“外界环境”的

交流与互动，表现出学校课程变革对外界环境的依

赖性。这说明，在学校课程变革系统与外界环境的

交界处通过相互作用产生了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

现在，在交界处，学校课程变革系统具有自主性，

但同时也需要依赖外界环境。在埃德加·莫兰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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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维方式哲学理论的指导下，强调一对互补、竞

争和对立的概念的区别，也能将这相互对立的概念

联接起来，可以“区分”学校课程变革的自主性与

依赖性，但不能将二者“分离”，强调二者的“联

合”———任何自主性都是在与环境的“输入输出”中

而建立起来的。

综观上文对其组分、结构、过程、功能、边界

的分析，结合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维方式哲学理

论，学校课程变革具有复杂性。综之，表现为以下

两个方面：第一，区别于经典思维方式严格遵循形

式逻辑的同一律、非矛盾律和排中律的思维方法，

以辩证逻辑（两重性逻辑）的思维方式进行审视，

学校课程变革的复杂性表现出有序性与无序性并

存、必然性与偶然性并存、自主性与依赖性并存的

特点。其中，复杂性思维方式承认无序性、随机

性、偶然性存在的根本性［７］，学校课程变革的过

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随机性、偶然性、不确定性

等无序性因素，且有序性与无序性的结合会导致组

织的产生，使得质变、进化、自组织成为可能；第

二，区别于经典科学思维中主要使用的线性因果

观，以非线性相互作用、循环作用的原则为主进行

分析，学校课程变革的组分要素构成“多且杂”，

且不同的组分要素之间遵循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但

由于学校组织对课程变革的规约，在“人”与“事”

的非线性动态组合中，形成了“层级运作”的有序

变革结构。除此之外，学校课程变革的“投入”与

“产出”二者之间遵循循环的因果性，导致“产出”

与“投入”并不一定成正比，一个微小因素就可能

导致投入大量人力、资源、财力的学校课程变革走

向失败。

　　三、学校课程变革复杂性导致的后果

上文已经明晰了学校课程变革复杂性的客观存

在，那现在需要探讨的问题为：学校课程变革的复

杂性会导致什么后果？即我们在明确学校课程变革

复杂性的前提下，需要特别关注哪些问题？

（一）学校课程变革的结果将难以预测

在功能的分析中，曾指出产出与投入不一定成

正比，这也是结果难以预测的一种表现。由于学校

课程变革过程中随机性、偶然性、不确定性等无序

性因素的存在，以及与外界环境交流所增加的非确

定性，再经各要素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将提高变

革结果预测的难度，也可能导致学校课程愿景的形

成难以实现。

（二）学校课程变革的既有程序将被颠覆

在实践中，学校课程变革往往会遵循“变革规

划—变革实施—变革评价”的既定程序，这是线性

发展观的一种体现。而在学校课程变革复杂性的背

景下，由于不同要素之间遵循一种循环的因果性，

“在循环的过程中，结果和产物对于产生它们的过

程又形成必要的条件，因此产物变成生产了它的东

西的生产者”［８］。一定阶段的变革成果，可能会成

为新的变革起点，不会遵循一个单向的程序。比

如，依照变革规划进行的变革实施，由于吸收了随

机性、偶然性、非确定性因素，产生了规划之外的

变革成果，从而会导致变革规划的改变。在学校课

程变革的全程中都应设定评价机制，及时发挥变革

评价的反馈功能，而不是仅仅将“评价”作为一种

“终结性”评定。

（三）学校课程变革对“人”的要求将提高

复杂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统整性与关联性，对

其的理解、把握及利用都比较难，需要掌握一定的

综合性知识及具有创新的能力，这对学校制度层、

管理层、技术层的要求都很高。由于从小接受传统

的、封闭式的教育，学校的领导与教师可能已经形

成思维上的固化，习惯用线性思维思考与解决问

题。在这种情况下，变革组织者与变革执行者无法

完全满足学校课程变革的要求。随着近年来课程、

教学领域的改革，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接受较为开

放式的教育，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且互联网的兴起

促使其具有较广的知识面，具有形成复杂性思维方

式的潜力。这一代人成年之后，加入学校教育，相

信其思维方式的改进会促进学校的良性发展，这也

进一步凸显了现阶段课程变革、教学变革的紧迫性

与重要性。

（四）学校课程变革的实效性可能有限，表现

出曲折性、漫长性的特点

一方面，学校课程变革过程中的随机性、偶然

性、非确定性因素造成了变革中的无序与复杂性，

而变革中的“人”若缺乏处理复杂性的能力，不能

正确地应对复杂性，无法采取适当的策略与复杂性

共处，则会导致学校课程变革问题重重，造成学校

课程变革的曲折性与漫长性。另一方面，校内主

体，包括变革组织者与变革执行者可能无法完全满

足学校课程变革复杂性对“人”的高要求，如果再

缺乏校外专家的有力指导，最终会导致学校课程变

革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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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如何与复杂性“共舞”———学校课程变革
复杂性的应对

学校课程变革的复杂性是客观存在的，在复杂

性背景下的学校课程变革优化对策包括构建学校课

程变革动力机制、提高教师课程变革能力、改善教

师生存状态、选择恰切的变革模式等。但是，这些

都是具体化的对策，在此，提出几条抽象化的应对

复杂性的行为规则，促使变革主体能与复杂性“和

谐共舞”。

（一）提升变革主体的反思理性

变革主体在操作理性的基础上，也需要提升自

身的反思理性，对本校的课程变革进行复杂性认

识。操作理性是人们进行通常的思维操作，指在通

常认识活动中思维对象的理性能力，而反思理性要

对操作理性含有缺陷的认识结果采取补救性措

施［９］。具体而言，对于变革主体来说，利用操作

理性，能对学校课程变革的某方面性质进行深入认

识，但是，这种理性有一个缺陷，就是在本质上含

有简化的因素，在认识事物时，使对象脱离了其存

在于其中的环境，忽略了存在的多维性和相互关联

性，也忽略了非确定性、无序性的因素。鉴于操作

理性的缺陷，变革主体需要提升自身的反思理性，

即意识到操作理性认识中存在的缺陷，且采取措施

对操作理性中存在的缺陷加以弥补。这相当于要加

强变革主体的元认知能力，时刻监测自己的认识，

且有纠错的能力。

（二）提高变革主体处理复杂性的能力

一方面，需要变革主体意识到课程变革的复杂

性。变革主体要认识到课程变革中的任何决断都是

一场博弈，在做出决策时，需要综合考虑不同的因

素。同时，要充分意识到课程变革的动态性与生成

性，面对变革中出现的偶发事件、随机事件及破坏

性事件，持尊重、开放、理解的心态，接受变革中

的无序性因素，认同其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

变革主体要提升处理复杂性事件的行动力。埃德

加·莫兰认为，“在处理复杂性事物时，策略优于

程序”［１０］。这里的“策略”“程序”与平常意义上的

理解有所差异。程序指一个行动的序列，这些行动

应该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不加变化地加以执行；策

略与之相反，指在审察形势的确定性及可能性的情

况下制订的行动方案，能够根据在行动中途搜集到

的信息、遇到的偶然事件而做出一定的修改［１１］。

学校课程变革规划或方案即属于这种程序，在变革

过程中，如果变革与预设完全一样，变革执行者则

可以将变革规划与方案不加变化地加以执行，但由

于学校课程变革是一个特殊的复杂系统，具有非线

性、不可还原性、偶然性等特征，实然的变革情形

很难与预设完全一样。变革执行者就需要根据课程

实施情况、环境变化或偶发事件调整课程变革方

案，不断地做出变革决策，灵活地解决课程变革中

遇到的问题，这个过程即“策略优先于程序”的

过程。

（三）确保思想的多样性

由于复杂的学校课程变革系统是一个有机体，

只有确保思想的多样性与异质性，才能很好地应对

不可避免的挑战和变化。学校课程变革的校内主体

长期浸润于学校文化及学校课程变革的实践中，每

一个个体身上都“全息”着、体现出学校及课程变

革的整体性，具有很大的类同性，要警惕这种“类

同性”给变革主体带来的决策“盲点”，确保思想的

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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