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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荣辱观心理机制克服 “两课”教学逆反心理

陈惠珍
（中国矿业大学　徐海学院，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００８）

　　 ［摘　要］　目前高校大学生在 “两课”学习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利于学习的消极心理，其

中最突出的就是逆反心理。为了提高我院 “两课”教学效果，本文剖析了逆反心理的心理基础

即荣辱观的心理机制，而社会环境、“两课”教学本身及大学生自身等三个方面是 “两课”教学

未能深入行为产生的心理基础而逆反心理的原因，最后从荣辱观视域下提出了克服 “两课”教

学中大学生逆反心理的对策思考。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提高 “两课”教学的实效性，更好的发

挥 “两课”课堂意识形态教育功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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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教育的主阵地，承载着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确立正确的政治理想信念

的使命。然而笔者在多年从事 “两课”教学的过

程中，发现学生在这类课程学习中存在一些消极心

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逆反心理。针对这种情况，

如果不能采取积极有效的方式及时地加以引导，将

会影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传播，不利于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一、荣辱观的内在心理机制与 “两

课”教学中大学生逆反心理的关系

　　大学生在学习 “两课”过程中存在的逆反心

理，有其产生的心理基础，而荣辱观的内在心理机

制正是逆反心理产生的心理基础。

（一）荣辱观的内在心理机制分析

所谓荣辱观的内在心理机制，就是一定社会的

荣辱观所承载的价值观发生作用的心理基础。良

心、荣誉感、羞耻心是其心理构成要素。良心于个

体行为而言终究是一个自设的法庭，对个体的行为

起着监督和导向作用。对个体的行为进行裁决，当

个体践行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后，就会产生荣誉

感，反之则会感到羞愧难当，产生耻感和负罪感。

荣誉感是个体存在的价值追求，能够激励个体不断

向善，践行美好的道德准则。荣誉感强的人，无论

是在何种场合，都会完善自己的品格，引导自己趋

于完善，追求高尚。羞耻感是一种痛苦和负罪的体

验，是为自己不能践行社会的美德而引起的一种愤

怒和耻感。马克思说过： “耻辱是一种内向的愤

怒。”［１］这种愤怒会鞭笞自己不断地完善，克服不

足，完善自身。

（二）荣辱观的心理机制是 “两课”教学逆反

心理的心理基础

学术界对于逆反心理的研究成果颇多，如：朱

智贤在其主编的 《心理学大词典》中指出：逆反

心理是 “客观环境与主体需要之间不相符合时产

生的一种心理活动，具有强烈的情绪色彩，即带有

较强烈的抵触情绪。教育心理学认为，逆反心理是

在一定的外界因素作用下，对某类事物产生厌倦、

反感，做出与该事物发展的常理背道而驰的举动的

一种抵触情绪和倾向。如有学者认为，逆反心理是

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因自身固有的思维

模式和传统的观念定式在特定的教育情形下产生的

认识和信息相对立，与一般常态要求相背离的对立

情绪和行为意向，是导致受教育者对教育内容、形

式和方法等产生与教育目的、教育方向相反的一种

心态［２］。按照学术界的界定，笔者以为，逆反心

理就是一种逆反和抵触的心理。

“两课”教学中存在的大学生逆反心理现象是

长期以来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问题。著名学者王新山

教授在 《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学概论》一书中，有

这么一段话：“目前，这种逆反心理在思想政治工

作中已相当普遍，相当突出，它是在其他客观因素

影响下，在思想政治工作者这个直接主观因素和工

作对象这个直接主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工作对象

对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或思想政治工作者所谈及的

事物产生抵触、反感从而故意表现出来的与思想政

治工作者的愿望和要求背道而驰的一种抵触的心

理”［３］。笔者以为，就是大学生对这类课程的一种

反感和抵触情绪。

（三）“两课”教学中逆反心理的表现

具有逆反心理的大学生，在对待 “两课”课

程的学习态度上，常常持偏激态度，多表现出不响

应、不配合、不以为然的态度，具体表现为：

首先，价值多元化的影响，导致学生出现荣誉

感的模糊。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网络化高

速发展的今天，各种价值观念鱼龙混杂。而大学生

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转型期，他们不再

拘泥于 “两课”教师在课堂上所做的正面宣传，

对社会和学校宣扬的精神和理念持批判甚至否定态

度，甚至把 “两课”教学中教师的正面宣传看做

是 “别有用心的”，是 “做秀”，是虚假的。而对

非主流价值观则表现出极高的热情，笔者曾经在课

堂上调研学生对拜金女马诺的看法，不少学生不但

不反对，反而觉得马诺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大学生

对先进人物和事迹的否定与歪曲，对非主流价值的

趋同。所有这些都是源于价值观念的混杂，导致学

生荣誉感的模糊，从而对 “两课”教学内容产生

逆反心理。

其次，法制意识的淡薄，导致学生出现耻感意

识淡化。部分大学生，对学校的规章制度、校纪校

规、社会的法律准则，“两课”教师在课堂上所教

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典型人物的逆反，认为反

传统是有个性，置国家的法律法规于不顾，把自己

摆在与之对立的位置上，给 “两课”教学造成了

极大的困难。对领导、教师、学生干部分配的任

务，往往拒不服从，还嘲笑那些遵守纪律、听从上

级指挥的同学。不以旷课迟到为耻，反以为荣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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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感消解的情况。

最后，社会不良现象，导致良心的沉睡。有的

大学生上 “两课”就是为了混学分，对老师讲的

内容，及一些社会道德沦丧的现象表现出麻木不仁

的心理状态。笔者就南京 “彭宇”案，引出 “当

你看到老人摔倒，你会不会毫不犹豫地过去把她搀

扶起来。”所教授的学生中，很少有学生表示会毫

不犹豫地过去搀扶。对于 “两课”教授的其他内

容，不少大学生根本就是不屑一顾，上课玩手机、

睡觉、做其他课程的作业等现象常有出现。原因就

是他们认为 “两课”课程的学习没有用，是空洞

的理论说教。对知识处理态度的不同，表现出其对

“两课”教学的不重视，产生逆反心理。

（四）荣辱观的心理机制是大学生逆反心理产

生的心理基础

综合学术界关于逆反心理、“两课”教学中大

学生逆反心理的研究及 “两课”教学中逆反心理

的表现，笔者认为，大学生在 “两课”学习中存

在的逆反心理，关键是教学没有抓住学生品德养成

的心理机制。在个体道德形成的过程中，知、情、

信、意、行是五个必经的环节，而情、信、意都是

属于心理范畴。而荣辱观的内在心理机制，人们的

荣誉感、耻辱感、良心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情的

彰显、意的基础、信的张力，也就是个体品德形成

的心理基础。正如康有为所说：“风俗之美，在养

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 “两课”教学，只

有入 “心”，才能真正完成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使命。

　　二、大学生对 “两课”教学逆反

心理产生的原因分析

　　大学生对 “两课”教学产生逆反心理的原因

很多，笔者以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两课教学本身

的存在的问题、大学生群体特殊的心理和生理特征

等三个因素是导致 “两课”教学未能触动行为养

成的心理基础而产生逆反心理的根本原因。

（一）复杂的社会环境，致使学生产生信度逆

反［４］ｐ６３

现实社会中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不仅冲淡了

学生对于老师所讲内容的真实性，反而认为老师讲

的都是虚伪的大道理。例如，党风不正、社会腐败

是大学生产生逆反心理的原因之一。有的领导干部

教育别人头头是道，大道理讲得慷慨激昂，讲得冠

冕堂皇，但背地里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请客送

礼，假公济私，公款吃喝，挥霍浪费。加之，随着

网络化的发展，各种价值观鱼龙混杂，主流价值观

和非主流价值观相互激荡，混淆视听，模糊学生的

是非价值观念，出现是非、善恶、美丑、荣辱颠

倒。而这些与 “两课”教学中教师所讲的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内容相

矛盾。如果 “两课”教学不能有针对性地对一些

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及各种复杂的价值观进行引导，

而是乏味地进行传统说教，规避一些社会敏感问题

和热点问题的讨论，反而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导致

学生对 “两课”教学产生信度逆反。信度逆反心

理指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对信息

源信度的怀疑、否定的一种逆反心态，它会使思想

政治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５］。

（二）“两课”教学本身的因素

青年学生对 “两课”教学产生逆反心理，与

“两课”教学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很大关系，不利于

学生形成正确的荣辱心理。具体表现在：首先，

“两课”教学内容的重复性。“两课”教学内容的

重复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目前高校两课各

课程之间的内容有交叉；二是大学 “两课”与中

学的政治德育课内容上有交叉。这种纵向 “战线”

拉得过长，极易形成审美的疲劳，难免导致心理上

的 “抗药性”，造成超限逆反心理。 “超限逆反心

理是指机体过度接受某种刺激之后出现的逃避反

应。［６］”第二， “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忽视学生

的主体地位。 “两课”教学针对的主体———大学

生，是一 群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主体，不再是被

动接受的主体。然而，在 “两课”教学的过程中

往往出现教师唱独角戏的局面，把具有独立思维能

力和判断力的学生置于被动接受教导训诫的客体地

位，从而使学生产生自主逆反。自主逆反心理指思

想政治教育对象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威胁，而为

维护自尊心所产生的逆反心理，当外界的压力使受

教育者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时，他就会反其道而行之
［７］ｐ６３。

（三）青年学生自身的因素

逆反心理是青年学生在其成长过程中必经的过

程。他们有对于荣誉感的追求，对耻辱的规避，有

基本的道德良心，渴望得到尊重，也形成了自己一

定的荣辱观。大学生大都 年满十八周岁，正处于

生理成熟、心理尚不成熟的阶段。在心理上，渴望

得到更多的尊重，凡事都渴望自己做主。他们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转型期，且时刻处于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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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矛盾困境中，这是促使大学

生产生逆反心理的成长根源［８］。他们渴望得到家

长、学校、社会的尊重，而家长、学校、社会往往

还不能正视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家长百般叮咛、

学校忽视其主体性地位的灌输式教育、社会的不认

可，都容易让他们反感，引起逆反心理。

　　三、应对大学生逆反心理对策思
考———荣辱观视域下的 “两课”教学

改革向度

　　 “两课”教学逆反心理产生的根源，就是教

学没有入 “心”。鉴于此，综合逆反心理产生的原

因，笔者认为，“两课”教学应以抓住学生思想品

德形成的心理机制，以此心理机制克服学生在两课

中的逆反心理。具体对策如下：

首先，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教学过程不要拘泥于课本的内容，特别是对于

一些敏感性的社会问题，作为教育者不应该回避，

而是应该拿出来讨论，帮助学生形成辩证分析问题

的能力。比如中日钓鱼岛之争，教育者可以就此问

题引导学生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及国内形势，引导

学生做到理性爱国。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现实中

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两课”教

学从现实出发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这样才能 “使

精神中最深刻的东西成为可以关照和领会的对

象。［９］”

其次，创新授课方式。抓住学生品德形成心理

机制，引导学生趋荣避辱，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根据不同的课程、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

生，设置不同的教学方式，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

如笔者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一课程

上，针对我院大一新生，设置 “新闻十分钟”环

节，结合社会热点分析问题，锻炼学生在搜集新

闻，讲解新闻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理性分析问题的

能力。如本学期，学生一直在跟踪中日钓鱼岛事

件，从简单的新闻讲解，到能全面地分析这一问

题，主讲的学生讲到激动之处，往往能博得台下学

生的阵阵掌声。学生不仅能力提高了，也理解了中

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有利于激发其爱

国主义荣誉感以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的自尊

感。

最后，教育者尊重学生主体性。在这个年龄阶

段的孩子，生理成熟，心理不成熟，好奇心强、表

现欲强，渴望得到尊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

育者在完善自我的同时尊重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多

创造机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例如，在法律基础这

一环节，笔者设置了一些普法知识的教育：如网络

安全法、交通道路安全法、劳动法等，学生自己动

手搜集资料，制作课件，上台讲解，给学生充分的

自主权，一是能锻炼学生的能力，二是能激发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学生积极性很高，学生感觉受到尊

重，能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掌握一些必要的法律

常识，逆反心理自然荡然无存，达到了预期的教学

目标。

总之，“两课”教学只有抓住学生品德形成的

心理机制，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尊重学生主体

地位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改革与创新，才能克服学生

的逆反心理，切实提高 “两课”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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