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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思想政治课实效性提升的关键
———读恩格斯给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书信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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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恩格斯的书信中蕴含的认同思想为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启发，深入学
生心坎，获得学生认同是提高思想政治课实效性的关键。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要渗入学生的

心坎，要通过亲身经验去检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缺一不可。通过内容、情感、

形式、实践的完善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课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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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１８８７年初，恩格斯在给美国社会主义者弗·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书信中写道：“我们的
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

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

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

验 （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会深入

他们的心坎”［１］５８８。这段书信内容实际上是恩格斯

对当时的美国工人运动提出的意见：美国的工人

运动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恩格斯首先强

调这种理论是发展的，不是机械重复的教条；其

次理论必须深入工人的心坎，获得他们的认同。

如何才能认同？不能 “硬灌输”，要通过亲身经验

去检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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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后美国的工人运动得到发展，随着

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作

指导。当时美国第一个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很大一部分是德国

移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不

顾美国实际情况企图套用欧洲成熟的理论指导美

国工人运动。１８８６年１２月２８日恩格斯曾致信威
士涅威茨基夫人，恩格斯在信中指出：“那里的许

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不

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强大而出色的运动时，

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

弄懂的理论变成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

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２］。

恩格斯给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两次信件虽然谈

到的是美国工人运动但其中也蕴含了思想政治教

育的一种认同思想。很多学者对书信内容都从灌

输论视角进行解析，笔者认为恩格斯更加强调灌

输的方式———要深入他们的心坎，也就是认同。

认同什么？是发展着的理论还是僵固不化的教条？

如何认同？是内化还是硬灌输？恩格斯无疑是强

调前者。反思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其

实效的关键何尝不是深入学生心坎，获得学生内

在的认同。

　　二、恩格斯的认同思想体现了思

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性

（一）遵循了学生思想品质的形成和发展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

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

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

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一

个人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遵循以下规律：理论

认知———内化为个人意志、情感———外化为一定

的行为。

理论认知是前提。唯物辩证法认为人的认识

不是主观自生的，列宁当年就严肃批判了那种认

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在工人运动中自发形成

的 “工联主义”思潮。人的认知来源于实践，但

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是 “源”和 “流”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讲授是学生获得认知的主渠

道，就是教师如何将前人实践总结的经验传授给

学生，从外面 “灌输”给学生。灌输的是群体性

理论认知，如果灌输采取的是硬灌输，这种群体

性的理论认知很可能不被学生认可。内化是群体

认知向个体意识的转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

工作成效是无形的，而且不是立竿见影的，不像

一些行业，如售货员，一天卖了多少货是可以量

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如教师花了

更多的准备时间在一节课上讲了很多知识点，学

生没听或者听了没有从心理上接受，那么教师很

可能是在做无用功，他的付出没有获得相应的回

报。所以，在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学生内心接受理论认知将其内化为个人情感、意

志不仅是中介环节而且是关键环节。内化就是使

灌输发挥像 “盐”一样的作用，一点点地渗入他

们的心坎。外化为一定的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目的和归宿。理论认知要通过实践的检验，若是

以自己亲身的经验去检验更能说明它的真，也更

容易获得心理上的认同，心理上认同作为一种动

机才会促使人们更坚定地采取一定的行为。

（二）体现了内化与外化的辩证统一

内化是在思想观点上与他人的思想观点相一

致，自己所认同的新的思想和自己原有的观点、

信念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态度体系。内

化通过 “同化”和 “顺应”两种机制来完成。学

生的学习过程就是主体主动、积极地对外界刺激

进行同化和顺应，来重构自己的认知结构的过程。

在思想政治课堂上，教师讲授理论知识，学生利

用自己头脑中原有的知识结构对这些内容在思维

中进行判断、选择、处理，如果认为二者方向一

致，学生就会接受，能够运用原有的知识结构去

理解新事物，同化完成；如果认为二者方向不一

致，学生就要抉择，如接受就要建构新的知识结

构容纳它，顺应完成，如不接受就会放弃。

外化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常用的哲学术语，

是指内在的东西转化为外在的东西，是理念到物

质世界的转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外化是指将

个人品德意识转化为行为表现和行为习惯的过程，

是将思想变成行动的过程。内化是外化的基础和

前提；外化是内化的外显和表现。人们做出某种

行为都是出于一定的动力，影响人们产生行为的

力可分为两种：即外动力与内驱力。外动力趋于

被动，内驱力趋于主动。内驱力源于对需要的满

足，什么样的需要是合理的，什么样的需要是不

合理的，对需要的判断需要建立在一定的认知结

构基础上的。

人的认知发展是内化与外化螺旋式上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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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第一次理论认知到情感认同的内化，人们的

心理接受是表层的或心存疑虑的，他要和现实进

行对照，经过实践检验会巩固自己的理论认知，

如果理论和实践一致心理上会真正接受；如果理

论和实践存在差距就会调整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

进行量上的补充或质上的替换，再选择、再内化、

再外化、再建构。人的认知是内化与外化、量变

与质变、选择与建构的辩证统一发展过程。

（三）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和基础。理论对实践有指

导作用，科学的理论对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错误的理论对实践则有阻碍作用。

理论必须和实践相结合，因为：一方面，实

践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达到改造客观

世界的目的；另一方面，理论只有同实践相结合，

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才能变为物质力量。要做

到理论和实践的正确的结合，必须坚持理论和实

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理论所反映的是事物

的本质和规律，是事物的共性，而客观事物是千

差万别的，有着生动的、丰富的个性，是共性和

个性的统一。因此，必须运用理论，对具体情况

进行具体分析，把理论和活生生的具体事物有机

地结合起来，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统一。作为

指导各国的工人运动的理论，一定要结合各国的

实际情况，美国有美国的实际，德国有德国的实

际，这种实际一是客观的，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

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目的和要求必须符合学生的实际，符合社会发展

的实际，做到因材施教，因时、因地施教。学习

到的理论必须要付诸社会实践，束之高阁的理论

是毫无意义的，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也会削弱学生

对理论的认同度。

（四）符合了思想政治教育各构成要素的联动

关系

借鉴主体间性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要

素包括主体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客体 （理论内

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介体 （方法、手段、

场所）、环体 （学校、家庭、社会环境），是由这

四种要素构成的内在统一体。

思想政治教育认同是教育者在一定的环境下

和场所里，借助于适当的手段和方法，将教育理

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传送给受教育者，并获

得受教育者认可和赞同的过程。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作为双主体，他们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作用

是相互的。教育者向受教育者传送信息，教育者

向受教育者趋同，走进受教育者的世界，在这个

过程中要遵循两个原则：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

真理原则，就是教育者要注意传输内容的科学性，

方法、手段的适宜性；价值原则是指内容要符合

学生的需要，包括物质利益需要和精神需要，要

切合学生的实际，能够触动他们灵魂的东西。受

教育者接受信息，这是受教育者要向教育者的趋

同，受教育者通过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理解

力和判断力，才能走进教育者的世界，体会教育

的真蒂。这本来应该是一个统一的世界，而不是

孤立的两个世界。

　　三、目前高校学生对思想政治课

认同的表现及其症因分析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师课堂上传授知
识、观点，学生要对这些观点做出理论上的 “理

解”，这里就出现了两个主体能否对此观点达成

“共识”的问题。这个教育问题，在哲学上的解释

被称为 “主体间性”，在心理学上的解释为 “认

同”。目前高校学生对思想政治课认同弱化是导致

思想政治课成效不显著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方面：

一是与理论授受相关的认同。理论课授受，

这是一个施教者与受教者以学科理论内容为媒介，

在一定环境下进行的持续互动过程。施教者对理

论内容的把握是否彻底、施教方法是否得当，学

生的理解力是否与内容的难易度一致，教育场所

和环境是否恰当，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学生

对思想政治课效果的认同度。高校思想政治课具

有很强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通过说理达到教

育的目的，需要教师有较强的理论功底，能够全

面、细致地把握教材内容，理论要讲透，要有说

服力，通过理论的魅力吸引、感染学生。现实生

活中，部分教师传授知识，往往照本宣科地硬灌

输，不注意与学生的互动，部分大学生感觉理论

的东西比较抽象而听不懂或是觉得离自己的生活

比较远对自己没有用处，不感兴趣。有学者对安

徽省三所普通本科院校三千多名大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大学生对思政理论课厌学的主要原因 （多

选），有６２７％的学生选择课程内容抽象、枯燥、
难懂；５０１％的学生选择教学方法单一，缺乏吸引
力；４４８％的学生选择理论难以解释现实，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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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２２６％的学生选择人多，课堂教学缺少师生互
动［３］。有学者曾对兰州 ５所高校的两千多名大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对思政课讲授内容是否满意，

有３８９％的学生选择无所谓，不满意和十分不满
意的占７７％，也就是有近半数的学生对思政课的
讲授不太认同［４］。低头族、瞌睡党成为思想政治

课上的一种常态。

二是情感认同方面。 《心理学大辞典》中认

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

产生的态度体验”。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

“没有一个行为模式 （即使是理智的），不包含有

情感因素作为动机”。思想政治课的情感认同是指

学生对教育者发出的信息，经过自我思维方式做

出一定情感归属的判断。情感认同以需要为中介。

在教学中，学生往往以自身的利益需要为基础对

思想政治课内容进行主观评价和选择。如果思想

政治课的理论内容符合学生的需要，学生就会对

它产生肯定的态度，从而引起爱、满意、愉快、

接近等内心体验；如果内容不符合学生的需要，

学生就会对它产生否定的态度，从而引起反感、

抗拒、排斥等内心体验。只有情感认同了，学生

才能将思想政治课的理论内化为自身的知识结构。

思想政治课要彻底发挥其宣传、鼓动的功能，就

必须实现学生对内容的情感认同。“只有控制了主

体最内在的情感认知，才能实现对主体的彻底控

制”［５］。思想政治课教师要找到课程内容与学生需

要的契合点，真正能解决学生的实际诉求，包括

思想上的困惑。思想政治课倡导的是 “应然”，而

“应然”和 “实然”之间是有差距的，有时学生很

不理解甚至会有些偏激的想法，需要教师进行耐

心的心理疏导。如果将思想政治课教学看作是教

师主体对学生客体的单向灌输，不注重与 学生情

感上的沟通和交流，不对学生施以人文上的关怀，

也许不易获得情感上的认同。

三是行为认同方面。思想政治课的行为认同

是指学生在生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于思想政治

课显现的规范和内容要求的认可、接受和践行。

行为认同是建立在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基础上的，

是检验思想政治课实效的重要标准。现在部分高

校都将思想政治课分成两部分：理论课和社会实

践课。理论课主要以讲授为主，有具体的学时要

求，社会实践课则没有统一的规定。由于对思想

政治课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研究匮乏导致行为

上的弱化，再加上社会实践组织起来有一定的难

度和个别学校功利化地对待思想政治课和专业课

的关系，思想政治社会实践课受到的重视不够。

社会实践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延伸，有助于学

生将学到的理论直接转化为行为，经过实践的检

验，进一步增强对理论的认同。从学生角度说，

由于受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功利化地对待自

己的专业、就业和生活。一部分学生学习思想政

治课是为了考研；入党不是为了完善自我而是为

了考公务员准备条件，对思想政治课的学习只是

停留在理论认同上。

四、思考与启示

恩格斯的书信指出，理论要想发挥对行动的

指导作用必须要获得对象的认同，条件是要经过

对象亲身检验证明它的科学性。这也正是高校思

想政治课的旨归所在。书信内容为我们的教学提

供了启示，也为我们指明了增强学生认同度的

路径。

（一）用理论的魅力去征服学生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从它的价值属性来

说，就是以一定的理论知识为载体，通过理论知

识来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

这里涉及到理论认知和理论认同的区别问题。理

论认知是前提条件，理论认同建立在理论认知基

础上又加上了主体的自我判断，是对理论知识的

认可和赞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讲道理的课，只

有把道理讲透彻，才能让学生信服。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一段经典的名言：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

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

本”［１］９－１０。理论说服人的前提是彻底，能抓住事

物的根本。抓住事物的根本就是要透过现象把握

其本质，撇弃掉错误的、浅薄的理论教条把握其

规律性内容。在思想政治课中，理论的彻底性一

是指理论的科学性，二是指理论的与时俱进性。

理论的彻底性要求思想政治课教师首先要读教学

内容，理论功底要深，要读经典，把握每一个知

识点的来龙去脉，才能够把知识讲透；要扎根于

社会生活中，从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吸纳

新的思想理论成果，保持内容的鲜活性。理论的

彻底性不仅要求思想政治课教师要读教学内容还

要读学生，了解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特点，他们的

接受能力、理论的需求点和困惑点。做到老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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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学生真信。

（二）用情感的魅力去感染学生

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实际上包

括了三种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

同。理论认同是前提，对获得的信息进行理性判

断，在此基础上将其固化为学生的知识结构还要

内心接受和认可，即情感上认同。列宁曾讲：

“没有 ‘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

真理的追求”［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必须

要追寻学生接受理论知识的情感因素，激发学生

学习的内驱力，这是素质教育的根本所在。师生

是情感上的共同体：教师通过认真备课、备学

生，带着尊重、关怀、欣赏的积极情感教学，通

过学生的热爱和有兴趣的参与，教师获得内心的

自豪感和幸福感；学生通过认真预习，带着要解

决困惑的诉求、兴趣、好奇、信任等积极情感听

课，通过教师的耐心、专注、联系实际的讲解，

学生获得内心的满足感和对更深层次知识的欲

求，这样师生关系处于良性互动中。思想政治课

需要教师用情感的魅力去感染学生。今天学生想

要的不是冷冰冰的理论知识，而是有温度的、有

人情关怀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仅教学内容要

进行情感上的理解，而且教学方法和态度也要进

行情感上的诠释，要能够满足学生的真实需要。

我们不要小看部分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的抵触情

绪，认为教师是在 “唱高调”、说的是套话空话

假话，这实际上是学生对现实问题的一种认识，

是社会一些深层次矛盾在思想政治课堂上的反

应。教师的情感表达要真实可信，要敢于直面社

会难点痛点焦点，既看到问题又提出要求，用心

去化解学生的困惑，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理想与现

实的矛盾、权利和担当的关系、个体需要和社会

需要的关系。教师要勤于与学生进行情感上的沟

通，课上要细心观察、学会倾听、身正为范；课

下要搭建 ＱＱ、微博、微信等情感交流平台，倾
听学生真实的声音，了解他们情感动态，并及时

地进行梳理和引导。

（三）用形式的魅力去吸引学生

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必须是教学内容与教学

形式的同步提升。思想政治课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传授信息依赖于内容，随着内容的变化而改变，

只有形式符合内容才有利于信息的传递和接受。

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形式包括宏观上的方式和微观

上的具体方法两个层次。从宏观上来讲，思想政

治课课堂教学有灌输式、启发式、参与式等。灌

输是我们党宣传工作的一种最基本方法，也是我

们党宣传工作的重要历史经验。恩格斯不仅强调

灌输，而且指出灌输的方法，即要通过亲身经验

去检验、要渗入人们的心坎，这样恩格斯就把灌

输与自我体验、自我教育结合起来，灌输有效性

的关键是认同。灌输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采取

什么有效的形式灌输，不是大水漫灌，而是精准

滴灌，要讲究艺术性，根据内容选择适当的形式

灌输，可以是语言、谈话，也可以通过影视、音

像作品。启发式，是指教育者通过设问、置疑，

调动学生求解的动机去学习和思考，若不能自思

而通时，适当进行点拨、引导、传授。启发式教

学的目的就是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

性，是否能达到此目的还要看问题的选择是否能

引发学生的思考，理论上的供给是否能满足需

求；形式的采用能否激起学生的兴趣。参与式，

有的称为互动式、合作型等。参与式是以承认课

堂教学的双主体、师生地位平等为前提的，参与

的逻辑起点可以是问题、研究的理论、案例、个

人的体验，形式上可以是小组讨论或合作研究、

专题辩论、课堂讲授等，目的是促使师生良性互

动。从微观来讲，根据具体的内容采取灵活多样

的具体形式，如问题式 （ＰＢＬ）、案例式 （ＣＢＬ）、
情境模拟、辩论、慕课、微课、主题演讲等。总

之，随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教学形式也越

来越多样化，每种方式、方法都有各自的特点，

其运用必须与内容相适合、相匹配才能发挥最大

长处。另外，还要注意形式的选择要把握好度的

原则，形式过多、过于花哨，占用时间长会缩短

大学生思考的时间，影响他们对理论内涵和内在

逻辑的理解，课堂上一笑而过，课后给学生留下

的东西很少；忽视形式的选择又会导致课堂沉闷

的一言堂，有可能走向 “硬灌输”，学生不予

认可。

（四）用实践的魅力去规范学生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７］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又要回到实践中

去，通过改造学生的主观世界而达到改造客观物

质世界的目的，前提条件理论掌握群众在思想政

治教育中的表现就是学生的认同。学生的理论认

同不仅要在情感中得到升华，还要在实践中得到

磨练和落实，通过规范学生的行为达到课堂教学

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开展实践教学是增强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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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论课实效性的重要举措。大学生社会实践活

动，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教学计划内的实践环

节，如现在部分高校思想政治课的实践教学部分，

主要采取社会调查、阅读经典著作、观看有教育

意义的影视作品等形式完成教学任务；二是教学

计划外的实践活动，如全校范围的青年志愿者活

动、假期 “三下乡”活动、勤工助学、义工和丰

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通过学生社团、征文比

赛、演讲、辩论赛、摄影绘画展等校园活动，在

现实生活中实施教育和接受教育。通过社会实践

活动，学生接触社会，用社会的标尺重新衡量自

己，认识自己的价值和短板，加深对责任和理想

的感悟，从社会需要出发，通过学习不断完善自

己。为此，各高校要不断完善社会实践的制度构

建，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提供经费保障，突

出专业特色，建立稳定的实践基地，将实践成绩

纳入到学生考核体系中。

参考文献：

［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２．

［２］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６７９－６８０．

［３］　徐俊，黄洪雷．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认同实证分
析［Ｊ］．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６）：１１８．

［４］　王雄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认同状况调查与分析
［Ｊ］．社会工作，２０１２（４）：８８．

［５］　莫雷．穿越意识形态的幻象———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
研究［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１８．

［６］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８：２５５．

［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２：９．

（责任编辑：赵惠君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

（上接第８７页）

［６］　朱亚宗，侯俊霞，杨柳群．大跨度交叉创新：研究生教
育改革的重要路标［Ｊ］．高等教育研究学报，２０１６（１）：
５－１１．

［７］　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数据科学硕士专业课程设置与学
生培养方案［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４－１８）［２０１８－０５－
２６］．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ｓｅａ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ａｔ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ｕｒｓｅｓ．

［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据科学
硕士专业课程设置与学生培养方案［ＥＢ／ＯＬ］．（２０１６

－０５－１１）［２０１８－０５－２６］．ｈｔｔｐｓ：／／ｖ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ｅｄｕ／ｄａｔａｓｃｉｅｎｃｅ．

［９］　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数据科学硕士专业课程
设置与学生培养方案［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２－２８）
［２０１８－０５－２６］．ｈｔｔｐｓ：／／ｓｔａｔ．ｍｉｔ．ｅｄｕ／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ｍｉｎｏｒｉ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０］　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数据科学硕士专业课程设
置与学生培养方案［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３－０８）［２０１８
－０５－２６］．ｈｔｔｐ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ｍ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ａｔａｓｃｉｅｎｃｅ．

（责任编辑：邢云燕）

８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