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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2020年度辽宁省教育厅厅长突破项目暨辽宁省高校校际合作重大科研项目“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性评价工具设计及

其应用策略”（项目编号：辽教发〔2020〕28号）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 磊（1979-），女，山东济南人，辽宁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暨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

理论、教育政策研究；宫龙江（1980-），男，辽宁丹东人，辽宁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暨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

明确了教育评价的导向功能，提出到 2035年，基本形

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

评价体系。

根据《总体方案》和“破五唯”的学术评价导向要

求，当前我国高校学术评价正处于旧评价机制影响犹

在，新评价体系尚未建立的破立交替阶段。“学术评价

是指根据一定的目的和标准，采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

对学术成果、人员、机构、学术媒体展开的价值判断活

动，以衡量学术活动及其相关事项的有无、多少、作用

和价值”〔1〕。高校学术评价具有复杂性和操作困难的

特征，评价的权威性及其方式、方法的有效性容易引发

质疑。一些高校选择使用学术活动的可量化特征，如发

表论文和获得奖项的数量、论文发表期刊和奖励、项目

的级别等来替代对学术成果创新性特性的评价。这些

可量化特征只是指引评价者接近学术本质的线索，而

不是学术评价的应然对象〔2〕。这种效率优先、数量至

上的实践操作，容易误导高校研究者对学术活动产生

功利心态，偏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与此同时，一些

政府部门和高校开展的学术评价对价值目标缺乏充分

考量，没有从评价对象的立场出发，评价结果不能反映

评价对象本身的性质。这种缺乏科学性、有效性的评价

行为会在评价者和评价对象之间形成一种控制和被控

制的关系，破坏学术研究的健康生态。就此而言，高校

学术评价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策略研究对于推进高校细

化科研评价改革办法，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目前，专门针对高校学术评价的研究不多，一些观

点散见于大学评价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关注高校学术

评价中的价值导向和方法策略。有研究指出，教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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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归本体”是高校学术评价的核心价值目标。其基本要义是回归学术活动的本质，回归到立德树人

之上，以评价对象的发展为宗旨。当前，高校学术评价过分注重刚性指标，学术评价的实质性不足；无视学科差异、

岗位特点，学术评价呈现“标准化”“一刀切”问题；学术评价结果使用功利化，注重学术内涵发展的过程评价长期

被忽视。“回归本体”高校学术评价的改革要建立健全量化评价和同行评议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模式；构建以学科、

岗位特点为依据的分类评价体系；改进问责导向的结果评价，强化发展导向的过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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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导向机制形成了一条简单化的逻辑线索，助长

了将教育作为工具抢夺社会资源的极端功利行为，使

得科研环境浮躁，基础研究备受冷落〔3〕。有学者指出，

以往高校学术评价的问题在于无视高校与企业的差

异，简单地运用企业目标责任制和绩效管理，从而引发

“评价至上”和“问责崇拜”〔4〕。也有学者提出，高校教

师考核评价应当充分考虑高校类型层次的差异性和不

同岗位职责教师工作内容的多样化〔5〕。还有学者提

出，应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辩证看待定量与定性在评

价中的作用，坚持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并重。

高校学术评价是对学术成果及其所有者进行价值

判断〔6〕。那些引发强烈不满的评价从根本上源于价值

问题而非技术问题，所以应当把价值目标置于学术评

价的中心。“回归本体”是高校学术评价的核心价值目

标。“回归本体”的高校学术评价有三个基本要义：其

一，高校学术评价首先要回归学术活动的本质。学术活

动的本质是求真，其灵魂是创新〔7〕。高校学术评价最

重要的是要看知识创新和学术贡献的程度。其二，《总

体方案》把坚持立德树人置于“五个坚持”之首。因此，

高校学术评价要坚持回归到立德树人之上，打通科研

与育人之间的多种互通渠道。其三，高校学术评价要以

评价对象的发展为旨归，其不仅要根据结果进行价值

判断，还要通过在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展开价值发现，

协商建构价值，达成价值互认，激励高校研究者创造新

概念、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本文将聚焦高校学术

评价的本体和原点，基于“回归本体”的目标导向和根

治异化的问题导向，探寻高校学术评价如何有效贯彻

《总体方案》的逻辑理路。

二、高校学术评价的异化逻辑与现实表征
与“回归本体”相背离的是高校学术评价的异化逻

辑。当下，高校学术评价的异化逻辑还有其实践惯习，

或隐或现地表达为不同形式。有效实施《总体方案》，为

高校学术评价赋予教育性和学术性内涵，须将“回归本

体”的目标导向和根治异化的问题导向相结合。长期以

来，高校学术评价异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过分注重刚性指标，学术评价的实质性不足

我国高校内部有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两大系统，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性机构往往独

立性不够、学术权力迷失，甚至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庸”

和“幌子”，这使得学术评价偏离本质、实质性不足〔8〕。

“权力主体之所以能够支配权力客体而客体又不得不

服从，原因在于其拥有某种客体所没有的资源。这些资

源是权力赖以成立的基础。”〔9〕高校行政掌握办学资

源和资源的分配权，因此，高校学术评价往往由行政主

导。20世纪 90年代至今，“211工程”“985工程”“双一

流建设”促成了高校之间进入金字塔顶端的制度性竞

争机制，形成了从国家层面到省级层面，再到高校内部

学科层面自上而下的竞争链条〔10〕。为提高学校和学科

排名，政府和高校将企业管理中的绩效评价引入学术

生产，导致行政更多地介入学术评价。抽象、简化复杂

的科研评价工作，采用“更直观”的方式，运用简单的刚

性指标和工具识别、测量与反馈学术生产，是行政部门

进行学术评价的共同经验〔11〕。

近些年，量化为主的评价方式备受青睐，逐渐由最

初的激励高校教师开展学术研究、衡量学术研究水平

的功能泛化到教师工作绩效评价、职级晋升、硕博毕业

资格审查、强化教育行政权力等方面。一些高校表现出

奖励和项目的级别崇拜，一些学校的学术评价重期刊

发表、轻学术提升，陷入“以刊评文”的误区。“以刊评

文”在高校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岗位聘任、课题验收等

活动中得到普遍应用。“以刊评文”把发表论文的刊物

级别作为学术评价的根据，导致学术评价简单化、形式

化、功利化，给学术期刊建设带来困扰，也偏离了高等

学校学术评价的实质特征。一方面，其窄化了高校学术

评价的范畴，忽视了科研产出对政策咨询和社会发展

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其误导研究者片面追逐期刊热

点，过度关注影响因子，妨碍科学创新。

（二）无视学科差异、岗位特点，学术评价呈现“标

准化”“一刀切”问题

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我国高

校已发展成为规模庞大、人员结构复杂、发展状况和目

标多样化的组织体系。不同类型的高校和不同岗位教

师的目标、任务存在客观差异。由于不同学科具有不同

的知识生产逻辑，所以不同岗位、不同类型高校教师的

学术成果形式和实际贡献认定标准明显不同。然而，高

校学术评价理念、指标、内容、方式对评价对象的特殊

性却疏于回应，评价标准高度趋同，普遍聚焦于教师的

科研产出，“唯”的导向明显。一方面，分别对应研究型、

教学型、应用型等不同类型教师学术发展的分类评价

体系有待建立健全。另一方面，针对高校教师多样化的

学术发展互认融通评价机制尚未建成。有学者指出，简

单将高校学术评价局限于科研评价，用同一把尺子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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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的教师，既有失学术公平，又防

碍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落实〔12〕。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高校行政部门把政府和社会的外部评价盲目

照搬到学校内部的学术评价，从方便管理的原则出发，

制定采用“标准化”“一刀切”的考核政策和评价要求。

（三）学术评价结果使用功利化，注重学术内涵发

展的过程评价长期被忽视

近年来，在高校科研评价中，基于论文、项目、奖项

等学术符号的科研评价结果与评价对象的切身利益直

接挂钩。这些利益诉求既包括行政体系的政绩、声誉、

办学资源，也包括高校教师的薪酬、资金、职称晋升、学

术资源以及教师家属的升学、就业等。有学者指出，在

这种功利化学术评价体系中，高校教师成为追逐与相

关指标挂钩的物质报酬和各种‘帽子’背后蕴藏的经济

收益的博弈者和“买卖人”〔11〕。高校内部教师间、学科

间陷入无序竞争，“重科研轻教学”问题愈益突出。“211

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推进高校改革发展聚

焦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行政部门一方面，构建一

套包括论文、项目、奖项、职称和“帽子”的荣誉系统，采

取各种“激励”和“鞭策”措施，激发高水平学术产出。另

一方面，采取特殊政策、建立特殊通道，以高薪和优厚

待遇引进高层次人才。人才竞争和人才评价理念向全

体教师的日常管理渗透，进一步强化了量化的科研评

价结果与教师薪酬水平、职称晋级之间的关联度，导致

教育评价结果使用的功利化。

三、“回归本体”高校学术评价的改革进路
“回归本体”的高校学术评价既要有效评价学术成

果的贡献和成就，还应当将科研评价重点从成果扩展

到育人，引导大学提升立德树人成效。在改革实践中，

“回归本体”的高校学术评价亟需理顺学术逻辑与行政

逻辑之间的冲突〔13〕，化解顶层设计与基层运行之间的

冲突，切实推进三方面具体工作。

（一）建立健全量化评价和同行评议相结合的综合

评价模式

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理论原创中突显卓越性，在

思想建构中蕴含科学严谨性，为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

的解决提供关键锁匙，具有显著的学术贡献、育人贡

献、社会贡献及政策贡献。高校学术评价的基本方向是

健全综合性评价模式，根据评价对象、目标和内容的属

性特质，分别赋予量化评价、同行评议的不同权重〔14〕。

量化评价具有可测性、可比性、可区分的特性，但

是单纯的量化评价会滤掉评价对象的许多难以分解和

量化的重要信息，遮蔽对重要创新的准确评估，致使评

价结果偏离评价对象的属性。有学者提出，量化绩效指

标容易被人为操控，单纯的科研量化评价还会诱发平

泛成果的大量生产和“对照指标搞建设”等问题〔4〕。

同行评议是“内行人”为审核其他学者作品的质量

而采取的一种以主观判断为主，力求保证结果合理性、

可靠性和可信度的制度设计〔15〕。高深知识的专业化和

精细化决定同一领域或相近研究领域的专家更能从学

术角度真正领会与把握特定学术成果的价值与贡献。

有学者认为，探索学术同行评议为主的代表作评价制

度有助于扭转重数量、轻质量的科研评价倾向〔16〕，遏

制学术浮躁之风，挤破粗制滥造的学术泡沫，鼓励潜心

研究〔17〕。不过，同行评议也存在一些倍受诟病的问题

和缺点，如操作复杂、组织协调困难、成本较高、易受群

体压力影响、偏爱学界主流选题、学术关系寻租、缺乏

客观公平的保障机制等。

对此，西方国家已经探索出一些比较成型的科研

评价经验，其共同特征是以专家评价的质性评估为主，

由量化评估支撑专家评价。荷兰的“莱顿宣言”关注量

化指标在克服同行评价主观偏见的功用，提出了合理

利用期刊评价指标的原则〔4〕。为更好地发挥量化指标

信息在科研评价中的支持功能，德国科学理事会建立

了“量化指标专属性认知与应用体系”，专门指导同行

专家有效使用量化信息。该体系对五类科研成果绩效

指标的功能、问题和使用方式进行了明确界定。这五类

绩效指标包括文献计量、申请项目额度和项目性质、培

养博士生数量、科研奖项及大会发言、专利收益〔18〕。高

校科研评价的综合化改革须借鉴国际经验，着眼于我

国高校科研发展的目标任务，提升对量化指标和同行

评议功能、问题和限度的认识，探索多种模式，实现科

研成果效绩量化指标和学术性判断的相互佐证和优势

互补，全面如实地反映评价对象的属性。

（二）构建以学科、岗位特点为依据的分类评价体系

《总体方案》中提出，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特

点，坚持分类评价。这不仅符合学科发展规律，还会更

加有效地激发各岗位教师的学术发展内驱力，对于破

除“唯论文、唯奖项”和“以刊评文”意义重大。

学术评价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某种角

度上说，高校是以学科为基础组建起来的知识生产与创

新的组织。知识生产创新具有明显的属性差异和内在

刘 磊等：“回归本体”的高校学术评价———基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思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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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不同学科的知识发展逻辑不同，在研究对象、研

究标准、研究范式、学术产出形式上存在明晰界限。因

此，并不存在适用于全部学科领域的学术评价工具〔11〕。

高校学术评价应当统筹兼顾基础学科、应用学科，自然

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大的学科门类自身的特点

和发展规律，承认不同学科专业在发表文化、论文作者

署名策略等方面的差异，关注各领域的“平均值”，坚持

共通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层次的研究型高校、应用

型高校、高职院校所承载的任务和使命也是有差异的。

这种差异影响着高校人才队伍的结构。教学为主型教

师、科研为主型教师、应用推广为主型教师、教学科研

并重型教师的岗位分类方式得到我国很多高校的认

可。开展学术评价需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学科和教师

的岗位特点，分类进行。一方面，应在借鉴博耶、托尼·

比彻、舒尔曼、赫钦斯等西方学者学术分类思想的基础

上，加强高校定位和教师岗位相结合的学术分类中国

化研究，为建立科学的高校学术分类评价标准提供理

论框架〔19〕。另一方面，应当积极完善以符合学科发展

规律和不同岗位特点为主的多元分类评价体系，在教

师成果认定、聘任与晋升等方面根据知识生产创新的

内在逻辑、岗位差异性，将同一或相类似学科、岗位置

于同一的评估标准和学术框架中进行评价。

（三）改进功利化、问责导向的结果评价强化发展

导向的过程评价

当前，我国许多高校采取目标责任制的问责导向

科研评价。大学、院系、教师个人的目标和任务逐层细

化、层层传导，这使得链条末端的教师成为大学整体学

术绩效的“贡献因子”和“被问责”对象〔4〕。这种基于科

研产出结果的问责导向学术评价背后的理论假设是，

外部利益引导和“问责”可以激发“被问责”对象的动

力，引出高水平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

张应强等学者对问责导向的结果评价给高校学术

生态带来的潜在危险进行了客观深刻的研判。其一，以

问责为目的的结果评价会在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形

成互不信任的提防关系，进而使高校学术评价陷入“零

和博弈”。其二，“水涨船高”绩效标准下开展的结果导

向科研评价会引发“学术内卷”的“攀比文化”。其三，奖

励和科研“问责”评价的“硬挂钩”会矮化教师科研工作

的性质，不利于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其四，当“问

责”压力超过一定阈值范围时，会出现问责失灵，引发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投机行为。结果导向的问责评

价机制在增强教师科研竞争意识，提高科研产出方面

的成效会产生边际递减，无法成为教师学术生产的持

久动力〔10〕。

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有自身的特定逻

辑，决不同于物质生产和权力资本运作。大量基础研究

需要长期的学术积淀。热爱科学的学术志趣、自立自强

的研究态度、超越创新的学术追求、批判质疑的探究勇

气是学术研究的源动力，支撑研究者度过漫长的学术

产出沉寂期。“回归本体”的高校学术评价应当客观研

判高校教师的多重需要，处理好物质利益和发展学术

内在需求之间的平衡，尽量保护教师学术研究的好奇

心、兴趣和本质性追求〔20〕。

《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

价，客观要求高校学术评价改变其作为管理教师工具

的异化功能，积极推进发展性评价改革，为教师科研发

展提供过程性诊断和支持引导。强化高校科研评价的

发展导向，一是要以科研胜任为基础，客观规定教师的

“保底”科研工作量标准，合理发挥评价的激励约束作

用。二是要深入挖掘数据潜力，完善“全过程、动态”科

研评价，通过纵向追踪、横向比较等方式帮助教师更好

认识自身科研优势、劣势和潜力，助力教师自我改进和

发展。三是要调控高校科研评价的溢出效应，避免科研

评价承载过多与教师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分配性功

能。四是整合各类人才计划、奖励、项目评价体系，适度

减少行政评价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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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文化是一所大学在办学实践过程中积淀

与创造的文化形态，其本质在于大学师生及管理者所

持有的基本信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共知、共享和共

行是其基本特征。大学校园文化所具有的增强大学师

生的组织凝聚力、调节与规范师生组织行为、提升师生

组织认同与归属、熏陶教育学生等功能已成学界普遍

共识。目前，我国稍有一定办学历史的大学管理者都声

称自己的大学拥有其独特的校园文化，其注重发挥大

学校园文化的育人作用。但正如奥赖利·查尔斯等学者

所言，“组织提出或倡导何种文化或价值观其实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员工是否真正认同”〔1〕。由此可见，大学

校园文化贵在能得到师生的真正认同及践行。大学文

化于 20世纪 90年代末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20多年

来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采用思辨方法围绕大学文化的

内涵、大学文化育人、大学文化建设、大学文化传承创

新、大学文化生态、大学文化与大学治理等主题，而鲜

有关于大学文化认同的调查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问

卷调查法，从学生视角审视大学校园文化为学生所认

同的状况，以期为提升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认同与传

承提供一些建议。

一、研究设计
（一）调查工具编制

大学校园文化认同反映的是师生群体对该大学所

形成的组织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具体可表现为

师生群体对一所大学在长期办学过程中所积淀形成或

倡导的办学理念、价值观、行为规范等象征性文化要素

的内心趋同、情感接纳及主动践行等活动。本研究参照

陈致中、张德编制的《组织文化认同度测量量表》〔2〕并

结合大学组织特点进行了适当修改，将大学文化认同

分为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三个维度，从大学

文化的认知层面、情感层面和行为层面设计了《大学师

生对学校文化认同调查问卷（学生卷）》。问卷包括两部

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所调查对象

的性别、所在高校类型及层次、学习阶段、专业类别、所

姻任初明 1，徐延宇 1，付清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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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大学是否建有新校区、住宿情况以及平时上课所

在校区情况，共 8题；第二部分为新老校区学生对所在

大学文化的认同状况调查，共 24道题，包括学生对大

学文化中校训、校歌、办学理念、校风、学风等学校文化

的了解程度、认同程度以及主动践行情况。1-10题是

从大学文化认知维度设题，11-16 题是从大学文化的

情感认同维度设题，17-24 题是从大学文化的行为认

同维度设题。

问卷采用李克特 5点计分法，对“完全不同意”赋

值 1，“不太同意”赋值 2，“不确定”赋值 3，“比较同意”

赋值为 4，“完全同意”赋值为 5。

（二）问卷预调查及项目分析

为检验所编制调查问卷的适切以及可靠程度，笔

者对拥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校区的 200名在读学生进行

了问卷预调查，分别回收有效问卷 189份，问卷回收有

效率为 94.5%。采用极端值比较、题项与总分相关、同

质性检验三种方法分别对《大学师生对学校文化认同

调查问卷（学生卷）》的 24个题项进行了项目分析，24

个题项都达到了指标数标准，未达标准指标数为 0个，

表明此调查表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区分度。

（三）调查及样本分布

正式调查以在校大学生为对象，采用“问卷星”电

子问卷发放形式，共发放问卷 1500份，回收问卷 136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0.86%。样本分布情况为：男生 500

人，占 36.7%，女生 863 人，占 63.3%；大一学生 324

人，占 23.8%，大二学生 390 人，占 28.6%，大三学生

327 人，占 24.0%，大四学生 173 人，占 12.7%,研究生

149人，占 10.9%；学生来自文科 678人，占 49.7%，理

工科 685人，占 50.3%；来自非“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

生 1094人，占 80.3%，“双一流”建设高校 269人，占

19.7%；有新校区的学生 1026人，占 75.3%，没有建新

校区 337人，占 24.7%；从住宿情况看，常住新校区 556

人，占 40.8%,常住老校区 638 人，占 46.8%,新老校区

都居住过 145人，占 10.6%，长住校外 24人，占 1.8%；

从上课地点看，一直在老校区上课 600人，占 44%,一

直在新校区 532人，占 39%,新老校区都上过 231 人，

占 16.9%。

（四）统计分析工具及信度检验

问卷利用统计软件 SPSS20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 Cronbach Alpha系数检验方法，信度系数为 0.909，

表明本次问卷调查的内部一致性达到较好状态。

二、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认同调查结果统计

分析
（一）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认同程度处于中等水平

从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的认同度均值统计可知，

对学校文化整体认同得分均值为 3.6922，三个维度中，

认知认同维度得分均值为 3.6393，情感认同维度得分

均值为 3.7620，行为认同维度得分均值为 3.7059，说明

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认同程度处于中等水平。从学生

对大学校园文化认同等级程度的百分比统计（表 1）可

知，有 3.8%的学生对学校文化不认同，23.5%认同度一

般，两者合计 27.3%，说明还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对

大学校园文化认同度不高。从三个维度看，在校园文化

的认知维度上，有 32.2%的学生不太认同；在校园文化

情感维度上，有 28.3%的学生不太认同；在校园文化行

为维度上，有 31.6%的学生不太认同。

（二）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符号及内涵的理解还有

待进一步深入

校训、校徽、校歌、校风、学风常常是一所大学校园

文化的凝练与体现，办学理念与目标则集中反映着一

所大学的价值追求，也是学生了解、接受和传承大学校

园文化最常见的文化符号，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产生浸

染与教育熏陶。让学生充分了解、领会这些文化符号是

高校提升学生对学校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基础。但本次

调查显示，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符号的了解及内涵理

解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超过四分之一以上的学生不了

解自己大学的校园文化；25.6%的学生不了解自己大学

的校风；25.9%的学生不了解自己大学的学风；27.7%

的学生不了解自己大学的办学理念与目标；31%的学

生不了解自己大学倡导的价值观；37.2%的学生不了解

自己大学的校史；28.8%的学生不能准确说出自己大学

的校训；48.7%的学生不能准确诠释大学校训的内涵；

52.9%的学生不知道自己大学校徽的含义；50.8%的学

生不会唱校歌；56.6%的学生不熟悉学校的典型人物或

事迹。

（三）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的情感归属感还需精心

涵养

组织文化的情感认同具有凝聚人心、提升成员组

织归属感的作用。对大学文化的情感认同体现的是学

生对自己大学所产生的一种情感与心理的归属感，对

任初明等：基于学生视角的大学校园文化认同调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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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培养学生于大学的忠诚与心理归属感具有重要作

用。但本次调查显示，大学还需要精心涵养学生对大学

校园文化的情感归属感。有 21.9%的学生不认同自己

大学倡导的价值观念；26.3%的学生不赞同自己大学的

办学理念；31.8%的学生无法为自己学校的历史文化底

蕴产生自豪感；35.1%的学生不喜欢自己大学的校徽设

计；48.6%的学生不喜欢自己大学的校歌；36.7%的学

生无法产生在校学习的自豪感。

（四）大学校园文化对学生的激励与引导作用发挥

还不充分

大学校园文化既是一种组织文化，也是一种教育

资源，其既有一般组织文化所具有的调节与规范成员

行为的管理作用，也具有作为教育资源的激励与引导

学生的育人功能。本次调查显示，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

的行为认同度并不高，大学校园文化对学生的激励与

引导作用的发挥还不充分。有 25.9%的学生表示不会

主动践行学风，27.4%的学生表示不会主动践行校风，

42.0%的学生表示学校典型人物无法激励自己，51.3%

的学生表示不能用校训引领自己，67.4%的学生表示校

歌不能激励自己。

（五）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的认同不受就读年级、

学校类型影响，但会受性别、就读学科专业类别、居住

和学习校区等因素影响

对性别、就读学科专业、学校类型三个因素采取独

立样本 t检验，对就读年级、居住校区、学习校区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 1）可知，从对大学文化认同的

均值看，本科生与研究生、“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与非

“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均值相差不大，没有达到显著

性差异。这说明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认同不受就读年

级和学校类型等因素影响。但女生均值高于男生，文科

专业学生高于理工科学生，常住学校新校区学生高于

常住老校区以及新老校区都居住过的学生，一直在新

校区学习的学生高于一直在老校区学习以及新老校区

都学习过的学生，且这几类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说明

性别、所读学科专业、居住校区和学习校区会影响学生

对大学校园文化的认同。

三、提升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认同的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整体认

同处于中等水平，校园文化的育人作用还有待加强，为

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重视对学生的文化引领，提升学生的文化自觉

大学校园文化本质上是大学倡导的一套核心价值

观念与行为规范。学生对大学自身文化的认同程度，一

方面反映了学生对大学提倡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的

接受与认可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各高校对大学文

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及管理水平。立德树人是大学的根

本宗旨，大学形成的校园文化是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

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与管理功能。研究显示，还有超过

四分之一的学生不太认同自己大学的文化，对此，学校

管理者要重视与加强对学生的文化引领，要充分认识

到以构建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价值引领在学校文化建

设中的重要作用。“在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把价

值观的认同与潜移，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予

以落实”〔3〕。高校一方面可进一步优化现有的学工、团

委等学生事务组织机构的职能，面向学生精心设计以

校训、校歌、校徽等文化符号系统以及办学理念、校风、

学风等价值观念系统为内容的专题教育活动，同时将

这两大系统积极融入日常学生活动之中对学生进行文

注：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人口学

变量
分类项目 均值 标准差 Sig

差异是

否显著

性别
男 3.6476 .54742

.030 是
女 3.7180 .59100

就读

年级

大一 3.6952 .56242

.769 否

大二 3.6724 .55067

大三 3.7266 .55319

大四 3.6782 .60947

研究生 3.6779 .67681

就读学

科专业

文科 3.7308 .59372
.014 是

理科 3.6540 .55610

居住

校区

常住学校新校区 3.7484 .57710

.017 是常住学校老校区 3.6562 .56305

新老校区都居住过 3.6624 .59400

学习

校区

一直在老校区学习 3.6433 .57734

.010 是一直在新校区学习 3.7472 .59750

新老校区都学习过 3.6925 .51034

学校

类别

“双一流”建设高校 3.7243 .49640
.256 否

非“双一流”建设高校 3.6843 .59411

表 1 人口学变量对大学文化认同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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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引领，让学生明白学校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内涵

及所具有的特色；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校内教师的文

化中介作用（前提是教师对学校的文化也高度认同），

让教师在日常的教学、科研、社会实践以及社会服务等

活动中，向学生阐释学校文化的内涵，以潜移默化的方

式传播或践行学校文化，以提升学生对学校文化的文

化自觉。

（二）善于借助故事符号来传承学校的文化

高校文化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高校在

不同发展阶段涌现的优秀人物、事件是高校文化的宝

贵素材与珍贵的文化之源。这些优秀人物事迹通常体

现着高校的文化，并可为其他师生提供榜样，高校要善

于将其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感人事迹以及校友毕业后践

行高校文化的典型案例，编撰成反映高校文化的各类

人物故事或校园剧，通过故事这一文化符号来传播高

校共享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展现文化的最佳方式

是透过组织成员口耳相传的故事”〔4〕，正如哈佛大学

教授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所说，“故事是领

导者的艺术宝库中最强有力的一件武器”〔5〕。故事能

起到例示或简化组织价值体系的作用，有利于组织价

值观保持长久活力，容易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为员

工提供一种共享的理念。高校要充分利用好这些人物

故事，不断充实学校文化素材，编写高质量的校史及文

化读本或教材，并纳入学校公选课程体系，向学生开展

常态化的校史教育，通过学习教育来增进学生对大学

自身文化的认识与理解，进而提升学生对校园文化的

情感认同与心理归属感。

（三）精心设计校院两级学校文化传承载体

高校要发挥“关键少数人”的示范引领作用，增进

学生的行为认同。各高校可考虑学生性别、就读学科专

业类别、学生入住校区等因素对大学校园文化认同的

影响，从校院两级精心设计大学文化传承活动载体与

表现形式，可将集体诵校训唱校歌、入学典礼、毕业典

礼、学位授予典礼、学校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或事件纪念

日等，打造成校院两级的典型仪式活动和特色文化活

动。通过这些象征性互动的文化活动，既可为师生营造

出大学文化传承的仪式感与自豪感，又可向师生传递

学校共享的价值观念，有效增进师生的组织认同与价

值传递。

“组织领导人是组织的精神领袖，他们既应该是组

织文化建设的设计者、组织者、引领者，又应该是组织

文化最忠实的实践者。”〔6〕高校领导层不仅影响着学校

文化的塑造，也同样对学校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影响。

在组织文化建设过程中，“组织中的领导者通常被视为

重要的‘信号发生器’，他们的言谈举止有意或无意地

传递信息，从而说明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7〕。在组织

变化传承过程中，组织领导人是最重要的组织文化载

体之一，其模范带头和组织引导作用是组织文化有效

传承的重要保障，其导向和推动作用是创建和传承组

织文化的关键。因此，在新老校区为传承学校文化而设

计的各种活动中，要积极利用好文化认同过程中的“伟

人效应”〔8〕，发挥学校及学院领导作为“关键少数人”

的在学校文化传承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主动学习、展示

和阐释学校文化及其内涵，在广大师生面前率先垂范，

在日常工作场所或各种象征性活动中主动佩戴校徽，

出席各种仪式活动带头诵校训、唱校歌来展示对学校

文化的认同，通过发挥“关键少数人”的示范带头作用，

将学校文化在日常工作中外化为学校管理层的普遍性

的行为举止、气质和观念，从而促进学生对学校文化的

行为认同。

（四）加强学校文化素材的整理研究与补充更新，

增强学生情感认同

“文化符号，人物及事件，礼仪、习俗、传统，信念和

价值是文化的四重表现形式”〔9〕，除了要加强校训、校

徽等文化符号系统建设外，各高校要重视与加强学校

文化传统历史的整理、研究与挖掘工作。可由院校研究

机构或高等教育研究所负责对校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

究，全面厘清学校文化的形成历史与变化脉络，系统阐

释大学自身办学理念的内涵与精神实质，搜集整理学

校不同发展阶段涌现出的优秀师生事迹，使之成为展

示学校文化最生动、最具感染力与教化力的载体。此

外，高校还要积极建立与完善学校优秀文化素材的充

实机制，可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定期搜集整理学校发展

过程中涌现的感人事迹以及校友毕业后践行学校文化

的典型案例，以期为学校文化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丰

富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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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Campus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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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ampus culture of a university can only play its educational and management functions if it is

understood and identified by studen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tatus of college campus culture identified by students

from students’perspective through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udents’overall identification of campus
culture is at a medium level，students’understanding of campus culture needs to be deepened，and the role of campus

culture in encouraging and guiding students is not fully played. The degree of students’identification of campus culture

is not affected by their grades and types of schools，but will be affected by gender，categories of disciplines and

majors，living and learning campuses. To this end，universities need to take such measures as strengthening students’

cultural leadership，strengthening the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school cultural materials，elaborately designing the

carrier of school culture inheritance at department and university levels，and giving play to the exemplary and leading

role of“key minority”to enhance students’identification of university culture.

Key words：university；campus culture；students；culture symbol；cultural identification；cultural leadership；
story symbol；cultural inheritance；cultur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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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艺术院校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

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历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促进我

国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培养戏曲艺术人才作出了

巨大贡献。然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文化娱乐电

子化、表演艺术大众化、欣赏方式多样化的大潮，对包

括京剧在内的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为了应对传统戏曲艺术面临的挑战，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在艺术院校戏曲类研究生教育中探索增

强传统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新模式，提高戏曲艺术

研究生教育的专业水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实时关注行业发展现状，完

善培养策略。

一、加强价值引领，把思政教育融入戏曲类

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全过程
艺术院校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为国家

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戏曲人才。戏曲人才的思想觉

悟关系到未来我国戏曲发展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为什

么人服务的问题。为此，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必须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指示，加强马

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坚持

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在硕士研究生教育课程中

树立立德树人的思政建设教育目标。

目前，我国已有 27所高校招收戏剧与影视学硕士

研究生。随着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落实，未来还会有更

多的院校培养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涉及更多的专业研

究方向。但无论是从事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教师，

还是正在学习的戏曲类硕士研究生，受社会上各种思

潮与商业化实用主义的影响，普遍存在重戏曲艺术专

业教育、轻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这是戏曲类硕士研究

生教育长期存在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戏曲

类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教材与课程安排有密切的关系。

目前，我国艺术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采用统编

教材、通识教育的模式，这种教材与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千篇一律，不考虑艺术院校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的

特点，在效果上容易造成学生轻政治课、重专业课，对

思想政治教育敷衍应付的倾向，难以达到提高学生思

想政治觉悟的目的。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要加强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突

破单纯依靠政治课管思想政治教育的狭隘观念，把思

想政治教育当成一项系统工程，充分考虑戏曲艺术教

育的特点，把思政教育与戏曲艺术教育结合起来，将思

想政治教育贯穿到戏曲艺术专业教育的全过程；充分

发挥学生重视戏曲专业教育的优势，让每一位戏曲类

硕士研究生课程的授课教师自觉地把立德树人、为国

育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育才、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姻薛 茜

摘 要：戏曲类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培养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的高端戏曲艺术人才，是艺术

院校研究生教育的重要部分。为了应对传统戏曲艺术面临的挑战，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艺术院校戏曲

类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应加强价值引领，把思政教育融入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全过程；严把招生关，培养有真

才实学的高端戏曲艺术人才；重视地方戏剧种人才培养，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

关键词：艺术院校；戏曲；硕士研究生培养；价值引领；思政教育；民族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郧649.21 文献标识码：粤 文章编号：员园园源原远猿猿载穴圆园22雪36原园013原园4

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栽澡藻燥则赠 葬灶凿 孕则葬糟贼蚤糟藻 燥枣 耘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第 42卷 （圆园22年）
第 36期 第 13-16页

灾燥造援 42 （圆园22）
晕燥援36 孕13原孕16

艺术院校戏曲类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几点思考



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 圆园22年

育才的目标融入到硕士研究生的课程中去，让戏曲研

究生不仅通过政治课集中接受思政教育，而且在戏曲

艺术课程的专业学习中，也能通过潜移默化，提高思想

觉悟，提升道德素养，树立爱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

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戏曲艺术教育的全过

程，除了抓好研究生必修的思想政治课教育之外，更多

的工作在于改进研究生专业课的教育。硕士研究生的

主要课时是专业课学习，因此，提升专业课教师对思想

政治教育的认识是关键。学校要加强专业课教师的思

想政治学习，使教师明确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

教育的意义，树立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教育的

意识。

第二，在教师工作考核、职称评审时，艺术院校应

把教师能否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教育列为年度

考核、职称评审的重要内容，从源头上克服戏曲艺术院

校重专业、轻政治的传统倾向。这样，教师在备课阶段，

就会主动关心时事政治、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注意用

主流思想统领专业课程设计。在教学过程中，能够自觉

运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主旋律的素材指导

学生的学习，抵制错误思潮与观念的侵蚀。

第三，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上，艺术院校有着得

天独厚的优势。戏曲研究生思想活跃、文艺特长突出、

喜爱表演，思想政治教育要针对戏曲研究生的特点，采

用各种适合研究生发挥优势的形式，增强思想政治教

育的生动性、艺术性和实践性，调动研究生的积极性，

提高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例如，鼓励戏

曲研究生以自编自演的包括地方戏在内的各种戏曲艺

术形式，表现党史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人物、

事件，结合专业学习，生动活泼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既可加强戏曲研究生的艺术实践，

发挥戏曲研究生的特长，又可将立德树人的思想政治

教育自然地融合在专业课教育中，效果远胜于以课本

和课堂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

目前，在艺术院校中，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戏曲类

硕士研究生教育全过程的做法还处在探索阶段，专业

课教师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政治课的任务的观念还

很普遍，大多数学校也缺乏相应的制度与规范。对此，

戏曲艺术类院校需要在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加强交

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注重创新，提高把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硕士研究生教育全过程的意识，从思想观念、师

资培养、课程设计、制度建设等方面同时入手，制定切

实可行的措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及将思想政治

教育贯穿研究生教育全过程的目标。

二、严把招生关，培养有真才实学的高端戏

曲艺术人才
艺术院校戏曲艺术类的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培养

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的高端戏曲艺

术人才。然而，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大

学生越来越多，大学生就业率连年下降，就业市场竞争

日趋激烈，考生在报考高校时，对就业与收入的考虑成

为重要因素。大学生对就业与收入的选择催生了“一流

学生考理工、二流学生考文科、三流学生考艺术”的社

会现象。大学毕业之后，许多无法找到理想工作与较高

报酬的本科生，把报考研究生作为提高身价、谋求较好

待遇的出路。在功利主义想法的驱动下，考研人数持续

增加（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接近 100万，2022

年报考硕士研究生的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 457万人，

比 2021年猛增 80万人）。然而，戏曲艺术持续不景气

的现实，限制了考研大军中的佼佼者优先选择戏曲类

硕士研究生。而那些自感理工科难、文科也难、竞争力

不够强的考生，则大批报考艺术类、戏曲类专业硕士研

究生，希望通过报考“难度较小”的戏曲艺术类院校获

得硕士文凭。以下三个方面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

第一，艺术类院校必须严格执行硕士研究生招生

标准，不能为了完成招生名额而放松标准，更不能把接

收低层次考生看成是获取研究生生源的捷径。相反，戏

曲类院校招收硕士研究生时，除了符合国家规定的硕

士研究生考试科目的考核标准外，还必须突出专业特

点。这考察考生是否热爱戏曲艺术事业、是否具有对戏

曲艺术的追求与常识。很难想象，一个从未接触过戏

曲、对戏曲一窍不通、只为一张硕士文凭的人，会献身

戏曲事业，把振兴戏曲艺术作为自己的人生发展志向。

要把考察考生对戏曲的态度、知识与经验作为戏曲类

硕士研究生招考的必要环节。对于不热爱戏曲、对戏曲

不感兴趣的考生，无论政治、外语、文化课分数多高，决

不录取。

第二，录取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时，要把文化课中的

文史知识作为考察的重要内容，而不是简单地只看总

分。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戏曲艺术光

彩夺目、博大精深，中文、历史基础薄弱的人，很难理

解与汲取传统文化中的营养、对悠久的中华文明产生

共鸣，更谈不上通过戏曲的形式将优秀的民族文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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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光大。

艺术院校在招收硕士研究生时，坚持宁缺毋滥、质

量第一的标准，可能会导致报考人数减少、录取人数不

足、完不成招生计划的现象，但这种影响是短期的，是

为了提高戏曲类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所必须负出的代

价。长远来看，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招生原则，将会改

变整个社会对戏曲类研究生的看法，提高戏曲类硕士

研究生的价值，提高戏曲艺术院校乃至戏曲艺术的社

会地位，吸引更多真正热爱戏曲艺术的学生报考戏曲

类硕士研究生，打破戏曲类硕士研究生素质下降造成

的恶性循环。严把招生入口关是从培养人才的入口开

始，是应对戏曲艺术事业不景气的战略之举。

第三，为基层定向培养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扩大优

质研究生生源。培养有真才实学的高端戏曲艺术人才，

必须面向社会、开门招生，最大限度地拓宽优质生源。

目前，报考戏曲类硕士研究生的考生，主要是应届大学

毕业生，有工作经验的考生较少。另一方面，社会上并

不缺乏已经从事戏曲艺术事业多年，已经积累了相当

丰富的戏曲表演、编剧、导演、音乐、灯光、舞美等经验

的基层戏曲人才。其熟悉生活，了解群众的需要，扎根

基层，热爱戏曲事业，愿意以振兴戏曲为己任，但由于

种种原因，没有或不能报考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无法进

入艺术院校进行深造。对此，艺术院校应解放思想，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要求，开展为基层定向培养戏曲类硕士研究生的试验，

探索培养戏曲人才的新路子。

来自基层的戏曲类考生最大的缺陷是离校时间

长，外语、文化课考试难以过关。针对这种情况，戏曲院

校可开设戏曲类硕士研究生预备班，从基层正在从事

戏曲艺术工作的青年中，招收文化基础好、有实践经

验、适合深造的人才，进入研究生预备班学习一至二

年，录取其中的优秀者按照同等学历者作为定向培养

硕士研究生。定向培养研究生的招收立足于为基层服

务、振兴戏曲事业。

从基层在职戏曲艺术从业人员中招收戏曲类硕士

研究生定向培养，是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

与我国戏曲艺术发展的实际出发，培养高端戏曲人才

的创新之举，虽然周期长、工作量大，但培养出的人才

专业思想牢固、专业意识强、接地气、会演戏，既有丰富

的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体现了两条腿走路

培养高端戏曲艺术人才的原则。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

是脚踏实地继承和振兴戏曲艺术的重要力量，是用民

族传统文化占领文艺阵地的生力军。

三、重视地方戏剧种人才培养，繁荣民族传

统文化
戏曲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国粹，不仅历史悠久，而且

内容十分丰富。目前，观众群体最多的是五大剧种，即

京剧、评剧、豫剧、越剧、黄梅戏。此外还有以粤剧、淮

剧、川剧、秦腔、晋剧、汉剧、桂剧、潮剧、越调、湘剧、河

北梆子、河南坠子等为代表的一批地方戏剧种。京剧和

各种地方戏剧种共同承载着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

传统，然而，曾经光彩夺目的众多戏曲剧种正在消亡。

上个世纪 50年代初，全国共有戏曲剧种 368个，几乎

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地方戏。到 1982年，全国戏曲剧种

已减少到 317个。2006年，全国戏曲剧种仅剩 267种，

27%的剧种已经不复存在，仍然存在的剧种中有一半

仅靠业余演出勉强维持。另据 2017年的地方戏曲剧种

普查，现存的剧种有 348个，其中 107个剧种仅有民营

团体或民间班社。无论哪种统计，戏曲剧种的大幅萎缩

与戏曲行业整体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

对此，艺术院校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在继续保

持京剧作为中国戏曲代表的同时，应从为中国戏曲的

整体继承与发展、全面振兴民族传统文化的大局出发，

重视培养地方戏剧种人才。

第一，从课程设置上要突出地方剧种的特色，根据

地方剧种开设特色课程。除学习公共课，包含政治理论

课、外语、戏曲通史、戏曲通论、中国美学课等外，要重

点学习专业必修课，包含专业基础理论课、研究方向

课、实践展演、学术活动等课程。此外，还需开设选修

课，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识；开设补修课，以弥补短

板，提升学习能力。其中，专业必修课要与该地方剧种

紧密相关，应学习该地方的历史文化，深入研究该地方

的风土人情。学生只有具备历史知识和理论基础后，才

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地方剧种，使教学与实践相结合，从

而更好地开展地方剧种的展演。

第二，优化师资队伍，保障地方戏教学。地方戏剧

种众多，根据实际情况，无法按照地方戏剧种配备教

师，要采取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方法来完善地方戏教学

的师资队伍。其一，要确定每年招生的地方戏剧种，根

据招生的实际情况来规划教师队伍。其二，采用外聘

的形式，补充教师队伍。据统计，全国现有 10000多个

剧团，可以根据教学需求与剧团签订合同，让优秀的

薛 茜：艺术院校戏曲类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几点思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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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戏演员担任教师。其具有丰富的演出实践，业务

水平较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其三，实现校

际间的地方戏剧种师资交流与共享。全国具有地方戏

剧种的各类院校应结成地方戏教学联盟，打破院校界

限，让具备地方戏教学知识的教师进行流动教学，相

互弥补地方戏剧种人才短缺的现状。还可以利用线上

教学，各院校共同组织地方戏剧种的公开课，实现资源

共享。

第三，为学习地方戏剧种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

机会。由于地方戏受众的局限性，学生的展演机会较

少，实践能力较弱，艺术院校应牵头与各地方剧团签订

培养计划，输送学生到各地剧团参加演出。在实际演出

中检验其学习成果，从而培养出适应社会的地方戏剧

种人才。各地剧团也可从戏曲类院校输送的学生中签

约优秀的地方戏剧种人才，这也为学习地方戏剧种的

学生提供了就业机会。

此外，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说，能够以

最为通俗的方式、原汁原味地体现民族特色与中国戏

曲多样性的艺术就是地方戏剧种。如果说，在国际文化

交流中，“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

以说，“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中国的”。要讲好中国的故

事，让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了解伟大的东方文明，就

必须抢救地方戏剧种，振兴地方戏，让地方戏剧种薪火

代代相传，让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在这方

面，戏曲研究生教育大有可为。

综上所述，为国家培养高端戏曲艺术人才、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艺术院校培养戏曲类硕士研究生

的重要任务。艺术院校应综合运用多元培养策略，促进

戏曲类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升研究生教育理念，培养

高质量人才，与国家发展的需求接轨，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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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Cultivation of Postgraduates of Opera in Art Colleges
XUE Qian

（Office of Academic Research，National Academy of Chinese Theatre Arts）

Abstract：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drama is mainly aimed at cultivating high-end drama art talents with the

purpose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art college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raditional opera art and promot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value guidance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drama postgraduates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drama

postgraduate education，strictly control the enrollment of students to cultivate high-end opera artists with genuine

talents and practical knowledge，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of local-drama types to keep the rich and
colorful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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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职业教育助力区域产业发展源自三个层面

的考量：第一个层面是政策环境的不断优化。国家“十

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新时代职业教育要肩负起服务

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双重责任。新施行的《职业教育

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

有同等地位，强调要深刻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进入现

代化建设新征程中产业体系、经济结构、职业分工、社

会分配、区域产业发展等方面所要进行的巨大变革，加

快建立健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产教深度融合、学

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

通，不同层次职业教育有效贯通、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第二个层面是市场环境发展的需

要。伴随着国内各项利好政策的落地，各类经济要素有

序自由流动，不同领域以及不同行业的资源配置更加

科学合理，职业教育作为人才供给的重要力量，需要聚

焦新发展理念下的国家经济态势、着眼于“双循环”经

济格局的构建，不断增强职业教育对教育资源的重新

配置作用，提高人力资本的质与量。第三个层面是产教

融合发展的需要。多年来，产教融合政策的推行已经成

果斐然，实现了职业教育与市场行业的深度融合。这一

背景下，职业教育不仅能够享受市场红利，也需要承担

相应的经济风险。全面提升职业教育的专业性、适应

性，使其为稳定市场供应链、产业链作出应有的贡献。

因此，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将其放在区域产业发展的

环境中进行审慎思考。

一、新时代职业教育助力区域产业发展的必

要条件
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发展之间能够实现互补共

赢，职业教育的发展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区域

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助推剂”。

（一）资金支持：畅通的职业教育投资渠道

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政府要充分发挥职能，

全力支持职业教育改革工作，加大现代职业教育的资

金投入力度。国家正逐渐调节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比例，

加大职业教育人力与物力的投入，保证基层政府财权

姻王家熙
摘 要：新时代职业教育要有效助力区域产业发展，需要具备资金、制度、人才等必要条件，如畅通的职业教

育投资渠道、完善的区域合作机制、强有力的区域“双师”队伍。然而，从实际情况看，我国新时代职业教育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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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事权的对等，保证生均经费由当地地方财政拨款，加

大建设职业院校的力度。同时，要由“重投入”变为“重

效益”，保证经费用到实处，确保经费使用的合理性、规

范性。职业教育仅依靠政府的投资并不能完全保证正

常运行，还需要借助社会其他阶层的帮助。政府应出面

为职业教育吸收社会力量，加大投资力度，通过多种途

径筹集资金。与此同时，政府还要出台多个鼓励社会力

量投资职业教育的政策制度，进一步增加投资渠道，进

而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因此，要让企业承担起一部分

职业教育的经费，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支持职业教育，这

也是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二）制度支撑：完善的职业教育区域合作机制

职业教育区域一体化发展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职业院校、企业公司有着紧密的联系。想要在这种复杂

关系中合作发展，必须要有制度和政策的约束和保障、

协调与鼓励，进而扩展主体有限理性、强化主体行为的

可信度。第一，在区域一体化大背景下，应当从职业教

育多主体的合作、汇总整体职业教育资源，促进区域职

业教育与企业共同发展、单行政区划教育管理体制的

协同改革着手，做到运用整体化的思维统筹一体化发

展设计。第二，必须加深对当代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

体系结构、规章制度、统筹规范等的认知，推行校企合

作机制，鼓励企业参与职业院校的管理工作。第三，职

业院校要在政府的正确指引下，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

与区域产业结合的办学管理机制以及校企结合相互促

进、相互发展的制度。

（三）人才供给：强有力的区域“双师型”教师队伍

要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以高质量发展的职业教

育助力区域发展，必须注重“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与引

进。“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效率直接关系到职业教育发

展的最终成效，也关乎职业教育为区域产业发展服务

是否能够实现。当前，必须结合产业的发展走向和学校

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建立教师定期培训制度，增加

教师到企业实践的时间，支持教师依据自己的专业选

择合适的企业提升实践能力，积极参与到企业内部的

开发和技术革新中，推动教师进一步接触到企业的组

织形式、工作步骤、任务分配、用人条件、企业文化等，

增加教师知识、技术、工艺等方面的认知。另一方面，企

业可以分配专业技术出众的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兼职

教师，与在校的教师创建新的教学团体，互相鼓励、互

相提升。创建大师工作室，充分发挥企业专业人员的优

势，提高教学效率。

二、当前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发展适配度不

高的表现
从当前的教育实践来看，新时代职业教育与区域产

业发展的适配度还不高，在专业结构、合作机制、联动

效能等多方面不存在诸多问题。

（一）专业学科与产业岗位衔接不及时、不顺畅

职业教育主要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服务，是

以人才需求为导向，为区域产业发展输送专业性强、综

合素质高的优秀人才。然而，当前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

方案与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不匹配，出现了职业

教育人才输送与产业人才需求供需不平衡的现象。现

阶段，部分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缺少针对性和时效性，

未能实现同区域人才市场需求间的完美对接，忽视了

区域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一些职业院校的专业结构

与区域的产业布局衔接不畅，未能真正设置符合现代

化人才市场需要和企业岗位人才需求的新时代课程体

系，无法紧跟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调。此外，部

分占据优越地理位置的职业学校在设置专业课程时，

忽视了区域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地域文化背景；未

能准确掌握区域产业的特征，盲目地为“高新尖”产业

服务，设置热门专业，致使职业院校的专业同质化问题

严重。

（二）职业院校与市场主体对接不紧密、不充分

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政策引导下，很多职业院校

都构建起了产业与教育、院校与企业间的长久合作机

制。除此之外，还形成了各种中介组织，开创了职业教

育与产业进行产教融合的新途径。然而，从整体上看，

区域产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主动性不强，缺少完善

的产教融合机制。特别是在职业院校的课程结构设置、

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实践和教育实训方面，职业院校和

企业间缺少必要的沟通与交流，未能实现与区域经济

间的优势互补，并且在开展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的过

程中，企业缺少内在驱动力，没能实现区域产业发展与

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技能水平得

不到提高。与科研型院校相比，市场主体对职业院校的

偏好程度仍然偏低，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实习实训基地

建设的企业数量尤其是龙头企业、高精尖企业主体比

例不高。校企双方在管理方式、价值理念和根本属性上

的不同，导致部分校企合作停留于表面，部分职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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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将校企合作政策严格执行，导致职业院校在人才

培养方面未能实现与区域产业升级的共同进步，企业

也出于风险考虑，忽视了对职业教育的投资，导致职业

教育专业和产业间的匹配性较差，职业教育对区域产

业发展的推动力不强〔1〕。

（三）资源整合与分配共享结合不深入、不到位

职业教育作为技术人才的输送方，是产业链条上

的重要环节，也是产业供给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具

体的实践中，职业院校也同样拥有调配和搜集各类职

业资源的能力和权责，并依靠这些资源对受教育主体

进行专业技能教育教学。同样，市场主体作为产业发展

的具体执行者和推动者，对各类资源的需求更为迫切。

然而，二者之间还存在利益分割不平衡、资源整合不

科学、资源分配不合理、信息共享不到位等一系列问

题，部分地区未能通过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有机结

合实现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上的创新，也未能真正建立

起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间的直接联系。当前，

职业院校的运转资金、生源招纳和教学资源主要依靠

政府来提供，与“平等、开发、多元、竞争”的市场经济理

念不适应，缺少双向性的资源互补。职业教育在助力区

域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做到二者间的优势互补、没

能体现二者间的立体化联动，导致区域产业发展的持

续性削弱。

三、以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加快助推区域产业

升级的现实路径
职业教育是培养大国工匠的前瞻性、先导性、基础

性系统工程，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特别是产业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发挥职业教育在推动区域产业发展

上的重要价值，加强与区域产业经济之间的联动，提高

人才培养的有效性，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与效果。

（一）优化学科设置，打造专业完备的职业学科体系

职业院校要科学构建学科体系，必须遵循四个方

面的需求：一是围绕市场经济的需求。目前，职业教育

是推动区域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对区域产业结构

调整起着积极作用，具有较高的价值底蕴。职业院校要

设置符合市场专业结构和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学科框

架，以区域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创新为导向提供

人才服务，同时，合理分析区域产业发展的自然地理优

势、人文地理优势以及市场对人才的需要，明确专业建

设的方向，优化自身专业结构，培养符合时代发展需求

的人才。二是要迎合区域产业发展的需要。要实时关注

区域产业发展走向，准确掌握区域产业的发展前景，特

别是经济命脉型企业的发展方向。要展开充分的调查

与研究，在把握地区经济发展动态的前提下，引导职业

院校设置合理的学科架构。同时，要适应产业结构调

整，及时淘汰滞后于区域产业发展的专业，设置服务于

区域产业发展的新学科。三是要适应区域产业集群发

展需求。为了有效提高职业教育的资源利用率，适应区

域产业布局的要求，职业院校必须重视专业集群建设，

主动寻求产业规划部门和组织部门的帮助，实现职业

教育学科架构与市场结构的科学、有效对接。职业院校

要把握区域产业发展方向，开设相应的专业，重视特色

专业建设，使专业布局适应区域产业布局，实现二者间

的协调统一。四是要适应人才职业成长规划需要。职业

院校要以区域产业人才需要为导向，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和学科框架，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服务；要为企业

提供培训服务，优化人才供给；发挥人才优势和科研优

势，推动科技进步，成为区域产业发展的智慧锦囊〔2〕。

（二）强化嵌入合作，基于区域产业链谋划发展职

业教育

职业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应加强与当地企业之间的

合作，吸引企业参与其培养人才的过程。企业和高职院

校应共同拟订人才培养计划。一方面，要根据产业链条

上的人才短板“缺什么补什么”。职业院校要与企业合

作设立冠名班、定向培养班等，实施“订单式”培养，同

时为满足学校招生和学生实习、就业的需求，开发产教

结合的试点。支持高职院校引进企业的管理人才和技

术人员担任技能教学工作和实践工作。在凸显技术性

和实践性的专业领域，创建校企联合教学、合作育人的

现代学徒制度〔3〕。另一方面，要根据产业链条上的技

术短板“缺什么学什么”。高职院校要积极采取“走出

去”和“引进来”双管齐下的政策，加强校企之间的合

作。要组织教师到企业从事与其专业对口的工作，提高

教师的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水准。进而在课堂上能够

完善课程教学内容，并采取合理的教学模式。

（三）深化要素供给，推动地区职业教育特色发展

当前，我国地域产业经济发展仍然不平衡，城乡产

业发展差距仍然存在。而且不同地区由于资源禀赋不

同、产业基础不同，所具备的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各有

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职业教育同产业发展水平呈现正

相关。因此，必须坚持在全国经济一盘棋的原则下，加

王家熙：新时代职业教育助力区域产业发展的条件、问题与优化路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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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推进地区职业教育特色化、专业化发展。一是要把市

场主体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主体。完善办学制度，实现

高职教育办学主体的多样性，鼓励具备经济条件的职

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实施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办学。除

此之外，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创建分院、实习基地等方

式，进一步研究校企合作办学制度〔4〕。高职院校要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设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办学模式，使学

校的培养目标服务于社会需求，实现产教结合，推动区

域经济的发展。二是要把打造多层次职业教育模式作

为教育质效提升的重点方向。要改进传统区域职业教

育的办学方式，创建由国家直接主持、地方职业教育有

关部门参与的职业教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协调组织，

实施多层次的管理模式。除此之外，要注重参与主体的

层次性，各大主体之间的关系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

整，功能也会随着政策和任务的变换而发生变化。不同

的地区要依据自身所处区域环境，结合区域产业发展

架构需求，量身定做符合自身需求的职业教育发展模

式。例如，河南职业教育的平桥模式、福建版的“二元

制”职业教育、四川藏区的“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等。

三是要把地区产业发展的相关各方作为产教合作的重

要参与方。应按照职业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究职业

教育与当地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从管理、运

营、监督等多个角度将职业教育规划到地方经济的发

展中。要从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角度出发，依据当地的

具体情况适当调整。政府主持分配教育资源的工作，在

资源分配的过程中，要以推动当地产业发展为目标。各

地方政府与职能部门要充当职业教育体系的主体，充

分落实相关制度与政策，将监督监察工作贯彻落实到

底，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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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o Help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ANG Jia-xi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Abstract：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es，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needs such conditions as funds，systems，and talents. The key is to have smooth investment channel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perfect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and a strong regional “dual-qualified teacher”team. However，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there is still a problem of low adaptability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n China，which is specifically reflected in such three aspects as the untimely
and smooth connec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and industrial posts，the untimely and insufficient connection

betwee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market entities，and the incomplete integr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To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we must

optimize the discipline setting to create a professional and complete vocational discipline system，strengthen the

embedded cooperation to develop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regional industrial chain，and deepen the supply of

facto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characteristics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es with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new era；vocational education；regional industry development；investment channels；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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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2021年 4月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

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

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

切”。高等教育的综合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

界高等教育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1〕。而衡量一个

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水平的终极指标是所培养学生的综

合素质，其中道德品质是最核心的素质。大学生的道德

品质是其道德社会化的结果，是个体在学校以文化人、

以德育人的实践中，在与所生存世界的互动中，激活其

作为道德生活主体的内在自觉，启动其主体反思机制，

通过对自我德性的不断追问而推动其道德人格的逐渐

生成与发展的过程〔2〕。社会环境的自在性和不确定性

使其既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又潜隐着大量的不道

德因素，新媒介技术的普及加剧了社会环境的流变性

和不确定性，使得大学生道德社会化面临着空前复杂

的境遇。本文拟剖析新媒介环境的复杂特性，创生基于

新媒介环境的德育模式，使新媒介技术成为助力大学

生道德社会化的高效手段。

一、新媒介环境：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新境遇
从时间维度上看，新媒介应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

概念，其内涵也会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更新〔3〕。

本文所提及的新媒介主要指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三

大传统媒介而言，以最新的科学技术为手段的信息传

播媒介及各种应用形式，如互联网、手机终端等。新媒

介环境即是指融合数字化、网络化和多媒体等多项技

术的新媒介迅猛发展所形成的新的大众传播坏境〔4〕，

具有以下突出特征：

（一）媒介主体的交互性与内容的海量性

交互性是新媒介环境下信息传播的本质特征，主

要体现为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双向性和多向性。传统媒

介的信息传递只是从一点到另一点的单向传播，不利

于信息的交流与沟通。而新媒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扩

大了人们接受和理解更多信息的机会和范围，为广泛

的交换信息、互动交流和多方面咨询创造了便利条件，

架起了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受者沟通的桥梁，突破了

以往人际互动的“在场”限定，实现了身体退隐式的“缺

姻杨淑萍，朱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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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联系，使人际互动和沟通几乎不受时空制约。新媒

介凭借其强大的技术手段，摆脱了传统媒介受有限版面

和固定播出时间的制约，可以承载海量信息。各种新媒

介平台所接纳信息的容量之大、数据类型之多、处理速

度之快是传统媒介所无法比拟的。通过各种新媒介平

台的支持与合作，各种传播宣传手段的开发与整合，不

同阶层受众和传播者的参与，对客观现实事件的多视

角描述，催生了巨大的信息量。可以说，新媒介技术为

全民提供了参与的机会，使普通民众、专业人士和精英

人才都可通过新媒介平台展示生活常识、知识技能、各

种发现与才艺等，不仅改善了知识与生活割裂的状况，

为生活常识、知识技能的生活化普及提供了可能，也有

助于不同群体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以及社会和谐。但不

可忽视的是，海量信息所承载的价值观往往是多元异质

的，易于造成网民尤其是年轻网民的价值选择困难。

（二）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内容的碎片化

新媒介作为人类信息传播的工具和平台，旨在为

人们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服务，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

要。人类有史以来的信息交流与传播，从烽火报警、信

使传递家书、联机检索到互联网络，变化的不仅仅是信

息内容，更重要的是信息处理与传播的方式〔5〕。新媒

介以其庞大的传播网络、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娴熟的传

播技巧，将全世界连接了起来，使全球互联网覆盖的所

有地域发生的所有事件，几乎都可以第一时间传遍全

世界的各个角落，信息传播速度之快捷、时效性之强是

其他媒介所无法企及的。不论是时事新闻，还是社会热

点，都能在较短时间内传播到受众群体中。这种强调时

效性的信息呈现方式势必会导致信息内容的零散化和

碎片化，使得各类事件被具有不同信息偏好的媒介人

分解为各式各样的信息片段，致使了解整体事件反倒

成为一件不容易的事。

（三）新媒介环境的虚拟性与传播关系的隐秘化

虚拟是一种仿真而非真实的状态。新媒体借助互

联网技术实现了网络空间的虚拟化，在这样的网络空

间中，信息存在的状态和传播的方式都是虚拟的。一方

面，信息的存在状态是虚拟的，它以声音、图像、文字等

形式弥散在网络空间里，类似一种场的存在形式〔6〕，

参与者皆可以匿名发布信息。另一方面，信息传播者和

接受者的关系是虚拟的。与传统媒介环境中信息接受

者十分清楚信息的来源不同，新媒介环境下信息的传

播者与接受者的角色均是不稳定的，是可以相互转换

的，因而他们的角色关系是虚拟的、不确定的、充满变

数的，双方的信息交流关系是建立在未知的基础上，往

往是随机、偶发的，也是不易控制的。正是新媒体空间

及信息存在状态的虚拟性，使得人们关注的焦点更多

集中于信息本身，而鲜有求证信息发布者与接受者身

份的真实与否，自然造成新媒体平台上信息传播主体

身份的隐匿化，某种程度上淡化了网民网络行为的道

德责任。

二、新媒介环境的弱控性：大学生道德社会

化可能遭遇的风险
对于伴随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

生，新媒介环境不仅仅意味着某些工具和技术的变革，

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们的生存和成长环境。正如杜威

所说，“青少年在连续的和进步的社会生活中所必需具

有的态度和倾向的发展，不能通过信念、情感和知识的

直接传授发生，它要通过环境的中介发生”〔7〕。然而作

为一种具有自在性和不可控性的社会环境，新媒介环

境在拓展大学生认识和了解社会通道的同时，所折射

出的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无疑也会对大学生的道

德社会化造成一定的误导风险。

（一）低门槛和海量信息易使大学生道德意识淡化

大学生道德社会化是一个富有内在层次结构的价

值系统的动态生成过程，是一个由道德意识到道德理

性再到道德责任感的发展性过程。道德意识是大学生

在道德交往实践中呈现出的一种以利他性为思维定向

的自觉意识，突出的是思维取向的自觉程度，是个体在

与社会生活世界的互动中逐渐生成的认知和观念意义

上的道德意向，环境因素是其重要影响源。

新媒介环境下，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多主体性意味

着传统权威机构或媒体的信息发布源头地位正在弱

化，“人人皆媒”标示着网络参与主体的大众化。这些变

化为大学生接触和认识不同于校园生活的大社会提供

了宽阔的通道，延展了大学生的视野和值得反思的生

活场域，无疑对大学生的社会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但媒介信息平台的开放性和低门槛化易造成“众声喧

哗”，即“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8〕，既可能引发舆

情误导问题，也可能造成信息的杂乱无序而导致价值

共识的销蚀。毕竟低准入门槛使新媒介作为一种大众

传媒不仅传播着大众文化，也为各种小众文化的诞生

提供了土壤。人们在互联网上形成数以万计的因共同

兴趣爱好而联结在一起的各种“文化部落”———一个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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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了时间、感情和欲望的社群空间。一些片面迎合年轻

人娱乐喜好但意义缺失的信息充斥于“文化部落”，以

“自由”“个性”的名义抢占大学生的精力和时间，使他

们自愿“贡献”出自己学习和生活之外所谓的“剩余生

产力”〔9〕，致使部分自控力不足的大学生沉迷于网络

消费娱乐的快感中，沉浸在贪图享乐的世界里无法自

拔。这种强调“活在当下”的庸俗、享乐型人生态度和价

值观念强化了他们的“自我中心”意识，不仅消解着大

学生的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追求，也使“利他”成为一

种与己无涉的道德要求，使他们的道德意识趋于淡化。

（二）网络信息的碎片化不利于大学生道德理性的

发展

道德理性即道德的合理性原则，是大学生道德社

会化的第二层次，也是道德意识的审慎化。理性是人的

认识和行为的合规律性，贯穿于人存在的一切领域。在

人的道德活动和道德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必然性和合规

律性，本身就表明人的理性的道德属性。道德意识强调

的是以道德性视角来对待道德问题的自觉程度，道德

理性则更强调如何行动才更有助于道德行为的实现。

因此，道德理性是通过启动个体的理性思维能力，运用

社会道德价值的逻辑对道德意识发挥引领作用，提高

道德认知能力、选择能力和判断能力，以避免个体在行

动中的盲从。

新媒介条件下，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

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媒介平台所提供信息的

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10〕。Loader等学者提醒，年轻

群体的思想认同受到家庭、学校和工作等传统社会纽

带的影响越来越小，更多地是通过参与社交网络，在线

上的社会互动中完成建构〔11〕。就大学生而言，借助新

媒介手段获取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但信息的质量和

可信度却越来越令人担忧。新媒介技术为我们开启了

一个瞭望全世界、了解全社会的窗口，让我们足不出户

便可走遍天下、阅遍古今。这对以学习为主业的大学生

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娴熟的网络技术使他们流连于网

络世界，从一个页面跳到另一个页面，从一个新媒介平

台游弋到另一个新媒介平台，无暇逗留与沉思。网络信

息的海量性、流变性、多样性使得浅阅读、浅交流和跟

风逐潮成为一种流行的学习方式，也使得“快餐文化”

观念蔓延至大学校园，追求知识面的浅表学习逐渐取

代追求知识生成逻辑的理性学习，而成为新媒体时代

大学生的普遍选择。这种注重速成学习的快捷学习模

式使大学生无暇进行独立思考，反而可能受强大的网

络舆论的裹挟而逐渐失却独立思考与理性分析的意

愿，进而造成其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尤其是社会道德

事件是极易引发舆论风暴的热点事件。面对众说纷纭

的网络信息片段，不了解事件真相的大学生如果缺少

道德理性参与，其“同情弱者”的“正义”情感就可能被

别有用心者利用，而成为混淆视听、扰乱社会秩序的破

坏性力量。同时，道德理性能力不足也易使他们的道德

情感和道德信念在负面道德事件的冲击中逐渐被销

蚀，致使其道德观念趋于消极甚至异化。

（三）新媒介环境的虚拟性或致大学生道德责任感

的弱化

道德理性是依据特定的道德价值逻辑认识、理解、

分析道德问题的客观思维过程，旨在避免认识和处理

道德问题时的盲目与冲动，确保行动策略的合理性与

可行性，但并不一定会驱动个体做出相应的行为。而道

德责任感则是激发人们最终做出利他性行为的内在驱

动力。因为道德责任感是一种基于对道德的自觉自愿

追求而生成的主观责任意识，是一种与人生价值和自

我实现密切关联的情感意义上的执着追求，在道德情

境中表现为驱动个体做出利他性行为选择的意志力和

决断力，故而可以称为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更高境界。

道德责任感是在人际互动、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的积极体验中逐渐生成的，是道德生活主体与社会环

境交互作用的产物。新媒介技术的普及为人与人之间

的普遍性交往提供了可能，“这种普遍性交往是人与人

之间形成普遍价值观的重要基础”〔12〕。然而不可否认

的是，参与网络交往的个体是具有差异性价值观的不

同个体，这意味着网络信息中多元价值并存是常态，寻

求相互理解、达成价值共识，是形成个体道德责任感的

重要途径。然而正如莫兰所说，“有一种常识让我们相

信，良好的意愿足以证明我们行动的道德性。然而我们

忽视了铁一般的事实，行动一旦开始就会生成新的关

系，甚至走向意愿的反面”〔13〕。对新媒介技术所创造的

网络世界的美好预期终难敌现实的复杂。网络信息主

体的匿名性与隐蔽性使得寻求信任与理解变得困难。

人们在身体退隐的虚拟空间中交往似乎脱离了现实世

界道德责任和伦理规范的约束，信息的可靠性、确定性

难以保证。网络空间中的人际交往关系会变得神秘莫

测，易于造成大学生的人际信任风险。部分网民为了排

解现实生活中的压力或不满，便在网络中随意发布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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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言论，发泄负面情绪，对其他网民造成不良影响。有

研究表明，那些持有消极态度的人面对同样消极的线

上评论时，其内容接受程度以及继续参与线上讨论的

意愿便会增加，形成“沉默的螺旋”效应〔14〕。流连于网

络世界的大学生在充斥于各种新媒体平台的负面信息

的影响下，会对自己坚守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原则产生

怀疑，甚或失去道德自信，缺乏践履道德责任的勇气，

道德热情和道德责任感在难辨真伪的网络虚拟事件

中也逐渐被消磨淡化。长此以往，大学生可能对网络道

德事件持冷眼旁观或麻木态度，不利于其道德人格的

发展。

三、抵御风险：新媒介环境下高校德育模式

的创新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应对新媒介环境对

大学生道德社会化可能造成的风险，高校需要创新德

育模式，扬长避短，使新媒介成为助力高校德育实效的

积极力量。

（一）借助新媒介优势将“立德树人”贯穿教育全过

程，强化大学生的道德意识

建立以社会道德价值为思维取向的认同意识，是

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首要前提。道德能否被社会所接

受和认可，关键在于其能否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本质，

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是，这种道德究竟能够

在何种范围和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则取决于它的传

播程度，取决于道德教育实施的好坏〔15〕。与传统的自

上而下的价值单向传播方式不同，新媒介背景下，双向

互动、多向频动成为价值交流与传播的主要方式。移动

设备也因此被认为是改变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践和结

构的文化工具，将其纳入课堂教学有助于消除个人与

集体、理性与情感、学习与娱乐、课堂与课外日常生活

之间的隔阂〔16〕。因此，高校应正视新媒介环境的双重

效应，将新媒介引入教育过程，实现线上线下优势互

补。一方面，高校应将立德树人理念融入大学的课堂教

学、科学研究、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实践活动及校园文

化建设等方面，构建“直接德育”与“间接涵育”相结合

的显性高校德育模式；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新媒介技术

平台的便捷性、开放性、广泛参与性等特点，开发网络

德育平台，建立网络德育资源库，开设伦理道德热点专

栏等，构建网络德育系统，使新媒介平台成为实现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助力器。大学生可以不记名地在平台

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毫无顾虑地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

出来，相互交流与讨论。学校不仅可以真正了解年轻大

学生的所思所想，准确把握其思想脉搏，而且有助于寻

求更契合其认知特点的道德教育策略，有针对性地帮

助他们消除思想上的迷障，提升对主流道德价值的认

同意识。

价值观的生成与改变都是道德生活主体基于生活

实践的主观体验与感受而自主建构的结果，立足于积

极的生活体验与消极的生活体验所生成的价值观念和

人生态度自然不同。因此，学校除了在真实校园生活中

充分保护大学生的正当权益，还需在虚拟的网络世界

中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避免他们被不良言论或消极

观念所误导。所以，高校应建立线上线下互通机制，避

免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的割裂。鼓励和支持大学

生在公共生活中的平等积极互动，包括在线互动、线下

互动和线上线下的互动。这种互动越广泛、深入，其人

性的展示就越丰富，对个体价值系统所产生的影响就

越深刻〔17〕。在互动过程中，高校应积极引导大学生认

识人性的复杂结构，鼓励他们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与追

问中，实现道德境界的升华。

（二）注重大学生新媒介素养的道德向度，提升大

学生的道德理性

媒介素养通常是指基于对媒介知识的掌握和理

解，而形成的获取、分析、评价、反思各种信息时的态度

和批判能力。大学生新媒介素养即指大学生所具备的

基础新媒介知识和技能，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认识、理

解、质疑、反思及应用新媒介信息的综合能力，既涉及

知识技术层面，也涉及伦理道德层面，是新媒体时代合

理、有效地使用新媒介平台和新媒介信息的必备素养，

也是避免大学生被网络信息所隐含的消极价值观所迷

惑或误导的保障。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强化大学生新媒介素养

的培育不仅是应对网络复杂性、增强大学生自主学习

与生活能力的本然要求，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提升大学生道德理性和道德智慧的内在要求，引起了

高校的普遍重视。但高校目前开设的媒介素养课程普

遍侧重新媒介知识技能层面的介绍，对于人的态度、情

感等伦理道德向度较为忽视。而新媒介这一越来越复

杂的物理装置，恰恰可能是造成人的心灵迷茫和精神

世界失序的渊薮〔18〕。正如 Meyers所述，媒介素养并非

严格意义上的利用信息技术完成基本搜索任务，而是

有效参与数字世界〔19〕。因为无论是对新媒介信息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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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批判还是选择、利用，都会受到个体道德价值观的

定向和规约。因此，注重媒介素养的道德向度是高校媒

介素养课应有的关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不应局限于掌

握数字知识和操作技能，更应使他们理解数字信息系

统中人、技术、社会的相互关系和行为模式，启迪其道

德理性，智慧与德性并用，引导学生全面、辩证地看待

新媒介中的复杂信息，理性地选择和运用网络资源，避

免被碎片化、虚假化的信息所误导而产生误判行为。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网络舆论方向，

使大学生在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升华其道德责任感

康德指出，“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

值”〔20〕。可见，道德责任感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也

是道德社会化的本体追求。而新媒介技术在其强大的

功用性外表之下，也隐含着巨大的伦理风险。大学生在

追逐新媒介的工具价值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多元

复杂、良莠不齐的网络文化所映射的价值观念所浸染，

独善其身的个人价值逐渐超越了公共价值，自利取向

遮蔽了利他取向。此类价值观逐渐耗损着大学生的道

德热情和道德敏感性，道德也越来越成为指向他人而

与己无涉的外在客观规范，道德责任感自然难以生成，

助长了现实中的道德冷漠。改变这一状况仅靠课堂中

的直接德育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真正触动学生心灵

世界的道德生活环境的浸润，在真实体验中、在理性反

思中建构自己的道德观。因为大学生是具有较成熟道

德认知能力的知识精英，惟有直抵心灵深处的无言之

教，才能融入他们的价值系统成为改变其处事态度和

价值观念的真实力量。因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主线，建设优质的校园道德生活环境，以文化环境的浸

润效应滋养大学生的精神生活，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

文化自信和道德自信，从而增强其道德责任感，激发其

自觉抵御异质性价值观侵扰的定力。

新媒介环境下之所以产生价值混乱和价值失序问

题，根本原因在于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公众在工具理性

主义侵扰下失却了应坚守的道德信仰而产生了价值迷

失。因此，必须回到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血脉中寻找智

慧，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网络舆论方向，让优秀

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与普

及成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主旋律。一方面，坚持守正

与创新相结合，在依法对网络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规范

化管理的基础上，创新网络话语情境，以独特新颖的网

络板块设计展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承载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文化成为校园网络主体资源，微信

公众号、微博、贴吧等深受大学生喜爱的媒介平台成为

传播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

了解大学生的网络行为特点和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

为其提供价值引导，让学生成为创建文明和谐、开放包

容的校园文化的主体力量。因此，学校应结合新媒介时

代特性，在充分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与心理需求的

基础上，将“生本”思想贯穿于立德树人全过程。一是通

过优秀文化进校园、进课堂活动，让学生在“美善合一”

理念熏陶下自觉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格完

善。二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制度管理过

程，尤其在学生管理方面要更多地听取学生的意见，不

仅使制度规范更贴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助于他

们主人翁意识的激发，升华其责任感。三是以学生为主

体组织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校园文化活

动，凸显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和参与的广泛

性，让所有的学生都真正成为学校生活的主角，从而使

大学生在参与校园文化活动中，形成进取的思想观念、

健康的心理素质、良好的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产生对

学校文化的自觉认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进而生成主观道德责任，使其身处虚拟情境时，仍能够

保持头脑清醒，能够理性研判，以免被不实信息所牵制

和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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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Moral Socialization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Moral Education Countermeasures

YANG Shu-ping，ZHU Xing-chen
（School of Education，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College students’moral socialization is not only the natural requirement of individual adults，but also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constitutes the era background of college students’moral socialization. The low threshold of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the hu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tend to weaken the moral conscious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fragmenta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moral rationality. The
virtuality of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may weaken college students’moral responsibility. Universities should carry out

the moral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 by making good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new media to

strengthen the moral consciousness of college students，pay attention to the moral dimension of college students’new

media literacy to enhance their moral rationality，and sublimate college students’sense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in
enhancing their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moral rationality with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guiding the direct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to consciously resist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and realiz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moral personality.

Key words：new media environment；college student；moral socialization；moral consciousness；moral dimension；

moral rationality；sense of moral responsibility；moral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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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政课在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

全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所受的重视度越来越高。习近

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诸多因素，本文拟从理论、

主体、实践三个维度进行探讨。

一、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理论逻辑
大中小学思政课是基于深厚的理论基础上开展一

体化建设工作的，需要从不同理论视角来阐释一体化

建设的渊源。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继承是发展的重要前提。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思想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尤其

是儒家思想中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德育思想。其主张

以仁爱为核心，仁者爱人，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界万物和

谐相处的大同社会。儒家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其

中德育思想尤其强调道德规范，要求个人要自省内修，

以“内圣外王”为理想人格，从而实现“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层次目标，其中不乏螺旋上升的德育目

标。对儒家传统教育理念的研究，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儒家思想不仅提倡“内

修”，也强调要进行大量的实践，实现知行合一。孟子提

倡“思诚”，认为自我修养要通过丰富的社会实践逐渐

完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诸如“内省”“躬行”等，为新时

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撑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是教育最根本的目的。马克思提出，教育要结合生产劳

动。其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提出“劳动是人的本质活

动”的观点，认为“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必须

经过一定的教育或训练”〔1〕，“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

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

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这充分说明，人们活

动的有效性需要把劳动或者实践作为自身的核心要

义，而劳动教育正是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认识具有反复性、无限性

和上升性。认识系统是由认识主体、认识客体和认识工

具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首先，认识主体始终受到年龄

及现实生活等因素的制约，对事物的认识总会随着客

观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认识主体也会受到相应的

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制约，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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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认识客体也是不断地变化发展着。这为新时代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了认识路线。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上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思政课的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

大”，“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地开设思政课

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重要保障”〔3〕。2022年 4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再次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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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

扬斗志。“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接续的过程，要

针对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内涵丰富，既包含

深邃的教育思想，又包含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既讲是

什么、怎么看，又讲怎么办、怎么干，为新时代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

思政课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目标和教育内

容的主要载体，是集中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课程，也是

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直接影响着立德树

人的效果。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必然也要遵循

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坚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连贯性、

思想政治内容结构的完整性和课堂教学的系统性。思

想政治教育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其运动发展过

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4〕。思想品德形成发

展规律〔4〕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规律〔4〕，是思想政

治教育所要遵循的基本规律。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规

律揭示了教育对象思想品德的形成是一个不断丰富和

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能够被外力加以干预的过程，这就

要求大中小学要循序渐进地开展思政课教学。思想政

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系统的整体性、有序性、

内部结构的优化等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由多个

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的，既表现在明确目

标、落实内容、制定措施等环节的有机结合，也包括党

政部门、学校、社会、家庭等主体要素的协同发力，还要

求学前、小学、中学和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各个子系统之

间有序衔接、相互贯通，形成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的

发展过程，进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实践合力。

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主体逻辑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顺应新时代的发展

需求，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建设主体的特性。

只有明确各参与主体，并将主体间的强大合力效用充

分发挥出来，才能切实做好当代学生以及后代学生的

教育工作。

（一）教师主导性主体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

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

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了一体化建设工

作的开展，思政课教师是关键性主体，其主导作用是不

可替代的，整个建设工作都需要凸显思政课教师的引

领价值。所以，思政课教师在推进一体化建设工程时，

应进行精准定位，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政

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

格要正”，这也是思政课教师专业发展必备的品质。同

时，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要紧跟时代步伐，由课程、教

学、理论、实践等各体系入手进行积极学习与实践，明

晰肩负的使命，敢于创新创造，灵活调整并优化教学策

略，为一体化建设工作的开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将自身

在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二）学生自主性主体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而“人”的主体就是

大中小学的学生。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必

须明确学生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要注重引

导学生自主探索新知识，除了要进行思政知识传授外，还

应对学生多加启发，凸显学生的自主性，让其能够自行

发现、思考与解决问题，并在实践探索过程中形成正确

的观念。让学生有更多探究与发言的机会，提高自学的

能力，是立德树人任务达成的关键所在，也是学生形成

终身学习意识以及提升社会竞争力的根本。教师必须转

变观念，将课堂真正交还给学生，赋予其更多的自主性。

（三）家庭、学校、社会等协同性主体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需要家庭、学校、社

会等主体发挥合力效用，更好地实现协同育人的目标。

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应

注重将学校与家庭教育关系进行协调，加强双方沟通，

紧密关注学生的成长状况，将双方协作在立德树人目

标、优秀文化弘扬等方面的效用充分发挥出来，使思政

教育的推进更为顺利，进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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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可以专门组建家庭教育专家队伍，由学校教师与

社会中该领域的优秀人才组成，定期安排专家队伍进

入到社区、家庭中，提供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方法，引

领家长树立正确的育人理念，为家长进行答疑解惑，使

家校能够实现高效协同，让学生能够在积极健康的氛

围下自主学习、健康成长。

三、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实

践逻辑
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要根据新时代

发展和学生成长的特点，在课程理念、教育方式、教育

内容、队伍建设、教育资源等方面不断实现守正创新。

（一）课程建设理念注重统一性与差异性并重

课程建设理念既要有统一性，又要体现差异性。一

体化建设理念引领着大中小学思政课的具体教学方

向。在一体化建设过程中，思政课教师要坚持统一性原

则，即在每一个阶段，思政课教学都要切实遵循学生的

发展规律。在小学阶段，要让学生把握“知”的要求；在

中学阶段，要让学生把握“情”的要求；在大学阶段，要

让学生把握“思辨”的要求。同时，教师还要结合思政课

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定位，使不同学段的思政课教学在

统一中有差异，差异中有衔接。处于不同学段的学生，

有着不同的认知能力，但无论是处于哪个学段，教育工

作的开展都是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为基础目标。

小学阶段主要对学生实施道德启蒙，中学阶段主要让

学生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大学阶段主要培养学生的

责任担当意识。

（二）教学方式方法注重系统性与多样性并重

教学方法直接影响着教学目标的实现。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遵循学

生的认知规律，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逐步推进，应

具有系统性。小学生的年龄较小，可用故事教学法进行

引导；中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可用议题式、

探究式方法进一步引导；大学生已经具有了独立的思

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可多采用讨论式、实践教学等方

式。各学段教师应合理有效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不断创新教学方式。

同时，话语体系表达要适应各学段学生发展的需要，用

学生喜闻乐见的话语和新时代话语进行交流对话，使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适应不同阶段学生的认知水平。

（三）教学资源载体注重共建性和共享性并重

思政课教学资源载体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的基本要素，其主要包括教学基地、教学内容、教师、

图书资源、校园文化等，建设工作的开展应将各相关资

源进行整合，展现各方的力量。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必须

要对思政教育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建立协同机制，突破

各层级的壁垒，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开放性的资

源共享平台，使大中小学教师都可在平台中共享全部

教学资源，线下也可共享实践场所，实现所有资源的最

大化共享。各级学校都应积极整合教学资源，建立畅通

的资源使用通道，使所有思政课教师获得的教学资源

都非常丰富，为教学的开展提供强大助力。习近平总书

记还强调，“应对思政课实践性引起高度重视，注重将

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进行融合”。所以，在一体化

建设工作开展时，各参与主体应在实践育人中积极落

实共建共享工作，形成强大的实践育人推动力，为实践

育人一体化目标的达成做好铺垫。

（四）教学评价注重科学性和全面性并重

评价工作是各阶段思政教育开展过程中最容易被

忽视的一环，思政课教师需要对该环节进行重新认知，

确保相关工作能够更为顺利地开展。实施一体化评价，

关键在于明确相关目标、教育功能、参与主体、学习内

容，确保覆盖所有内容，由此制定全面覆盖的指标体

系，以便实现各学段评价内容的合理性，全面提升教学

评价效果，及时进行后续相关内容的调整，使建设成效

不断提升。对评价目标分析时，应科学延伸评价视角，

构建各学段协同育人的体系，显著提升思政课的合力

育人成效。严格依据相关部门发布的系列文件，建设系

统化的评价标准，发挥政治统领作用，引导一体化建设

工作顺利开展。从主体来看，既要管理主体统筹一体共

同评价，使评价具有客观性，又要由教师主体进行过程

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从内容上看，既要对教学要素进

行评价，也要对教育过程和教育效果进行评价。

（五）思政课教师自身发展注重专业性和连续性并重

思政课教师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直接

参与者，建设效果如何与思政课教师本身的素质、专业

能力、道德水平、政治素质等有着紧密联系。思政课教

师必须重视自身专业性的发展，对大中小学思政课程

的知识体系有连续性、全面性的理解，加强协调配合，

实现共同发展，才能避免不同学段教师的各自为政。一

要注重知识积累，不断迭代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升专业

修养，构建完备的知识体系。二要强化同伴互助，不仅

进行同学段的教师交流，也要强化大中小学各个学段

韩玉璞：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多维逻辑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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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交流，相互分享教学资源与经验，形成不同学

段教师集体备课制度。三要注重专业引领，充分利用网

络平台资源为个人专业发展的连续性提供不竭的智力

支持。

（六）制度构建注重创新性和灵活性并重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要加强顶层设计，健

全全面育人的长效机制，统一管理与分类管理、分层设

计双向互补。要联合各部门进行共管共抓，共同为一体

化课程建设助力。同时各级科研主管部门要大力支持

一体化建设研究，以科研引领一体化建设。要提供充足

资金，完善奖励机制，奖励在该领域“有所为”的思政课

教师，提高其积极性。要搭建交流平台，促进大中小学

思政课教师间以及不同学科的教师进行常态化交流与

探讨。要保证充足的思政课师资，并确保其有充足的时

间开展一体化建构研究与实践。

总之，开展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既

要有坚定的理论自信，又要有厚实的理论根基，还应继

续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挖掘。开展新时代大中小思政

课一体化建设，需要教师主导性主体、学生自主性主体

以及家庭、学校、社会等协同性主体作用的积极调动与

发挥，在课程理念体系、教育方式、教育内容、队伍建

设、教育资源等方面不断实现守正创新。只有这样，才

能有效推进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落实

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育出符合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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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行动指

南，也是推动立德树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指导思

想〔1〕。高校作为立德树人教育的主阵地之一，以习近

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将其有效融入到立德树人教育的

过程之中，培养品德与才能兼备、品德与法律兼修且素

质一流的法治人才，快速推进新时代高校育人机制的

全面发展意义重大〔2〕。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及理论品格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 2020年 11月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其中包含的“十一个坚

持”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最核心要义，即坚持党对全面

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

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

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

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品格

1.坚持与时俱进，传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
理论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作为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内

容，蕴含着丰富的法学原理、方法论和价值论。结合我国

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

中国化的有益探索〔3〕。习近平法治思想基于新的实践

形势，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形式与

内容、当前与长远等有机融通的战略高度，深刻回答了

时代之问，是富涵时代价值的原创性和集成性的科学

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传承和发展，是当代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2.坚持中国特色，创新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

姻解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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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战略性思考和历史性探索，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高校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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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理论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中国实际，提出了

重在强调法治建设的核心保障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正确认识和把握党与法的关系；坚持人民是法

治建设的根本主体和中心地位，彰显我国法治人民性的

根本优势；坚持在不断深化改革中走中国特色的法治

道路，建设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等浓缩了

我国法治建设实践和成就的精辟论断，是引领我国新

时代发展的科学法治理论，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深入推

进提供了根本的行动遵循。

3.坚持问题导向，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全面依法
治国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法治思想紧扣全面依法治国这个重大时代

课题，注重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

题，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同时，习近平法

治思想历经实践的反复检验，在统筹发展中，突破一个

又一个核心问题，从 2015年“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

国的重要论述”的八个方面，逐渐发展充实到 2018年

“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十个坚持”，

再深化拓展到 2020年的“十一个坚持”。习近平法治思

想是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锤炼锻造出的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建设进程的深入推进，必然

会在问题的探索、发现和解决中得到更进一步的丰富

和拓展〔4〕。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

根本遵循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

供了科学指引。因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高校立德树人教育不仅是一项

重要的教学活动，更是一项崇高的政治任务。

（一）明确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政治方向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的最新成果，为推动新时代高校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

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尤其是法治人才，指明了前进

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主动适应新时代要

求，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地将习近平法治

思想有效融入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全过程，切实发挥

好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高校立德树人新发展格局的政

治保障功能。

（二）丰富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理论内涵

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为马克思

主义法治理论的推进作出了巨大的且具有创造性的贡

献。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引领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

教育的思想旗帜，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有效融入高校日

常的立德树人教育之中，在弄通、学懂、悟透、准确把握

其核心要义和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以法治思维和方式

推动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改革创新，破解高校立德树

人教育中的困难和矛盾，形成更加完备的学科体系、教

学体系、教材体系、课程体系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提升

高校立德树人教育实效，丰富了我国高校立德树人教

育的理论内涵。

（三）灵活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育人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巩固国家根基,树立文化自信,坚持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融入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全过

程，有助于灵活育人方式，形成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的态势，同时注重文化育人、实践育人、网

络育人，提升育人质量，开创育人新格局，引导当代大

学生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鲜明的人民立场，更加坚定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

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

进性的自信。

（四）确保高校立德树人目标的顺利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扣准高校立德树人教育，创造性地

回答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

问题。目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着如部分教育重形

式轻实效、人才培养重专业轻思想政治素质等因素的制

约，探索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有布局、有层次、有效率地

融入高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通过强化组织领导和思

想共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课程创新等形式〔5〕，

注重指引大学生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让大学生真正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坚

定地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忠实信仰者和传承者，保

障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落实取得成效。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有效融入高校立德树人

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坚持党的领导，强化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组

织保障

党的领导是办好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首要原

则和根本保障。要加强党对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全面领

导，培养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事业的杰出建设者和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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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班人。首先，坚持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6〕。

高校党委要加强对高校工作的管理，总揽高校立德树

人全局，把握高校发展的政治方向，在经费保障、人员

配备、活动场所等方面给予必要支持，及时帮助解决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把落实立德树人作为最高目标、

最大责任、最终使命，引领推动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实现高质量发展〔5〕。其次，着力抓好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在推进高校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挥领

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以领导干部的实际行动带动

广大师生，进而形成推进立德树人教育的强大合力。

最后，建立健全立德树人相关的规章制度。加强理论

研究，丰富完善高校立德树人工作制度规范体系，加

强工作的知识化管理和标准化建设，构建在学习资

源、经费投入、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有效制度保障，综合

运用党政评价、师生评议、第三方测评等方式，建立健

全高校立德树人工作评价考核制度，推进高校治理的

现代化〔7〕。

（二）深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课程建设，畅通高

校立德树人教育的主渠道

一要开好“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专门课程。《法学

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21年版）》明确将“习近

平法治思想概论”纳入法学专业核心必修课。要注重用

习近平新法治思想铸魂育人，深挖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理”和“情”，着力从学理上把这一伟大实践理论讲彻

底、讲透彻，提升课程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引导大学生

感悟真理思想，坚定理想信念。二要推进实践教学。加

强校企、校地、校所、校检、校法等合作协同育人，将法

治实务资源、将法庭庭审等实务的信息化资源通过线

上直播、录播等方式实时接入高校，将更多的专家引进

到高校，担任实务导师，直接参与课程体系设计、专业

教学等活动，更好地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中的最新

经验和生动案例带进课堂中〔8〕。三要探索面向非法学

学科的高校大学生，打造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党课”

“微课”“金课”等一批优质课程资源，增强大学生的政

治认同、思想认同和理论认同，强化思想引领。四要将

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到专业课程之中。立足于各学科

的专业属性，在尊重每一个专业学问的发展规律的基

础上，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就和

经验进一步转化为具有优势特色的教学资源，更新教

学内容、提升学术内涵、完善课程设计，找准专业知识

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契合点，推动形成完善的课程体

系，只有在专业课程中“有感而发”“由内而外”，才能帮

助学生更加深入地学习，悟透其中的实质，增强行动自

觉，确保课程的育人效果〔2〕。

（三）发挥校园日常教育主阵地作用，构建高校立

德树人教育的“全方位”环境育人态势

一要挖掘校园文化建设资源，实现环境育人，以习

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有机融入法治元素，建设校园园

区、宿舍、食堂、场馆、教室、图书馆、校史馆、展览馆等

特色育人阵地，实现建设法治广场、法治走廊和法治宣

传栏等校园文化的载体。同时，利用校园主流媒体营造

良好舆论氛围，充分发挥校报、广播、官网等宣传阵地

作用，让习近平法治思想精神深入师生，实现环境育

人、文化育人，推进立德树人目标的落实。二要加强“第

二课”建设，实现导向育人。首先，以重大节日、重大纪

念日、重大历史事件为契机，通过组织法治中国国情系

列主题教育、学生读党报、演讲比赛、读书会、研讨会、

新时代先进人物进校园、论坛讲坛、讲座报告会、优秀

校友访谈等贴近学生需求、内涵丰富的文化活动，组织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宣传学习，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吸引

大学生的关注和参与，寓教于乐、寓学于乐。三要充分

发挥学生社团的育人功能。一直以来，学生社团都是推

进高校素质教育、繁荣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高校要加

强对学生社团方向性指引，鼓励社团将习近平法治思

想教育与丰富多彩的课余文化生活有机结合，在提升

自身能力的同时，坚定理想信念，更好地肩负起民族复

兴的时代重任。

（四）培养卓越教师队伍，夯实高校立德树人教育

的基础

第一，提升专业素养。高校要进一步完善教师培训

体系，支持教师定期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与实务专业培训；搭建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团队，深

入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研究和课程教学研究，自

主开展相关课题研究；举办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

进课堂、进头脑系列研讨会。使高校教师成为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深入学习者和积极践行者。只有教师真正

学懂、学深、学透、融会贯通，以身作则积极践行，才能

引导当代大学生产生价值认同感，真信、真学、真用。第

二，强化授课技能。教师要加大教材研讨，深刻把握教

解 萌：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路径思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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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编写思路和鲜明特征，全面把握教材的体例结构

和教学目标。同时结合经典案例、时政热点，联系工作

实际找准切入点，紧扣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善于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注重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

积极运用小组研学、情景展示、课题研讨、课堂辩论等

方式组织课堂实践。用学生感兴趣的方式，把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内涵、精髓、要义、逻辑关系等核心内容有机

融入自己承担的课程教学内容之中，带着信仰讲、带

着感情讲、带着真知讲，讲鲜活、讲透彻，实现从“照着

讲”到“接着讲”的技能提升，使得习近平法治思想真正

地入心入脑。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教

育的根本任务，直接关系“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

何培养人”这个党和国家教育始终关注的根本问题。通

过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课程

建设，发挥校园日常教育主阵地作用，培养卓越教师队

伍，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更有效果和效率地纳入高校

坚持德育为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当中，创造完全

地、饱满地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的高地，培育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新一代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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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Path Thinking

XIE Meng
（College of Law and Sociology，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ny of China,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is formed in the practice of governance and a series of strategic thinking and historical exploration of the rule of

law.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n important field to carry out this thought and an important force to study and

interpret it.Guided by this important thought，it provides a fundamental guideline for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building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new people to take on the miss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strengthen the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of moral cultiva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in role of campus daily education，and build an all-round

education situation of moral cultivation；Cultivate excellent teachers，tamp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virtues and cultivating people，and mak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virtues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hieve actual results.

Key words：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college students；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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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丽芬（1974-），女，浙江永嘉人，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

2020年 9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工作

时强调，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扬革命传统，传

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长征路〔1〕。红

色文化具有典型的革命教育特征，对人们的思想、情

感、心理、行为具有熏陶、培塑、引导功能，既反映了红

色基因的文化形态，又以伦理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精

神生活。作为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知识或观

念，红色文化离不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土壤，

“实现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融合，必须

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理论引导作用”〔2〕，解决红色文

化在思想引领方面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什么”的

问题。融通即为融会贯通，表示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作用关系。红色文

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关系如何，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人们对红色文化理论引导的功能评价，也直接

关系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效力。

一、“一”与“多”：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融通的实践要求
“一”主要是指一个思想，“多”主要是指在这个思

想作用之下的生活实践方式。从时空意义上讲，红色文

化以内容、方式、功能的变化来反映思想对其作用和影

响。思想对红色文化的作用范围是既定的，不仅构成对

其所处时代精神的把握，而且在文化延续过程中构成

对上层建筑的总体理解。因此，思想必须贴近现实，必

须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唱响时代最强音，成为主旋律。

“一个思想”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调研考察红

色资源地和瞻仰革命历史纪念馆，反复强调红色资源、

红色传统、红色基因在治国理政、领导干部教育、革命

传统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形成了内涵丰富、结构

完整的红色文化相关重要论述，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以文化人的科学理论指南。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融通需要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具体表现在三

个方面：第一，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科学地诠释红色文化，讲清楚红色文化的历史渊源

和发展历程，尤其是要阐释清楚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的

内涵和价值，建构具有时代特色的红色文化理解框架，

以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质量提升。第二，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建构红色文化的时代坐标系，推进具

有时代意义的社会转换，使其在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融通过程中孕育和生发新的思想、观念和内容，进而提

姻潘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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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的话语生产

力和传播力，建构具有强大理论解释力、号召力、引领

力的话语体系。第三，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把红色文化引申到社会生活各领域，使人们

形成关于红色文化的生活意识，推动红色文化与不同

方面、不同层次力量的汇聚和融合，扩大红色文化与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作用范围，走进人民群众日常

生活，推动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各领域的全

面融通。

多种生活实践方式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等各方面。在政治生活方面，红色文化的政治立场、政

治属性、政治原则、政治要求，是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融通的实践原则，要在尊重历史和事实的前提下，用

光辉灿烂的文字记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实

践过程中取得的一系列精神文明成果，使之与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融通并成为后者的重要内容。在经济生活

方面，红色文化要借助物质力量将自身转化为一种必

要的理想信念和道德精神支撑，将其内在蕴涵的矢志

不渝、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伦理精神内嵌于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与各环节，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

文化人提供动力保障。在文化生活方面，红色文化除了

要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之外，还要以自觉的态度引领

其他文化生活健康发展，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入鲜

活的文化力量，进而筑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阵

地，防止文化虚无主义、文化消费主义、文化殖民主义

对高校文化生活的侵蚀和诱导。在社会生活方面，红色

文化要在思想、历史、事实中引导人们形成良善的生活

态度，立足社会生活根源，深入阐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以文化人的重要范畴，在反思性、批判性、建设性的基

础上，焕发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勃勃生机。

“一”与“多”指明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

通的多生活视域。红色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其往往借助政治叙事方式对人们的价值

观施加影响，赋予红色文化以政治属性的表达逻辑。客

观而言，这种表达逻辑有利于将红色文化上升至主流

意识形态的高度，使其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和

奉行的政治准则或道德要求。然而，红色文化除了在政

治属性和主流意识形态领域有着非同凡响的作用之

外，还可以在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产业、文化旅游

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人的本质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这

就对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的多生活视域

提出了要求，即红色文化除了要紧密联系主流意识形

态并呈现一定的政治属性之外，还要立足日常生活世

界给人以足够的精神慰藉，在红色文化遗存中唤起人

们对内心深处精神大厦的渴望与重建。因此，红色文化

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要辩证看待“一”与“多”的关

系，立足人民群众的微观生活深入考察红色文化与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的实践要求。尤其是需要在诸多

生活领域对红色文化进行多维度解读和重构，使红色

文化的功能、价值立体阐发在多生活领域，为寻求多生

活领域的融通路径提供思路。

二、“分”与“合”：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融通的理解视角
“分”主要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把红色文

化发展历程划分为不同阶段。红色文化在每个发展阶

段都有其特定的内涵、特征和功能。“合”主要是指以情

境构造的方式将红色文化涉及的人物、事件统合到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与各环节。不同阶段的红色文

化包含不同的人物和事件，其都可以用不同的情境方

式再现历史故事，渲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的

育人氛围，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

话语权。

“分”用历史眼光审视红色文化以建构不同的诠释

架构和叙事模式。划分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必须牢牢

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基本原则，这是贯穿其中的

底线和红线，任何诠释架构和叙事模式都不能对其进

行否认或者改写。第一，红色文化发展历程要始终如一

地将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尤其是将参与革命、建设、

改革实践的能动力量充分彰显出来，确立人在整个红

色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功能。这是红色

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并重新理解人的问题的

关键线索，为后者“培养什么人”指明了方向。第二，遵

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审视红色文化发展历程，根据不

同发展阶段红色文化的特点，运用具有时代特征的诠

释架构和叙事模式来进行话语表达，以凸显红色文化

话语的解释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这是红色文化与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融通并实现话语创新的核心议题，为后

者“怎样培养人”指明了方向。第三，红色文化发展历程

的历史分期要明确表达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

认同，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展开说明，赋予红

色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蕴含。这是红色文化与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的重要前提，为后者“为谁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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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指明了方向。

“合”将不同历史阶段的红色文化统合到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全过程与各环节。从价值实现过程来看，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力量，是一种基于大学生日常生

活实践的价值化过程。也就是说，红色文化之所以能够

成为一种重要的育人力量，关键在于其可以直接作用

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实践过程，并对其人格塑造、情感

化育、价值引领方面产生指导意义。“合”需要将红色文

化发展历程中零散的人物、事件组合成为一个清晰连

贯的故事，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资源支撑，这可以

在更长时间、更广范围内贯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

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复述红色文化历史，从而形成不同

的历史叙事，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的历史

温度。统合不同历史阶段的红色文化资源，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要确立渐进式的实践策略，洞察历史叙事

背后的不同动机，在视角比较、主题比较、动机比较、叙

事比较的基础上，将不同历史阶段的红色文化资源统

合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与各环节，并针对性地

为后者提供资源支持。

“分”与“合”说明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

通是多角度、全方位的理解与把握。“分”与“合”提供的

是一种框架式思路，引导人们如何把红色文化转化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红色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一，正确理解红色文

化在新时代的创新语境，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

目的来剖析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确立不同历史阶段

红色文化的育人坐标，以此来观察红色文化与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育人的一致性和同步

性，达到一种真正的融通关系。其二，正确理解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对红色文化的问题诠释，以问题的方式向

教育对象诠释红色文化“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

在问题求索中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红色文化育人生态

体系，客观上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的实际

效果。其三，注意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关

系的完整性和整体性。完整性是指红色文化发展历程

各个阶段有一定的关系结构，整体性是红色文化要纳

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用范畴。

三、“红”与“专”：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融通的目标指向
“红”主要是指红色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专”主

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培养社会急需的各类专

门人才中发挥育人作用，通过红色文化来建构专业课

程的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气质。

“红”以红色文化的政治品格凸显主流意识形态意

涵，在实践关联中把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视野。

红色文化的“红”，实际上就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

方式指向红色文化的政治品格，透过不同历史阶段的

红色文化来揭示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规定。就融通关

系而言，“红”可以通过学校课程、学校环境、学校实践

对大学生展开教育，引导大学生对红色文化形成客观、

正确、理性的认知态度，使大学生在红色文化的价值引

领之下，不断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包含的意义进

行新的诠释。第一，“红”要在本质上使大学生整体认识

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关系。红色文化

内在包含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前提，体现着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的价值追求，不论红色文化

有什么样的内容呈现，其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

都需要围绕培养人的问题展开实践探索。第二，“红”要

充分利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对一切不利于

红色文化传播的消极因素进行有力反击，捍卫红色文

化的政治立场和育人目标，使红色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都能够准确把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需求，并在

主流意识形态的范畴将其充分表达出来，确立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的价值方向。第三，“红”要在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与各环节建立真正属于红色文化

的概念体系，明确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文

化人过程的概念、内涵、目标和指向，在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视野回答红色文化育人的根本性问题，把握红色

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关联。

“专”以专业课程来阐释红色文化的政治立场和育

人主张，把红色文化涉及的价值、意义、信仰同专业课

程相融合。专业课程有其固有的研究对象和问题视域，

但这并不意味着专业课程就与红色文化价值无涉。从

课程讲授过程来看，专业课程包含对特定领域的问题

审视和价值追求，通过专业内容使大学生得到认识、理

解和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需要将专业内容的理

解蕴含在课程实践之中，而课程实践的展开则需要遵

循一定的原则和规律，在科学知识体系内统筹考虑专

业课程涉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具体来说，

专业课程可以通过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来培养大学生

的理性思维，在对自然、科学、社会、宗教、语言、艺术、

生态等问题的理解和探索中，通过价值观念的方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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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当代科学实践和人文社会发展的基本看法。专业

课程对红色文化的吸收和运用，并不是要全盘嫁接红

色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而是在课程讲授过程融入红色

文化所秉持的政治立场和育人主张，教育和引导大学

生在勇攀学术高峰过程中要不忘初心，自觉把红色文

化的精神气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和英雄模范的临

危不惧、坚韧不拔、团结奋进、勤俭自强的美好品德，用

以重构和更新自身的精神世界，在开拓精神世界空间

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与能力，以更加昂扬

的姿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红”与“专”从育人目的和指向的联系中去分析红

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问题。概括地讲，“红”

与“专”都涉及对育人目的和指向的描述，都可以在思

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把思想

政治教育贯穿高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因此，从“红”与

“专”的角度理解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问

题，实际上就是立足大学生的培养目的来进一步思考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问题。关于育人目的，“红”凸显

的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而“专”则是对这一群体的专业技能进行纵深拓展，使

其掌握专业化的教育知识和技术能力，从而更好地为

“红”服务。关于育人指向，“红”要求培养出来的人才具

有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强国之志，这些人才要服务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主体；而“专”则要求参与主体具有一定的社会责

任感，不搞闭门造车、不搞固步自封，而是以专业的精

神、专业的态度、专业的能力投身于火热的、伟大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尽管“红”与“专”不是直接体现

在以文化人的具体过程中，但其却以鲜明的政治立场、

价值取向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各种认识实践活动，引

领着人与世界的关系。正因为如此，“红”与“专”的辩证

关系必须自觉体现在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

通中，在对育人问题的理解中科学把握“红”与“专”的

辩证视域，更好地展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丰富内

容、内在区别和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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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研究。

新工科建设是我国实现教育强国的战略支撑，正

在重塑我国的国际竞争力〔1〕，培养堪当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重任的新工科人才是当前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

除专业能力和通用素质外，新工科人才必须具备科技报

国情怀、跨学科和系统思维等新工科的特色素养〔2〕。

课程思政是实现新工科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但当前

的新工科课程思政教学还存在与传统工科同质化的现

象，聚焦新工科特征的课程思政研究不够深入。本文从

新工科的本质特征出发，剖析当前新工科课程思政教

学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当前新工科课程思政教学的现实困境
课程思政教学首先应设定课程思政育人目标，由

此确定具体教学内容，然后根据思政内容多角度挖掘课

程思政资源，再以更强的针对性将思政资源付诸课程

思政教学实践，最终实现新工科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

（一）课程思政目标设定聚焦度不够

新工科源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经济模式对高校

培养人才的迫切需求，涉及的专业重点面向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前沿技术领域，关系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使命，新工科人才既要具有应对产业技术变

革的前沿知识和精湛技术，又要具备科技报国的理想、

创新创业能力、跨界融合能力等综合素养，而这些知

识、能力、素养需要对专业课程各有侧重、循序渐进地

传授和培养，有些能力如跨界融合能力还需要多门课

程联合培养。当前，各高校新工科课程虽然不同程度地

开展了课程思政教学，但是课程思政目标往往从易于

挖掘课程思政资源的角度由任课教师自行确定，缺乏

系统性与专业性，导致对学生必须的新工科素养的培

养不够聚焦。

（二）课程思政元素选择精准性不够

确定课程思政目标后，应设计与思政目标相适应

的思政元素。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明确了课程思政的内容重点从五个方面展开〔3〕，其

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国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党和国家事业的行动指南〔4〕，必须

强化其在课程思政内容中的核心地位。国家教材委员

会 2021年印发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进课程教材指南》也指出，自然科学课程教材要把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

方法转化为育人立意和价值导向。建设新工科既有应

姻黄锁明 1，李丽娟 2

摘 要：深入开展新工科课程思政教学，对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工科人才至关重要。当前新工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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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兴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挑战的现实考量，更是加

快我国发展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谋划〔5〕。与

传统工科相比，新工科建设与新思想的时代融合度更

高，对学生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更为迫切。此外，

承担新工科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的理论

学习不足，理解尚不深入，知识储备不够，在开展课程

思政教学时不能恰如其分地将思政内容与专业课程知

识有机融合。

（三）课程思政资源建设供给度不够

为了促进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课程思政内容，

需要在教学中展现丰富的课程思政资源，使学生留下

深刻印象并心领神会。新工科课程多为以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为代表的前沿性工科课程，新兴技术的学科历

史短，典型成功实践案例和鲜活人物传记少，难以从成

功的应用案例和故事中引申出思政教学元素，使得当

前新工科课程思政资源相对比较贫瘠。此外，由于新工

科的课程思政教学强调开拓创新、跨界融合、科技报国

等相对高层次的思政目标，往往需要一门课甚至几门

课的系统培养和综合训练才能达成，思政案例也需要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应用。而当前新工科的交叉融合很

多尚处于概念和研究阶段，成熟的应用案例欠缺，给课

程思政教学资源的挖掘造成一定困难。因此，在当前新

工科课程教学中，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两张皮”的现

象比一般工科课程更为常见。

（四）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改革性不够

教学实施是课程思政教学的最后一公里，让学生

潜移默化地接受教师设计的课程思政内容、资源，还要

依靠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新工科的典型特征是创新

与交叉，技术一直处于不断快速发展中，其课程思政资

源往往不像传统工科课程那样成熟。因此，应针对新工

科课程思政资源在不断发展完善的开放性特征来设计

专门的教学方式，重点引发学生对新技术的探索兴趣，

在探索和体验中逐步接受思政教育。当前，新工科的课

程思政教学大多采用教师在课堂上单向度授课的“一

言堂”教学方式，很难使学生一以贯之地将注意力集中

在课堂，难以有效接受课程思政内容。虽然也有部分课

程采用了双向“讨论式”的授课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善

了单纯“一言堂”的缺陷，但是受教师视野限制，当前的

新工科课程对于创新创业、跨界融合等高级思政目标

的主要教学方法仍不能内化为学生的切身体验，导致

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仍不理想。

二、新工科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路径
（一）以全局思维确立课程思政目标

对于每一门课程来说，应明确其在综合素养养成

中的任务以及前续后继课程的作用，进而确立具体可

操作的课程思政目标。

首先，新工科专业有一些共通的思政目标，如培养

家国情怀、开拓创新、全球视野、职业素养等素质。然

而，不同的新工科专业也有不同的课程思政目标，不同

的专业定位也会需要不同的课程思政目标，教师只有

理解清楚课程所在专业的定位和思政目标，才能对自

己承担课程的思政目标做出合理的定位，科学支撑所

在专业的思政教学目标达成。

其次，教师应明确自己承担的课程是为专业课程

思政总目标达成做出的努力。课程思政所培育的某一

项素质养成，都不是在一门课中通过一两次课程思政

教学就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在几门课中系统化地逐

步提升，或同时在几门课中交叉融合综合锻炼。因此，

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应深刻明晰自己所任教的课程

在整个专业思政中的素质培养任务，并理解同一素质

培养的先修课程和后继课程的要求，使同一素质的培

养形成递进式体系，在培养体系中找准自己课程的定

位和任务，使整个专业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达到预期

效果。

最后，系统化研讨本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和课

程本身的技术特征，从而确立课程的思政目标。如果课

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是某一素质的入门培养，那么该

课程的思政目标可以确立为相应素质的意识唤醒和思

想认同；如果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是该素质的基础

性训练，那么该课程的思政目标可以明确为相应素质

的思维方式形成与内化；如果课程的思政目标为该素质

的高级训练，那么该课程的思政目标可以明确为该素质

的外化行动。此外，应根据课程的技术特征明确课程思

政目标的培养角度。如对于“工业控制装备”这门课，课

程思政目标之一为“通过 PLC系统工程实践培养学生

精益求精工匠精神”，通过 PLC系统工程实践即为课

程的技术特征，为教师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指明了方向。

（二）以引申转化融通课程思政内容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新工

科课程思政内容，必须为二者之间架设桥梁，可以从以

下几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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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教师必须同时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与新工科课程的内容都有较为深刻的理

解。教师一般对课程内容比较熟悉，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教师认真学习领会，只有学

懂悟透，才能将其转化为课程思政内容中的育人立意

和价值导向。因此，教师必须多渠道强化政治理论学

习，通过党员活动、慕课平台、学习强国平台等系统地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专业

教师队伍与思政教师队伍的共建活动，经常性地开展

学习研讨，使教师能在学懂悟透的基础上设计课程思

政内容。

第二，教师必须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对于我国新工科涉及的新技

术发展的推动作用。我国 5G通信、智能制造、工业互

联网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都离不开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战略指导。教师在设计新工科

课程思政内容时，要更多从新工科相关新技术发展需

要的社会环境角度出发，分析新思想的核心内容对于

产生创造性成果的支撑作用，从而建立二者之间融通

的路径。

第三，教师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引导学生课程学

习和实践的真理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蕴含的大量科学真理，也是新工科课程思政引

导大学生灵活应用的思想宝库。如“统筹兼顾”“共享发

展”等都是新思想蕴含的新理念，“五位一体”“四个全

面”等也充分体现了各环节、要素、部分相互配合、相互

促进、良性互动、形成合力的科学道理。可以看出，新工

科的典型特征之一是跨界融合，在实施新工科项目中

必须统筹兼顾各学科专业的不同需求。因此，教师在新

工科课程的工程项目部分，可以把新思想的“五位一

体”“四个全面”等设计为相应的课程思政内容。

（三）以多重维度挖掘课程思政资源

课程思政内容的供给，需要丰富的课程思政教学

资源，可根据课程特点从以下几个维度挖掘思政资源：

其一，新工科课程思政的爱国主义教育维度。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

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新工科课程的众

多新技术都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自然，从爱国主义维

度挖掘课程思政资源是新工科课程思政的首要任务。

例如，在“工业控制网络”课程中，互联互通的工业网络

架构本身就符合新发展理念，因而可在讲授相关知识

点的同时引入“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思政内容。新工科技术革新非常快，

经常会有相关领域实时进展的报道，教师可充分利用

这些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挖掘课程思政资源。例如，在

“通信技术”课程中，可借助紫金山实验室发布国际领

先水平 6G重大原创成果，这一振奋人心的时事热点，

引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思政内容，激发学

生的民族自信和科技报国热情。

其二，新工科课程思政的人生价值教育维度。个人

价值与社会价值是有机统一的。新工科课程属于前沿

技术，对未来人类发展具有潜在的社会价值，可以从利

用课程知识为人类发展作贡献的维度，给学生传递“坚

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课程思政内容。例如，

在“工业控制网络”课程中，可通过工业互联网将世界

连成一个地球村，导入这种应用场景激励学生未来利

用工业互联网技术科技报国，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新工科相关的项目显著地体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

的特征，新工科人才需要培养其跨界融合、统筹协调能

力，相关项目案例可作为“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社会

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课程思政资源。在课程实践环节

可以设计跨学科协作的实践题目，如某生产过程的智

能制造设计，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的重要性，将个人价值寓于社会价值之中。

其三，新工科课程思政的理想信念教育维度。崇高

的理想信念能够昭示奋斗目标，提供前进动力，提升精

神境界。大学生只有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才能激发起

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而发奋学习的强烈责任感与使

命感。现今的中国科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每一项新技

术的重大进展背后，都有一批科技工作者发扬崇高的理

想信念，克服重重困难攻坚克难，课程思政可以充分挖

掘这些资源。比如，前文提到的紫金山实验室 6G技术

的重大突破，研发团队在起步落后其他国家 2-3年的

情况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国际领先的重大

成果。教学中可用这种励志故事启发学生树立远大理

想，追求崇高信念，掌握建设祖国和服务人民的本领。

其四，新工科课程思政的伦理道德维度。道德在社

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于促进社会和谐

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当前，道德的发展

和进步已经成为了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新

工科相关的技术很多是新生事物，可以用来为人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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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做贡献，也可能被利用祸害人类，教学中可补充反

面案例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教导学生具有职业伦理，

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课程思政资源。例如，一

系列利用互联网技术的诈骗案例，金融领域 P2P、大

学生网贷等，利用这些职业伦理案例让学生感受其触

目惊心的危害，从而树立恪守职业道德、提升个人品德

的决心。

（四）以量身定制设计思政授课方式

为使课程思政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应针对课程

思政资源的特点量身设计，选择最适合学生领会的方

式开展教学。

在教学方法层面，需要教师充分研究，高屋建瓴地

进行启发式引导，邀请领域内名家专家通过高站位、权

威性的教学来启发学生。具体可以采用学生预先调研

准备、课堂集体研讨的方式，让学生在查阅资料和充分

讨论中体验课程技术与国家发展战略的一致性，并在

实践中遵从国家发展战略；也可采用教师传授关键细

节的方式，或观看纪录片、故事片等方式渲染气氛打动

学生；还可采用交流互动的方式，先让学生发表看法充

分互动，最后教师总结引导到相应的思政目标；应用案

例类多学科协作的课程思政资源，需要教师站在项目

负责人的角度讲解各学科在其中的作用以及交叉融合

点，分析统筹兼顾总体协调的意义；设计作业类的可以

安排团队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亲身感悟不同分工的

作用和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在新工科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中，应根

据专业思政目标总体布局确定合适的课程思政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设计课

程思政内容来支撑课程思政目标，挖掘大量的课程思

政资源来支撑课程思政内容，再通过恰当的课程思政

授课方式让学生有切身感悟，内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努力的自觉行动，经过各环节的精心设计和教学

实践，必然能够达到预期润心铸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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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高水平、高能力研究生导师队伍对提升研

究生培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关于全面落

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等文件的印发，进

一步强调了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战略意义。现阶段，

我国部分高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在人才遴选、培训管理、

指培机制、人才队伍、师德师风、考评体系等方面依旧

存在着突出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持续推进研

究生导师队伍的遴选、培养、管理、激励等体系化、制度

化、科学化建设，从而促进研究生导师队伍与研究生培

养的双向提质。

一、高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研究生导师遴培流程问题

第一，研究生导师遴选自主权较大。我国 1999年

开始实行学位授予单位自行遴选，研究生导师的遴选

权利就放在了院校一级，到现在为止形成的具有行政

化色彩和事实终身制的研究生导师遴选制度普遍存在

于我国高校内部〔1〕。此外，部分高校在遴选研究生导

师时针对学历、知识、能力、学生数量等维度的规定不

够具体、细化，片面地追求导师数量，降低遴选标准，使

得研究生导师队伍提质难度加大。第二，研究生导师培

训流程、方案规范程度亟需提升。规范的流程、细致的

培训方案对研究生导师参与培训具有正向作用。一旦

培训流程、方案落实不到位、不细致，便会导致研究生

导师培训效果大打折扣，致使研究生导师无法胜任招

生规模持续增长和培养类型多样化的新形势、新要求。

（二）研究生导师指导培养问题

研究生导师指导培养能力的高低决定了研究生学

习成效和后续发展。目前，我国部分高校研究生导师指

导培养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三点：一是青年研究生

导师缺乏指导培养经验。许多高校研究生导师以青年

教师居多，其自身在研究生指导培养上欠缺经验，对课

题申报、论文撰写、论文修改、毕业论文选题等方面存

在着指导方向不明确、方法不恰当、效果不明显等问

题。同时，由于研究生导师性格特点存在差异，加之缺

乏对学生深层次的了解，经常采取以“我”为中心的指

导风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指导效果的提升。二是研究

生导师指导培养方式两极化。研究生导师指导培养方

式两极化主要指“压力式培养”和“放养式培养”两个极

端层面。“压力式培养”即研究生导师对学生在学习、科

姻梁炳辉 1，邓齐勇 2，廖克敏 3

摘 要：当前，我国高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在遴选流程、指导培养、队伍结构、师德师风、考核制度等方面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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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安排上过于繁重，造成学生缺少自主学习和生活时

间。“放养式培养”即部分导师对于学生的日常生活、学

习和科研不干涉、不关心，给予学生学习、科研自主权，

对学生学习、科研任务缺乏指导、管理和关心。三是研

究生导师自身教学和科研压力大，时间和质量难以保

证。部分研究生导师除了承担普通教师工作外，还身兼

数职，工作超负荷已成为事实〔2〕，这亦是导致部分高

校研究生培养处于“放养”状态的原因之一。

（三）研究生导师队伍结构问题

第一，师生比失衡。随着近年来研究生扩招，研究

生数量激增，高素质、高水平、高能力研究生导师数量

增长相对缓慢，造成部分高校“三高”导师少、学生多，

生均资源不匹的结构性矛盾，对研究生培养质量产生

不小阻碍。第二，年龄结构断层。当前，我国老中青导师

梯队分布不够合理，大都以 40-60岁导师为主，30-40

岁年富力强、才华横溢、最具创造力年龄段的优秀导师

青黄不接，不利于研究生导师队伍创造力的发挥。第

三，学历水平偏低。学历水平高低是衡量研究生导师队

伍整体素质的重要指标。美国一流大学教师中具有博

士学位的比例一般都在 90%以上，而我国高校研究生

导师学历层次以硕士学历为主，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

相对偏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部分高校研究生导

师队伍学历水平亟需提高。

（四）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问题

师德师风建设关系着我国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内涵

式、可持续发展,也决定着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3〕。近

年来，师德失范的负面事件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我国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问题不容小觑。第一，高校

师德师风缺乏系统性建设。我国研究生教育相比发达

国家而言起步较晚，更加偏向研究生导师的职称、学

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考核，在师德师风上重视程度不

够，没有将系统性、持续性、突破性的师德师风建设贯

彻落实到研究生导师遴选、培训、评价的全过程。第二，

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监管难度大。研究生导师对研究

生评奖评优、学习资源、就业升学等具有较大干涉力，

在一定程度使得研究生导师监管工作难度增加。

（五）研究生导师考评管理问题

现阶段研究生导师考评管理体系的特异性不足,

研究生导师指导方式、态度、能力、效果等量化评估难

度大〔4〕。高校考核体系不够完善、考核方案不够系统、

考评环境不够透明，以导师学术科研成果作为核心考

评标准的高校不在少数，存在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及导

师个人师德师风考核比重少等问题，使得个别导师师

德意识薄弱、责权意识不强、学术失信等问题时有发

生。同时，我国各高校暂未形成公认、系统、科学的研究

生导师评价标准和评估模型，各地对研究生导师的考

评管理标准不统一，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研究生导师队

伍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二、高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策略
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

务，其建设成效关乎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为此，

要因需而选、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地进行研究生导师遴

培制度、指培机制、人才队伍、德行机制以及考评体系

建设，努力造就一支治学严谨、德才兼备、业务精湛的

研究生导师队伍。

（一）建立科学全面的研究生导师遴培制度

1.制定研究生导师遴选办法
第一，各高校研究生院要积极对现有研究生导师

数量、年龄、学历、职称、德行等进行充分调研、记录、分

析，基于学校和专业学科发展战略需求，制定精准细致

的研究生导师遴选计划和标准。第二，立足高校和学科

“双一流”发展实际需要，在确保遴选质量前提下，从学

科大局出发，以“双一流”战略眼光来严格遴选与学科

发展相符合的高质量人才。第三，高校要从战略层面组

织新研究生导师遴选评定会议，坚守研究生导师遴选底

线，坚决拒绝“无德导师”进入研究生导师队伍。第四，

要着力解决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等

失衡问题，通过招聘、引进、培训等举措，积极打造老中

青导师梯队分布合理、学科背景交叉有序的复合型研究

生导师队伍。第五，根据学位类型、课程设置、培养目标

遴选导师时，要改变单一的遴选标准，依照实际情况有

所偏重〔5〕，确保研究生导师队伍遴选机制的合理性。

2.完善研究生导师培训体系
目前，完善研究生导师队伍培训体系对于提高老

中青研究生导师队伍整体水平尤为重要。第一，加强研

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应当着力从高校侧、导师侧、学生侧

出发，制定满足高校学科需求、导师职业需求、学生学

业需求的培训方案，做到三方共参、共培、共赢。第二，

科学、规范、持续的培训体系是提升研究生导师培训有

效性的基础和前提。部分高校存在培训流程随意等问

题，影响培训效果的提升，需要着力构建规范、有序、系

统、持续的培训流程和考核机制，极力将培训效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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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等级与导师招生资格、数量等挂钩，促使研究生导师

在意识上真正认识到研究生导师岗位职责和义务，提

升导师有序参与培训的积极性。第三，要针对不同层

次、不同职级、不同类别的研究生导师，采取动态分层、

多级协调的培训方式，切忌局限于理论培训和思想灌

输，要努力拓宽和丰富研究生导师培训渠道、培训内

容，在学历提升、科研能力及新媒体应用技能等方面制

定阶段性、持续性和差异性培训方案。

（二）完善多元有效的研究生导师指培机制

1.构建研究生导师指导培养方案
第一，研究生导师要依据研究生自身实际情况制

定针对性的短期、中期、长期的培养计划与方案，努力

做到学生培养方案差异化，提升学生科研竞争素养。第

二，研究生导师要积极提供自身研究领域的学术资源，

为研究生学术提供资源后盾，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学

术会议，提升自身学术与科研素养。第三，要为研究生

的学术发展提供指引与规范，引导学生潜心问道、热衷

学术，规范培养方案和指导方式〔6〕。第四，高校与二级

学院要丰富课程设置，合理设定课程、毕业开题、毕业

答辩等时间，定期举办科研方法、学术规范指导，鼓励

自主参与、举办学术科研会议，全面提升研究生的综合

实力，努力实现课程设置科学化、培养目标合理化、培

养方案体系化。此外，研究生导师自身要践行以德为先、

德才兼备的人才培养理念，强化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

的政治信仰、公民道德意识，严格约束自身的行为〔7〕，

强化导师的“指导”功能，真正建设成为乐于、勤于、善

于指导的研究生导师队伍。

2.完善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制度
积极完善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制度是规范导师队

伍指导行为的重要一环，是加强导师队伍顶层设计的

突破之举。第一，要发挥社会、学校、学院、学生等多主

体功能，将研究生导师日常指导方式、指导态度等纳入

到导师师德考核评价之中。第二，要强化研究生导师立

德树人的指导理念和指导方式的宣传、督导和检查工

作，制定全流程化的导师指导规范手册、指导监督细则、

指导检查方案和流程，确保导师指导行为管理的检查监

督机制的贯彻落实。要在研究生指导过程中核实导师

有无指导、指导是否到位、论文是否达到毕业要求〔8〕，

对导师“过分作为”“过分不作为”以及失德行为等要采

取零容忍的态度，增强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管理和检

查监督机制的威慑力。第三，高校要强化研究生导师岗

位职责管理，针对研究生导师工作安排上要给予足够

的时间和空间，在科研工作、教学工作方面要制定与研

究生导师职务相符合的任务量与考核指标，给予研究

生导师足够的指导管理时间，从而促进研究生导师指

导行为制度的完善。

（三）构建结构合理的研究生导师人才队伍

1.优化研究生导师队伍结构
第一，研究生导师招聘和引进数量要基于合理的

师生比、年龄段以及学历学科背景综合考虑，因需设

岗，确保招聘和引进的研究生导师有利于优化研究生

导师队伍结构，提高研究生导师队伍整体水平。第二，

从学校及学科长期发展的需求出发，建立持久长效的

多指标动态优化机制。当研究生导师数量、职级或者其

它结构性指标发生变动时，多指标动态数据要及时精

准地送到学校—学院—学科负责人手中，使其掌握和

分析导师队伍结构性矛盾等数据，坚持“立足大局、前

瞻引领、系统推进、结构合理”的队伍理念，制定实施针

对性的优化方案。第三，对于国家急需专业或者学科基

础差、师资水平弱的学科门类,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

和财力推动研究生导师人才结构和人才梯队建设,并

以此为核心来不断增强学科实力和研究水平〔9〕。

2.力促研究生导师队伍优化
高校要深刻认识组建复合型研究生导师团队对培

养高水平创新人才的重要价值。第一，要建立健全校内

与校外跨学科导师任职交流制度，鼓励、引导、支持部

分校内研究生导师前往校外兼任企业的职务，积极引

进知名企业杰出人才担任校外研究生导师，促进校内

外优秀人才的双向交流，努力促进校内校外导师资源

形成合力。第二，要积极协调跨学科师资力量，打造研

究生导师智库平台，着力完善复合型研究生导师引进、

培训、融合等方案，优化复合型研究生导师合作环节，

整合项目合作机会和资源。第三，要加强跨学科研究与

人才培养的经费支持，定期举办学科前沿交流、分享、

融合会议，制定以共同领域为研究基础、以跨学科提升

为目标的研究合作制度，从而为研究生导师队伍优化

提供内外在支持。

（四）落实规范明晰的研究生导师师风机制

1.培植师德师风的任务指向
第一，必须要拓宽立德树人的实现路径，鼓励研究

生导师将立德树人在组织建设中推进、落实在课程教

学中、强化在科学研究中、体现在师德师风中、反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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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要让导师真正认识到师德的本质内涵、

重要意义、具体要求和实践方式，确保研究生导师关

爱学生、热爱教育、热衷学术，崇尚科学、敬畏科学。第

二，必须发挥舆论的强大功能，高校要守住教书育人

的舆论阵地，积极弘扬高尚师德，选择、树立、宣传导

师典范，在广大师生中、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并弘扬优

秀导师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讲好师德故事。但对

于导师师德师风存在问题的案例，要客观、全面、公正

地进行报道和批判，不能片面夸大、以偏概全地进行错

误报道。

2.设定师德建设的实践规范
第一，要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研究生导师在用

自己渊博的知识去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和专业能力的

同时，也需要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行，不断强化教学

与育人能力。第二，要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研究生

导师作为研究生学习期间的启蒙者、教育者和管理者，

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时，要始终坚守岗位职责与使

命，不忘职业操守，要将自己积极乐观、一丝不苟、严谨

治学渗透到日常言行中，要注重“为人师表”与“率先垂

范”，真正做到言传身教、知行统一。第三，要坚持潜心

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研究生导师要保持终身学习，

提升专业涵养，关心国家大事，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

才能为学生指点迷津、引领人生方向。第四，要坚持学

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研究生导师要始终坚持按

照“守底线”“讲诚信”“重实践”的学术规范开展学术研

究，追求科学真理。只有坚持“四个统一”的实践规范，

才能促使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由被动向高度自觉、高

度自发和高度自为转变。

（五）制定量化公平的研究生导师考评体系

1.完善动态科学的评估考核机制
第一，学校、学院要高度重视研究生导师考核评价

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不断完善学生评价、自我评估、导

师互评、科研评估、教学评估、师德评估等综合量化评

估考核机制和科学合理的研究生导师培养成效检验机

制〔10〕。考核工作事关考核主客体、考核目标、考核方法

和考核指标体系等诸多要素，只有各个要素明确细致

并充分发挥其功能作用，才能为研究生导师考核提供

有效保障〔11〕。第二，要组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研究生

评价委员会，强化季度、年度考核制度，确保动态评估

机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不断细化考核评估指标，将研

究生导师的工作量与研究生导师的业绩相挂钩，强化

研究生导师的职责意识。第三，研究生导师考核评估存

在的问题及考核结果要及时公示，确保公平和透明。例

如，对于多次考核不达标的研究生导师，要建立起研究

生导师预警与淘汰机制，当研究生导师相关考评指标

接近警戒数值时，应及时向研究生导师推送预警信息

动态。要将考核结果与招生资格相关联，着力打造一支

创新、动态、健康的研究生导师队伍〔12〕。

2.健全公平合理的激励监督机制
随着“双一流”高校建设的深入推进，健全公平合

理的激励机制对促进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尤为重要。

第一，高校要深化研究生导师的绩效改革，要落实公平

合理的导师激励机制，提供多种研究生导师奖励渠道，

对在研究生培养、研究生教学、专业技能、学术科研等

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和成就的研究生导师，加大奖励力

度，丰富奖励形式。要积极落实破除唯学历、唯资历、

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的评价指导思想，努力构建

系统、全面、公平、合理的奖评体系。第二，对于积极履

行职责、主动奉献的导师，要在津贴补助等物质激励

的基础上，加强精神层面等方面的奖励〔13〕。第三，各

项激励机制与方案要以公平合理为底线，拒绝“近亲

繁殖”“行政干预”等破坏激励公平的现象发生，要保

证评选、公示、监督、举报的公开性和透明性，营造公

平合理的环境，促使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走上良性、健

康的发展轨道。

现阶段，各高校应立足实际，坚持开放包容的思

想，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努力解决研究生导师队

伍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坚持以思想引领为主线，以研

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为重点，强化导师职责意识，树立服

务思想，尊重个性特质发展，全方面、多主体、持续性推

进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实现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可持

续、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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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guidance and training，team structure，

teacher ethics，and assessment system of graduate-supervisor team in China’s universi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duate-supervisor team in universities，we should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system，improve a diversified and effective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build a reasonably structured talent

team，implement a standardized and clear moral mechanism，and develop a quantitative and fair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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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指出，

要“全面提升师生信息素养，推动从技术应用向能力素

质拓展”，到 2022年基本实现“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

信息素养普遍提高”，“从提升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向全面提升其信息素养转变”〔1〕。从高等教育教学现

状来看，教师信息素养难以及时随信息化技术更新而

实现迭代式更新提升，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制约因素。高校外语教师肩负着培养具有国际

化视野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使命，其信息素养的迭代

提升决定着其外语信息化水平，决定着高校学生外语

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国际化视野的全面提升，

进而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

一、数字化转型对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

的新要求
（一）数字化转型赋予信息素养更丰富的时代内涵

“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这一概念最早出

现于 1974年，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 Paul Zurkows-

ki提出。他认为，信息素养是指人们经过训练，学习如

何在工作中使用信息工具和获取主要资源来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2〕。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

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兴起，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快速

发展，对劳动力所拥有的知识、技能与能力提出新的要

求。可以说，互联网催生了数字化思维、分布式认知、虚

拟空间中的知识传播与人际交往方式，教育数字化转

型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教师信息素养的内涵也被赋

予信息时代的烙印。

（二）数字化转型呼吁教师适应课程教学方式快速

迭代

近十年来，以互联网为依托的 MOOC、SPOC、智慧

教学系统与工具蓬勃发展，课程内容、课程载体、课程

组织与实施等课程基本要素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课

程形态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迭代与巨变。与此同时，微课

教学、网络直播教学、翻转课堂等新教学模式应运而

生，为教与学带来更多的选择与可能，也将对传统教学

模式带来颠覆性冲击。另外，上述这些变化还将随着人

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快速更新而深刻

迭变。这必然对教师信息素养的迭代提升提出更新、更

高的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于 2008 年、2011

年、2018年发布事关全球教师信息素养发展相关框架

或标准，充分体现出国际组织对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

升的远见与理念。其中，在《教师信息通讯技术能力框

架（第三版）》中提出，教师应具备 18项信息技术能力，

姻王安琪，汤金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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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技术应用的三个发展层次（知识获取、知识深化、

知识创造）和教师工作的六个实践维度（理解教育政策

中的信息技术、课程与评估、教学法、数字技能应用、组

织与管理、教师专业学习）〔3〕。显然，不断迭代提升教

师信息素养，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的时代要求。

（三）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呈现数字化发展

态势

在我国外语教育领域，有学者认为，大学英语教师

的信息素养包括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信息能力可细

分为七种信息技术运用能力：获取、评价、处理、管理、

整合、交流和研究能力〔4〕。一些学者界定了高校外语

教师信息素养的五个维度，分别是信息化教学操作、信

息化能力、信息化意识、信息化行为、学生信息化意识

和行为判断〔5〕。可见，已有研究多是从静态角度探究

了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基本构成。然而，数字化转型是

一个持续快速迭代的过程，必然对外语教师信息素养

有着持续迭代提升的高要求与新要求。对高校外语教

师而言，在熟练掌握外语学科知识和教学能力的基础

上，要主动适应信息素养内涵的多元化和高阶性发展

要求，形成敏锐的信息意识和信息思维，养成信息知识

能力迭代提升的习惯，改进和创新信息化数字化外语

教学，强化信息伦理意识，把握好信息资源中的文化和

意识形态问题，逐步实现低阶素养向高阶素养的迭代

转换。

二、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面临的

新困境
从大学外语教育教学的一线实践来看，在数字化

快速转型的技术背景下，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随现

代信息技术快速更新迭代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

（一）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的数字化支持机

制有待完善

从大学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的支持机制来

看，还存在如下问题：其一，理念认识引领不到位。许多

高校仍将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定位于外语教育教学的

辅助工具，课程教学中技术应用呈表演性、随意性特

征，尚未形成总体战略上的细化谋划，数字化资源存在

着重复建设和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其二，投入保障不

到位。相较于少数一流高校，大多数地方院校由于院校

类别和所在地区的不同，外语教育信息化设施和资源

建设情况参差不齐〔5〕，支持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

升的保障机制也存在很大差异性。其三，数字化课程建

设规划不甚合理。如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中，语言

技能类和文学文化类课程占比较高，而专门用途外语、

翻译、语言学和非通用语种类课程门数有限，且特色化

的外语教学的数字资源开发不力，一定程度上影响大

学外语教师投身信息化教学的能动性。

（二）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外语教师信息素养体系标

准有待完善

国内有一些主要针对中小学教师、师范生的信息

素养与能力体系标准，而针对高校教师尤其外语教师

专门化的信息素养体系标准还比较缺乏，总结概括主

要有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一是现有的信息素养体系

标准，缺乏针对高校外语教师群体的信息素养体系标

准，《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中虽有提到，信息

素养是高校外语教师能力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但缺乏

可操作性的体系标准要求，大多数高校以普适性标准

来对待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发展，而与外语学科特点、外

语教师工作结合不够，难以满足高校外语教师发展的

实际需求。二是既有国内普适性的教师信息素养标准

制定和理论探讨，以借鉴相关国际框架和标准为主，与

本土化推进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发展规划及其对教

师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契合度不高，难以很好地落实、落

细、落地，多数流于文件形式层面的存在。三是可持续

优化改进不力。从信息素养更迭的国际惯例来看，国际

教师信息素养标准平均每隔 5年更新一次，而国内体

系标准更新周期过长，与信息技术的飞速更迭发展不

同步、难协同，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难以适应快

速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与新要求。

（三）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培训体

系有待完善

首先，既有信息素养培训缺乏外语学科的针对性。

各类高校信息技术应用培训大多是面向全学科教师开

展的，鲜有针对外语教师专业信息素养培训。从调研来

看，外语教师已熟练掌握日常办公软件、音视频编辑软

件、即时通讯软件等通用性教学工具，但对外语学习应

用、协同写作平台、语料库等外语教学信息化手段应用

不普遍且水平不高。其次，既有培训中缺乏信息技术与

外语教学的深度融合，培训更多侧重于静态信息知识

与信息能力培养，而对信息技术融入外语教学的能力

素养训练重视不够，融合深度也不够。目前，信息技术

与外语教学“两张皮”的现象仍普遍存在，部分外语教

师信息化技术使用与内容方法不匹配，技术通常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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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讲授、学生练习和自主学习，而课堂互动、学习评

价和教师反馈应用较少，信息技术元素与外语教学全

过程、各环节的融合尚未系统实现。再次，培训重理论

轻实践，多以集中培训和网络研修为主，实践应用机会

少，且外语教师以语言和文学专业背景为主，信息素养

基础薄弱，信息技术操作能力差，畏难情绪大，不利于

知识的内化与理解，更遑论应用信息技术知识创造性

地开展高水平的外语信息化教学。

（四）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对外语学科专业发展支撑

度不高

相较于对文学、语言学、翻译学学科知识掌握深度

而言，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对外语学科专业的支撑

作用还没有充分凸显出来。由于高校外语教师对信息

素养的学科专业支撑作用认识不到位，信息技术迭代

更新研习的意识相对淡薄，大多数教师不了解外语学

科专业资源获取途径，不善于利用网络拓展学习空间、

与专家和同行建立联系，长期局限于传统的外语教科

书和校本教材中，而不能利用开放式、交互式、国际化

的网络平台与资源引入新的外语教育教学资源和科研

资源。也就是说，信息素养不足的问题，必然制约着高

校外语教师在教学素养、学科素养、科研素养等方面的

发展，跟不上国际国内的学术前沿，跟不上日新月异的

教学发展新趋势。尤其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不仅要强

调教师个人自主学习，还要重视基于网络交互式的虚

拟共同体学习。从国家首批批准立项的虚拟教研室来

看，基于网络化、数字化教与学的交流正在成为大学教

学新趋势，但许多高校对基于网络化数字化的外语教

师共同体建设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亟待加强。

三、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的新

路径
对标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新趋势，精准分

析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过程中所面临的问

题，着眼高校外语教育发展新阶段对外语教师信息素

养的新要求，从四方面提出持续优化的新路径。

（一）持续优化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支持机制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应深刻认识到现代信息

技术与外语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必要性，持续优化外

语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可持续发展

规划，从硬件环境、软件环境和课程资源等多方面入手

优化大学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机制。一方面，要积

极优化有利于外语教育信息化的硬件与软件环境，建

设数字化语音教室，建设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外语

综合技能实训室、虚拟仿真语言综合实验室等外语类

专用教室，大力度引入如 WE Learn随行课堂、MyET

外语听说训练平台、iTEST智能测试云平台网络教学

与自主学习系统、训练与测试系统等数字化学习平台，

为师生迭代提升信息化素养提供数字化与智慧化平台

支撑。另一方面，要加大外语课程资源数字化建设，充

分利用好新上线的国家级智慧教育平台，以及中国高

校外语慕课平台、U 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等优质的外

语数字化课程资源，鼓励教师立足线上线下外语校本

课程教学的创新实践，使更多高校外语教师在实践中

持续迭代提升信息化素养。

（二）持续完善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体系标准

持续完善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体系标准，对

整体提升高校外语教师队伍的信息素养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一方面，要以迭代的思维理念、宽阔的国际视

野，借鉴国际国内通用的教师信息素养、信息技术能

力、数字胜任力等标准，立足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需求，

由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细化优化制定适

应高校外语教师的通用型信息素养与能力标准，并确

定适应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创新的高校外语教师信息

素养体系标准的迭代优化机制。另一方面，在形成高校

外语教师信息素养体系标准基础上，按照高校外语教

师信息素养的标准体系，强化对外语教师的常态化评

价，以其作为高校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重要参考，以此

激励和引导高校外语教师持续提升信息素养水平，积

极投身外语教育数字化与信息化建设，不断提升高校

外语教育教学水平。

（三）持续提升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培训水平

专业化培训是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的

关键抓手。一方面，高校要根据通用型的高校外语教师

信息素养标准与能力要求，瞄准数字化转型实际，立足

高校外语教育教学的实际，细化制定本校外语教师信

息素养的培训计划，实时根据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实

际需求，坚持系统性与专题式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及时

组织外语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培训，并以整合技术

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Technological Pedagogi cal

Content Knowledge）〔6〕作为培训突破口，带动教师角色

转型〔7〕，促进高校外语教师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的深

度融合。另一方面，除集中培训和网络研修外，还要鼓

励通过实践应用方式，激发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培

养的主体能动作用。如通过举办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大

赛，将教学软件开发、微课制作、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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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信息化教学课程案例等纳入比赛范畴。同时将高校

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培养与国际化信息科技企业、国际

化外语教育培训企业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优化高校

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培养的最新应用场景，增强高校外

语教师信息素养培养的前瞻性。

（四）持续提升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对专业的支撑度

高校要不断强化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对学科专业的

支撑作用。一是强化以信息技术迭代更新而不断提升信

息素养的意识。积极拓宽外语教师学科专业资源获取途

径，培养主动利用网络拓展学习空间、与专家和同行

建立联系的意识，打破外语教学囿于传统教科书的桎

梏，积极引导高校外语教师利用开放式、交互式和国

际化的数字化网络平台，提升获取新的外语教育教学

资源和科研资源的能力。二是通过迭代提升外语教师

信息素养，拓宽国际视野。要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高

校外语教师利用各类外文文献数据库的能力，提升追

踪外语学科最新研究信息的能力，提升外语教师掌握

国际化统计软件与方法的能力，提升教师信息素养对

外语教育学科专业及相关学科的支撑度。三是通过助

推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构建面向国内外高

校外语教师的虚拟学习共同体，搭建开放共享的数字

化外语教学科研交流平台，提升高校外语教师自身教

学科研水平，同时也发挥其对外联络“窗口”和“通道”

的作用，进一步为提升相关学科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提

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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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dows information literacy with a richer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and requires teachers to adapt to the rapid iteration of curriculum teaching methods，and the iterative improve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information literacy presents a digital development trend. However，in the process of iterative

improvement of their literacy，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still face such problems as imperfect digital support
mechanism，unsound information literacy standard system，imperfect information literacy training system，and poor

support for foreign language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In the iterativ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we should continue to optimize the support mechanism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improve the system standards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information literacy，improve

the system standards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information literacy，and enhance the suppor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information literacy to their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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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式教学法”通过把辩论活动引入教学过程，

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该教学法历史悠久，并在各阶

段、各类型课程中得以广泛应用。近年来，辩论式教学

法进一步拓展了其应用范围，成为高校说理写作教学

的重要方式。新兴的教学实践，为重新审视这一传统教

学法提供了宝贵视角。本研究以辩论式教学法在高校

说理写作课程的应用为例，分析其在情境创设方面的

教学优势，进而提出在教学实践中的情境设计原则。

一、概念界定
（一）辩论式教学法

辩论式教学法，是将辩论活动转化、应用于课堂教

学场域的教学法。“辩论”是一种持对立立场的各方，通

过论证、反驳等方式，争取决策方认同的活动。在社会

实践中，辩论是“有效的合理决策方法”〔1〕，如总统辩

论、法院辩论、议会辩论等。在课程中，辩论式教学法的

具体形式为：教师根据课程内容设计辩论题目，组织学

生支持针锋相对的不同立场，在课堂上开展辩论比赛，

包括赛前准备与赛后讲解等环节。

该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倡导自主、充分地参与其

中，引导同学之间彼此写作、充分互动，探究具有思辨

性的题目。其历史可追溯至中国战国时期的孟子与古

希腊的苏格拉底〔2〕，并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目前应用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历史、英语等

学科，也被引入高等教育阶段的思政课以及公共管理、

物理、医学等诸多专业课程。

（二）高校说理写作课程

“说理写作”（expositional writing）旨在通过文字表

达，提出并论证作者主张、阐述事物道理，进而达到说

服读者的目的。说理写作水平的高低，并非只关乎文字

书写和语言表达，更与作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搜集

整合信息等综合素质密切相关，也是作者独立思考、理

解世界、形成自身价值观念的重要途径。由此，说理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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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辩论式教学法历史悠久且应用广泛，近年来被引入高校通识说理写作课程。新兴的教学实践为研究

这一传统教学方法提供了新视角。说理写作课堂教学目标的抽象性和综合性，突显出辩论式教学法创设复合性对

话情境的教学优势：通过构建表达者与反对者的“对抗性情境”、表达者与读者的“说服性情境”以及兼备对抗和说

服的“复合性情境”，有助于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读者意识等说理写作思维的综合培养。为了更好地达到教学效果，

在教学实施中教师应重视如下设计原则：保障对立双方对话的充分性，增强辩论场景的真实性，把握对抗性与说

服性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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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课程逐渐成为高校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体系

的重要组成。国外诸多高校皆有此传统，例如，普林斯

顿大学写作项目（Princeton Writing Program），立意为塑

造“可迁移的”阅读、分析、论证、写作、评议等综合性研

究能力〔3〕；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亦有类似课程。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借鉴国外通识教育经验，

中国高校在近年探索并开设说理写作课程。2018年，

清华大学提出建设面向全体本科学生的“写作与沟通”

课程（以下简称“写作课”）。“写作”即说理写作，该课程

“旨在向学生传授多元主题写作沟通的相关知识，锻炼

学生的写作与沟通能力，最终打通多元学科间的基础

逻辑，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逻辑思维”〔4〕。清华写

作课在国内说理写作课程中起步较早、规模较大，故本

文将其作为代表性案例进行探究。

二、辩论式教学法的情境创设优势
辩论式教学法在说理写作课程中的应用，集中展

现了其在“情境创设”方面的突出优势。该教学法能够

创设与说理写作同构的复合性对话情境，促进教学目

标的达成。辩论式教学法创设了正方、反方、评审的三

方对话情境。其中，正反双方分别秉持不同立场，针锋

相对，处于“对抗性情境”；双方皆须努力说服评审，获

得其认可，构成“说服性情境”；两种情境同时发生、彼

此交融，组成“复合性情境”。同样，说理写作也处于表

达者、反对者与读者的三方对话情境。说理写作要求的

写作思维，核心体现为“批判性思维”和“读者意识”，亦

即表达者不但要表达自己的观点，还要回应可能的反

对意见（反对者），同时照顾到读者的接受情况。

（一）创设对抗性情境，有效训练批判性思维

辩论式教学法构建了正反双方针锋相对的“对抗

性情境”。教学活动中，学生被分为不同小组，分别支持

同一辩论题目的不同立场。辩论过程中，每组学生不但

要有理有据地论证自己的立场，还要回应对方的反驳，

同时指出对方的论证缺失，在“对抗”中完成说理。

“批判性思维”是说理写作的核心素养之一。其含

义复杂，有学者综合前人说法概括为“个体对产生知识

的过程、理论、方法、背景、证据和评价知识的标准等正

确与否，作出自我调节性判断的一种个性品质”〔5〕；美

国哲学学者布鲁克·摩尔形象地描述称，“像思维教练

一样对自己的思想展开批判”〔6〕。在说理写作教学中，

它也被归纳为“反对者意识”“留意相反观点”〔7〕等说

法，在阐述自己观点时，作者应时刻思考被反驳的可能、

并做出回应。

对抗性情境有助于突破教学难点，实现对学生批

判性思维的有效训练。思维训练往往成为教学过程中

的难点，尽管课程讲授了论证方法与技巧，学生在写作

中仍常会陷入自身思维定势，难以发现文章论据、论证

方面的缺失。而对抗性情境则会“迫使”学生反复考虑

己方论证的缺失：在此情境中，己方论据是否充分、文

献来源是否可靠、概念界定是否清晰、预设前提能否成

立、逻辑是否严谨等都会面临当场质疑。这种被当场质

疑的巨大压力，会促使学生在准备比赛时反复考虑可

能遇到的反驳，在课堂辩论中努力做出有效回应，在辩

论结束后仔细复盘，寻求更优论证。辩论式教学法创设

的对抗性情境，将本应存在于作者思维中抽象的“反对

者意识”转化为实际情境中可感知的对方同学，将本应

由作者自己完成的“思想批判”具象化为来自对方的现

场反驳，从而提升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效果。

（二）创设说服性情境，直观强化读者意识

辩论式教学法构建了正反双方争取评审认可的

“说服性情境”。辩论活动中各方互相反驳，其目的不在

于“打倒对手”，而在于争取决策者或者评审的认同。在

社会实践中，民众、法官、陪审团等构成决策者；而在教

学中，则由教师安排判定比赛胜负的评审。在此情境

中，表达的说服效果至关重要。

“读者意识”指作者在写作中对读者“信息需要”的

关注，具体来说，意味着“作者设定读者对象，预测读者

的需要与期待，根据写作目的来选择语义、安排结构、

建构文章，从而引导读者能深层次地理解与认可作者

的观点并产生共鸣”〔8〕，是说理写作教学的重要目标

之一。

说服性情境有助于突破教学难点，实现对学生读

者意识的直观强化。与批判性思维一样，读者意识的培

养也极为困难，课程中教师反复强调，落实到实际写作

中却收效甚微。说服性情境则有助于提升表达者对读

者的关注意识：在评审点评环节，学生可具体感知表达

者“自认为”传达的内容与评审“实际接收”到的内容之

间存在差异；这样的差异真切地展现了读者视角与作

者视角的区别，有助于学生发现自己在语言组织、逻辑

脉络、表达结构等方面的缺失。辩论式教学法创设的说

服性情境，将本应存在于作者思维中抽象的“读者意

识”，转化为实际情境直观可感的“评审”，实现学生读

者意识的直观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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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设复合性情境，促进写作思维的综合培养

辩论式教学法不但构建了上述两种对话情境，更

重要的是将二者置于同时发生的场域，构建了说服性

与对抗性兼备的“复合性情境”。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一

点，可以将辩论式教学法与其他方法进行比较。“演讲”

训练也可以让学生关注到读者的反应，但是该情境缺

乏反对者的声音；驳论文的撰写，也可以锻炼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但“读者”并未直观存在。在辩论式教学法构

建的复合性情境中，表达者既要回应反对者意见、维护

己方观点，又要注意评审感受与说服效力，肩负复合性

任务。

兼备对抗与说服的复合性情境，有助于写作思维

的综合培养。在复合性情境中，表达者须同时兼顾反对

意见和读者感受，于是表达过程中常会暴露顾此失彼

的问题：表达者如果只关注自己内容的传达与读者的

接收，则可能会无法回应反对者的意见；而如果只顾着

回应反对意见，则可能无法让读者更好地接受己方观

点。这样的“两难状况”生动地创设了类似于写作过程

中多种思维共同运作的情境，有助于写作思维的综合

培养。

三、辩论式教学法的情境设计原则
为了发挥辩论式教学法在情境创设方面的教学优

势，需要寻求合理的情境设计原则。以下从对话充分

性、场景真实性、说服与对抗的平衡三方面加以论述，

通过辩论题目、比赛制度、角色设定和人员组成等具体

设计进行阐明，并以高校说理写作课程中较有代表性

的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课程的实践为案例。这里对

清华写作课的特点稍作说明：其一，小班式教学，每个

课堂容量约 16人，便于教师灵活安排课堂组织形式、

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其二，主题式写作，即每个课堂由

教师按照某一特定写作主题进行设计和组织，主题涉

及人类历史、社会生活、未来科技等多个领域。

（一）保障对话的充分性

辩论式教学法创设“对抗性情境”，学生需与持不

同立场的“对手”进行针锋相对的发言，在“对抗”中完

成说理。为了有效创设此种情境，实现对批判性思维的

训练，在教学设计时应立足辩论题目和比赛制度两个

维度。要努力促使对立双方充分对话；避免双方各说各

话，或一方侃侃而谈、另一方无话可说的情况。

第一，辩论题目的拟定至关重要。为了让对立双方

充分对话，辩论题目应做到具体、可辩且均衡。

一为“具体”，是指辩题宜聚焦某个具体的话题，避

免空泛。这有助于双方拥有共通的知识背景，比赛时可

以形成更有效的互动。如果题目过于宏大，可能正方所

谈内容反方并不了解，反方所举案例正方并不知情，致

使讨论无法聚焦。为了达成这一目的，题目不必拘泥于

一句话的形式，可以增加更多对辩题的解释，形成“题

解”，具象化讨论背景。举例来说，“从《聊斋》到《山海

经》”主题写作课起初设置辩题为“21世纪华语神怪电

影是否打破了性别成见”，辩论过程中一方所举电影另

一方可能很陌生，于是出现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况。经研

讨、修改后，辩题具体化为“《捉妖记》的男女主人公设

定是 /否打破了性别成见”，并附上题解：“《捉妖记》中

女主是一位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捉妖师，承担着保护

者的责任，而男主角天荫不但温柔善良，还怀了身孕，

是个被保护者。这样的设定是否打破了性别成见？”这

样一来，双方皆在赛前研讨同一部电影，辩论中内容更

为聚焦，交互性增强。

二为“可辩”，即增强不同立场的冲突性，使各方可

以互相反驳。具体来说，要避免两种情况。一方面，避免

纯粹事实判断类的题目。此类辩题或已有较为确定之

结论，例如，“光是波动的还是粒子的”；或虽有争议，但

难以通过双方辩论更加接近真相，而需要更多科学实

验或文献资料，如“司马迁卒年问题”“转基因食品是否

有害健康”等。另一方面，应避免双方各自成立、自说自

话的情况。例如，“大航海时代”主题写作课拟探讨“要 /

不要拆除位于芝加哥市中心公园的哥伦布雕像”一题。

在许多非裔美国人和反种族主义者看来，这样的雕像

意味着一种以旧南部奴隶主利益为核心的历史叙事，

应当被改写；而在其他当地居民看来，雕像则是宝贵的

历史文化遗迹，属于他们的公共财产，不应拆除。学生

如果代入不同立场，各有道理，很难构成观点的冲突，

辩题不具可辩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精巧地设定

思考问题的视角———一个必须要权衡各方利益的视

角，由此可将题目修改为“2020年，如果你是芝加哥市

长，要 /不要拆除位于市中心公园的哥伦布雕像”。原

本只需代表个别人群讲话的辩手，就需要站在市长的

角度，权衡非裔美国人、反种族主义者及其他当地居

民，做出更为深入的探讨，从而形成充分对话。

三为“均衡”，即辩论双方应具有基本对等的论证

义务，避免任何一方具有天然优势、轻松得证，而另一

方难以论证，甚至无话可说。例如，“药”主题写作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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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探讨带有未来色彩的话题———是否应该研发“长生

不老药”。反对方核心的论证思路在于“长生不老药”导

致的伦理、价值观念，然而如果支持方紧扣“研发”一

词，提出“只做研发，未必推广”，则反对方的论点很难

展开。后将辩题修改为“假如长生不老药已经研发成

功，是 /否应该准许其推广使用”，使双方论证难度更

为均衡，增强交互，也更有社会层面的思考价值。

第二，比赛制度即双方发言的规则，也相当程度地

影响双方对话的充分性，设计时需明确包含彼此反驳、

质疑和回应的环节。辩论比赛制度种类多样，如议会

制、奥瑞刚式、华语国际大专辩论赛制等，但在教学中

不必整体照搬某个制度，而可以根据情况灵活设计。需

要注意的是，为了让对立双方充分交互，应有意识地安

排各个环节的职责。例如，不同发言轮次可以分别承担

起“论证己方观点”“反驳对方立论”“回应对方的质疑”

等任务。这样可以在制度设计层面确保有效加强对话。

（二）增强场景的真实性

辩论式教学法通过创设情境实现教学目的，然而

在实际教学中，如何让学生沉浸在情境中，却成为教学

的难点。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在情境创设时应该着力在

角色设定和评审安排上下功夫，力求增强场景的真实

性，从而加强学生的代入感。

其一，应为辩论各方设置具象而真实的角色。虽然

“辩论”本就是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场景，然而当被引入

教学环节后，其真实性却大打折扣。因此，通过更为具

象的角色设定，能让学习者更好地代入情境。例如，《西

游记》主题的写作课，设置辩题“《论语》和《西游记》何

者更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将儒学经典《论语》与文学

名著《西游记》对比，以期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

解。为增强情境创设的真实性，可以设置学生、家长、教

师、学者等多元角色，令其分别支持不同立场；评审则

设定为教育部官员或教材编订者。在此场景中，表达者

带有自身知识与经验，辩论的决策则会切实影响社会

生活。如此一来，学生不是“为了发言而发言”，而能够

体验与真实生活更为接近的表达。

其二，建议邀请课堂外人员作为评审，构成课堂教

师、学生以外的“第三视角”。如前所述，评审是辩论式

教学法情境创设的关键，对学生“读者意识”的直观强

化颇为重要。很多课程会直接由任课教师担任辩论评

审，这当然也能起到效果，然而却有其局限性。若能邀

请课堂师生以外的其他人员，则能构成超越“师生关

系”的第三视角，更有助于学生进入“说服性情境”，真

正将评审视作要说服的“读者”。

（三）把握对抗性与说服性的平衡

在教学设计中，需要把握对抗性与说服性的平衡，

否则，无法实现对写作思维的综合培养。把握平衡的最

大阻碍，恰恰来源于对辩论的认知误区。辩论常被误解

为不同立场的双方各自论证己方观点、驳斥对方观点

的活动。在这样的理解中，辩论似乎是一个仅关乎双方

的活动，却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构成元素———评审。由

于这种认知误区，加之比赛竞技性的刺激，学习者参与

辩论时常会过度沉浸在“对抗性情境”，忽视“说服性情

境”。因此，应从以下三方面优化教学设计。

第一，通过前期讲授，破除学生对辩论的认知误

区，强调辩论说服与对抗的双重性质。第二，突出说服

性情境的重要性。例如，在场景布置时，可以用名牌、座

位等突出评审位置；在环节设计中，可以增加评审点评

的比重，请评审基于自身对辩论内容的接收和回顾双

方的表现来说明评定理由。第三，通过赛制设计控制辩

论的对抗强度。所谓“对抗强度”，取决于辩论中双方即

时交互的程度，即时性、交互性越强，则对抗强度越高。

如果赛制过度激烈，不但让学生忽视说服的目的，还可

能导致学生难以输出高质量观点，限制比赛内容呈现。

通常，辩论环节可划分为两类：“交锋”以质询、对辩、自

由辩论为代表，双方交互发言，以问答形式展开，对抗

性、即时性较高，对学生临场反应能力要求极高；“陈

词”则为较长时段的个人陈述，对抗性、即时性较低。因

此，赛制设计当以双方轮流陈词为主、交锋环节为辅，

控制对抗强度。综合运用上述方式，能帮助教师把握说

服性与对抗性的平衡。

基于高校说理写作课程中辩论式教学法的应用，

可以看出此教学法在情境创设方面的教学优势：辩论

式教学法创设与说理写作同构的、兼备对抗性与说服

性的复合性对话情境，从而实现对说理写作中批判性

思维、读者意识等写作思维的综合培养。在此基础上，

本文针对性地提出在教学实施中的情境设计原则，即

保障对立双方对话的充分性，增强辩论场景的真实性，

以及把握对抗性与说服性的平衡。

然而，辩论式教学法意涵丰富，而高校说理写作课

程在国内尚属探索阶段，故而本研究仍有较大拓展空

间。例如，辩论比赛虽与说理写作有共通之处，但在结

论可否调整、立场是否二元对立等方面仍有重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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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这些差异，并据此灵活调整组织形式，不失为辩论

式教学法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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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vantages and Design Principles of Situational Creation of Debate
Teaching Method

———A Case Study of the Course of Reasoning and Writing in Universities
GAO Ce1，MAO Qing-yun1，TAN Sheng-lan2

（1.Institute of Education，Tsinghua University；
2.College of Education，Harvard University）

Abstract：Debate teaching method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widely used. In recent years，it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course of general reasoning and writing in universities. The emerging teaching practic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his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The abstractn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reasoning writing highlight the teaching advantages of the debate teaching method in creating complex

dialogue situations: helping to comprehensively cultivate such reasoning writing thinking as students’critical thinking

and readers’ awareness by constructing the “confrontational situation” of the speaker and the opponent， the

“persuasive situation”of the speaker and the reader，and the“complex situation”of both confrontation and persuasion.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teaching results，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uch design principles in teaching as

ensuring the adequacy of dialogue between the opposite parties，enhancing the authenticity of debate scenes，and
grasping the balance between confrontation and persuasion.

Key words：university；debate teaching method；reasoning writing course；situational creation；confrontational

situation；persuasire situation；complex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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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提出，对

我国医学教育有了更高的要求。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

提升医疗服务的人文关怀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将来

医学教育的重要目标。因此，强化临床实践和临床思维

能力培养，改革教学方式，加快推进现代化信息技术与

医学教育的深度融合〔1〕，使其具备良好的医学人文

素养和有效的医患沟通技能，显得尤为重要。为解决

当下医患沟通课程书面化教学的缺陷，在社会认知理

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的框架下，通过活动

型课堂教学模式对医患沟通课程进行改革，解决当前

医学生医患沟通课程传统教学模式个体、环境以及个

体环境互动性差的问题。笔者在某医科大学五年制临

床专业课程中开设了医患沟通课程，采用 SEGUE量

表进行教师评价、医学生自评、互评，并通过 Mini-CEX

测评以及满意度调查评价学生的医患沟通技能和培训

效果，并对课程效果进行评价，为将来教学模式的改革

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选取某医科大学 2015、2016级五年制临

床专业本科生 61人。其中男生 29人（47.5%），女生 32

人（52.5%）。

（二）研究方法

1.教学分组
针对“医患沟通”课程第二篇的教学分为两组。2015

级学生为传统教学组，共计 31人，采用传统教学模式，

以教师理论授课为主要教学方法完成医患沟通课程。

2016级学生为活动教学组，共计 30人，采用活动型教

学模式，教师设计不同类型的课堂活动，遴选不同优秀

教师扮演患者，将真实的临床场景进行高度还原。

活动型课堂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模拟临床课堂以

及临床实践课堂。模拟临床课堂：部分主要由各教研室

教师按照专业将常见病、多发病以及病情难易程度和

所需技巧制定课程大纲，保证情境的独特性，由教学部

姻葛文嘉 1，徐婉斐 2，侯苗苗 3，赵海潮 4，常佩雯 1

摘 要：在社会认知理论的框架下通过活动型课堂教学模式对医患沟通课程进行改革，解决当前医学生医患

沟通课程传统教学模式个体、环境以及个体环境互动性差的问题。在某医科大学五年制临床专业课程中开设了医

患沟通课程，采用 SEGUE量表进行教师评价、医学生自评、互评，并通过 Mini-CEX测评以及满意度调查评价学
生的医患沟通技能和培训效果，并对课程效果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活动型课堂教学模式在医患沟通课程中具有

优越性，更好的还原了医患沟通情境，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自主探讨的能力，提高了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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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UE
量表

教师评价 医学生自我评价 医学生相互评价

传统教学组 活动型教学组 传统教学组 活动型教学组 传统教学组 活动型教学组

准备 3.3依0.94 4.02依0.93* 3.60依0.99 3.90依0.97* 3.53依0.99 4.02依0.93*
信息收集 6.08依1.49 7.10依1.39* 6.48依1.50 7.10依1.41* 6.42依2.81 7.17依1.40*
信息给予 2.10依0.69 2.87依0.85* 2.47依1.30 2.81依0.86* 2.27依0.75 2.96依0.84*
理解病人 2.17依0.76 2.94依0.77* 2.66依0.87 3.00依0.77* 2.18依0.76 2.96依0.77*
结束问诊 1.55依0.56 1.61依0.49# 1.71依0.46 1.72依0.45 1.57依0.54 1.62依0.49#
总分 15.21依2.11 18.57依2.04* 16.93依2.44 18.54依2.08* 15.97依3.28 18.73依2.08*

表 2 教师评价、自我评价和学员互相评价的 SEGUE量表评分（x依s）

按照不同专业递进关系编入“医患沟通”课程表；采取

小班授课小组教学，每组控制在 5-6人，课程实施过程

中教师根据设置的不同活动议题，引导学生开展活动

学习，强调学习过程中的社会性与协作性。临床实践课

堂：能力评价体系同样强调情境与环境，在病房选取住

院 3天以上的患者，完成问病史、查体、交代病情及诊

疗计划的内容。根据学生在医患沟通技能方面的表现，

教师及其他医学生分别通过 SEGUE量表对其进行评

价，并记录 SEGUE总分和各项评分。测评学生本人采

用 SEGUE量表进行自我评价，记录 SEGUE总分和各

项评分。患者对学生进行评价。

2.出科时简易临床评估演练（Mini-Clinicalexami-
nation Exercise，Mini-CEX）

测评方法 Mini-CEX评分共 7项临床科目（问诊

技能、体检技能、人文关怀、临床判断、沟通技能、组织

效能、整体临床胜任能力）和 1项总体满意程度；每项

满分 9分（7~9分为优秀，4~6分为合格，1~3分为有待

改进）。所有实习医学生进入科室的 3天内进行首次

Mini-CEX测评，之后每月上旬和下旬各进行一次 Mi-

ni-CEX测评，期间每人共进行 3次测评。评价背景是

临床中的随机事件。参与 Mini-CEX 测评的教师共 5

人，均接受过 Mini-CEX量表的培训，使评分标准尽量

一致。每次考核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指定两位教师

为学生评分，计算平均分为最终得分。

3.满意度调查方法
调查采用纸质问卷及问卷星网络问卷，选取所有

参与学生作为调查问卷对象，在该课程结课后进行不

记名调查。调查答卷总数 61人，回收问卷 61份，问卷

回收率 100%。问卷的内容主要为单项选择题。调查内

容分为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能力培养、教学效果４个

方面共计 9个指标，满意程度按照非常满意（5分）、满

意（4 分）、一般（3 分）、不满意（2 分）、非常不满意（1

分）5个等级进行赋值评价，见表 1。

表 1 医患沟通课程满意度调查表

指标内容 满意度

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5 4 3 2 1

教师有效利用时间 5 4 3 2 1

授课突出重点 5 4 3 2 1

合理课安排内容 5 4 3 2 1

注重师生互动，气氛良好 5 4 3 2 1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5 4 3 2 1

用已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 4 3 2 1

强化临床思维 5 4 3 2 1

在学习和工作上得到成长帮助 5 4 3 2 1

（三）数据统计

采用统计软件 SPSS25.0进行统计学处理。经正态

性检验，计量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

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分类数

据采用例数（％）表示，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SEGUE量表总体情况
本研究共发放 SEGUE量表 488份，量表有效回收

率为 100%。教师对医学生 SEGUE 评分为 18.57±

2.04 vs 15.21±2.11分；医学生对自己 SEGUE评分为

18.54±2.08 vs16.93±2.11分；医学生 SEGUE量表互

评分数为 18.73±2.08 vs15.97±3.28分，活动型教学组

SEGUE量表总体评分高于传统教学组，差异具有显著

统计学意义（P＜0.0001），见表 2。

注：*活动型教学组 vs传统教学组 P<0.0001；#活动型教学组 vs传统教学组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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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科时简易临床评估演练（mini-clinicalexa原
mi-nation exercise，Mini-CEX ）测评成绩比较

本研究在课程结束时进行 Mini-CEX测评，测评

结果显示活动型教学组在整体评价总体优于传统教学

组。在人文关怀和技能沟通两项。活动型教学组均分分

别为 9.4±1.1，8.1±0.9，明显好于传统教学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3 出科时 Mini-CEX测评成绩比较（x依s）
项目

传统教学组
（n=31）

活动型教学组
（n=30） t P值

医疗问诊 7.5依2.1 7.8依1.9 0.6419 0.9770
体格检查 7.6依1.3 7.8依1.2 0.4279 0.9787
人文关怀 8.1依1.2 9.4依1.1 2.782 0.0337
沟通技能 7.1依2.1 8.1依0.9 3.210 0.0087
组织效能 8.8依2.4 8.6依1.7 0.4279 0.9987
整体评价 8.3依1.1 9.1依1.1 2.712 0.0393
（三）满意度调查结果比较

学生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能力培养以及成长帮

助进行满意度评分，根据回收调查表情况进行计算，核

算总分进行比较，可发现活动型教学组学员满意度高

于传统教学组，其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01），见表 4。

表 4 医患沟通课程满意度调查情况

传统教学组
（n=31）

活动型教学组
（n=30） t P值

综合评价 40.7依4.9 44.5依5.1 2.968 0.0043
三、讨论
社会认知理论是指讲学习和行为表现视为具有内

在社会性的一组理论，更加强调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

对其学习和行为表现的重要性。在不同的情境下带来的

独特性会导致不同的学习结果和行为变化。社会认知理

论认为环境与文化在主动学习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此在活动型课堂的设定中更加注重与患者的交

流，更是一种与环境文化的沟通。活动型课堂教学模式

是以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为目标，按照课程标准和教

学计划，在课堂上将学科知识以议题为纽带，通过若干

个活动元串联的形式表现出来，着眼于课程内容的活

动化和活动设计的内容化的一种教学模式。活动型课

堂教学模式必须遵循向导作用，即培育学生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学生是整个课堂教学的主

体和中心，且具有培养新时代学生核心素养的现实性。

本研究从课程整合，课程实施和课程效果评价全

方位的对社会认知理论指导下的活动型课堂进行评估。

一是课程整合的评价。医患沟通培训要与临床实

际相结合，要与时俱进，根据实际需要开展课程。认

知—态度—行为（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KAP）理

论认为只有当医学生对医患沟通有充分的认知和认

同，才会在日常诊疗行为中践行医患沟通技巧，真正提

升医患沟通能力〔2〕。从教学结果评价可以看到，与传

统教学组相比，活动型教学组有效提高了学员医患沟

通技巧和对医患沟通的热情，为开展医患沟通课程、制

定医患沟通课程教学大纲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是课程实施的评价。活动型教学的目的是通过

设计课堂活动模拟真实的临床工作完善学生的知识体

系、增强学生临床工作处理能力。以往的研究发现，缩

小班级规模能使教师迅速了解学生、给予针对性指导，

提高教学效果〔3〕。本研究中，以 30人为单位进行小班

授课，根据学生临床工作中的短板和欠缺，制定相应的

教学大纲；在模拟培训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

引导作用，鼓励学生自由思考、发表自己的观点；课程

结束后，教师引导学生反馈自己在培训过程中的优点

和不足，点评其他学生，真正做到举一反三。课程的这

一系列设计参考了美国匹兹堡大学重症医学情景模拟

教学〔4〕设计。活动型教学不仅调动了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更激发了学生自主探索的精神，小班授课也在更

大程度上提高了教学效果。

三是课程结果的评价。通过研究发现本课题的教

学模式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研究的教学模式

增强了学生复合型知识构建的水平，在医患沟通课程中

显示优越性。研究发现，活动型教学在内科、外科、儿科

医学生规范化培训教学中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5〕〔7〕。

在本研究中，活动型教学组在教师评价、自我评价和学

员互相评价 3个方面均较传统教学组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充分肯定了活动型模拟教学在医患沟通课程中的

重要性及可行性。

由上观之，社会认知理论指导下的活动型教学是

医患沟通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医师，沟通为本。与

患者沟通是一门学问，应重视医生对医患沟通技能的

掌握，建立完善的医患沟通培训体系，保证医患双方沟

通的有效性。通过不同类型的课堂活动，不仅提高了学

葛文嘉等：社会认知理论指导下的活动型课堂教学模式在医患沟通课程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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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同时还加强了教学的实用

性和实效性，使学生更快适应岗位角色，有助于建立规

范、全面、先进、实用的医患沟通课程体系，也为医学人

文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师资配备与培养、考核机制等

提供了经验，为培养优秀的临床医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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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Eval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Activity-Based Class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in the Course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GE Wen-jia1，XU Wan-fei2，HOU Miao-miao3，ZHAO Hai-chao4，

CHANG Pei-wen1

（1.Department of Teaching，Shanxi Bethune Hospital the Thir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Hematology，Shanxi Bethune Hospital the Thir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Neurology，Shanxi Bethune Hospital the Thir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4.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Shanxi Bethune Hospital the Thir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Under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cognitive theory，we reform th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course
through the activity-based class teaching mode so a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course for medical students has poor interaction among individual，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environment. A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course was set up in the five-year clinical specialty course of a
medical university. The SEGUE scale was used for teacher evaluation，medical students’self-evaluation and mutual
evaluation. The Mini CEX evaluation and satisfaction survey were used to evaluate students’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training effects，and the effects of the course were evalu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tivity-based class teaching mode has advantages in the course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which can better
reflect the situation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arouse students’learning initiative and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ability，and improve students’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Key words：social cognitive theory；activity-based class teaching mode；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course；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independent exploration ability；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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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音乐学专业旨在培养具有音乐审美素养的创

新型人才，其不仅应具备音乐创作、音乐表演等专业技

术能力，还应在道德素养方面获得提升。高校音乐教学

改革要与“五育并举”牢牢地连接在一起。“五育并举”的

提出，是新时代高校音乐教学改革的方向。只有真正做

到“五育并举”，才能为培养音乐高素质人才打下坚实的

根基。在高校音乐教学中，必须将“五育并举”有机融入相

关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中，开辟出一条的人才培养之路。

一、“五育并举”的新时代内涵

1912年，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首次提出

了作为教育方针的五育并举的主张。2019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了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

素质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

通过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2018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明确提出“‘五育’并举是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由

此可见，“五育并举”是指在现代化的教育中通过重视

并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它既是对人的素质的综合要求，也是教育要实

现的目标。高校音乐教学改革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坚持“五育并举”。德育是方向，在高校音乐教学

中，主要通过继承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来实现。智

育是基础，要通过音乐教育为大学生提供必要的智力

支持，主要表现为创新意识的产生、丰富想象力的创造

以及批判性思维的形成。体育是保障，要通过音乐教育

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与忍耐力，进而塑造健康的体魄。

美育和劳动教育具有启智、育德、健体的功能。通过音

乐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审美风貌，在音乐教

学中，更要注重以德育铸魂，智育启真，体育强身，美育

浸润，劳育力行。要以美育浸润，帮助学生提升感受美

和创造美的能力，美育是情感教育，更是生命的教育，

要通过让学生分享乐律之美舞蹈之美，器乐之美，引导

学生认识美、感知美、欣赏美，达到以美育德、以美启

智、以美健体。以劳育力行体现为学生辛勤劳动，诚实

姻高 燕 1，高 琳 2

摘 要：“五育并举”为我国高校音乐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并推动高校音乐教学改革走向深入。“五育并

举”视野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水平是推进高校音乐教学改革的关键，是营造良好教学生态环境的有效选择，是新

时代科学育人理念的呼唤。有效推进高校音乐教学改革，要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使命，丰富音乐教学

内容，开展“自省”与“感通”相结合的教学，并且要开展科学的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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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创新劳动，分享劳动成果，鼓励学生在实际行动

中创造劳动价值，修炼品行，增强意志。

“五育并举”强调德智体美劳缺一不可，表现出了

教育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五育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存关系。五育是全面发展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之间互相融合，“德智体美劳构

成了新时代‘五育并举’教育体系的重要维度，是我国

高校立足新发展阶段对育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1〕

实行五育并举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满足社会

对人才的需求。“五育并举”不仅促进了人的身心健康

发展，提高了人的精神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同时也为个

体的终身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校音乐学专业主要是侧重于音乐教育与音乐表

演方向的研究和学习，由于其集教育学习与舞台表演

于一身，因而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发挥互为补充的作用，

从而为高质量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起到促进作用。高

校音乐教学不仅可以根据不同的外在环境进行理论的

创新和发展，还可以依据具体的课堂授课情形进行教

学改变。“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是我国新发展阶段对

育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重要举措，是教育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基本遵循。”〔2〕

德育可以使教师与学生两大主体兼具优良的传统美德，

智育可以充分发挥人才培养中的智力因素，体育侧重的

是健全的体质与创造意志力的形成，美育强调的是情感

的完善，劳动教育则是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高

校音乐教学改革应将五育并举的方针落到实处。

二、“五育并举”视野下高校音乐教学改革

的必要性

（一）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

高等教育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任务，

对于高校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必须形成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高校音乐课堂教学目标的设

置上来说，让每一位学生走向成才之路可以体现“五育

并举”的长远目标；对于高校音乐课堂中的大学生来

说，他们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与未来，他们要成为道德

好、智能高、身体强的人才；对于高等学校的教师来说，

是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对“五育并举”的追求。

（二）营造良好教学生态环境的有效选择

当前，一些高校音乐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依然固守

着“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教学理念，“满堂灌”现象依

旧突出。因此，在高校音乐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秉持

博大和包容的胸怀去容纳科学的方法与先进的思想，

而高校音乐课堂教学改革应基于高校音乐课堂教学理

论来进行。对于高校音乐学专业的音乐表演与音乐教

育而言，其学有大成的最高境界便是“物我合一”之境。

正如，“生态艺术学的核心是生态艺术观，其理论途径

可以概括为从‘美的艺术’到‘生态的艺术’”〔3〕。高校

音乐课堂教学中的授课环节融汇的是授课教师与教材

编写者的智慧和结晶，教师应坚持与音乐、舞蹈表演等

人文艺术的境界相统一。

（三）新时代科学育人理念的呼唤

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人才。高校音乐课堂教学应树立科学育人的理念，不仅

教会学生以严谨的态度去关注学术问题，更要对学生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大学生在音乐教学中的素质

提升等问题，任课教师以及辅导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他们和教师应更新教学理念，同时借助多样化的教

学方法与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高校音乐教学

改革必须贯彻“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只有坚定不移贯

彻好才能提升大学生的素质。

三、“五育并举”推进高校音乐教学改革路

径分析

（一）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使命

高校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使大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

方面获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高校音乐学专业主要是

对学科创建、全球视野、社会功能、知识储备、研究方

法、课程构建、实践合作、信仰理念、文化特征以及政策

文件等方面进行系统讲解和阐释以实现其育人目的，

高校音乐课堂教学重心在于育人，而为谁育人、怎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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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问题始终是摆在高校音乐教师面前首先需要解决

的问题。高校音乐教学改革必须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突出德育首要

地位，做到五育并举，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

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高校音乐教学改革指明了

方向，在音乐教学中，可以通过讴歌伟大革命先贤以及

美好生活来之不易的歌曲进行德育，通过引领时代进

步的歌曲助力其智育。

（二）丰富高校音乐教学内容

随着新型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当代大学生很

容易从抖音短视频等传播媒介中获取网络音乐作品，

为了达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目的，高校音乐课堂

教学改革必须坚持“五育并举”，落实全面发展。教师应

重点选择表现古今中外人士高尚品德的乐曲，如与“梅

兰竹菊”相关联的风霜高洁之歌；着重体现灵动的节奏

跳跃，如集历史事件与人生哲理为一体的“人生五味”

之歌；可与具体的体育赛事歌曲相关联，如与世界杯相

关联的“运动之歌”足以震撼人心。可通过丰富音乐教

学的内容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做到眼到、口到、手到、

耳到和心到，同时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促进眼、口、手、

耳、心之间的协调发展。

从高校音乐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来看，与信息技

术相融合是课堂授课效率以及学生课堂参与度有效

提升的关键。计算机、多媒体、短视频等在课堂教学中

的运用，不仅可以拓宽师生视野，还可以使学生及时

掌握音乐表演中的技术要领。高校音乐教师应在及时

了解学生对专业以及自身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掌握互

联网、多媒体技术在音乐课堂中有效运用的策略，让

学生通过观看多媒体（如“红歌”）视频快速掌握所学

知识。

（三）进行“自审”与“感通”并重的教学

高校音乐课堂教学在人才培养方面要着重强调内

在品德的主动提升（自审）以及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的

顿悟（感通）；前者强调的是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后

者讲求的是通过丰富的人生经历来验证真伪。有研究

者从主体与客体两大方面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

“‘自审’与‘感通’这两个概念，由于其自身深厚的历史

文化积淀，以及与艺术本体的贴合性、与中国当前社会

深层需要的契合性，可以作为当前建构艺术学话语的

两个基点。”〔4〕此处的“自审”主要表现的是审美主体

在学习人文学科知识的过程中，善于挖掘主客体之间的

关系，进而在音乐传达中呈现出特有的审美内涵与审

美意蕴；“感通”侧重的是心理感应，其是对“自审”环

节的延续与升华。“自审”与“感通”并重的教学方法创

新，需要高校音乐教师在音乐课堂的授课环节，主动

通过音乐鉴赏带动学生实现由“自审”上升到“感通”

的审美体验。如教师可以通过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

主题曲《微山湖》来启迪学生心灵：首先，让学生感受

这首曲子在节奏舒缓处蕴含着深情，在节奏紧急处激

荡着革命意志；其次，通过“铁道游击队”等革命志士

的传奇经历，让他们真正实现从感受当下美好生活的

“自审”上升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感通”。总之，高校

音乐教学改革的目标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进行“自

审”与“感通”相结合的教学，对高校音乐教学改革具有

重要的意义。

（四）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是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

面的全面衡量，需要对“教”与“学”两大层面进行较为

科学的评判。当前，许多高校教师选择线上与线下“双

线融合”的教学路径，因而，传统的高校教学评价观念

和方法在新形势与新情况面前需要及时更新与完善，

并要建立较为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当然，科学教学评

价体系的形成应始终以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全方位发展

与进步为前提。传统教学评价已经不适用于当前高校

教师所运用的线上与线下“双线融合”的教学，这就需

要“基于以人为本、科学系统、互动激励的评价原则，在

分析在线教学中，评价指标体系‘多元交互’的核心内

涵的基础上，构建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相结合的在线

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框架，并提出多方协同、双核驱

动和技术赋能的实践路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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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 圆园22年

Reform of Music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s”

GAO Yan1，GAO Lin2

（1.College of Music，Shanxi University；
2.Graduate School of Namseoul University，South Korea）

Abstract：“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s”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reform of

music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in China，and promotes the further reform of music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The

promotion of the reform of music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s”is an important link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n effective choice to create

a good teach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and a call for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music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we should set the teaching objective of “educating people for the

Party and talents for the country”. When selecting the teaching content，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it with the“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s”. As for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ories，we should focus

on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udies，combine “self-examination”with “empathy”，and carry out the scientific

teaching evaluation.

Key words：universities；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music teaching；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eaching objective；teaching evaluation

总之，“五育并举”赋予了音乐教育以新的使命和

内涵，在音乐教学中，要通过丰富音乐教学的内容，改革

音乐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方式，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

完善其德育，助力其智育、体育，提升其美育以及推动

其劳动教育，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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