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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对此，应该改进教育的形式与方法；

在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与方法中，以人为本、注重创新与求真务实这三个方面将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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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一个方面，大学生面临的现实与环境以

及他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另一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的内容以及其目的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使原有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往往难以达到很好

的成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当前的世界以及中国的现实，根据大学生们自身的现实情况，

根据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任务，不断探索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内容、形式等，

是当前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以及有关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这里，本文将主要分

析、讨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方法问题。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行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当前，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高校中的马列部

等公共教学部担任的公共课教育；其主要是通过课堂讲授方式，教授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

史等方面知识与理论，培养、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认识与觉悟以及道德修养。  

  另一个部分则是，高校辅导员以及相关团组织与党组织等，通过对学生的生活、思想引

导、教育，以及团组织活动和党组织活动等，对学生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个部分对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往与高校对学生的日常管理结合在一起。  

  就后一个方面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当前存在着许多难题。比如，缺乏专门的场

合从事这种教育；大学生往往具有丰富的知识，并掌握各种各样的信息，这对从事思想政治

教育的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且，这些工作者往往还要负责对几百个学生的日常管理

或者兼任学校的某些行政工作，这使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有些力不从心，难以深入地

开展工作。而且，当代大学生不仅仅面临着各种学习上的压力，还面临着找工作等方面的压

力，且从心理上来说，他们往往具有较强的逆反心理，他们往往对于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抱着

无所谓、走形式的态度，甚至持有排斥、厌恶心理。  

  笔者正是在国内某一个综合性大学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这些在当前中国高校的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着的这些问题与难题，在笔者的工作中也都遇到过。笔者将结合自身所在

单位的工作案例，尝试着对如何改进中国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分析探索。  

  笔者分管的为全国一所综合性大学外文学院的大三、大四学生。相比较于其他专业的学

生来说，外文系学生的课业往往更重，且学生的个人意识更强；因此，他们对于各种思想政

治教育往往并不热心，他们在思想政治等方面的认识，往往抽象、单薄，停留于表面，缺乏

深入理解与认同。  

  二、 “红色导师” 项目的尝试与效果  

  针对这种情况，本院的领导尝试采取多种措施与手段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中一

个举措就是启动“红色导师”项目。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就是，邀请本单位已经退休的教师

作为导师，把参加这个项目的学生根据导师的人数进行分组，一般一个导师加四个学生为一

组。这些小组可以集体采取活动，也可以每个小组分别采取活动。 

 迄今而言，这些红色导师项目采取的活动包括：（1）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谈心，这种

交流与担心，不仅仅包括讲座、座谈会、知识竞赛等形式，还包括导师与学生个人之间的促

膝长谈；（2）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助。这些退休教师，往往具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他们能够



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困惑与难题，传授治学的经验。而学生则可以帮助导师解

决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帮助导师解决电脑故障、整理书稿等。（3）举办各种联谊活

动，如一起郊游、参加某些户外环保活动等。  

  目前这个项目仍在实行中；就这个项目实行的一年多情况来看，这个项目取得了很好的

成效。这种成效最直接、最表面的反映就是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再消极应付，而是转

变为积极的参加。而从对参加这个项目的教师与学生的跟踪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已参加过

这个项目的 50多个学生，其思想与行为普遍发生了很深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他们的对

各种集体或公益活动的参与上，反映在对时局的认识上，反映在其处事为人上。这些学生也

向学院报告，他们从参加这个项目中收益很多。  

  “红色导师”这个案例可能只是加强、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众多案例中的一个，

且仅限于笔者所在的院系，但从这个案例总结出来的经验对于改进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

是有所帮助的。  

  首先，这个案例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应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

育中，当然主要意味着以学生为本。  

  以学生为本，首先就意味着需要把学生当作是一个有独立人格、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的

个人，需要考虑学生的感受与需要；[3]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需要平等对待他们。而不

能简单地把学生置于受教育对象的地位，学生只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单纯的接受者；而从事思

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只是照本宣科，只是教条、抽象地宣讲相关的道理。居高临下的说教姿

态，往往容易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4]或者，这种教育只能是填鸭式的，对于学生而言，

思想政治教育只是一种需要完成的例行任务。因此，难以对学生的思想与心灵深处产生震动。  

  而要以学生为本，就需要平等对待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

主动性；以学生为本，就需要贴近学生的感受与生活；以学生为本，就需要尊重学生的观念

与主张，尊重他们的独立自主性；以学生为本，就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或引导者

不仅仅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需要完成的工作，还必需投入感情，并顾及学生的感情。  

  在“红色导师”项目中，从活动的策划、组织实施、到最后的活动总结，我们都积极听取

学生们的意见，甚至是让学生们独立策划、主持活动。在活动中，没有导师与教育者的高高

在上，也不只是要求学生们洗耳恭听，我们鼓励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与辩论。在活动中，我们

没有抽象、单调的说教，而是把教育的内容融合到学生与导师、教育者之间的各种交流、互

动的细节中；通过这些交流、互动让学生来自己思考、理解、领会各种思想与道理。导师与

学生之间，从治学到人生感悟，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经验，从天下大事至家常平凡事，都可以

谈论。学生对于“红色导师”活动充满了参与的热情，他们主动提出开展活动的建议与要求；

他们与导师，往往成为了忘年交的朋友。通过这些活动，他们从导师们的人生经历中，对国

家的历史有了更感性的认识；过去民族苦难与斗争的历史变得真切起来。学生们的思想也得

到了表达与交流，困惑得到了解答；他们从这些交流与碰撞中，学会了如何更冷静、更全面

的思考问题，学会了为人处事的道理。  

  因此，“红色导师”这个项目的成功，首先归功于这个项目贯彻了“以人为本”这个原则。  

  其次，“红色导师”这个案例表明，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该寻求创新；教育应

该灵活多样。这不仅仅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上应该根据时代与社会的变迁进行改革、创新；

还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方法也需要创新，采取多种形式与方法。[5]在很多时候，即使

具有很好的内容，但如果教育形式与方法不恰当，往往也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当前面临的许多问题与困境，往往与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与方

法单一、陈旧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单一、陈旧的手段与方法往往使思想政治教育流于教条、

形式，学生对这些教育也往往习以为常，并不积极参与，甚至对这种教育产生抵触的情绪。  

  实际上，学生渴望对国家的历史有更好的认识，渴望对当下的各种现实有更好的认识，



希望对人生乃至即将步入的社会有更好的认识。但是，灌输式的教育或说教，往往使他们产

生疏离感。 

 因此，在“红色导师”项目中，我们努力探寻新的方法与手段。一个方面，举办各种活动不

拘泥形式。在红色导师项目中，既有正式的讲座，也有私人之间的谈话与交流，还有集体的

联谊、文娱活动，等等；在这些活动中，也不追求时刻宣讲、传播相关的思想或道理。实际

上，并不能因为这些活动似乎与思想政治教育无关，就否认其作用。这些活动往往使学生通

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与感受，明白相关的道理，掌握分析、应对问题的能力。另一个方面，在

思想政治教育中，各种形式与方法应该结合起来。各种教育形式与方法，往往都有其优点，

但往往也有其缺陷。因此，只有各种形式与方法结合起来，相互补充，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

更全面；而且，多种教育形式与方法的结合，能够更好的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避免因为教

育形式与方法的单调陈旧而使学生对于教育活动产生厌倦情绪。   

  此外，选择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与手段，应善于利用各种条件与资源；并根据各种实际

条件，开展多种活动。在“红色导师”这个项目中，正是很好地利用了本单位退休教师这个资

源。这些退休教师具有渊博的知识、独到的治学经验、丰富的社会阅历，而这些往往都是学

生们迫切需要的。而这些退休教师也乐于奉献，并且在与学生的交往活动中，感到活力与快

乐。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务实求真  

  所谓务实求真，一个方面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不应该只是单单说教，不应该只是强调那些

抽象的理论或道理；不能把这种教育仅仅停留于纸面、口头上。单单讲那些理论，单单通过

说教、宣传向学生灌输，学生们往往容易产生厌烦情绪；学生对他们所听到的内容，也并不

一定有深刻的理解。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需要通过书面的宣讲等来教育学生，使学生

明白那些抽象的理论与道理，还需要渗透到现实生活中来，需要通过现实生活的细节来教育、

感化学生。  

  这样，那些抽象的理论与道理才能充实起来，才能够影响到学生，而不是单单停留于口

头上。在红色导师项目中，这些学生通过与导师的互动交流中，潜移默化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包容与尊重等不再单单是口号、规定，而是成为他们自身的

信仰与理念。  

  另一方面，所谓务实求真，即思想政治教育还需要关注大学生们在现实中面临的问题与

困惑，活动的形式也应该是大学生们所喜闻乐见或乐于参与的。在红色导师项目，正是因为

关注于学生在处事、求学等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困惑，并采用联谊、郊游等活泼、轻松形

式，因此，学生乐于参与，并从这些活动中，获益颇丰。  

  总而言之，我国内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应该革新其内容，还应该积极探索新

的教育形式与方法。本文认为，在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与方法中，以人为本、注重创新与

求真务实这三个方面将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