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维科学的拓新之作
———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模式研究》

张耀灿

新时期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条
件、对象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

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对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思维模式是人

们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认识模式、思想习惯和观念

工具。人们的任何活动均受到特定思维模式的影

响和制约。黑格尔说：“真正讲来，只有思维才配称

为哲学的仪器或工具。”[1]而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革

命，必须深入到思维的层面。因此，如何将思维创

新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以哲学层面的新认

识，开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局面，则成为

摆在广大思想政治教育者面前的时代课题。2014

年由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红革撰

写、入选教育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库》出版计

划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模式研究》，是国

内首部系统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模式的

著作。该书定位于思维模式的效用及其性价，深入

探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之“哲学革命”的迫

切性，开辟了应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解题低

效”的创新路径，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维科学

领域的一部拓新之作。
第一，选题新颖。当前，从思维科学视角研究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不多，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的载体或框架，究竟涉及哪些思维形

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阶段要触及它们；

怎样把情感思维、理性思维、创新思维的成果，吸收

到教育模式中来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尚不完全

清楚。该书独辟蹊径，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统

思维模式的局限性等问题出发，运用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与思维科学、逻辑学、哲学与情感调控等多

学科原理和理论知识，深入探析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模式与内容的内在关系及模式构建问题，具

有很强的前沿性，拓宽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理论视野，问题意识鲜明，有助于完善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

践创新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操作范式和流程指导。
第二，脉络清晰。该书坚持“以学生为本”为思

维起点，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内容的指导地位，

深入探索思维模式中的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方

法，尝试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模式，研究

思路清晰，重点突出。首先，将了解大学生的兴趣、
爱好、个性、特长以及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真

实心理，作为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思维

模式的依据，从而使之具有鲜明特征而与同一层

次、能级的其他具体的思维模式区分开来。其次，

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理论与现代思维中的

情感思维、理性思维、创新思维的形式、方法、规

律、模式结合起来，进行通盘考虑。着重探讨了马

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与道

德观，针对它们各自包含的具体观点，探讨究竟是

主要用情感思维为好，还是主要用理性思维为好，

还是既用情感思维又用理性思维为好等问题。始

终坚持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作为指导我们

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模式的灵魂，确保不偏离

正确的政治航道。再次，深入探讨了思维模式中的

内容与形式相结合方法。进一步研究了情感思维、
理性思维、创新思维中的哪些内容、形式与方法，

可以更好地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的理念服

务？这些思维方法，如何才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核

心内容做到水乳交融、天衣无缝。最后，在此基础

上，形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模式。
第三，结构严谨。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

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

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

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一定的思维内容总是与

一定的思维模式相联系的。该书深刻把握思维模

式与思维内容的辩证关系，深入探析了大学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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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中情感思维模式、理性思维模式、创新

思维模式等内容，结构精巧，论证严谨科学，提出

了较多创新观点，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框架。首先，

研究了包含动作思维模式、意象思维模式和形象

思维模式在内的情感思维模式。认为情感思维模

式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模式的重要板块之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一定情感的思维机理和

工具。对于将动作思维模式、意象思维模式、形象

思维模式运用到课堂上，运用到思想政治工作中，

学会科学地、细微地观察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把

握学生鲜明的个性特征，形象表达教育信息，具有

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次，研究了包括抽象思

维、辩证思维与立体思维在内的理性思维模式。认

为抽象思维模式、辩证思维模式有助于更好地帮

助大学生正确、全面认识事物本质，形成正确的判

断与推理。再次，研究了创新思维模式。[3]认为创新

思维模式是指以新的思维角度、程序和方法来处

理各种情况和问题，从而产生新成果的思维过程

和思维活动。改革创新是推动实践发展的强大动

力，思维创新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逻辑起点，

思维模式决定思维活动的方向和重点，思想政治

工作亦然。新形势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迫切

需要创新思维模式，从而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摆脱盲目性和不科学性，从内容、方法、途径等方

面实现突破，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常做常新。
第四，启发性强。作者将自己的学术兴趣定位

于高难度的人类思维领域，显示出过人的理论勇

气和探索精神，不畏艰险大胆创新，在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思维模式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突

破，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如何把一般的思维模式转化为特殊的思维模

式。科学地把人类思维中的一般性的思维模式，例

如形象思维模式，抽象思维模式，辩证思维模式，

创新思维模式转化、融合为特殊的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思维模式是该著的基础。较好地解决了

以下三个问题：第一，阐述了情感思维在教育模式

中的地位、功能与作用。切实把握情感思维究竟在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什么地方、什么阶段、什么内容

的传播中，它才会发生作用。例如，动作思维不仅

在课堂教学中或者个别谈话时，意象思维不仅在

选题、科研、深入思索或求解中才可大显身手，而

且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都具有基础性作

用。第二，阐述了理性思维在模式中的地位、功能

与作用。认为要准确的、恰到好处地将抽象思维模

式、辩证思维模式、立体思维模式转化为思想政治

教育思维模式的工具，这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的思维前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好坏，除了

情感要素的投入之外，还要看对所宣传、教育的内

容，有没有真知灼见、深刻了解；有没有充足的来

自现实的案例，进行栩栩如生的讲解，讲解中的论

述与论据，思想与思想之间的联系，有没有严密的

逻辑性与说服力？对于一些关键性的概念与案例，

能不能进行喜闻乐见、深入浅出地诠释？甚至带点

富有哲理的幽默。第三，阐述了创新思维在模式中

的地位、功能与作用。认为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创

新思维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符合思想政治

教育思维运行的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用唯物

辩证法武装头脑，其教学模式应当常讲常新。此

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不动摇，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

调、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不动摇的基础上，对于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个别已经过时的观点，也要

勇于纠正，这是创新的另一种表现。二是如何才能

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同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思

维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

内容中，哪些思想观点应当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思

维的模式中？这些思想观点的融入，是采取案例的

形式还是采取论述的形式？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很

好地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思

维模式就不能融为一体，那就表明思想政治教育

思维模式的建构是不成功的。该书对这些问题都

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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