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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校思政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综述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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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源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当前，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越来越受到

研究者的关注，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方法的比较上，并呈现出重文献研究轻实证研究、

重现象研究轻本质研究、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轻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等特点。后续研究需要从方法的多样化、视域的宽

广性等方面改进。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目标；内容；方法；特点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７）１１－０１０８－０３

１９８２年，倪家泰在《全球教育展望》上刊登了《苏联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文，标志着我国比较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实现了零的突破。苏崇德教授于１９９５年１月编写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一
书，成为经典，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奠定了框架；同年１０月，在北京召开了首次“比较思想政治教
育”研讨会。苏崇德教授在会上提出：“西方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强的渗透性，我们除了借鉴学

习以外还需要探寻它的发展规律。”［１］直到２００５年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的建立，标志着比较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主要表现在关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论文和

专著的数量大幅度持续增加。本文以“中国知网”中的论文为研究对象，选取“美国德育、中美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比较”等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其结果为：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９５年，发表了相关论文７７篇；从１９９５
年到２００５年，发表了相关论文７８０篇；２００５年至今，一共发表了相关论文８５２９篇。通过对中美两国的
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后发现，其研究内容主要可归纳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比较、内容比较及方法比

较等方面。

１　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
１．１　关于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比较研究

在笔者所查文献中，有１９６篇文章详细研究了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结合现有文献，通过
综合分析发现，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在表达方式上有明显的不同。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

对公民进行思想灌输，这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互渗透所形成的，它需

要的是符合资本主义利益的人［２］。研究者通常将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表述为两种，第一种观

点认为，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培养的是“责任公民”，应将道德教育融会贯通于社会目标中，学生

必须具有美国的“国民意识”，要有社会民主理念和健全的社会行为道德。如岳云强认为美国将“思想

政治教育”化作“公民教育”，力图培育具有爱国精神、有健全人格、严格守法、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

进取的“责任公民”［２］；张德才认为美国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力图使学生成为具有爱国精神、守法、有健

全人格、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进取的“责任公民”［４］。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目标是对公民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主要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如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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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论文中指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政治道德意识，特别要培养

年轻人的资产阶级意识，从而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提供有利保障［５］。

与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多元化表达方式不同的是，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目标是为了培养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人，培养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接班人。如于超指出，我国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５］；顾

其银认为要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

的合格人才［６］。

１．２　关于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比较研究
相对于目标的比较研究来看，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比较的研究成果，在数量相比上要丰硕很

多。主要研究者有巫阳朔、林春、何明芳等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爱国主义教育、法制教育、思想政治教

育、信仰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如：都十

分重视道德品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法治观念的培养等。首先，中美两国都十分重视本

国学生的道德教育。美国除了有专门的品德立法以外还设有专门的学校道德认知训练；中国除了常见

的课堂教育以外，在国家层面也特别重视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如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了

“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并将其核心内容写入《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其次，中美两

国都十分重视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中美两国都有自己的国庆节，并且都会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活

动来纪念，如阅兵仪式。同时两国都有许多历史纪念馆、博物馆等可供参观学习的场所。如何明芳指出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现在形式上，如国情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现在仪式

上，如每天都要升国旗，奏国歌。最后，中美两国都很重视法制观念教育，在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教材

中，都普遍强调了遵纪守法的重要性［８］。

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研究上有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一般意义上的两国思想政治

教育的内容不同。中国教育侧重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而美国高效追求尊重个性的发

展、追求人的平等、个人权力等方面［３］。其次，信仰教育的内容不同。我国实行政教分离政策，每个公

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宗教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混为一谈；而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历来都

非常重视宗教教育对于增强公民爱国精神的培养，并在政治上起到很大的作用［８］。最后，心理教育重

视程度不同。就教育机构而言，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建设还不健全。相比之下，美国高校心理健

康教育机构组织完善，设施配备全，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有具体指导；就开设课程来说，由于我国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设置的时间晚，课程开设时间和经验都不足，使得高校教师及辅导员等在面对学生产生心理问

题时难以对症下药；而现代意义上的美国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不仅起步早，历史悠久而且经验异常丰

富，所以在面对学生的心理问题时有足够的经验去解决，比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更专业［９］。

１．３　关于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
关于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它的研究成果是最丰硕的。其研究者主要有黄静、岳云

强、郭红月等人。

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高校重显性教育，美

国重隐性教育。中国大多是通过课堂直接讲授思想政治理论，对每个人存在的差异和对个人的主动关

心比较少；而美国则非常注重对学生的隐性教育，通过各种历史讲解、教堂祷告、参观博物馆等生活化的

方式进行教育。第二，宗教教育的方法不同。美国以基督教为主，宗教教育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

中国坚决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但信仰是自由的。王文旭指出，宗教在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异

常重要的地位［１０］。第三，课程设置方式不同。黄静在研究中指出，我国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价值观等思想的灌输时都通过统一的课程设置、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育大纲和内容等方式

来教学，并且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在大学中还是必须课程［１１］。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并没有

全国统一的版本，都是各个高校自己选定教材，选择上课方式，他们看中思政教育的效果，重视寓教

于乐［１２］。

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相同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都很

重视课堂教育和课外活动相结合；二是两国都很重视灌输教育。包珊珊指出，我国所有高校都开设《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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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及《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４门必修课，并规定相应的学分与考核体系；美国虽然没有统一的课程，但是每个州每个
学校都会普遍开设通识教育课程，其中包括３～５门政治理论课［８］。

２　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特点
纵观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成果，主要呈现出“三重三轻”的特点：

第一，重文献研究轻实证研究。首先，在已有的１１０１篇期刊文献中，运用文献法进行研究分析的
有９３６篇，占期刊总数的８５．１％；在１５８２篇硕博学位论文中，用文献法分析的有１４８９篇，占学位论文总
数的９４．１％。然而以某高校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的论文１０４篇，仅占论文总数的１．３％。可见，绝大部分
研究都停留在文献分析层面，进行实证研究的很少。

第二，重现象研究轻本质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一

般性理论介绍和具体的经验介绍等层面，而很少有研究者深入到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研究的

内在机理层面做些探讨，特别是对产生差异的原因分析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只有巫阳朔在

《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一文中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宏观的探讨。

第三，重发达国家的研究轻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纵观已有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研究者主

要集中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德育理论和实践却关注不够。如以“中国知网”中的

论文为研究对象，选取“中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检索词，可查到的论文有２０８９０篇，选取“中日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为检索词有２０８９６篇，选取“中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检索词有２０９３１篇等。而选取
“中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检索词搜索到的文献有８４６５篇，选取“印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印度思想
政治教育”为检索词仅１７篇等等，由此可以看出，研究者的研究方向主要聚焦于发达国家的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上。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也需看到

研究中的有待改进之处。首先，研究方法应多样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比如

单项与综合比较、横向与纵向比较、定性与定量比较、宏观与微观比较、通观比较、专题比较等等。在做

研究时需要结合多种方法进行比较，而不是只限于运用文献研究法进行比较。其次，研究要透过现象挖

掘本质，不仅要找出问题、找出差异，还要找出产生问题和差异的深层原因。最后，研究视域要更加宽

广。研究不能仅限于对西方发达国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进程、特点及其启示，而且要关注其他发展中

国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动向与新做法，全方位探讨最适合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总之，高校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一个动态、开放与发展的过程，我们要努力做到批判继承、洋为中用，才可能尽

快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理论体系，从而推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与实践的发展和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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