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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文化叙事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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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阐释思想理论和政治观点为内容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虽然以“叙言”“叙理”为主体，但理论文本与
政治言说往往也是以事件的方式存在和延续，也离不开“叙事”的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叙事不但是“政治叙

事”，更是文化叙事，具有宏叙事、显性教育与正面教化的特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以自身的文化自觉挖掘思想理论

的文化内涵与意义，准确把握思想理论的科学内涵，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自觉担负起文化自强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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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通过两种方式向外界表达自己的思想主
张、认识、情感态度等，一是言说，二是行动。前者

或形成文本，后者则构成事件。当教育者需要系

统地阐述或讲解某种思想主张、态度情感时，也有

两种方式，一是叙事（描述事情、阐释事件），二是

“叙言”（叙理）即解释言论、阐释道理。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首要特征是其政治性，解决的是培

养什么人的问题、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其任务是把

统治阶级的思想、理论、政治观点灌输给受教育

者，让受教育者理解与接受，其教学方式必然以

“叙言”“叙理”为主要形式。

文化叙事是文学理论分析中的一个术语，即

文化现象、文化事物或文化活动所传达出来的意

义与内涵，文化现象、文化事物或文化活动的创作

主体通过文化（文艺作品）来传达自己对人生、对

社会的思考与理解、认识与态度，其中，文化是手

段，叙事是目的。一般的叙事有时间、有地点、有

人物、有情节、有过程等，但文化叙事的主体是文

化现象、文化事物或文化活动，客体是其承载的思

想主张、态度情感等，时间、地点、人物、情节过程

等叙事要素压缩在文化现象、事物与活动中，通过

文化的手段达到一般叙事的目的。当然，文化叙

事也可以理解为在叙事中表达文化意义，但其实

质与前者是一致的，因为文化的核心与本质是人

的思想认识与态度情感，而叙事的目的就在于表

达叙事者的思想态度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中引入“文化叙事”的概念，是因为思想政治理论

课虽然以“叙言”“叙理”为主要方式和内容，但这

种阐释离不开“叙事”，即在诠释理论、阐释思想

时补充政治事件、历史事实等。这种叙事，既具有

政治性，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属于政治叙事，

又具有文化性，是一种文化叙事。说它是文化叙

事，是因为政治事件、历史事实发生在一定的文化

背景中，承载着一定的文化意义。教师在叙事时

需要揭示其中的文化意义与文化内涵，才能更准

确地理解思想理论、政治主张的本质与精髓。显

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叙事”既不同于一

般的叙事，也与其他的文化叙事如文学叙事、新闻

叙事、历史叙事有所区别。所以，把握这种“叙

事”的文化特征，准确界定“文化叙事”在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要求是完

成本课程教学任务的必修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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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文化叙事”的
基本特征

普通的叙事以不同的方式交代时间、地点、人

物、场（背）景、故事情节等要素，特别重视故事情

节。叙事者通过事实的陈述或事件的阐释表达其

对人类社会与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态度与情感。

同样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陈述方

式，传达着不同信息和思想认识。一般的文化叙

事通过文化现象、文化事物或文化活动如绘画、雕

塑、书法、舞蹈、电影、戏剧等表达思想情感、人生

态度、政治主张等，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要素

被压缩在文化之中。文学叙事则通过跌宕起伏的

故事情节、性格鲜明的人物以及对生活的深加工，

忠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以“添油加醋”的方式表达

思想；新闻叙事在忠实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对新闻

事实的选择、排列与强调等手段，隐晦地表达作者

的思想与观点。历史叙事通过叙述以往发生过的

事件，结合历史解释，阐明历史发展的轨迹及其意

义。无论是文学叙事、新闻叙事，抑或是历史叙

事，都属于文化叙事，是文化的不同表达。他们隐

藏着叙事者本人的立场、观点以及对生活的理解

与感悟，传达了一定的文化信息，体现了各自的文

化意义。

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叙事当作文化叙

事来分析，也就是从文化学的意义来理解和认识

其叙事性质和内涵。其一，思想指导行动，理论一

经被群众掌握，就演化为一定的仪式、制度、行为

方式，影响和形成文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天

然具有文化的‘遗传因子’”［１］，作为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叙事也就具有文化性特

征。其二，任何思想与理论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反

思，是一定文化的产物，要准确地理解其内涵和本

质，需要理解其产生的文化环境。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中的叙事，就在于创设和提供思想理论的

文化环境。其三，文化是集体的产物，其基本特点

是共享性，呈现的是团队、集体的价值观与理想，

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向学生灌输的是我们民族、我

们作为中国人所共同拥有的理想、价值观念与思

想理论武器，也是集体的理想与信念，是我们共同

的生活智慧。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和阐释政治事

件、政治观念、政治理论更有信服力。作为意识形

态建设的文化叙事手段，其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化

叙事形式的显著特点。

１．１　宏叙事
所谓宏叙事，主要是指叙事的背景宏阔与主

旨深远。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叙事很少有一事一

叙，大多是连续性的社会历史叙事，关注的不是个

体的抗争与宿命，呈现的不是单一的场景，不追求

情节的连贯与起伏，其展现的往往是一个时代的

走势或轮廓，关注的是阶级、民族、党派或国家等

群体的理想与命运；众多的社会事件、众多人物抗

争、众多的力量较量通过某个思想观点或政治概

念等串连起来，目的在于通过事件的叙述揭示概

念的内涵、思想的实质、理论的本质以及其背后的

文化动因。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叙事

不能为叙事而叙事，即不只是用事实来讲明道理，

也不单单是解剖事实，进行个案分析。而是把思

想理论融入历史事实、政治事件之中，把学生带到

波澜起伏的历史长河中，让其感受历史的脉搏，引

起时代的共鸣，理解思想与理论发生的历史必然

性，自觉地辨析正误，增长学识，提高理论思维能

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注意叙事的理论性和

思想性，注意与文学叙事通过个体的故事体验获

得文化认同的区别，全面客观地掌握政治事件与

历史事实，不能虚构和只提供感性的体验，而要更

多地注入理性的分析、深刻的理解，把思想、情感

与理性凝聚在个体思想背后的集体的力量上。

１．２　显性表达
一般的文化叙事，如文学叙事、新闻叙事、历

史叙事，其任务是以文“化”人，作者的思想感情、

观点主张隐藏在故事的情节之中、人物的褒贬之

中，“理寓事中”是它们的基本特征。叙事者的思

想观点、政治态度、理论逻辑蕴含在事件与人物之

中，通过故事的熏陶、渗透、浸润，把人置于一定的

文化环境中，激发起受众的情感、体验、感悟，引起

共鸣，进行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一种隐性的教化。

而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文化叙事，其显著特

点是用观点统领事实。正如“共产党人不屑于隐

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２］一样，叙事者的思想观

点、政治立场、事实结论应非常直接，非常鲜明。

肯定与否定、批评与赞同、是非褒贬，非常明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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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不隐讳。作为一种主动、自觉的教育活动，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叙事，观点一般走在“事

实”的前面，呈现“理在事先”的特点。

１．３　正面教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对象是“人的思想”，根

本目的在于改变人的思想。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用先进思想与科学理论武装头脑，而不是

“一般教育”。对于文化和文化叙事来说，有精华

和糟粕、香花与毒草之分，有先进与落后、积极与

消极、健康与腐朽之分，不同的文化和文化叙事对

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会“化”出不同的人［３］。一

般意义的教育或一般意义的以文“化”人既有正

面的化，也有负面的化，有用进步、高雅、健康的内

容影响人，也有用反动、低下、恶俗的内容来影响

人，有正面的教化，也有反面的“异化”。

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叙事，必须是正

面的教育，即用正确、积极、先进的思想观点、理论

体系武装受教育者的头脑，其任务是要把人的素

质“化”高，而不是相反。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社会的阴暗面、国民的

劣根性、民族的弱点以及前进过程发生的一些错

误、遭遇过的挫折和经验教训等，但对这些必须加

以正确的引导，实事求是的分析，保证“化人”的

正确方向。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就是在叙事中坚

持立德树人，在教学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指导

学生抵制西方价值观渗透和各种不良社会思潮影

响，引导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使之成为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２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文化叙事的要
求与任务

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文化叙事，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中的文化叙事，其政治性更强、倾向性更明

显。其提供的文化环境、揭示事件的文化意义是

为政治立场、理论观点服务的，叙事的目的在于叙

言、叙论，使受教育者准确无误地理解政治言论和

理论文本的真正意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

通过文化叙事，为学生理解思想政治理论创设文

化环境，提供文化支撑，同时运用文化的逻辑力

量，揭示政治斗争、利益冲突背后的文化动因，减

少政治说教，把文化的“化人”功能与思想理论的

“育人”功能有机结合起来。

２．１　在叙事中挖掘思想理论的文化内涵，揭示思
想政治理论的文化意义，在高度的文化自觉

中实现对先进思想和理论本质的准确把握

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高度的

政治自觉，能自觉地把先进的思想理论“灌输”到

学生头脑中，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学生，但在文化自

觉方面做得还不够，大多老师难以自觉地从人类

文化学的视域观察和分析政治事件、政治言论、理

论文本背后的文化动因与文化意义。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固然要从阶级矛盾、利益冲突、生产力的

发展等政治层面去分析、引导学生接受和认识马

克思主义以及我们党的理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

但文化分析的视角更有意义和说服力。

从马克思主义这一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理

论本身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深刻批判，是对整个

人类文化的反思，其文化性与政治性是高度统一

的。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层面来说，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开创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针对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无法应对

时代变革所进行的一种全新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创

新，其文化意义并不逊于政治意义。所以，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中，既要有政治自觉又要有

文化自觉，要求能够准确理解中国文化、西方文化

和马克思主义等不同形态的文化样式在中国社会

变革、中国思想理论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能够深

刻地揭示出党的思想理论变革背后的文化动因与

文化内涵，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准确地理解中国共

产党的思想理论及其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变革的科

学性、正确性和先进性。

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

展史也就是一部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史，要引导学

生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离不开在叙事

中创设文化环境，理解理论观点背后的文化力量。

有了文化环境的创设与分析，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

理论内涵与思想本质。如邓小平倡导的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思想，要与中国儒家思想重义轻利、重

农轻商、鄙视利益的文化传统相联系。改革开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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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

路线，在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上

不同程度的浮躁和逐利风气以及个别的经济秩序

混乱等状况。针对此种现象，教师在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中，一方面要指出它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

轻利倾向的矫正，另一方面又要联系近代以来中国

长期的积贫积弱的情况，探求浮躁逐利失序等现象

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原因（长期的主流文化对人民正

当利益的忽视和正当逐利行为的压抑，给予政策释

放的机会，从而引起的强烈反弹），而不是盲目地责

怪于经济建设思想本身。这样，在教学中，通过真

实、客观的文化叙事，通过纪实片、回忆录、音像等

手段，向学生创设一定的文化环境，通过客观、深刻

且理性的文化分析，先进思想、科学理论的信服力

也就自然彰显了。

２．２　在叙事中体现文化的逻辑力量，彰显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先进文化特质，帮助学生树立马

克思主义的文化自信

党的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和

科学性固然可以通过利益伸张的代表性、与其他

阶级立场的比较、对生产力的作用等政治工具分

析获得，但从文化层面的分析更具多重意义。

首先，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叙事，可以

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的人民性、大众性。文化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价

值观和行为准则，它是使个人行为能力为集体所

接受的共同标准，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主体，坚持

集体智慧，坚持劳苦大众的立场和人的全面解放

目标，其思想理论的先进性正体现在其作为文化

的基本属性上。

其次，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叙事，可以

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

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

信心［４］。在西方大规模入侵中国之前，中国已有

数千年的灿烂文明，体现高度的包容力、稳定力和

高质量生活样式。在与周边落后文化的交往中，

逐渐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文化自大心理。而近代以

来，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由器物文化到

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层面不断深入，由于两大

文化系统的不兼容性和巨大的文化落差，在相当

部分国民心中又形成了文化自卑的心理。这两种

心理都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过程

中，中国一方面要实现一种文化身份自认，继承自

身传统；另一方面，又要发挥文化的包容力量，充

分吸收人类社会文明的优秀成果，如何处理好两

者关系，难免会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难题，在

实践中出现一些偏差。为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要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心理机制，对于中

国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西方传统文化、西方

现代文化等各自的历史合理性、地位与作用进行

科学分析，从文化的比较与分析中认识到马克思

主义以及中国化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

化的先进性，树立文化自信。

最后，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叙事，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之所以在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中引入文化叙事的概念，是相对政治叙事

而言的。政治叙事政治倾向性过于明显，而文化

叙事由于视角的不同，政治性寓于文化性之中，叙

事的态度相对中立，内容要求客观和真实，通过客

观性、真实性的描述，借助科学理性的分析，还原

理论的文化本质，这一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

学理性。

２．３　在叙事中通过对当代文化发展的理性审视，
帮助学生明确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和方向，

培养文化创造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担当起

文化自强的历史责任

意识形态建设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与灵魂，引领

和制约着文化发展的方向与道路。作为对学生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的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其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理论

武装学生头脑，培养社会主义时代新人，其重要责

任之一就是引领文化建设和推进文化现代化。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正确地运用

文化叙事，可以帮助学生提高文化辨别能力、文化

传承与创新能力，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

文化及其传统有客观全面的认识，准确地把握中

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积极建设者和践行者。中国有着光荣的

优秀的悠久的文化传统，曾经创造灿烂的中华文

明，也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未曾得以中断的文明。

在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根本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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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就是要塑造先进的文化，发展成文化强国。

“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

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５］文化的发展有其特

殊的规律，呈现着鲜明的民族特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只有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

外来文化的先进要素、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通

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来。在中国文化建

设中，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科学、重综合、轻分析，

重群体、轻个体等特质与西方传统呈现截然不同

文化形态，两者之间如何协调、互补是一个重要的

文化课题。

如何厘清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西方

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之间的科学内涵与关

系，让学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挑

战与任务，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文化的趋势与方向，

自觉投身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是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文化责任。只有在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中正确地运用“文化叙事”手段，才能引

导学生“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６］，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

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

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１］郑永廷，董伟武．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及其发

展［Ｊ］．江苏高教，２００８（５）：１１３－１１５．

［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５．

［３］李春华．文化的“化人”与思政的“育人”［Ｊ］．马克思

主义研究，２０１２（９）：１３８－１４４．

［４］赵银平．文化自信———习近平提出的时代课题［Ｊ］．

理论导报，２０１６（８）：７．

［５］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Ｎ］．人民

日报，２０１４－０３－２８（０１）．

［６］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１０－２８

（０１）．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ＺＨＡＮＧＬｕｐｉｎｇ，ＬＩＬ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ＨｕｎａｎＷｏｍｅ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ｏｕｇｈ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ｗｈｏｓ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ｓｔｏ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ｃｈ”ａｎｄ“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ｓ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ｔｅｘ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ｅｘｉｓ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ｅｖ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ｒｅｌ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ｎａｒｒａ
ｔ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ｓ．Ｔｈ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ｍａｃｒｏ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ｗｈｏｇｉｖ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ｓｈｏｕｌｄ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ｇｒａｓｐ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ｎｎｏｔａ
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ｈｅｌｐ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ｔｈｅ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蒋云霞）

９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