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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都需动感情 ①

———以高校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为例

张先友
（邵阳学院 政法系，湖南 邵阳４２２０００）

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理论武装、思想道德教育、培养大学生优良品格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党
的十七大以来，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重要内容之一的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要提高实效性，增强感染力，富于吸引

力，就必须在“教”和“学”两个方面下功夫，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需动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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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对学生进行良好品格教

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高校德育教育中占有核心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

立和完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适应时代要求，不断

探索教学新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借鉴学者们的研究

成果，结合本人在学校实施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中的教学

实践，笔者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提高实效性，

增强感染力，富于吸引力，最重要的一条体会就是：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都需动感情。

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感情是
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热爱之情

感情属于心理学的范畴，是对外界刺激比较强烈的心

理反应，或是对人或事物关切、喜爱的心情。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之感情是指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中，教师、学生要对所教或所学理论和知识充满深情的

关切、强烈的喜爱之情。在高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教

育中，教师要对科学发展观这一科学理论真懂、真信，带着

感情教，带着感情育人；学生在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基本

精神的基础上要带着感情学，对科学发展观真知、真信，并

外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自觉行动。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教”之情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之主体是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肩负着培养青年

一代的光荣使命，在培养和塑造大学生政治理论素质和思

想道德素质方面责任重大。教师“教”之感情就是指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爱之情，

对学生的关爱之情。

首先，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本身必须对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有感情，要有一种爱的情感。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要充分认识自己所从事工作对把当代大学生

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

者的重要意义，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对于大学生进行理论武

装、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的重要作用，热爱自己所从事的

职业，热爱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把自己

的认识统一到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上来，统一到党

中央的精神上来，“只有这样，学习才有思想基础，才有感

情和热情。”［１］

其次，教师在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对教

育的对象———学生要充满感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

有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时刻牢记教育者教书育人的宗

旨，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要紧密结合学生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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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的一些具体问

题。如在科学发展观进大学生头脑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就

应充分了解学生的需要，施教前就要充分了解学生在成长

成才过程中还存在哪些与科学发展观不相符合的问题，然

后在教学过程中要针对学生的实际，运用科学发展观这一

强大的理论武器解决这些问题。每个教师都要带着感情

教书，带着感情育人，要在上了一堂课后，认真想一想，自

己为学生做了什么，教了学生什么，教得好不好，学生是不

是通过自己的教学活动成长了、进步了。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学生“学”之情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之主体是高校的学生，学生

学之“情”是指当代大学生对包括科学发展观在内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要真学、真知、真懂、真用，要带着感情学理论，

解决为什么学的问题，充分发挥学生在理论学习中的主体

性作用，实现由“要我学”向“我要学”的学习观念上的重大

转变。具体说来，学之“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把进行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习作为当代大学生的一种政治责任、精神追求和

思想境界。当代中国大学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

会主义大学的学生，他们是祖国的栋梁，社会的精英，他们

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习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高深的理论修

养是当代大学生行事立世的一种精神追求、思想境界，用

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大学生充满着

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为

谁发展等一系列有关科学发展的基本理论，他们懂得如何

处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懂得站

在科学发展立场、运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解决

自身发展的各种问题，他们是当今社会中最具前途、最有

希望的群体，是党和人民最可信任的新型人才。

其次，要真正体会到进行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对大学生成长成才所具有的重大指

导作用。高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高校

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造就千千万万

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

要的丰富知识和扎实本领的优秀人才”［２］。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没有这个途径，就不

可能培养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的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青年学生就不可能真正

成长成才。

第三，要确切感受到科学发展观给包括当代大学生在

内的中国人民带来的实惠。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人为本是其核心，坚持发展依

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科学发

展观的指导下，在全国减免义务教育学杂费、农村书费，建

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了全民医保，我们的教育

变得越来越公平，我们的校园变得越来越漂亮，我们的教

学设施变得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完备。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感情是二者相

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情感交流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教”之情和“学”

之情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动态交流过程。教师带

着感情教，学生的情绪才会调动起来；同样，学生带着感情

学，教师的真情实感才会彻底释放出来。因此，在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中，只有教师、学生二者的情感互相交流，互

相融合，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使教者教得舒心，学者学

得开心。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所讲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中“教”之情与“学”之情不是像“文化大革命”中所

鼓吹的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感情学的那样一种取

消科学思辨与实践检验的感情激情的狂热主义、蒙昧主义

和信仰主义。我们所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情

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认识

并紧密结合学生实际的基础上的，这种感情是理性的产

物，是朴素无华的，是纯真的。

二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都需动感
情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历史使命和教

学任务的必然要求

爱恩斯坦曾经指出，“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

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方面还

要大。即使是后者，他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

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３］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的主渠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着培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

着增强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道路认

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的重要任务。

因此，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实现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一直是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愿望。教师带着感情教，学生带着感情

学，“教”“学”互相动感情正是实现伟大使命和任务的有效

途径。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我们简直可以断

然声明，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情都不会成

功。”［４］因为“没有情感，日常生活将是一种毫无生气、缺乏

内在价值、缺乏道德意义、空虚乏味而又充满无尽交易的

生活……一切个人都必须通过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

和体验到的自我感和情感加入他们自己的社会。”［４］情感

源自需要，只有能满足人的需要或符合人的愿望、观点的

客观事物，才能使人产生愉悦的情感。需要产生认同，只

有主体感到是需要的，才会真正产生情感上的认同。

当前，以科学发展观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教学实质上就是一种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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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的教育，这种理论武装的教育要真正落到实处，必然

要求得到学生对这种理论发自内心的认同。传统的灌输、

说教方式理论教育由于形式过于单一、简单，根本不可能

在大学生中产生共鸣，难以得到他们的认同。调查显示，

当前“两课”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面对现实，不能帮助同

学们解决问题，教师与学生缺乏互动，缺乏情感交流，老师

照本宣科地讲，学生带着抵触情绪听。针对这种情况，我

们在充分认识在当代大学生中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

武装教育的规律的同时，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充

分发挥教师、学生“两个主体作用”，教师带着感情教理论，

学生带着感情学理论，教学中做到师生情感相互交融，从

而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既具有针对性，又富于实效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教师带

着感情教理论，才能真正使理论教学贴近学生、贴近生活、

贴近实际。学生带着感情学理论，才能真正从内心萌发一

种自觉学习的热情和愿望，从而提高理论学习的效果。通

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情的相互交流，学生在学习

思想政治理论时，逐步由对理论的认知转化为认同，由认

同产生情感，并由此形成正确的信仰、意志和行为，实现思

想政治教育的知、情、信、意、行的有机统一。

三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都需动感
情，是师生情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与“学”中

的有机统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动感情，主要在三个

方面下功夫，即教师的“教”要动感情，学生的“学”要动感

情，同时，“教”“学”二者要感情互动，产生情感交流，达到

在“教”与“学”上的感情融合。

首先，教师的“教”要动感情。在教学内容上教师要做

到有所取舍，教学中要言中有物，言中有己，言必由衷，言

之有据，要讲真话、讲心里话，要使学生们体验到教育内容

的真切，教学态度的诚恳，从而为师生在“教”与“学”中产

生情感共鸣创造氛围。在教学方法上，教师要大胆创新，

推动课堂教学的优化，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向更深领

域拓展，增强教学效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要将爱国主

义与学生的理想教育、情感教育结合起来，构建家庭、学

校、社会“多方结合”的育人合力，走出只重书本、单一说教

的老框框，将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诚实守

信教育、社会责任感教育与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相结合。

教师要带领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增强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育、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的体验和实效性。教师要

积极为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社会，搭建舞台，提供条件，让

学生们在实践中获得情感体验，增长知识才干，开发创新

精神，培养实践能力。

其次，学生的“学”要动感情。在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

义理论武装的学习中，学生要把理论学习作为一种强烈的

内在需求，要联系实际学，带着执著的信念学，带着实践的

要求学，带着不懈的追求学，带着需要破解的问题学，要把

思想政治理论学习贯穿于解决大学生现实问题的全过程，

贯穿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全过程。带着感情学理论就是

要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树立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当

代大学生在学习、认识和发展过程中要具有独立、自觉、能

动和创造的特性。只有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真正动

了感情，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才能真正得到体现，因为，带着

感情学理论实际上就是对传统灌输式理论学习方式的一

种否定，是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是由“要我学”向“我要

学”学习理念的重大转变。

再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之情和“学”之情是同

一教学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交流、相互融全，绝不能

截然分开。其中，最关键的是教师的“教”。因为在教学过

程中，教材内容的取舍、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气氛的渲

染、学生情感的调动等都取决于教师的“教”。因此，这就

要求施教者必须要以广博的知识、极高的理论素养、扎实

的专业知识、崇高和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深厚感情、对教育、对学生的高度责任心和事

业性来感染学生、教育学生，以教之“情”调动学生的学之

“情”。同时，强调教师的关键作用，并不否定学生的主体

性作用。相反，任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如果脱离了生

活，脱离了学生，脱离了实际，都是毫无意义的，是得不到

学生认同的。所以，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既要

高度重视教师的积极作用，使教师能带着感情教理论，又

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使学生能够带着感情学理

论，通过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双向和多向情感沟通，增

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运用和掌握政治理论

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总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教师“教”之情和学

生“学”之情的有机统一，是师生间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中的情感心灵撞击和师生情感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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