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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理性与感性的关系 ①

张　燕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漯河４６２００２）

摘　要：思想政治理论课上由于理性与感性的关系掌控失当，往往不能使教学效益最大化。以骨骼和血肉作比喻，
分析理性和感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理性与感性有机统一，达到最佳教学效果。坚持理想信念，防止软骨病，不

断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持续补充理论钙质；有意识参与社会实践，丰盈血肉、营养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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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很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心中迷茫：到底以何种理念

驾驭课堂，才能使教学效益最佳？有些教师过于重视书本

上的理论知识，往往狠挖理论深度将枯燥深奥的理论内容

传授给学生，把课堂变成了自己的学术讲坛，学生则不甚

感兴趣，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有些教师则非常注重课堂氛

围，常常以视频、图片、音乐等媒体形式，以师生互动、交流、

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形式等内容构建课堂，但往往又流

于形式，对教材的解读仅仅停留在语言文字或符号图表的

层面上，缺乏理性的厚重感，使教育教学走向无序和肤浅，

达不到教学目标的要求［１］。因此，认清思想政治教育中理

性与感性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我们的思想政治教

育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２　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理性与感性的关系
２．１　理性、感性的含义

理性一般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发展活

动。它是与感性相对而言的，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

自然进化原则来处理问题的态度。社会学角度来讲，理

性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

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本文中的理性，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存在的理论，二是以

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己的

一种思维能力［２］。

理论具有严谨性、逻辑性和步步为营的精密推理性

质，因此它完全符合骨骼的本质特征。理论的另一个特

点是高度抽象性、概括性，可以用一两句话或一个简洁的

数学或逻辑公式概括整个领域乃至整个人生的复杂问题

或复杂关系，骨骼同样可以清晰的勾勒出人形，并支撑起

整个人体。

感性指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产生的感觉、知觉和

表象等直观认识。它的对象是事物和世界的现象，是事

物纯粹表现出来的表象。本文所指的感性，同样包含两

层意思，一是指生动的课堂教学形式，诸如事例、音乐、视

频、情境、教师的人格魅力、非理性因素以及诸如演讲、游

戏等教学方法，二是运用这些感性教学形式直通学生感

官，带动学生了解事物表象背后本真世界的兴趣，激发学

生学习理论知识的热情［３］。感性的教学形式五彩缤纷、

有声有色，学生喜闻乐见，血肉亦有这样的作用，它附在

骨骼上，观之美丽、触之可亲。

２．２　骨骼与血肉———理性与感性的关系
２．２．１　从结构上看骨骼与血肉的关系

血肉必须依附骨骼而生长，骨骼决定了血肉的结构、

形状、大小、走向和生长范围。

理论的内容、被理解和接受的难易程度以及思维能

力培养的难易程度决定了采取何种感性形式、决定了感

性形式量的多少、决定了一组感性形式中不同形式所占

的比例。

２．２．２　从功能上看骨骼与血肉的关系
血肉依附于骨骼生长，充实机体，美化骨骼，形成人

体的基本轮廓。同时骨骼又必须以血肉为动力产生动

作，骨骼自身的生长也要通过血肉提供营养，骨骼的坚实

粗壮也还是靠骨骼肌牵引下的活动锻炼。骨骼是血肉的

支撑，而血肉的存在是骨骼存在的意义，骨骼与血肉构成

了完整的生命，正如理性和感性构成我们的人性一样。

理性是我们的骨骼，是我们社会人站立于天地之间的前

提，但是若缺乏了血肉则过于突兀生硬，而至自寻灭亡。

感性是我们的血肉，但是若缺乏了理性的前提，则易陷入

软弱迟进的颓势，也同样无法生存。

学习是一个知、情、信、意、行统一的过程。其中知是

后面四者的基础，而理性又是认知的核心内容，所以无论

情感还是行为，离开了理性和人的思维，便失去了维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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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根基，正如血肉离开骨骼陷入软弱迟进，无法生存。

外在的理性化的认知要内化为个体自身内在的价值信仰，

除了要求理论内容本身具有科学性，还取决于教育的具体

方式能否激起受教育者的心灵共鸣，这就是骨骼必须以血

肉为动力产生动作，理性必须借助于感性作用于个体。感

性形式之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因为情感是个体价值世界构建的基础，是个体树立理想

信仰的前提，是个体精神价值追求的内在驱动力［４］。

３　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理性与感性的有机统一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达到较高的课堂教学质

量，就要找寻到理性与感性的平衡点，实现有机统一，这

种统一是在理性是骨骼，感性是血肉定位上的统一。系

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生动开放的感性教育模式共同构筑

了完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正如坚强的骨骼和丰满

的血肉组成一个健壮的生命机体一样。

３．１　坚持理想信念，防止软骨病
教师自身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品质。

育人先育己。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推进，许多崇高

的理想信念被无情颠覆。一些教师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

心安理得的接受家长的请客送礼，更有甚者暗示索要钱

物；一些教师心思不在教学上，课堂上愤世嫉俗，单纯的

把社会的消极面展示给学生，不做正确深刻的引导，政治

观点消极；一些教师学术论文造假、抄袭、甚至由他人代

笔，还有一些教师成为代写代发文章的掮客。这样的教

师显然心思没有放在教学上，在课堂上既不会有理论深

度，也不会探索尝试感性形式。

教师要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责任

感。这是由教师职业面对的服务对象的重要地位所决定

的。青少年学生是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社会的主

体。教师只有增强教书育人的责任感，通过教书育人为

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才能得到他人和社会的认可，才能有

成就感、幸福感和荣誉感，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５］。

教师的师德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对学生

人格的塑造、健康成长成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教师日常生活和教学中要坚守公民基本道德、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既要言传，又要身教。教师的职业

道德不仅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更

重要的是教育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和义务。

３．２　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持续补充理论钙质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

展一般规律，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它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

现在世相纷乱复杂，只有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持续补充理论钙质，才能拥有强大力量与智慧去观察和

解决问题，才能坚定理想信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

多读较新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例如学习哲学要读《费

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唯物主义

和经验批判主义》；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读《资

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等。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掌握，才能吃

透教材，才能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本质，才能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把思想切实

统一到党的基本理论、实践、方针上，才能更好的引导

学生。

３．３　参与社会实践，丰盈血肉、营养骨骼
从知识层面讲，我们的教材都有一副好骨架。作为

全国通用的教材，更是只能提供骨架。但是它缺少血肉、

缺乏生气，因此，如果教师授课时只拘泥于课本上的理论

知识，就会使课堂显得“骨感”，不够“丰满”。这就要求教

师把自己的血肉奉献给它，营养骨骼。也就是教师结合

自身的阅历、经验和能力，在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上

下功夫，使教材内化为教师授课行为的一部分，真正做到

融会贯通、熟练驾驭、精辟讲解。

要达到上述要求，教师需做到两点：第一，除了学校

组织外更要自觉地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学习考察

和学术交流活动，使自己进一步了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了解国情，了解世界，开阔视

野，丰富教学素材。更重要的是，教师只有自身有丰富的

阅历，实践反应到人的头脑中，使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才能真正深刻的吃透教材、重建教材。第

二，了解和掌握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探索符合教育教学

规律和大学生特点的教学方法，提倡启发式、参与式、互

动式、案例式、研究式教学。多用喜闻乐见的语言、生动

鲜活的事例、新颖活泼的形式，活跃课堂气氛、启发学生

思考，把科学理论讲清楚、说明白。

教师做到以上两点，骨感的教材就具备了丰盈的血

肉，不仅观之美丽、触之可亲，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这

些血肉还营养了骨骼，使之既有钙质，又有胶原蛋白，两

者比例适当，拥有了强大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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