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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

必要性、可行性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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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当前高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政理论课大多依然采用传统的灌
输式教学模式，效果低。新形势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传统的显性教育的弊端、高职院校学生身心发展的需

要等各方面因素都决定了高职院校必须重视和加强对学生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经验和当

前隐性教育资源的广泛存在，也给加强对高职学生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可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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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曾经对素质教育的片面理解而忽视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人们对教育尤其是思政教

育开始了反思，对思政教育问题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热

潮，尤其是２００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２００４〕１６号）及

２００５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２００５］５号）

（以下简称《意见》）颁发实施以来，各地高校都加强了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思政教育理论还是实践都取

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各种关于思政教育问题的研究

中，针对普通高校的居多，针对高职院校的少，对显性教

育方面的多，对隐性教育方面的少。本文针对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和特点，来分析和探讨加强隐性思想

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１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隐性教育的必要性
１．１　由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所决定

从当前高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来看，思想政

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政理论课大多依旧采用传统的灌

输式教学模式，效果低，实践教学虽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

加强，但其德育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加上学校总体评价

体系是以就业为导向，致使学校管理中有意无意地忽视

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德育评价以一些显性指标为标

准，致使学生思想更趋功利化，对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

内在动力不足［１］。

１．１．１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

目前各高职院校按照《意见》的部署，一般都开设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

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形势政策等课程，还有大多数学校开

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以娄底职院为例，理论教学课时

分别为５４、３６、１６、１６课时，理论教学课时量得到充分的保

障。同时，各高职院校加强了思政课课程建设，尤其是３

门主干课程，各学校都建成了一到两门院级精品课，有的

学校建成了省级乃至国家级精品课程，即使有未做精品

课程建设的，老师们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上都做

出了很多积极的探索和改革。以娄底职院为例，他们把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建成了一门院级精品课

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课程进行

了模块化教学的探索和实践，同时，该校把就业教育也纳

入思政教育体系，并把职业与就业指导建成了一门院级

精品课程。所有老师在教学课件的制作方面精益求精，

还编写或购置了各种各样的教学辅导资料。德育基地和

师资队伍建设也得到高度重视和加强，就湖南省来说，每

年都要举办思政课骨干教师培训，各高职院校都按要求

派人参加，不断为思政课教师队伍充电。然而，多数教师

的课堂教学基本上还是自导自演，学生主动性没有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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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因此，在学科教学设计中融入德育的目标，已成为

“隐性教育”的重要方法。

１．１．２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

在积极探索理论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同时，高职院校

思政课老师在思政课社会实践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有益

的探索和创新，指导组织学生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社会实

践活动，比如社会调查、参观访问、各种形式的辩论会、演

讲会、伟人故事会、诗词朗诵会、红歌会、以及其他文明礼

貌活动、公益活动等等，通过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使枯燥

乏味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变得生动活泼，激发了学生对思

想政治课的学习兴趣，对提高思政课的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际效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很多学校在组织学

生社会实践活动时基于组织的困难、经费的不足等因素

而流于形式，或拘泥于狭小范围，实践教学的润物细无

声、潜移默化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

此外，各高职院校还充分发挥了学生工作处、团委和

党支部及辅导员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利

用学生工作、党团工作在学生中广泛开展遵纪守法、党建

以及团结合作、助人为乐、积极进取等优良传统的教育，

这些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然

而，在一些高校，学生社团越来越像官方组织，实践活动

越来越像课堂教学，德育教育越来越像运动等，一些道德

情感体验和熏陶等隐性教育内容也以很明确的显性方式

表达，既失去了教育的艺术性，又使之形式化、泛化。

可见，近年来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显性教育

得到了高度重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隐性教育明显得

不到应有重视，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形势下高职院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特点和要求，因此，如何加强对高职学生的隐

性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去探索。

１．２　由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所决定

２１世纪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多元文化的发展和碰撞为

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多元文化给

社会生活各领域同时树立了多种价值标准，导致价值观

的多元化及各种价值观的相互冲突；各种思潮、观念、思

想相互激荡，相互交融。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电子技术

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被广泛应用，特别是互联网，既为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新渠道，提供了新武器和新手段，

也带来了新考验，通过网络载体，大量外来信息鱼龙混

杂，把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都渗入

进来，这就考验着大学生的选择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

面对不断涌现的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陌生的价值目标、行

为方式和思想意识，由于学生对于各种文化所内蕴的价

值观缺乏必要的甄别能力，从而导致高职学生价值观迷

茫，价值取向多元化，甚至是非观念模糊。单纯的显性教

育已经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给高职学生带来的复杂

的思想意识。

１．３　由传统的显性教育的弊端所决定

一直以来，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公开、显性、

直接为特征，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目标明确的外显方式

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方式在教育过程中往往

只对受教育者进行正面理论宣传，尽量回避那些错误的

思想言论、事实和社会现象，突出强调教育者意识的权威

性，把教育者的价值观强迫灌输给学生。然而，高职学生

作为９０后大学生，在目前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全新的经济

与人文环境的熏陶下，已经或正在形成鲜明的自主、自

立、自我负责的独立意识，因此，这种传统的“灌输”模式

常常导致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甚至演变为一种消极反

抗的病态心理：盲目抵触教育者的任何正确的思想、意见

和主张，对教育内容采取消极的抵制态度。如在思政课

教学课堂上，他们或者呆若木鸡、麻木不仁，或者用手机

看电影、打游戏、听音乐、聊天。相反，只要老师谈及一些

社会问题，则表现出兴致勃勃。可见高职院校仅仅依靠

传统的显性教育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显得被动

滞后，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

１．４　由高职院校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所决定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高职院校招生主要有两条

渠道，一是高考最后一批录取的高中毕业生，二是中职对

口生。这就决定了高职院校生源质量较差，学生素质参

差不齐，相对于本科生在学习动力、学习习惯和人文素养

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还有一些学生心理存在自卑感，专

业思想不牢固，学习过程情绪低落，缺乏兴趣和动力。因

此，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针对不同状况的学生

有的放矢，进行更多的心理辅导，激励他们忘记层次差

别，消除自卑感，正视自我，牢固专业思想，全身心投入学

习，这样，单纯的显性教育模式显然不能满足高职学生身

心健康发展的需要。

２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隐性教育的可行性
２．１　传统的隐性教育

我们熟知的“孟母三迁”，说的是孟子母亲为了孟子

的成长而三次选择居住环境的故事。孔子亦认为：“里仁

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这和“孟母

三迁”故事一样，都强调了选择居住环境的重要性。

关于“言传身教，以身作则”这一成语，也有这样一个

典故：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五口人，三代同堂。两位老人

七八十岁了，老了走不动了，儿子媳妇觉得是包袱，决定

把他们丢进大山里。一天晚上，他们把两位老人装进一

个大竹篮里，抬进大山。当他们正准备把两位老人扔下

不管时，他们的儿子在旁边说话了：“父亲母亲，你们把爷

爷奶奶丢在大山里，这个大篮子就不要丢了。”两人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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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问儿子，为什么要把篮子带回家。儿子回答：“等

你们老了，我也要用这个大篮子抬你们进山，把你们丢进

大山里。”夫妻俩心里慌了，赶紧把两位老人抬回家，好心

侍候，再也不敢不孝敬父母了。这个故事说的就是“言传

身教”的问题。

此外，还有“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比喻一个人生活

在美好的环境中，自身也会耳濡目染而受到陶冶，使自己

成为优秀的人；相反，如果长期处于不良环境中，久之也

会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等等。这些充分说明了在中国的

传统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视用隐性的教育手段来教化人，

而且有着明显的成效，它给我们今天从事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２．２　现实生活中隐性教育资源

隐性思想教育崇尚“生活即教育”。其在载体渗透上

体现广阔的延展性，突破了大课堂、小讨论等传统形式，

将教育活动延展到各种文化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在教育

媒介上突破了以语言、文字为主的逻辑传导，拓宽至情

景、形象、行为等具有整体感染功能的多种传播媒介中；

在教育时空上打破了传统的在规定的时间、地点进行集

中统一教育的封闭模式，在社会生活的广阔时空范围内

进行，呈现出一种全天候、随时随地获得思想道德体验的

状态［２］。笔者认为，隐性教育资源是指在实施隐性课程

中可能发挥作用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载体。这些载体在

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隐潜于教育活动

中，通过受教育者无意识、非特定的心理反应发生作用，

内隐地引导受教育者在其生活环境中通过直接体验或耳

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来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

思想品德，并外化为自己的行为。

事实上，对于受教育者来说，他们更多时间是处在隐

性教育资源的熏陶中，如身边的教师、学校管理者、环境、

制度、各种社团活动等等，这些每时每刻都在对学生的政

治思想品德素养的形成产生着重要的影响［３］。因此，重

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挖掘各种隐性教育资源在高

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德育功能，既是摆在各高职院

校领导和思政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一

项切实可行的工作，这些工作做好了，将大大提高高职院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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