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获得感”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其提

出源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的时代背景。它不仅体现了共享发展理念，更是衡

量社会民生水平及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学

界对“获得感”的研究肇始于2015 年2 月27 日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

首次提出“获得感”这一概念。此后，人民“获得感”

便引发学界持续关注并不断升温。

教育部在《2017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

量年专项工作总体方案》中指出：“为深入贯彻落实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打一场提高高校

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切实增强大学生对思

政课的获得感。”[1]由此正式提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获

得感的概念。为全面系统掌握当前关于思想政治

理论课获得感研究的基本情况，明确未来研究方向

及可探索空间，本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相

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近五年来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研究基
本概况

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平台上，采用高级检

索的方式，设定检索主题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含

“获得感”，共检索出203条结果（截至2019年12月

24日）。其中，期刊文章共163篇（CSSCI、北大核心

来源共46篇）；硕博学位论文共35篇（博士论文3

篇，硕士论文32篇）；会议文章（含外文）1篇；报纸4

篇。现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研究（期刊、硕博

论文）发文数量情况如图1所示。

由图1可见，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研

究呈逐年上升趋势。2016—2018年期刊发文数量

呈直线上升，2019年尚未结束，知网预测年底期刊发

文量将达到101篇，超过2018年的69篇；而2016—

2019年硕博论文发表数量逐年递增，这表明当前关

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研究已成为热点并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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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温。由于“获得感”一词于2015年始自提出，故当

年未有发文，2016年起发文数量持续走高。尤其是

2019年硕博论文发表数量达到26篇，表明相关研究

正越来越系统化，并不断向纵深发展。从发文的绝

对数量上来看，一方面反映出目前学术成果还不够

多，研究空间较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前研究理论

体系还需完善，亟须拓展研究的广度。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获得感”的内涵

目前学界对“获得感”的内涵研究尚未达成共

识，但都认可“获得感”包括“获得”与“感”两个基本

维度，是“获得”与“感”的耦合，是客观与主观、物质

与精神的统一。对于“获得感”中“获得”与“感”的

关系，学者们均认同“获得感”是在“获得”的基础上

生发的“感”。对于“感”的内涵理解，学者们基本认

同基于取得收获或得到实际利益而产生的“获得

感”是一种积极的主观体验——既包括情感层面

的，又包括心理层面的[2-3]。而对于“获得”的内涵理

解，不同学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学者们在基本认同“获得”包含外在的物质性

获得与内在的精神性获得的基础上，形成了三种观

点。第一，结果论。认为“获得”是名词，是对人“需

求”的满足，是实际的占有和得到某种利益[4-5]。此

观点下另分为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获得”是得到，

从供给侧出发，强调“获得”需要供给方提供实实在

在的东西，彰显公共性意蕴[4]，由此产生的“获得感”

是指得到后的满足感。另一种则认为“获得”是取

得，从需求侧出发，强调“获得”不是对象被动接受

的结果，而是对象主动求取、主观选择的结果[6-8]，体

现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由此产生的“获得感”是主观

期望与客观供给之间相匹配的收益感[8-9]。更多的

学者认为“获得”包含得到与取得的双重含义。代

表观点是程仕波和熊建生（2017）提出的“思想政治

教育获得感是教育者的‘供给’与教育对象‘求取’

双边互动的结果，是两者的辩证统一。”[10]第二，过程

论。认为“获得”不仅是名词也是动词，是一个不断

抓取获得目标、获得内容的动态过程。其本质是一

种主体间平等互动、积极推进、渐次累积的实践活

动[11]。第三，结合论。认为“获得”既是结果，也是过

程，是二者的结合。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内涵

1. 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主体

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内涵的研究，首先

涉及其主体，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观点：第一种认

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就是教育对象的获得

感[9-10, 12]。如，张艳丽和何祥林（2019）认为思想政治

理论课获得感是指大学生从思政课中获得个体成

长发展需求的满足，进而产生的积极心理体验[13]。

第二种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应该包括教育

者的获得感和教育对象的获得感。如，张业振

（2018）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的获得

感和教育对象的获得感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

获得感的完整内涵[14]。第三种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

获得感虽然由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获得感共同构

成，但核心是教育对象的获得感。如阎国华（2018）

认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获得感的高阶目标

是学生与教师共同的获得感，但其中的核心是学生

的获得感[9]。

2. 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组成

学者们依据不同的分类方式对思想政治理论

课获得感的组成进行了不同的划分。从持续时间

上来看，可分为短期性获得感与长期性获得感[4]。

从作用方式上来看，可分为直接性获得感和间接性

获得感[6]。从获取方式上来看，可分为主动的获得

感与被动的获得感[10]。从表现形态上来看，可分为

过程中的获得感与结果的获得感[10]。从作用方面上

来看，可分为思想获得感、情感获得感、道德和规则

的获得感、成长获得感[15]。此外，从层次维度上来

看，刘经纬和郝佳婧（2018）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获

得感主要由表层的情感获得感、内层的思想获得感

和深层的行为获得感组成[2]。从范围上来看，杨志

平（2018）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包括知识能

力获得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获得感，审美

获得感与人际交往获得感[16]。从情感体验上来看，

张艳丽和何祥林（2019）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

感由满足感、共鸣感、充实感和成就感在内的一系

列主观感受组成[13]。同时，李菊英（2018）认为获得

感不仅指使学生在知识上学有所获，而且还要让他

们在此过程中体验到喜悦、满足、荣誉、尊严、自豪

图1 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研究发表论文数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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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感受[17]。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生成

1. 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生成过程

从生成过程上看，学者们从方式手段和演进过

程两个方面形成了不同观点。从方式手段来看，程

仕波和熊建生（2017）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

形成过程大致分为获取—映射—行动三个阶段，受

教育者首先寻求思想政治教育给予的精神利益，其

次将其与自身心理预期进行关联，最后通过行动对

得到的精神利益与客观现实进行契合检验[10]。

从演进过程来看，陈娟（2018）认为从心理预期到有

效参与是“获得感”的萌生阶段，从客观获得到主体

认同是“获得感”的形成阶段，从实践转化到自我实

现是“获得感”的升华阶段[18]。

2. 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生成逻辑

从生成逻辑上看，可归纳为“三点论”和“四点

论”，学者们均从不同的侧重点论述了思想政治理

论课获得感的生成逻辑。

“三点论”的代表观点有：刘经纬和郝佳婧

（2018）认为教育对象的积极化参与、教育内容的契

合化整合和教育方法的开放化选择构成了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生成的内在逻辑[2]。此外，从情

感发展规律的视角切入，黄铭和温惠淇（2018）认为

学生的情感是从“存在感”到“获得感”再到“意义

感”[19]。其中，学生拥有其主体性感觉的“存在感”是

“获得感”的主体前提；而经由“获得感”得到的“意

义感”是人生格局拓展和情感升华。

“四点论”的代表观点有：张学亮（2017）认为掌

握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是大学生思想政治理

论课获得感的生成前提；依据学生需求施加教学供

给是其生成重点；创新教学形式是其生成关键；理

论联系实际并在实践中检验是其生成保障[20]。宁文

英和吴满意（2017）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生

成路径可以从情感预设与期待、心理共情的延展、

有效对话的达成、意义共享的实现这四个宏观层面

来进行考量，它们分别是“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实

践逻辑和理论逻辑运演生成的起点、成长点、关键

点和落脚点。”[6]

（四）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因素

对于影响或者说制约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

课获得感的因素，学界主要从教学“供给侧”方面和

学生“需求侧”方面出发进行了探讨。

从教学“供给侧”出发，学者们认为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教学语言等是制约大学生对思政课获得

感的主要因素。如，张一（2018）认为，教学内容的

不科学配比、教学方式的不合理供给以及不时尚的

语言包装已经成为制约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的

重要因素[21]。与此观点类似的还有闫国华（2018）提

出的部分教学内容联系现实社会生活不够紧密；部

分话语方式相对学生接受习惯存在错位；部分教学

方式相对教育技术发展稍显滞后等问题[9]。此外，

石文卓（2019）认为课后学生的教学反馈是影响思

政课获得感的拓展因素[22]。

从学生“需求侧”出发，教育对象的合理预期与

感受能力成为主要因素。如王易和茹奕蓓（2019）

认为，教育对象不能产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合

理预期，对于实际获得的正确认知不够，使得“最

先一公里”难以迈出，是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提升

一开始遇到的现实阻碍[23]。张艳丽和何继祥(2019)

认为大学生对获得的感受能力是影响“获得感”的

主观因素，而对获得的感受能力不仅涉及大学生

个体接受意识与意愿，也涉及大学生个体知识储

备与结构[13]。

此外，也有学者从客观条件出发分析了影响思

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因素。其中既包括思政课

课程建设和学科建设程度，也包括思政课教师的个

体素质及以学生为主体的意识，最后是高校协同思

想政治理论课共同育人的生态环境。

（五）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提升路径

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不同界定，学者

们也给出了不同的提升路径。有人认为增强思想

政治理论课获得感就是要提升学生的获得感，也有

人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认为理应从师生双

主体入手[24]。目前学界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大学生

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提升路径上，而对于教

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提升研究较少。仅

有杨志平（2019）提到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自身的获得感[16]，陶倩和易小兵（2017）提到要

促进教师科研获得感与教学获得感的互促互进[24]。

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提升路

径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思政课教学改革方面。目

前来看，主要有从教学各要素出发和从具体课程出

发提出“增强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获得感”两种路向。

1. 从教学各要素出发提出提升路径

从教师个体来看，多数学者认为师资水平是提

升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的重要保障[13, 16]，教师需

在转变教学理念[13, 17, 25]、提升个人理论功底[13, 17]、深拓

教学内容[25]、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13, 25]上做文章。与

此相近，有学者认为需要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的个人魅力——包括其思想魅力、学术魅力和人格

肖钰菠：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研究述评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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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26]以切实增强学生的获得感。

从教育理念来看，大部分学者提出要以获得感

为着力点进行教育理念改革[9, 14, 17, 27]，树立“以生为

本”的教育理念[28]。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如

张业振（2018）提出转变教育理念就要关心教育者

在教育过程中获得了什么，而不是一味给他们提要

求，要同时关照所有参与者的获得感[14]。

从教学内容来看，大部分学者都提出要加强教

材建设[14, 16, 29]。此外，张一（2018）提出要以教学内容

的理论透彻性彰显思政课的深度，以教学内容的现

实解释力体现思政课的温度[21]。李菊英（2018）和张

业振（2018）等都认为要根据学生需求加强教学内

容的针对性，转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14, 17]。

从教学方法来看，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要以推进

教育方法改革创新来增强思政课“获得感”[10]。针对

课堂中的具体教学方法，学者们普遍认为要提升课

堂的生动性和亲和力[13, 17, 26]；注重教学内容理论深度

与教学形式创新兼顾[26]，即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

术[13]，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相结合[19]；设计环节提高

学生的互动参与[30, 31]，注重实践教学[28, 30]。

从教学考核来看，针对如何在考评过程中通过

合理的考核方式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

感”，学者们认为要兼顾理论掌握与实际表现，体现

过程性与多元化[26-32]，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的

亲和力。

2. 从具体课程出发提出改进策略

针对大学本科生五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课

程，学者们提出的改进策略具有明显的课程特点，

也更有针对性。

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朱国栋

（2018）认为在导论的讲授中就要点明马克思主义

对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类解放的追求，在“三大规律”

的讲授中最好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实

例来凸显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思想，使学生得到

思想的获得感[15]。

针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课程，余保刚（2018）提出运用叙事教学法

来提升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获得感。即以故事作为

课堂内容的起点、教学探索的主要来源和逻辑主

线，将教学主体、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有机整合在

一起，使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有机统一在教学

叙事中[33]。

针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朱孝红（2017）

认为增强大学生对“纲要课”的获得感要坚持价值

导向，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历史问题，全面

地、多角度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问题[34]。

针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马晶钰

（2018）从课前深入调研；课堂充分利用新媒体；课

后不断提升教师自身教学能力三个方面探析了如

何使思政课真正“入脑”的具体措施[35]。易莉（2019）

则提出运用道德推理的方法以提升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获得感[36]。

针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郭凯（2018）认

为要提升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的获得感需要做

到三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个人发展与国家

发展相结合，知识讲授与道德教育相结合[37]。

以上是集中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提出

的路径，也有学者从其他方面创新了路径。例如：

王润稼（2018）认为只有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入大

学生的现实生活，才能真正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获得感[38]。

三、述评与展望

总的来说，当前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研

究正不断向纵深发展，问题意识更加凸显。尤其针

对如何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这

一问题，学界做了大量探索，不论是基于实践教学

经验还是理论逻辑分析，学者们均从不同方面提出

了具体的提升路径，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此外，学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内涵进行了

有效探讨，尤其是对“获得感”本身从词根词源、构

成方式、内在要素与主要内容上进行了深入剖析，

尽管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却从不同角度给予了我们

更多的思考空间。但客观而言，作为近几年来提出

的一个新概念，尤其近三年才将“获得感”这一思想

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学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获

得感的研究时间还较短，无论是研究内容、研究范

围、研究方法都亟须完善。具体来看，当前研究尚

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内涵尚不明确。目前学界对“思想政治理

论课获得感”与“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区分并不明

确，仅有少部分学者做了简单阐述，但未进行详细

界定。但从逻辑上来看，二者不可等同混用。此

外，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内涵、分类和构

成要素，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某种程度上说

仍处于“众说纷纭”的阶段。

（2）相近概念未做辨析。现今“思想政治理论

课获得感”的提法取代了以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效性”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满意度”的提法，但却鲜

有学者对其概念从学理上进行辨析。仅有李雪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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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和“思想政治理

论课实效性”的异同从主客观立场和内涵特征上做

了有效区分。诚然，作为思政课的评价方式，三者

有相似之处，但却有着本质性区别。明确三者的内

在规定性，才能把握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

侧重点，否则其路径与以往所提出的思政课改革路

径也只是大同小异。

（3）研究对象失衡。首先，当前研究总体呈现

出对学生的“获得感”谈得多、对教师的“获得感”谈

得少的特点。而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来看，其

参与主体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因此探讨思想

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理应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入手，

如果只侧重于一方则违背了教育规律。其次，对于

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提升路径，学界从“供给

侧改革”谈“获得感”的提升较多，而从“需求侧改

变”谈“获得感”的提升较少；即对老师的要求较多，

对学生的要求较少，这已然是一种失衡的体现。学

者们在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概念界定时

均强调学生的主体性，但在提升路径上却只谈从加

强“供给侧”改革入手，而极少从“需求侧”转变——

从学生自身出发谈他们应当怎么做。然而，如果仅

从教学供给方要求转变，这样的“获得”仍只是被动

的获得，不能体现学生的主体性。

（4）缺乏足够的调查研究。目前学界对思想政

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研究多是将“获得感”作为思政

课改革的目标遵循和价值取向，并且仍停留在经验

层面和理论探讨层面，较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调查

目前学生对思政课“获得感”的现状。尽管学者们

从不同方面列举了许多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

课获得感的因素，却未通过具体调查数据得以确

认。相关研究仅有邵雅利（2018）从认知度、认同

度、吸引力、感染力以及参与度五个层面构建“获得

感”的层次维度，对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的现状

开展了问卷调查；周海涛（2016）等从参与机会、认

同程度、成就水平和满足状况四个维度，采用教育

学和心理测量学的方法，对民办高校学生获得感进

行了调查与分析；胡慢华和高峰（2019）对高职思政

课“获得感”测评体系的研制进行了研究。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未来应重点推进以下

方面的研究工作：

（1）厘清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概念。只有

对其含义达成基本共识，才能明确提升“学生的什

么获得感”，而不是像现在笼统地谈“获得感”。为

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结合多学科视角

（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测量学），归纳总

结出“获得感”的基本特点和基本意涵；结合思想政

治理论课德育课程性质，推及“思想政治理论课获

得感”的特点和构成要素。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出发，探讨“获得感”蕴含的哲学理念，明确

“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价值遵循。第三，从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和“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基本内容着手，明晰“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内涵。

（2）注重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获得感的研

究。作为思政课教学的关键，教师是否有“获得感”

直接关系到其教学热情、教学态度和教学效果，从

而也直接影响到学生“获得感”的体验和程度。对

此，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影响思政课教师获得感的因

素上。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研究教

师获得感的生成机制，从教师获得感的生成来源探

寻影响思政课教师获得感的因素。第二，从思政课

教学“协同侧”出发，考虑教学环境、待遇保障、师生

考评机制、校园文化氛围等客观条件对思政课教师

获得感的影响。第三，探析“师生获得感”的相互作

用机制，从“有效互动”与“积极反馈”等方面出发研

究影响教师获得感的课堂因素。

（3）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实证研

究。如何测量大学生的获得感、怎样构建大学生思

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测评体系，是科学评价思政

课效果的关键所在；了解当前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获

得感现状，明确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获得感的影响因

素，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获得感的提升策略和思政

课的改进措施。未来需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细化

研究：第一，借鉴社会民生领域“获得感”的定量研

究方法，开发研制出高效科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获

得感测评工具或量表，并进行检验；第二，选取广

泛、典型的样本进行现状调查，了解当前存在的突

出问题；第三，形成系统完善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获

得感”测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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