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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研究
杜武征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上海 ２０１４１８)

摘　 要:“课程思政”不能代替思政课程ꎬ其亲和力超越思政课程的“距离感”和“陌生感”ꎬ尽快将受众引入思政课程“境域”ꎬ
使受众在专业课的学习研究过程中对思政课产生“亲近感”和“熟悉感”ꎮ 新时代“课程思政”正因为通感专业课思想性、理论

性、熟悉感和人文性ꎬ并以专业课“求真”精神为支撑、“向善”意蕴为表达、“趋美”判断为体验ꎬ从而在思政课程和专业课之间

架起沟通和交融的传输纽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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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教师ꎬ要给学生心

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ꎬ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 [１]ꎮ 新时代“课程思政”伴随大学生真善美特质

的亲和力培育ꎬ其亲和力是“一种合力” [２]ꎮ “课程

思政”之所以得到推广和实践ꎬ一个重要原因就在

于中国不少大中专院校学生接受的专业知识和思

政教育出现“两张皮”现象ꎬ导致大学生上思政课仅

仅为了拿学分和应付考试ꎬ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

力的研究过程必然是思政课和“专业课”①之间如何

实现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对话和有机统一问题ꎮ 在

贯彻思政教育“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过程

中ꎬ新时代“课程思政”是“大思政”理念的实践要

求ꎬ其“理念是协同育人” [３]ꎮ “课程思政”不等于思

政课程ꎬ不可能完全按照思政课程的教学要求、教
学方法和教学模式ꎬ它是一种“隐性”课程ꎮ 而这种

“隐性”来源于“行为、态度和学校文化对于教授的

学生的无意识的影响” [４]３３１ꎬ新时代“课程思政”欲

要实现思政教育的政治性功能和立德树人宗旨ꎬ必
然要进行亲和力的熟悉感和跨学科转化ꎮ 进入中

国大中专院校的大学生在求学的一路征程中早已养

成了真善美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ꎬ这就为新时代

“课程思政”发挥思政课程育人功能提供了现实路径

和有效方法ꎬ也为新时代“课程思政”能够发挥其应

有的亲和力提供了精神支撑、话语表达和感官体验ꎮ

一、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通感专业课思

想性、理论性、熟悉感和人文性

　 　 尽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方向和功能在本

质上是一致的” [５]ꎬ但“课程思政”不同于思政课程

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其更接近专业知识ꎬ“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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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思政课程的一个优势在于其隐性思维和间

接传输ꎬ正是在专业知识的教学研究过程中传达

“课程思政”的亲和力ꎬ而这种亲和力在专业知识的

思想性、理论性、熟悉感和人文性方面是能够通感的ꎮ
就专业知识的思想性而言ꎬ哲学社会科学离不

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ꎬ自然科学也不可能丢失人文

的终极关怀ꎬ任何一门专业知识都内含一种思想性

的表达和叙事ꎬ思想性是伴随专业知识始终的ꎬ一
种德育的养成和塑造是伴随专业知识思想性始终

的ꎬ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在专业知识的思想性

中进行通感和表达ꎮ
就专业知识的理论性而言ꎬ任何一种理论之所

以能够成立和得到弘扬ꎬ就在于这种理论能够站在

时代前沿或者代表世界发展趋势ꎬ就在于这种理论

能够满足人们追求更加美好生活和实现人类全面

发展的需求ꎬ就在于这种理论能够将人类带入更加

文明进步的社会形态ꎮ 所以ꎬ呈现出来的、已被人

们接受的专业知识所带有的理论性从来没有离开

过“人的发展”这一鲜明主题ꎬ新时代“课程思政”亲
和力在人的培育和发展等方面是能够通感专业知

识理论性的ꎮ
就专业知识的熟悉感而言ꎬ由于中国大中专院

校的学生在求学的过程中皆有自己的专业知识选

择和素养ꎬ对自己的专业知识领域是比较熟悉的ꎬ
这就带有一种先天的熟悉感:凡是同自己专业知识

有关的领域皆是有亲近感的ꎬ在专业知识的亲近感

中会将关联性的知识也带入思考和判断的视野ꎮ
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将思政

教育的专业性同大中专院校学生专业知识熟悉感有

效沟通ꎬ从而将立德树人宗旨贯穿专业知识始终ꎮ
任何一门专业知识都不可能脱离它的人文性ꎬ

专业知识是人类发明创造和积累沉淀的结晶ꎬ专业

知识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伴随着人的存在和意义探

寻ꎬ而通观各领域专业知识的存在和发展ꎬ那些专

业知识之所以还在延续和传达ꎬ皆是不能离开科学

“求真”精神、人文“求善”意蕴以及愉悦“审美”判

断ꎬ这三者也是思想教育欲要传达的先进理念和人

文内涵ꎬ也是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能够切实走

入专业知识领域的人文性所在ꎮ

二、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以专业课“求
真”精神为有效支撑

　 　 “课程思政”是要解决“各类课程和思政课相互

配合问题” [６]ꎬ新时代“课程思政”同专业知识的一

个共鸣在于“求知欲”ꎬ在专业知识教学研究的“求

知欲”通感中增强“课程思政”亲和力ꎮ 马斯洛的成

长性需求中有“求知的需求”ꎬ“求知欲”有着“求
真”的精神支撑和追求ꎬ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

在“求知欲”中同思政课“求真”精神高度关联ꎮ
从认知模式的启动上看ꎬ人首先应当认识自

己ꎬ一种“求知欲”伴随人们自我认识的始末ꎮ 人类

获取的一切知识都是一种“求知欲”带来的转化和

沉淀ꎬ而“求知欲 ”无疑伴随着人类自始至终的“求
真”精神ꎮ 新时代“课程思政”并不排斥一切合乎人

类社会发展的“求知欲”表达和呈现ꎬ“求知欲”是伴

随新时代“课程思政”认知结构和思维过程的ꎬ新时

代“课程思政”亲和力伴随专业知识的“求真”精神ꎮ
在此ꎬ正是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带有的“求知

欲”打通专业知识的“求真”精神ꎬ思政课程的“求
真”精神也能同专业知识进行思想理念的有效贯

通ꎬ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同专业知识在“求知

欲”的动力源中产生共鸣ꎮ
从认知思维的连锁反应看ꎬ人的认知思维并不

是单一性的ꎬ人的认识结构和思维在运用的过程中

会产生连锁反应ꎬ以往的相关知识记忆会被激活ꎬ
新的知识也是在认知思维的连锁反应中被真正激

发ꎮ 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从认知思维模式上

是一种“求知欲”的再次激发ꎬ这种“求知欲”在动力

源上既激发专业知识本应有的“求真”精神ꎬ也在激

发思政课带有的科学“求真”理念ꎬ新时代“课程思

政”亲和力同专业知识在“求知欲”的动力源上进行

认知思维的连锁反应ꎬ从而使得新时代“课程思政”
同专业知识进行持续交融ꎮ

从价值判断的运行机理看ꎬ一种价值判断不是

凭空产生的ꎬ必然要寻找一种有效载体和依托ꎮ 而

专业知识也不是纯粹的孤立意识ꎬ专业知识的产生

是一种价值判断推动的结果ꎬ专业知识的“求真”精
神必然也有一种价值判断在持续推动ꎮ 新时代“课程

思政”亲和力在于其价值判断伴随人类“求知欲”始
终ꎬ“求知欲”也带来价值判断的进一步清晰的确证ꎬ
专业知识在“求真”精神的价值判断领域贯通新时代

“课程思政”亲和力ꎬ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在“求
知欲”的价值判断中交融专业知识的“求真”精神ꎮ

三、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以专业课“向
善”意蕴进行表达

　 　 新时代“课程思政”的优势在于专业知识的亲

近感ꎬ在专业知识教学研究的亲近感升华过程中增

强“课程思政”的亲和力ꎬ从而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

观、社会主义道德观ꎮ 按照埃里克森心理发展八阶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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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划分ꎬ人在 ２０~３５ 岁之间有强烈的“爱和归属”的
心理需求ꎬ马斯洛的匮乏性需求中亦有“归属与爱

以及被尊重的需求”ꎬ“亲近感”有着“求善”的意蕴

认可表达和人文关怀ꎬ新时代课程思政“要求教学

回归育人本源” [７]ꎬ其亲和力在“亲近感”中同思政

课“求善”意蕴有机联系ꎮ
从人类心理的运行机理上看ꎬ人们都不拒绝一

种“亲近感”ꎬ“亲近感”是走入“他者”的必要条件ꎮ
汉弗莱说:“人是环境的产物ꎬ心理是外界感觉的产

物ꎮ” [８]３８人类正是在一种“亲近感”的外部感觉中传

递“善意”的温和ꎮ 而中国大中专院校的学生都有

自己的学习专业ꎬ专业的选择在大学生日常学习思

考中已经塑造一种专业知识的“亲近感”ꎮ 新时代

“课程思政”欲要走入专业学习者的认知领域ꎬ必然

要在人类心理上呈现一种“亲近感”ꎬ唯有在“亲近

感”的表达中才能同专业课的“求善”意蕴紧密契合ꎮ
从日常行为的养成和塑造上看ꎬ个人的行为养

成不是孤立性的ꎬ一个行为必然是在同“他人”进行

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ꎮ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

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ꎬ在其现实性上ꎬ它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ꎮ” [９]１３９这一论断已经明确表达人的

社会性互动和影响ꎮ 而新时代“课程思政”的亲和

力必然要遵循人类认识和发展的规律ꎬ“课程思政”
正是在走入专业知识的“亲近感”中才能推动思政

课的“求善”意蕴ꎬ也正是专业知识带有的“求善”理
念一直在互动新时代“课程思政”的“亲近感”ꎮ

从个人习惯的传递和感染力看ꎬ人的习惯养成

必定是一个社会性的产物ꎮ 帕斯卡说:“习俗是我

们最强有力、最可信的仪式ꎬ它使机器就范ꎬ使心智

不思考就信了ꎮ” [１０]１５２－１５３一个学校的校风和环境必

定在无形中影响着大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和表达ꎬ
而一门专业课所带有的知识特征必然也在深刻影

响着受众对象的学科习惯ꎮ 新时代“课程思政”亲

和力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其“亲近感”是普遍性

的ꎬ这种“亲近感”在走入专业知识的“求善”意蕴中

是锦上添花ꎬ而不是多此一举ꎮ 专业知识的“求善”
意蕴在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中有利于学习者

的科学习惯传递和感染ꎮ

四、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以专业课“趋
美”判断充分体验

　 　 新时代“课程思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共通

专业知识的悦纳感ꎬ在专业知识教学研究的悦纳感

融合中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ꎮ 康德说:“美是在直

观中产生快感的东西ꎮ” [１１]３５ “悦纳感”有着审美判

断的形式连接问题ꎬ有着心理疏导的审美共鸣ꎮ 而

马斯洛的成长性需求中亦有“美的需求”ꎬ新时代

“课程思政”亲和力在“悦纳感”中同思政课“审美”
判断有效关联ꎮ

从情感生发的原理上看ꎬ人是情感的动物ꎬ没
有情感的人是不可能在人群中获得互动的ꎬ人既在

情感中实现交互性ꎬ又在情感中实现关联性ꎬ任何

形式的审美必然带有人自身持有的情感在发挥作

用ꎮ 新时代“课程思政”的亲和力就在于其不离开

人类情感进行审美判断ꎬ而专业知识也不是铁板钉

钉和僵硬难啃的ꎮ 进入中国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之

所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着熟悉感ꎬ就在于其专业

性的“贴近”和“软化”自然带有着情感的生发性ꎬ新
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在情感生发的“悦纳感”中
符合专业知识的“审美”判断体验ꎮ

从情感愉悦共鸣上看ꎬ一个人一旦在情感上能

够同“他者”产生共鸣ꎬ彼此之间“相互走入”是顺其

自然的ꎻ一旦一种理念在情感方面能够同“异境”产
生共鸣ꎬ二者之间很容易能够架起相互理解和沟通

的桥梁ꎮ 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在于其并不脱

离专业知识领域的情感共鸣ꎬ专业知识正是在受众

面前有了情感共鸣才会真正入耳入脑入心ꎬ新时代

“课程思政”亲和力在专业知识的情感共鸣中产生

充分的“审美”判断体验ꎮ
从情感效应的传达上看ꎬ人类的情感不会停留

于自身ꎬ而是向着众多的受众传达ꎻ专业知识的情

感效应也不会停留于学科局限ꎬ而是向着众多的跨

学科领域进行传达ꎮ 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在

于其情感效应的扩散性ꎬ而专业知识的情感效应也

不会局限于独有的学科领域ꎬ特别是在“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方面ꎬ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在情感

效应方面同专业知识进行实质沟通和交融ꎬ从而使

得新时代“课程思政”在同专业知识的亲和力中产

生充分的“审美”判断体验ꎮ

五、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以思政课政治

性功能和立德树人宗旨为基础

　 　 “课程思政”不可能脱离思政课程的关联性ꎬ二
者是“同向同行” [１２]ꎮ 特别是“课程思政”的“思政”
已经标识出其带有的“政治”属性ꎮ 新时代“课程思

政”亲和力在于其实践和运用并没有离开中国大中

专院校学生的专业知识本身ꎬ只是在其专业知识的

传授过程中将思政课的价值理念引导渗入进来ꎬ在
专业知识的教授过程中贯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合法合理性阐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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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认同方面ꎬ新时代“课程思政”必然要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专业知识领域ꎬ其亲和力

就在于新时代“课程思政”不同于思政课程的理论

讲述和阐述ꎬ而是以一种专业知识的价值意蕴表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现”和关联ꎬ以一种中国

大中专院校学生能够熟悉感知的专业领域和话语

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在场”ꎬ从而增强大学

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和中国价值认同ꎮ
在政治认同方面ꎬ新时代“课程思政”必然要将

中国共产党领导合理合法性论述渗入专业知识认

知中ꎬ其亲和力就在于新时代“课程思政”不同于思

政课程的历史性具体呈现和系统性逻辑论证ꎬ而是

以一种专业知识的“出场”背景进行叙事和展开ꎬ在
专业知识的发展史中穿插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历史

的真实性和合理性ꎬ从而使得大学生们能够深刻感

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伴随中国专业知识发展史的过

程ꎬ进而增强大学生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度认

同和拥护ꎮ
在国家意识层面ꎬ任何专业知识的产生和发展

都离不开人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ꎬ而人的认识是

不可能脱离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ꎬ新
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在人的教育问题上同专业

知识是有着共通领域的ꎬ“家国情怀”是二者都需贯

彻始终的理念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

法在人的教育养成以及专业知识的教学研究过程

中起着根本指导作用ꎬ从而使大学生能够在专业知

识的学习探讨中深刻感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重

要意义ꎬ“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ꎬ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

中” [１]ꎬ增强大学生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度肯

定和热爱ꎮ
在立德树人方面ꎬ专业知识是伴随中国大中专

院校学生学习始末的ꎬ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在

于其能够在大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化理论

为德行”ꎬ能够将专业知识的学习研究同学生自身

的思想道德修养进行有机结合ꎬ新时代“课程思政”
亲和力正是在专业知识的德行养成和培育上进行

真切发力ꎬ从而使思政课的立德树人宗旨能够转化

为大学生的日常自觉和行为习惯ꎮ

六、结语

新时代“课程思政”按照“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要求ꎬ解决思政课程同专业知识

之间的“隔阂”问题ꎬ将思政课程理念和宗旨通过

“课程思政”方式以实现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ꎬ进
而实现思政课程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ꎮ 就

理论意义而言ꎬ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欲要实现

思政课程政治塑造和专业课学理探讨的有机统一ꎻ
就实践意义而言ꎬ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欲要实

现思政课程文化育人和专业课成人成才在主导性

和主体性有机统一ꎻ就心智模式培育和成熟而言ꎬ
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欲要实现思政课程和专

业课在大学生知、情、意、行有机统一ꎻ就德育养成

和塑造而言ꎬ特别是在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方

面ꎬ新时代“课程思政”亲和力欲要思政课程和专业

课在“求真”“向善”“趋美”方面实现灌输性和启发

性有机统一ꎮ

注释:
①　 专业课:特指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域的课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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