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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话语作为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重要因素，是师生情感沟通和信息交流的重要媒介。当前思政课

教师话语权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困境，其话语引领力、感染力和渗透力不断被削弱。基于此，思政课教师

要善于借助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中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以提升话语权威，掌握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主导权，让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真正入脑、入心、入行。本文主要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应用于提升思

政课教师话语权的价值意蕴，来探讨如何利用心理学相关原则和方法提升思政课教师的话语权和思想政

治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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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ourse, a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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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be-
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current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with their discourse leadership, infectivity, and 
penetration constantly being weakened. Based on thi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should be adept at utilizing important principles and methods in the psycholo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enhance discourse authority, grasp the dominant pow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in the new era, and truly imme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into the brain, heart, and practice.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value implications 
of applying psychology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enhance the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and explores how to use relevant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psychology to enhance the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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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话语权即主动权，话语权的掌握与运用对于塑造社会认知、传递价值观念、维护利益关系等多维场

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对于思政课教师话语权提升路径的研究在当下新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

就理论层面，一是为社会思想政治建设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增强文化自信；二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领

导地位，规范社会秩序，助推社会改革；就实践层面而言，有助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域的困境， 
能够为相关部门和学校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教学路径，把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把握在手中，为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支持和智力保障。同时，本文从思想政治心理学视角

展开探究是一个新的视角，以话语权为着力点，结合心理学的相关原理指导，于思政课的实际教学效果

提升具有现实意义。 

2.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相关内涵 

(一) 话语权 
话语权这一概念经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借以剖析话语背后的微观权力。话语权定义为“人

们通过说话来赋予自身权力，并且通过说话来实践这一权力，包含着‘被听闻、被认同、被实践’的内

在逻辑。”福柯说：“话语是一种权力关系，它意味着谁有发言权，谁无发言权。”(约翰·斯道雷，2001)
话语权是指在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个体或群体在话语领域中拥有的权力和能力。话语权在现

代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除了包含权力，也包含了权利，具体表现为：一是话语与权力的双向互动，

话语在与权力的关系方面，并非是完全的被动，也是权力的塑造者，能对权力及其运行机制进行改造和

重塑。二是话语中权力与权利的相互交融，一定意义上，话语权是一定社会行为主体通过影响它者的权

力，所表现的是一种话语能力与话语实力。在现代话语权中，权力与权利能够彼此关联，并且互相转化。 
概括的说，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它是通过对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现实的历

史叙事而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影响力。简单的说就是，通过话语引导、支配或控制社会思想和社会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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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体现了话语的功能与实质。 
(二)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指为特定社会或社会群体主动占据话语高地，对教育对象有主导性、目的性

地言传说教，施以思想道德、政治理念等方面的话语权力影响，以及其在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作用。它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社会属性，是一套完整的语言符号系统，伴随

社会化进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对当前社会意识形态要有所回应并体现出特定社会阶段环境下的时代性。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需要施教者的言行统一实现自律与他律并存，方可获得认同

发挥出话语最大实效(牛海彬，2010)。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进行价值取向、思想观念、

政治意识等交流的重要媒介，并起到一定认证、联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信度与意识形态认同的效度

作用。 

3.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应用于提升思政课教师话语权的价值意蕴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心理学相融合而形成的学科，既包含思想政治教育的基

本原理，相应的也有心理学的应用法则。心理学知识应用于思政课教学，有利于老师了解和把握学生学

习心理、学生个性，进而转变思政课教学话语方式、提升教师的话语权。 
(一) 有利于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关系的积极转变 
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同为教育的主体，在突出教育者主导地位的同时，也要注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

传统的思政课多以教师说教、命令、传授为主，忽视了以学生为主体以及他们对于思政课的个性化需求。

教育者学习掌握心理学知识，了解学生对思政课的真实需求，聚焦于学生本位，以实现与学生的心理相

容。如小学生群体应注重学习基本道德认识，中学生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国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制度的

学习，大学生则应注重培养其政治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思政课老师应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

来施教。心理学知识应用于思政课老师话语权的提升，有利于增强思政课教师的话语引领力，一改传统

式教学忽略学生主体需求的模式，改变学生对思政课刻板、枯燥的印象进而缩小学生对思政课教师的距

离感，从而促进当代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关系的积极转变。 
(二) 有利于改变传统式思政课教学的误区 
传统的思政课教学多采取是自上而下的、以“说”为主的灌输方式，这样容易使教育者和教育对象

产生对双方和思政课的心理误区。思政课教师认为只要采取灌输式的教学方式，照本宣科地读或讲授书

本上的知识点，学生就能够理解。相应的，面对老师的形式化教学，学生群体选择忽略，甚者会产生逆

反心理，认为思政课是一门枯燥且“无用”的课程。长此以往，无论是教育者还是教育对象都会质疑思

政课开设的必要性，甚至演变成对思政课的轻视和反感。 
心理健康教育更注重学生的个性特点，倡导以尊重、共情、积极关注的态度关注学生。通过心理健

康教育的方式可以有效解决学生思想问题，引导他们走出误区，正确理解思政课的意义。因此，在实际

教学活动中，将两者有机结合有助于改变传统式思政课教学的误区，提升思政课教师的话语权效力。 

4. 思政课教师话语权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 话语主体被质疑，意识形态主导权“式微” 
第一，思政课教师自身的心理矛盾，导致其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发生偏差。思政课教师作为话

语主体，肩负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宣导作用，自身的心理矛盾表现为与社会发展要求有差距，马克思主义

理论功底有待于提升，其次是心理品质的不成熟，在教学过程中，不能通过学生的言论或者表情捕捉学

生的学习诉求和心理需要，导致学生对话语主体产生质疑，教师的话语主导权也慢慢变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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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思政课教师与教育环境的矛盾，教学内容体现的时代性不充分。一方面，新媒体技术的发展

为多元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场域，使各种异质信息毫无筛选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另一方面，

网络导致学生沉溺于网络世界，隐性逃课率不断提高，部分思政课教师仍局限于传统说教而不深入学生

心理，不能做到与时俱进，话语引领力不断下降，出现教师上课“自言自语”，讲台下方无人附和的现

象。其次，教学方式方法不具备亲和力，部分思政课教师仍采用硬管理的教育方式，不遵循学生的心理

认知规律，学生对思政课产生反感，甚至否定思政课教师作为“师者”的主导角色，作为话语主体被质

疑，其对于意识形态的主导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二) 教学文本话语解释“贫乏”，不能激发学习动机 
需要是人的生理和社会客观需求在人脑中的反映，是个体在生活中感到某种欠缺而力求满足的一种

内心体验和状态，需要是教育对象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动力，因此，思政课教师应积极引导、激发教

育对象学习政治理论和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在需要的基础上形成动机。思政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渠道，对于教材文本和实际授课中教学话语转译的阐释依然有赖于不同教师话语能力和理论功底，部

分思政课教师不善于钻研教材、转化为自己的教学语言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加涅认

为，真正的学习是在学习动机的指引下进行的，没有学习动机就没有学习行为。 
从现实教学实践来看，目前思政课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或是照本宣科地读课本知识，或是用抽象、晦

涩的话语来解释相关理论概念，在将教材话语转译为教学话语时，理论阐释往往过于抽象，不能很好地

结合实际，因此会造成学生听不懂、不想听的情况。在如今大力提倡思政课教学话语方式创新的背景下，

思政课教师已经能够结合当前热点话题，在教学话语中有意识增加动漫话语、网络话语的使用，增加与

学生话语的共鸣，但是当下互联网的极速勃兴与全面铺展，学生接受思想教育的形式各种各样，传统的

上课方式已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需要提升话语影响力，激发学生学习动机。 
(三) 教学话语缺乏“温度”，忽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人的喜怒哀乐就像一年四季般自然发生，无法回避。但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引导教育对象以积极的

情绪状态投身学习、工作和生活。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要求更加全面，加强对教育对象的心理疏

导和情绪调节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和基本职能。在此境遇下，教育者应当积极转变心态、

认真提升个人学识素养回应时代要求，这是讲清、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前提。当前思政课堂不乏有只

注重知识灌输、忽视学生感受，缺乏对教学的热情、难以与学生贴近互动等都是思政课教师面临的重要

挑战。 
当前学生群体普遍出现的焦虑、抑郁、自卑、愤怒等情绪均是负性情绪，这些情绪在每个人身上都

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存在。及时调节教育对象的负性情绪，培养积极情绪，使教育对象的情绪处在健

康、稳定的状态，这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心理功能。带来的挑战是思政课教师如何将理论话语、

教材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以此来贴近学生，以及如何学会运用话语沟通关注、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当

前部分思政课教师急于求成、过分关注学生的知识掌握，忽视学生的负面情绪，言语生硬、激烈，不符

合新时期思政课的育人要求，更达不到育人效果。 

5.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视角下思政课教师话语权提升策略 

(一) 聚焦学生学习接受心理，提升话语的说服力 
话语权主要体现为话语主体所具备的影响力，思政课教师要树立起话语权威，掌握话语主导权，让

学生们能够信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伯鲁从以下三个方面研究教育者的威信，第一方面是教育者对人的

态度，即公正、友好、诚恳；第二是教育者的业务水平，第三方面是教育者的表达能力。 
因此，思政课教师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确保教学话语的正确性，更需要具备公正、友好的教育态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0604


荣露 
 

 

DOI: 10.12677/ap.2023.1310604 4815 心理学进展 
 

度，表现为能够主动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乐意俯下身子倾听学生提出的建议，做到在学习探讨中赢得

学生的尊敬，做好学生的引导者，赢得学生的信任。更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不仅用

真理的力量说服对象，还要用言语魅力吸引、感染教育对象，用高超的语言艺术征服教育对象，使他们

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形成良好的思想政治品德。 
(二) 借鉴思政课心理引导原则，增强话语的吸引力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心理引导，要强调因势利导，即要因其势，不逆其心；要导其向，不纵其谬。周

恩来曾指出：“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

(周恩来，1984)。 

第一，利用一定的诱因激活教育对象的学习动机。要善于抓住社会契机，激发教育对象的学习需要。

思政课教师话语要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善于利用各种纪念日、重大社会实践等挖掘教学话语内容，不

失时机地对教育对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如，利用“九一八”“七七”等纪念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还可以将一些贴近学生实际的社会现象作为讨论素材，让学生自己参与进来，形成自己容易接受的话语

方式。思政课教师要善于将教材语言转化为教育对象感兴趣的话语，激发学习动机，使教育对象以主体

需要为核心的内在动力系统和以思政课教师为主体的外在推力系统有机结合，提升思政课的吸引力。 
第二，善于激发学生的无意注意，进而引起有意注意。根据霍夫兰的认知说服理论，要使思想政治

教育富有成效，教师需要选择适当的信息传递方式，以灌输教育对象的无意注意，进而激发有意注意。

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整体把握学生的兴趣范围，新媒体时代，教师可以充分运用互联网的发展

成果来创新教学手段，运用音频与视频等方式辅助话语教学，对学生的听觉与视觉等感觉器官产生刺激，

从而提升话语吸引力，增强学生在课堂上的体验感。 
(三) 尊重学生话语权，做有温度的思政课教师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教师要善于站在教育对象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心理互换原则，尊重学生话语权。如对话交往一反传

统思政课单向式“话语霸权”教学模式，是心理互换原则的重要体现，意指教师不是话语的绝对控制者

和支配者，而是真诚的对话者，老师和学生处于平等的互动和合作关系，善于用对方的观点、立场和看

法来处理问题。首先，应善于倾听学生的观点，使用有效的沟通技巧，促进师生间的交流；其次，要建

立积极开放的交流环境，让学生敢于交流和表达自己的想法，思政课的根本目的是立德树人，在教授知

识的同时也要浸润学生的心灵。例如，教师可以借助相关辅助教学活动，如演讲、辩论、微电影制作等，

发挥学生的积极能动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合力，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内化生成相应的思想品质和行

为准则。 
“对话”教学还应该延伸到课堂教学之外以网络和实践教学为平台的第二课堂和日常生活中，试图

产生共鸣贴近他们的身心，处处体现以生为本，以人为本。但仍值得关注的是，放手学生“不为”的同

时，教师仍需要做好教学话语的设置和自身理论话语功底积淀的“有为”，这样才能引发学生理性思考，

发挥教师话语的“把关”和“导向”作用，避免在对话教学中忽视思政课的最主要目的。 

6. 结语 

“最好的教育就是学生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发挥了潜能。”

(杨芷英，2019)本文从心理学视角探讨思政课教师话语权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提升路径，目的是增强思想

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提升学生的课堂获得感，发挥思政课的心理辅导功能，让学生真正走进思政课、热

爱思政课，明白思政课的重要意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正确认识“世

界和中国发展大势”，做新时代“四有”好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进而巩固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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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真正实现思政课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与为国育才、为党育人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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