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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s of “bottom line education”, “high line education”, “Bottom 
line probability expectation”, “high line probability expectation” and so on. That the results of 
education of “bottom line education” or “high line education” will different in different school 
education levels. The “bottom line probability expectations” and “high probability of line expecta-
tions”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levels of school and different types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stage of 
universities education is the main stage of “practice to strengthen”. The “bottom line education” is 
also a great necessity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of China. The value of case education allows 
us to see that corruption is far from us and that the corruption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very 
damaging, and we need to know more about what we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high-line education 
is the main body of education, with the long-term inevitability of education, lack of ideology is the 
basic premise of corrup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should be the bottom line of education 
and high line educ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ottom line of education can play a role in 
protecting the “line of thought”. There is a hope that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a high line in heart, the bottom line in the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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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出“底线教育”、“高线教育”、“底线期望”、“高线期望”等概念，认为个体的“底线”和

“高线”其受到教育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不同学历层次学校和不同类型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其在社会生

活中的“底线期望”和“高线期望”不同，高等教育阶段是“实践强化”的主要阶段。高教系统的底线

教育也有很大的必要性，“底线教育”中案例教育的价值让我们看到，腐败离我们不远，意识到教育系

统腐败的危害性很大，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我们助长了什么不良现象。“高线教育”是教育的主体，

具有教育的长期必然性，思想不足是腐败的基本前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底线教育”和“高线教

育”并重，“底线教育”的实施是可以起到保护“高线思想”的作用，高等教育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

“心中有高线，眼中有底线”。 
 
关键词 

高等教育系统，“底线教育”，“高线教育”，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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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党章、党规的指引下，我党各级党组织积极组织“以案释纪明纪，严守纪律规矩”相关活动，针

对高等教育系统，需要认真学习和分析高教系统内部存在的问题，认清高等学校和反腐倡廉的辩证关系，

明晰高教系统思想作风建设思路，厘清遵守规矩纪律应注意的事项也非常必要。只有认清教育系统的作

用以及自身的独特价值，才能解放思想和更好地理解纪律的意义。总书记提出的“四讲四有”[1] [2] [3]
中的“四有”是有信念，有纪律，有品行，有作为，是对“四有教师”的深刻指导，为高校教师提出了

深刻和明确的要求[4]。本文主要讨论高校思想政治建设和反腐倡廉之间的辩证逻辑关系，以提高和阐述

对总书记系列讲话的理解。 

2. 底线教育的内涵 

2.1. 底线教育问题的提出 

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一部分是“底线教育”，“底线教育”就是要通过警示提高受教人群的“底线意

识”，“底线教育”就是“底线意识”牢记于心的教育模式，当受教育人群足够大，仅仅靠激励已经无

法完成如此庞大人群的管理的时候，一个持久的“底线规则”就会出台，对于庞大的组织或者人群，如

果没有规矩，就容易形成混乱，“底线规则”往往是遏制不良事件和不良倾向的一种约束规则，这些“底

线规则”就是约束组织(群体)或个体行为规则的准绳，“底线规则”作为行为规则的准绳可简称“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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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和“底线教育”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都存在的古老而又逐渐变化的

事物，从奴隶社会就已经存在的法律、政令都属于“底线”的组成部分。对于国家来说，宪法就是国家

组织行为的基本准则，里面含有了很多“底线规则”的成分，其它的普通法律则是针对某类行为的基本

规则和“底线”。“底线规则”和法律有重合的部分，并且，不同的人群，组织管理的准绳不同，要求

的“底线”高度或思想高度也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势必提出更高的“底线要求”，

作为我党的“底线规则”或者“底线准绳”，“底线规则”往往是高于法律要求的组织行为准则。另外，

我党以及党外群体组织也需要完成法律本身不能细化到的领域之中的组织、群体、职业的行为“底线准

绳”。对于我党来说，党章、党规就是基本的党员行为准则和“底线规则”约束，我党要求深入学习《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就是强化纪律和规矩意识，查摆突出问题，

突出了“底线教育”的内涵，这是新的历史时期腐败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我党执政难度加大的背

景下，党中央加强“底线教育”的一种党风净化举措。 

2.2. 不同层次学校的“底线期望”不同 

“底线准绳”既是组织行为的基本约束，也受组织内部荣辱观和道德良知的影响，因此，组织中每

个人的“个体行为准则”也和个体对于荣辱观和道德良知的理解和反应有关，每个人在处理不同事务时

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则”，这种“心理准则”也会因人不同而存在巨大的差异，换句话说就是“做人都

是有底线的”。一个人的“底线”和他受教育的水平有关系，从概率上讲，至少不能期望一个没受过教

育的孤儿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幸福家庭成长的青年两者做人、做事的底线一致，这也是教育成果在思想政

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也是教育服务于思想政治的重要保证。同是高等教育，不同层次的学校培养出来的

学生群体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群体底线期望”不同，“群体底线期望”是一个群体的行为底线水平的概

率期望，这就体现了高等教育差别导致的“群体底线期望”不同。教育成果输出的“群体底线期望”是

一回事，既影响个体的一生，同时，也会随着后期生活经历而运动变化。在社会个体发生腐败行为的过

程中，眼中有什么程度的“底线”，也和其成长的教育环境有关。与“群体底线期望”相对应的是“个

体底线期望”，“个体底线期望”是“群体底线期望”的组成部分，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关于“底线期

望”问题，不同的专业或行业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大概和组织中个体实现自我成就的途径有关。 
显然，这种“底线”只是一种概率期望，本身不能证明教育成果中个体的道德水平。教育不是必然

和教育成果的个体人生行为“底线”成线性正比关系，但是，概率性地存在“底线”差异是可能的。个

体“底线”一部分受群体“底线规则”的约束，一部分受个人的道德水平影响，道德水平不同的人，对

同一个“底线”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对“底线”的具体要求以及“底线”所传导的精神内涵的理解也

会产生差异，那么，我们就需要关注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从学术的角度来讲，研究群体及个

体的“底线意识”在如何复杂的作用下形成和发展也是一个全新的学术课题。 

2.3. 高教系统“底线教育”必要性 

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特殊的系统，高等教育系统承载了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两个重要的职能，部分

高校和部分教师群体也承载了服务社会的职能，该系统以高学历、高精神品位的知识分子为主，一般来

讲，这个群体容易在寻求自我实现的精神层面上诉求更高，其“群体底线期望”也应该更高，按照一般

道理应该是激励式教育为主。不过，有的时候，群体规则更多地以少数“不良分子”来决定，在没有一

定的规则的前提下，“不良分子”总是能够力图占有更多的资源，找到更加省力的“捷径”，甚至通过

控制资源形成明显的“控制优势”(或者可以叫“资源优势”)，这种长期可能存在不公正的“控制优势”

会压制“朴实”的教育劳动者和科研劳动者，对本来精神层面更高的劳动者形成一种“资源压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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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久而久之就可能形成不良的对教育工作者的心理“反向激励”，更多的“朴实”的劳动者逐渐也想

成为“资源占有者”。因此，一个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原则就是要抑制一些不良的“反向激励”的发生。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心理也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即使是高等教育系统，教育资

金的来源、教育资源的流向等等，也逐渐成为制约教育和科研工作者个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庞大的

教科研系统来说，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已经不是能够仅仅依靠科学兴趣来支撑，那么，资源就成为重要的

控制因素。在这个历史阶段下，资源配置和可能存在的优胜劣汰就成为一种必然，当存在资源分配不合

理的情况时，纪律和规矩就将成为必需品，因此，高教系统也一样需要讲纪律，讲规矩，纪律和规矩依

然是广大教师需要严守的底线。 

2.4. 底线教育中“案例教育”的价值 

最近中央倡导的“警示教育(月)”也是活生生的“底线教育”案例典型。那么，需要领会中央推行“案

例教育”的价值。 
1) 让我们看到：腐败离我们不远 
对于广大行政职员来讲，“底线教育”中案例教育能够让受教者感受到，腐败不是发生在遥远的外

地，而是就在我们的身边，说不定一不小心就会包括自己。对于高等教育系统，尤其普通的教师，往往

会觉得“腐败和自己无关”。然而，腐败往往就在自己的身边，高校教师需要警示的不仅仅是有资格盖

上“腐败”帽子的各类行为，也包括广大的“腐败”以外的灰色地带；另外，高校教师应该注意到，所

谓“反腐”，广义地讲，也包括“反思想腐化”的范畴，高校教师大概没有参加腐败行为的很高概率，

但思想腐化也值得警惕，高校教师较少有涉及金钱的腐败行为，却可以有着腐化的思想，或者仅仅是达

不到人民教师必要的思想高度，这些都是不可取的，现在，教师群体里面把教师仅仅当作一个谋生职业，

认为教师资格就是一个谋生的工具，这都不足取。也许高校教师的“现在”没有光环，但是，高校教师

依然很重要，因为高校教师有意无意之间在影响着国家的未来。 
2) 有助于了解“我们助长了什么？” 
“底线教育”中“案例教育”能够让受教者感受到，我们虽然远离腐败事件，甚至也没什么不合格

的思想，但是，我们无形之间可能纵容和助长了一些不良的东西。比如我们被迫地在一些时候不得不供

养一些腐败的行为。再比如所谓的一些“情商”，社会上一些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可以美称

为“君子成人之美”)，这似乎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处世哲学”之一，这些“哲学”也无疑阶段性地使得

某些不良现象得到宽容和助长，教育工作者不坚持真理也是可悲的事情，在腐败燃烧之前，我们也可能

曾经为其添补了大量的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意无意地助长了学生的不良思想、不良思潮，甚至以

“兼收并蓄”的概念来包容这种反向的助长。 
3) 意识到教育系统腐败的危害性很大 
另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教育系统的腐败[5] [6]虽然程度不算严重，甚至从出现频度来讲在全社

会并不算高发地带，但是，教育腐败危害确非常大[7]，一般的腐败影响若干年，而教育腐败影响的却可

能超过一代人。比如，现在很多地方的中小学有老师收礼的情况，并且可能数额不小，笔者曾经注意到

网上有小学教师过生日，班级学生家长凑钱送一套轿车的事件，当然，大多数的教师腐败现象从金额上

来讲基本无法和“轿车”相提并论，但是，这些行为却带有“全民腐败”的性质，其结果是在全民的思

想里面铸就起来了“全民腐败”的概念，铸就了“已经没有干净的地方”的社会倾向性认识，因为教育

系统应该最干净。最严重的是，这种腐败造成一种事实：告诉孩子们从小认可腐败、支持腐败，这就容

易在小孩子的心里形成“腐败就是现实社会的真理”、“腐败(金钱)是解决问题的手段”、“金钱万能”

诸如此类的认知逻辑，这种腐败的毒害，也远非仅仅影响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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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线教育”——教育的长期必然性 

3.1. 高线教育的基本内涵 

与“底线教育”相对应，这里提出“高线教育”的概念，“高线教育”可以理解为一种以某种对群

体或者个人能够形成吸引的精神力量，依据这些精神力量的教育和传播，形成一种明显的正向激励，以

期待受教育个体形成更好的道德情操，形成更好的行为动机，形成更好理想信念的教育模式。黄大年的

故事告诉我们：“人要有情怀”，“情怀”就是一种对个体的“高线要求”的一个范例。以这种高尚的

精神力量作为教育模式和促进组织及个人具备高尚的精神境界的教育行为就可以理解为“高线教育”。

“高线教育”和“底线教育”一样，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都有的古老而又变

化的事物。如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中国古代高亢的民族

情操支持的洋溢着社会责任感的教育目标，孔子的儒家教育就是一种典型的“高线教育”。韩愈的《师

说》中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就是说，教育工作者就是传授道理、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

解除学生的迷惑的，古代的“道”有着博大精深的内涵，这个“道”既有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也有道

德内涵。因此，从孔子时代的教育开始，我国的教育都不乏这种“高线教育”的身影。中国共产党发迹

时期，主要是一些有着新思想的仁人志士，在马列主义思想的“高线教育”的感召下，以人民解放和救

亡图存为己任，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信念，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是现代史上“高线教育”成就的典型

代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描画出来的完美的青年革命战士的形象，他曾有引领一代人的名言：人

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为虚

度年华而痛悔，也不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

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是何等的人情怀和境界？这也是“高线教育”成

就的典型代表。再如爱因斯坦的人生观：“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

我叫它猪栏的理想”。也如周恩来总理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诸此等等，一个有卓越成就的人，

基本都有一个高尚的灵魂感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很多理论都是“高线教育”的范畴，如“中国梦”、

“四讲四有”的倡议，就是属于“高线教育”的内容实例，对广大党员形成召唤和吸引。“高线教育”

具有教育的长期必然性，在主要适龄教育阶段应该是教育的主体。 

3.2. 不同层次学校的“高线期望”不同 

与前文“不同层次学校的‘群体底线期望’不同”相对应的是：不同层次学校的“群体高线期望”

不同。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不同学历程度的学校教育对学生“高线”思想的铸造有着不同

的作用，“高线”思想的铸造是一个持续不断地“注入”和“强化”的过程，是一个从“概念注入”逐

步到“实践强化”的过程，因此，不同学历程度的学校教育需要“接力塑造”，明确各自的义务和本阶

段的教育内涵。其二，高教系统内部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教育熏陶会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和高校

长期积淀下来的“精神特质”有很大的关系，具有一定的长期稳定性，也具有一定动态变化性。之所以

将高等教育单独拿出来讨论，主要在于高等教育阶段是“实践强化”的主要阶段，这种“实践强化”既

包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成型”等宏观的内容，也包括形如“择业观”、“兴趣爱好”等的实践演化，

这些学生个体的选择或者发展和高等学校或者高校群的整体“学术氛围”、“思想内涵”、“教育理念”、

“科学精神”、“人文关怀”、“社会认知”、“审美特质”、“家国情怀”等等元素均有关系，以上

元素或者也是高校影响学生的软实力，因此，不同的类型的高校也会有不同的学生整体“精神特质”，

也就有不同的“群体高线期望”。同样，与“群体高线期望”相对应的是“个体高线期望”，“个体高

线期望”同样是“群体高线期望”的组成部分，两者也是相互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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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高线教育”的历史价值 

1)“高线教育”的长期感召是民族教育的历史根本 
对于高等教育来讲，高等教育的第一位长期任务就应该包括建立起来一套含有丰富知识的“高线教

育”理论体系，形成一批“高线教育”催生的精英团体，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高线教育”催生的“精英

团体”并不是常规讲的掌握社会资源的利益群体，而是以某种精神特质的高线思想作为聚合基础。这里

并非想鼓吹“精英治国”，更不是反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说明教育本身是从人民群众

之中选拔和培育精英的过程，精英来自于人民大众，又忠于人民大众，是人民大众的时代代言人。精英

的培育和“精英政治”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属于教育理念，一个属于政治架构。精英的培育作为

教育的目标之一和全民教育并不是相悖的，人民教育既要广谱性地最大程度地开启民智，也竭尽所能地

培育有民族责任感、社会责任感，有高尚情操的各界精英。高等教育的长期感召和教化，是广谱性地最

大程度地开启民智的必要条件，也是“高线”精英群体催生、发展的必要保障，同时也是精英是否能够

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重要条件。 
2) 立党治国的根本 
立党治国的根本是凝聚或者塑造什么样的精英集团，并将这种精英集团加入到国家政治构架之中。

如果是一群“高线”团体(精神上的高线)成为民族的代表，那么，这种“高线”群体所容纳的“家国情怀”

就会形成团体内部的向心力，进而将这种向心力扩散和辐射到更大的范畴，也就是凝聚民心的过程。如果，

一个国家的政治构架中是过多地导致(不太属于高线的)“利益集团”构架为国家管理的一部分，那么，失

去的是组织内部的精神感召，留下的仅仅是“共同利益”，那么也必然失去向外的精神扩散力和感召力，

甚至形成“精英政治”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对抗”关系，带来的则更可能是精英(利益)集团和社会的割裂。 
3) 高线教育的思想功能 
从教育的角度讲，一定时期，社会心理结构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高线”泯灭，到一定程度则导致

某一类群体“高线思想”的滑坡，滑坡的典型标志是群体的大范围地抱怨“自己遭到群体的道德绑架”、

“工资不高，凭什么要求我们成为‘道德楷模’？”等等。有的时候，随着社会的变迁，我们失去了很

大一部分的思想高度，那么，似乎就需要从小孩子开始感召和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家长(某种情

况下代表社会)就可能成为否定对孩子传播“道德高线”之价值的力量，也成为削弱高线教育成果的重要

元素。当人民民众成为只善于索取和抱怨，只要孩子工作和高收入的时候，民族的精神驱动力就没有了

群众基础。因此，“高线教育”对于民族的淬炼不是几年的功夫就能达到，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对民族“高线”缺乏足够的认识，再加上社会管理的复杂性，民族规模的“高

线”下滑也是“温水煮青蛙”式的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和发展着，发展到一定程度，再治理和引导不容易

立竿见影，或者说，滑坡只需要一代人，感召就需要几代人的功夫。 

3.4. 教师个体与群体“高线”的社会价值 

教师群体失去“思想高线”最为可怕，主要表现在：1) 感召学生的精神驱动力已经不复存在；2) 没
有以身作则的奉献精神，再高的“高线”都容易被理解为“居心叵测的说教”。当教师纷纷脱掉“高线”

外衣的时候，国之危矣！在“高线”建设的问题上，高等学校往往成为“高线”思想的阵地，同时更是

向青年学生感召思想的重要途径，有的时候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当社会上的“高线”思想变得凤毛麟角

时，高校就成为“高线思想”的唯一保留地。高校对于“高线思想”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表现在民族

觉醒的发祥地，如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民族觉醒的发祥地绝不可能首先发生在市井之中。

如果社会难以被改变，教育目的就需要去改变下一代的孩子，那么，孩子就成为教育的希望，是民族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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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精气神”是很重要的，民族觉醒的时期，教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民族思想滑坡的

阶段，教育作为“高线思想”保留地的价值也依然很重要，因此，对教育系统的污染也就成为危害最大

的污染。教师失去“道德高线”或者“高线元素”逐渐滑坡就成为可怕的事件，一个民族“失去”了教

师，就等于失去了整个民族的未来。当一个民族感召者认为自己干的就是一个凡常的工作而已，当教师

的工作从“传道、授业、解惑”降格为仅仅为学生找到工作铺垫一些技能的时候，“道”之不存，“惑”

之无思，这样的民族只能是任由衰退。当教师的价值只用钱来衡量的时候，甚至连基本的物质保障都没

有得到基本满足的时候，教师的“高线”就更加难以体现，从教师个体来讲，如果收入成为教师自我认

可的唯一元素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民族思想的传播者，并且还一不小心成为坏思想的代言人，教师在

岗位上不能代表“高线”就是对民族和教育事业的最大危害。 
教育并不都是永远只服务于家长的期待，有的时候，教育是民族的教育，在“民族觉醒”的过程中，

心存“高线”的教育家成为思想的旗帜，如“李大钊”先生曾起到的作用，以高等教育的形式感召青年

学生，青年学生的“思想革命”是民族的需要，参加政治革命和军事革命也是民族的需要，但并不一定

是每个学生家长的期待，有的时候还可能存在学生和家长之间思想的割裂，这样的时代，教育导致的“思

想张力”是民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民族革命的重要驱动力，这就是信仰的力量，高等教育的教师个

体和群体往往是信仰的载体，是思想高地。 

4.“底线教育”和“高线教育”的辩证统一 

1) 思想不足是腐败的基本前提 
一个人心中无“高线”或者“高线”的高度不够，再或者是高线的立场不够坚定，往往成为腐败的

根源，思想不足是腐败的根源，人生情怀和境界不够往往是腐败的重要先决条件，权力及拥有权力过程

中逐渐出现的内心膨胀往往是腐败的温床。因此，从长期的历史角度来讲，长期有效的思想建设是我党

长期执政的唯一保障。 
2)“底线教育”的实施可以起到保护“高线思想”的作用 
必要的时期，必要的“底线教育”让受教育者明确“底线”是什么，远离“底线”是对受教育者的

一种警示，也是对远离“底线”行动的褒扬和鼓励，另一方面，改造或者剔除一些“不良分子”或“不

良思想”，也是对“高线”分子的尊重和鼓励。有的时候，底线教育的推出也是阶段历史条件下，“不

良分子”的比例达到一定量的前提下提出的和实施的。在实施“底线教育”时，需要把握良好的度，底

线教育目标是惩戒或者警示“不良分子”，达到推进和表扬“高线”分子的目的，如果政策掌握不好，

会导致“兔死狐悲”等伤害“高线”分子的效果。因此，底线教育是一个长期的符合国情和阶段历史要

求的持续性行为，而不是短期阶段性的某种“清除不良分子之运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主要

的原则。 
3) 底线教育和高线教育并重 
总的来说，思想不足是腐败的基本前提，换成另外一句话来说，“底线教育”是“高线教育”的阶

段性补充，“高线教育”是“底线教育”成果的长期保障，没有“高线教育”的“底线教育”难以长期

持续发展，没有“底线教育”的“高线教育”也不容易让“高线者”长期得到保护和鼓励。高校教师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既有“高线教育”的范畴，也有“底线教育”的范畴，“依法治校”既是从管理技术上

的理解，也是从“底线教育”入手的举措，廉政教育、警示教育，都是属于“底线教育”的范畴，“底

线教育”并不是和“高线教育”成为互斥的关系。“高线教育”的内涵以向心力建设为主要目标，“底

线教育”以警示教育为主，目的是鞭策那些可能离群较远的少数人。对于国家治理层面上，则有“法治”

和“德治”的差异，“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是大到治国小到教育的重要理论，“依法治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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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行为规则和”底线意识”，“以德治国”则强调的是从高尚的意识来号召、来感召。“底线教育”并不

和“高线教育”相冲突，而是教育和革命“担架”的两支木棍，都很重要，缺了哪一支都无法支撑。一

个国家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可能出现“底线教育”和“高线教育”侧重程度不同的情况，这是和经济社

会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关的，如果“高线教育”不能大范围地达到明显效果的时候，或者较大范围社会群

体达不到发展目标的时候，就经常需要强化“底线教育”，因此，“高线教育”具有长期历史性，“底

线教育”具有阶段历史性。 
4) 底线教育和高线教育的实施要有群体差异 
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采用的主体教育形式也会有所不同，可以针对性地有的采用“高线教育”为

主，有的采用“底线教育”为主的形式。究竟哪个是侧重点？一方面可以依据效果或者预期效果来决定，

既然“底线教育”具有阶段历史性，那么就需要通过特定历史阶段具体实践来佐证。另一方面也可以通

过群体的心理逻辑方面的差异来区别对待，这就涉及到“社会制度心理学”的研究范畴。 

5. 结束语 

本文提出“底线教育”、“高线教育”、“高线期望”、“底线期望”等概念，认为个体的“底线”和“高线”

与其受到教育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不同学历层次学校和不同类型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其在社会生活中的

“底线期望”和“高线期望”不同，高等教育阶段是“实践强化”的主要阶段，高等学校或者高校群的

整体“学术氛围”、“思想内涵”、“教育理念”、“科学精神”、“人文关怀”、“社会认知”、“审

美特质”、“家国情怀”等等元素也是高校影响学生的软实力，这是高教系统向社会输出的教育成果。

高校系统内部的部分“不良分子”通过控制资源形成明显的“资源压制”优势，可能形成不良的对教育

工作者的心理“反向激励”，因此，教育腐败也需要严格把控。教师“道德外衣”万万不可脱下，对教

师的教化也非常重要。高等教育系统需要底线教育和高线教育并重，“高线教育”具有教育的长期必然

性，底线教育和高线教育的实施要有群体差异。一个国家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可能出现“底线教育”和

“高线教育”侧重程度不同的情况，这和经济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关。总的来说，高等教育系统的思

想政治教育要“心中有高线，眼中有底线”，所谓“心中有高线”就是教育理念要将“高线教育”作为教

育的长期目标，以灵魂的感召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而在新的教育形式和教育新常态的情况下，需

要重视“底线教育”，警示教育就是“底线教育”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眼中有底线”，就是不能目

中无底线，不能轻视法纪，并把“底线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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