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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的需要是研究一切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与前提，需要满足的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证明与充实。因此，

从人的需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系为基础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内涵，进而通过大学生的需要视

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困境的研究，从中找寻对其困境的超越。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

是国家的未来与民族的希望，因此对其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研究具有引领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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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ed of man is the basis and premise of studying all human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the process 
that needs to be met is the proof and enrichment of human essential power. Therefore, on the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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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 of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need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can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of sense of gai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n obtain 
the sense of research of difficulties throug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perspec-
tive of the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so as to find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ir difficulties. As an im-
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youth group,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hope 
of the nation, so the study of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ense of gain has a leading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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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016 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

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
因此，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视大学生的需要。马克思没有一篇著作单独论述人的需要，但是

其“需要”观点散落在著作中的各个角落。需要从行为心理学层面分析促使人们投入实践活动的心理因

素，从经济学层面分析通过外界的诱因和供给从而实现需要的产生与满足，从实践论的层面分析人的本

质需要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本文在人的需要视域包括以上各个层面，但主要是从人的实践层面探讨人的

需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作是人的一种必然需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内涵以及意

义、提升的困境以及路径。 

2. 人的需要视域重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意义 

所谓“获得感”是指人们的某种期待或需求满足后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2]。需要与获得最常见

的构成行关系应是饥饿与吃饭，通过牙齿咀嚼与胃的消化满足人们由饥饿产生的生理需要即生理之“感”，

通过大脑思考与记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则是思想方面之“感”。这个感，就是在教育者做了“大餐”

进行灌输的时候，如何让受教育者在“吃到”的基础上产生“吃不够”、“吃好”的感觉。因此，笔者

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定义为，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式，由于生

存需要、发展需要、享用需要等方面的满足而产生的主观积极感受，这种感受的产生与实践活动的意识

与能力息息相关。以下，笔者将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需要的契合关系进一步阐明此概念。 

2.1. 重视人的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 

需要是有机体内部以及周围环境的某种不平衡状态的反映，是个体在生活中感到某种欠缺而力求获

得满足的一种心理状态[3]。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满足国家统治的需要，还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还是两

者兼顾，这是当代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由于受到“灌输论”的肤浅化理解，部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往

往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仅仅是从外部进行灌输教育，部分受教育者认为是“被洗脑”的实践活动。但是本

身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就是应需要而产生的。每个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虽然不同，但目的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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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为了国家的需要，而是为了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实现美好生活的需要。个体思想品德的

发展和完善是人的内在精神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思想政治教育正是满足这种精神需要的途

径。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的观点分析，人类社会所有矛盾行为是人对自然提供的现成

的条件不能感到满足，不甘心仅仅按照自然本性生活。但同时人又是一切动物中最无能为力的，这种生

物上的弱点恰是人的力量的基础，是人发展自己独特的人类特性的大前提[4]。人需要思想，人需要思想

方面的教育，来让人们过上区别于动物的生活，来增强人的本质力量，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思想政治教

育正是帮助人们实现对现实的超越，提高目标的追求层次，为更大更艰巨的实践提供目标与动力。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外在强加于人的活动，而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引导与激励，推动人能够通过思想

将自身的活动作为思想对象加以反思，从而为自己的生活确立根据的活动；它是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

生存方式，是人的生命生存重要方式之一，是人的生命实践生存的内在诉求[5]。从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所

必需的实践活动这个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满足人的需要尤其是精神需要，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思

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也才能使人们满足根本的精神需要进而产生真正的获得感。 

2.2. 人的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内容向度 

人是匮乏性的对象性存在和基于匮乏性存在的对象性活动[6]，人的需要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集。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海徳的认知体系平衡理论指出，人们与各种认知对象发生的关系称为感情关系，有喜

欢或者厌恶等不同的评价与情感。P 代表认知者即主体，O 代表客体，X 代表客观事物。因此，笔者将思

想政治教育获得感以及需要的内容向度，从受教育者与教育者以及教育内容的三者的关系作为两个向度。 
首先，受教育者与教育内容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三大个体

功能，即个体生存功能，个体发展功能，个体享用功能([7]: p. 64)。换句话说，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满

足的个体的生存需要、发展需要以及享用需要，满足这些需要才能产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获得感，下文将

简称为三大需要。生存需要的满足，即思想政治教育既能够使人们很好的掌握物质世界，又使人能自主

的构建意义世界；发展需要的满足，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塑造人的品德、促进人的发展；享用需要的满

足，是指使个体在满足精神需要的同时从中体验到满足、幸福和快乐。这里提到和“需要”以及“获得

感”息息相关的另外一个变量，即“价值”。从受教育者角度讲，他们在精神需要匮乏的前提性，会考

量哪一种满足其精神需要的方式价值更大，在这样的预期之下才能够相应产生更多的获得感。其次，教

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在教育中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希冀自己在该实践活动中获得精神

世界的改变以解决他们在现实中问题，还有需要精神世界的“指路人”的需要。因此，他们有安全的需

要，被尊重的需要，归根到底即“关系”的需要。获得，不是接受，词源是“主动性捕捉，主动取得”，

其间区别类似于野养与圈养的区别。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获得感产生的基础，是受教育者感到了教育

者对其有获得意识与能力的信任，感到了教育者需要他们去获得的动力。一旦教育者变成了给动物园的

动物的“投喂者”，即使采取提问、小组讨论、研究学习等各种方法，学生的反应还是差强人意。在思

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对教育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尤其高，只有达到足够高才会形成相应的获得感。思

想政治教育是对人的三观、信仰等进行搭建或者“手术”，大学生已经在之前的生产生活中有了较为完

备的精神世界，因此如果两者关系的需要无法满足，受教育者尤其是大学生会发生确认偏差，即会忽略

甚至怀疑人们矛盾的证据，会将可能对他们信念系统的挑战解释为对他们自我效能、总体自尊和一般幸

福感的威胁，也就是无条件逆反的根源[8]。 

2.3. 需要的满足过程和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生成过程同步 

一个需要的满足又会产生新的需要，从而不断推动人与社会的发展[9]。需要的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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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感的生成是同向、同度、同时的，并且一定都是要通过实践才能够满足和产生的。其一，需要具有

可变性和发展性，通常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之后才会产生高层次的需要。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也

是随着生存需要、发展需要、享用需要的满足，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深化。并且，如果低层次的大学生思

想政治获得感无法得到满足，高层次的满足感也无法持久或者达到。因此，需要的发展过程与思想政治

教育的生成过程是同向的，与实践的方向相同，都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方向。其二，需要具有紧张性，

获得感具有需要满足之后的愉悦感。需要是个体在生活中感到某种欠缺而力求获得满足的一种心态，因

此是一种由于匮乏而引起的驱动力。而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是精神需要得到满足后的感受。精神方面的

需要越匮乏，思想政治教育的获得感越强。因此，需要的满足过程与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生成过程是

同度的。其三，需要具有周期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也具有潜伏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难以

被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考核标准，就是因为思想的“获得感”大多数不是即时性的，很有可能要经过一

段时间的积累以及现实的实践才能有获得感。而人们的需要，也是需要人们通过实践，通过人的本质力

量的外化才能实现。尤其是精神需要的满足，更是要通过长时间的实践才可以得到满足。因此，需要的

满足过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获得感的产生是同时的，均要经过实践的过程才能够产生。 

3. 阻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提升的困境 

从大学生的需要角度切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贴近实际的现

实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水课”，学生的“无条件逆反”，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感受到“被观众”

等现象，均是现在获得感困境的外在表现。 

3.1. 无法满足大学生的“被需要”的需要 

只有满足大学生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这项实践活动中的“关系”的需要，使他们身处在一个安全的、

互信的环境之中，才能够有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生成的土壤。首先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不需要”大

学生的状况，大学生“被需要”感较低。首先，一旦将教育实践的点头率、点赞率、参与率、互动率作

为其政治立场的判断标准，大学生的“被需要”之感就会成为“被观众”之感，获得感也就无从谈起。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较低的课堂中出现几种情况：“不听不要紧，不要说话就行”、“你们这样

的学生，政治倾向有问题”以及讲和正确政治立场不同的观点迎合学生的错误价值观等。复旦大学的杨

泽波教授，在毕业生致辞上面上了一句话，“没有掌声，似乎就不是好的致辞，这是社会低俗化的表现。

就像老师讲课不敢说自己的观点，必须取媚同学的笑脸。”在实际思想政治教育展开时，却有低俗化的

倾向。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涉及真理观，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教育者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者，

部分教育者错误理解的真理的先验性，用预设的、一成不变的理论去灌输，将学生作为了意识形态灌输

的容器。在这种教学思路下，面对大学生已然基本成型的三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也必将处于对

立，在思想政治教育这项实践活动中也很难形成获得感。最后，再加上大学中，思政课这一主渠道的老

师的流动性，难以构建一个和谐的、安全、稳定的关系，本身即无法满足学生产生足以改变三观以及信

念的社会需要，也就无法形成获得感。获得与获得感的一字之差，就在于教育者是否能够真正地关爱学

生。 

3.2.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无法激励学生的需要 

大学生需要思想明灯，但大学生们“不需要”思想政治教育，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在被抖音、快

手、明星、游戏等各种途径抢占对人们精神需要的满足力。 
一方面，从精神产品的需要来说，大学生由于自身的年龄以及阅历，有较为庞大的精神需要以及与

之引起的匮乏感与紧张感。大学生尚未进入社会，大部分人尚未明确知晓自己的人生定位，处于自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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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积极探索阶段。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生成的一个好时机，也是一个大挑战。资本逻辑的冲击，

思想教育资源的碎片化和多渠道化，导致部分大学生追求满足短暂的、功利的满足精神需要的途径，不

少学生因此形成了异化的、冲突的、复杂的思想品德结构。但同时，这样的“快餐性”、“碎片化”资

源也无法满足大学生的三大需要尤其是发展需要与享用需要，这也给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提供了一个切

入口。另一方面，对精神需要的供给来说，难以给予有效的精神产品以满足大学生的生存需要、发展需

要、享用需要。近些年来思想政治教育也走向了改革的攻坚克难的道路，“课程思政”、“思政课程”、

“翻转课堂”等各种创新层出不穷，大学生的获得感也在逐渐提高。但是在创新中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本质上，是对学生的需要的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层次性发展的满足，以达到更好

地立德树人。即，形式的创新是为了内容服务。但是现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形式压倒一切”、“单

纯追求亮点”的快餐供给。但是如果想要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需要的思想品德([7]: p. 4)，要想形

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独有的获得感，必然要经过对大学生生存需要、发展需要、享受需要的层层递进

式满足，必然要经过系统的、有理论性的内容供给，扎扎实实地显现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与其他“快

餐性”精神供给的区别优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必须唤醒大学生的“需要”，但是这个驱动

力不是靠外在，而是要想办法激发学生的内在驱动力，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主要获得。 

3.3. 大学生缺少参与“获得”的效能感与能力 

获得感最直接相关的概念是“获得”，如果没有获得的能力与技能，获得感自然无从谈起。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的“获得”的效能感，即大学生是否相信自己能够在这个领域做出成就，得到与付出匹配的

成就。需要的满足应当通过实践，获得感的产生也应当通过实践。西班牙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加塞特在向马德里大学学生联合会演说时表示，很想把整个“大学的使命”移交给学生，他认为“大学

以学生为中心的概念必须得到贯彻”。事实上，不论是以教育者为中心，还是以大学生这一受教育群体

为中心，都要以促进学生实际需要为主，都要以学生的实际获得感为标准。而获得感的多少，根本取决

于受教育者主动获得的需要意识的强弱以及能力的高低。学习是指新知识或者技能的获得且伴随着价值

观等获得，获得也与大脑的“记忆”密不可分。这种能力包括，是否能够有效地将教育者所传达的思想

政治教育信息进行有重点的感觉登记，进而经过精神世界的实践加工进入工作记忆，再进行深度加工即

新旧知识的并联，做有意义的学习并进一步进入长时记忆。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经过这一系列的环节，才

能一步一步地培育人们的获得感，一步一步地升级人们的需要以及获得感层次，直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产生实现自我的愉悦感。但是大学生这一精神世界的构建与完善过程，并非是单纯强调大学生的主体性，

恰恰相反，是对教育者的教学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困境在于，大学生由于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动获

得的意识不够，以至于他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满足其精神需要的这一实践获得的能力也有所欠缺。即使

教育者提供给他们十分精彩的、鞭辟入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部分大学生还是没有能力将其纳入自己

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体系之中。 

4. 人的需要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提升路径 

现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都在积极探索提升获得感的方式，部分高校组织“压力倒逼”模式，但并不

能从源头上解决大学生的需要问题，未能很好重视老师的获得感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良性循环，

提出具体的重视学生需要的方式。 

4.1. 形成和谐的主客体关系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应该本着关爱学生的原则。大学生已然不是一块待雕琢的石头，不是

思想观点的简单的容器，而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创造自己的个体。教育者应当在坚守政治立场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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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学生充分的信任感，对大学生持有一种较高的期望。不以自己的教案或者学校的行政化任务去预设

学生，不以一种固化的观念看待大学生。尤其是在当今思想政治资源多渠道的新时代，教育者与学生所

掌握的资源的范围有所不同。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者也要因时而变。其次，营造一个充满积极性的高

校环境，以满足大学生的“被需要”的需要，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自我效能感。思想政治教育

不同于思想政治教育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包括思政课、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一系列的实践活

动。高校的思政课无法形成稳定持久的主客体关系，就是在于整个校园未能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合力，使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有充分的条件产生。可以通过“学生最喜欢的思政课老师”等评选活动，通

过各种渠道在各个学院打造全校范围内的个人宣传，也就是变样的“网红”效应；本着“兼容并包”的

原则，在全校范围营造“我爱讲政治”、“我敢讲政治”的氛围；营造思政课的流动课堂包括心理咨询

的流动课堂，增加老师与学生在非正式场合的学术交流机会等。在学校环境上给大学生安全、舒适、具

有支持性的环境，以促进师生关系，最终提高获得感。 

4.2. 创新守正的教育内容 

在创新中注重反馈，注重对学生需要的满足程度，即重视教学改革和教学评价的关系。随着国家近

些年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该领域的创新手段也在逐年增加，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也应更

加注意。首先，建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形成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为核心的考核体

系。以高校中教育者的“主力军”思政课教师为例，要处理好“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在高校

的评价体系中，对教师的录取以及评价更倾向于其科研能力。因此，要构建对思政课教师的双线评价机

制，尤其较为倾向教学能力，即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其次，要创新各种手段研究大学生现在对

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在于哪里，什么价值是如游戏、抖音等其他能够满足精神需要的资源所没有的优势。

这种手段包括但不仅仅包括形式的创新，更重要的不是多么抓人眼球，而是对于学生的精神需要，思想

政治教育能够提供多少价值，即守正创新，这样才能使大学生拥有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再次，

注重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丰富性以及使用的灵活性。针对有不同需要层次的学生，针对每节课不

同的情境，有不同的教学策略与内容。 

4.3. 培养满足精神需要的获得意识与能力 

教育者能做很多事情促进学习者的思想品德改变，但是最终大学生自己控制着认识过程，通过、有

意义学习、内在组织、精细化等获得知识的途径，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获得以至于产生获得感。首先，培

养学生正确的需要观。“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0]。在进行课堂互动或者日

常思政教育的时候，教育者要展示给大学生教育者自身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或者信念，以唤醒他们

的需要。之外，教育者在教育的过程要引导学生对异化需要进行分析，有意识地培养其正确的、健康的

需要观。其次，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获取观，即他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与学习获取的

认识信念。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人们掌握知识的同时掌握价值观，要让学生在课堂上掌握：知识尤其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是具有发展性与创造性的，根本上来源于学生的信息与价值观建构，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真正获得等信念。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获取观，学生才能真正地、良性循环地生

成获得感。最后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提升获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也是通过实践满足

自己需要的能力。其一，教育者要培养学生将“旧获得”与“新获得”相联系以产生获得感的能力。在

大学之前，学生们由于不当的获得意识以及方法，从小学到大学“获得”太多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但

更多是为了满足其生存需要，获得感较低。在大学这个阶段，教育者应该重视这种客观情况，以“串联”、

“打通”人们之所获，从而高速度、高质量地升级大学生的需要的层次，进而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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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感的层次。其二，教育者可以通过示范对精神需要资源的思考过程，来为学生提供有效的获取策略，

而不是仅仅给学生展示获得结果。展示其内在的理论性，引导学生更多的思考“为什么”，即“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其三，是培养大学生在精神需要的满足方面的自我评价的能力。需要视域下的获得

感，本质上是学生自身对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满足其需要而产生的正面积极的自我评价。教育者可以针对

不同的学生群体，请学生为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建立正确的目标，对其行为做持续性的记录，鼓励学生实

事求是的评价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表现等。 
人的需要视域下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目的就在于新的需要倒逼优化供给，对思想政治

教育改革提出改革方向与紧迫要求。只有紧扣大学生在新时代不断变化的需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满足

大学生需要的价值，才能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培养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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