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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gnition on adaptability needs, the lack of motivation and the lower interest are the motiva-
tion obstacles in college students’ acceptanc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The teachers 
should dissolve these obstacles by inspiring the students’ cognition on developmental needs, 
shorten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course-teaching and the students, introducing the advanced na-
ture and forward looking of teaching object so as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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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堂的接受动机上存在适应性需要的认知、动力不足及兴趣较低的情况，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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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应通过激发大学生的发展性需要认知、拉近课程教学与大学生的情感距离，并对教学客体的先进性、

前瞻性进行引导等措施来消解大学生接受动机的障碍，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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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在 2016 年 12 月 7 日至 8 日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

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的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而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的接受过程中，由于诸多现实因素，教育者所提供的思想政

治信息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信息衰减或失真现象，只有部分地被大学生接受，这表明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

客观地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存在接受障碍。这些障碍中主要有动机障碍、情感障碍和环境障碍，其中，

最根本的接受障碍是接受动机障碍。 

2. 接受者的接受存在动机障碍及表现 

接受动机可以启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接受行为的发生、保证大学生接受行为的方向、加深大学生的接

受程度、维持大学生接受行为的持续性。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的接受动机

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障碍。首先，在主体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需要认知上，大部分同学表现为适应性需

要而非自身的发展性需要，从而对思想政治理论信息接受的动力不足。中国矿业大学刘静丽的调查在“大

学生的关心事项”中数据统计显示对“‘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与运用’的选择占 36.6%，对‘将来的就业

和工作’的选择占到 39.0%，‘思想和精神品质的提升’的选择只占到 11.1%，而对‘社会发展的关心程

度’的选择比例仅为 2.1%”[1]。由此可见，大学生对知识、技能、就业、职业的看重体现的是他们对社

会的适应需求认知状况并决定他们对专业学习的动机，而对自身思想与精神品质的提升和与自身发展密

切相关的社会发展的关心程度偏低体现的是他们对自身与社会发展需求的认知状况并直接决定他们对思

想政治理论的接受态度与程度。其次，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但无法

为思想政治理论信息的接受提供充足的动力。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学校教育在三观的理论教学上承担

了重要角色，他们对三观的认知整体上是科学的，乐观的，向上的。但由于跨出学校校门和家庭、社会

发生接触后，遭遇了理论与实际的差异与矛盾，出现了人生观、价值观主导无力甚至是行为与认知脱节

的行为。如他们在理论上几乎均能说出或写出在学校教学过程中接受过的观点或主张，但在日常学习生

活中的行为却难以体现积极的人生价值判断甚至出现放纵自我行为的消极现象等，表现了部分青年学生

一方面在学校接受许多正面观点教育，具有正确的认知，但在面临社会上一些消极现象甚至诱惑时感到

无所适从的困惑。再次，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相关信息的兴趣较低，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缺乏热情，

学习动机的保持无法获得情感的支撑。与笔者在中南大学的调查相类似，刘静丽在对包括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上海理工大学等 10 所高校 4 个年级的调查中调查对象对“学习内容”的选项比例中感兴趣的同

学只占到 21.8%，没兴趣的同学占到 21.4%，无所谓的占到 5.4%，做出中性选择的比例达到 5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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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热情、兴趣是一切行动的唯一源泉”[2]，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兴趣制约着他们在思想政治

信息接受活动中的接受动力。 
正因为存在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整体上动力不足的情况，在教学实践中整体数量比例上体现为被

动接受的数量要超过主动接受的数量，在个体接受状态上体现为被动接受的时间要超过主动接受时间，

这是广大思想政治教育者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客观现象。 

3. 消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动机障碍的对策思考 

当代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接受上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的动机障碍客观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教

学的传授者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在各个方面找到突破口，创新方式方法，努力消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接受动机障碍，以使接受机制正常发挥作用，促进接受者接受活动的正向的顺畅的进行。 
第一，教育者应当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指导，借鉴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正确解读

大学生学习需要层次，提高并适应他们对发展性需要的认知，并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的发展性需要

联系起来，激发大学生的需要驱动力而消解动机障碍。首先，贯彻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促进

大学生对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认知。对人的发展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主题。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提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最终占有自己

的本质。”[3]，而要建设完整的人、总体的人，实现人的个性与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就要确立大学生

解读生活世界的唯物史观，并全面发展教育，培养大学生成为具有历史眼光的、唯物地理解人与社会发

展关系的、具有为社会进步事业奉献精神的人。思想政治教育为大学生展现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及一般

规律，宣传国家与社会发展对个体的期待与要求，以促进大学生对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认知并把

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期待联系起来。其次，引入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正确解读大学生学习需要层次，

提供条件以适应和满足他们对发展性需要的认知。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类的需要

按其重要性和产生次序分为五个等级，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并认为人们的需要的满足次序由低层次到高层次，各种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彼此共存。思想政治教育

者应当借鉴这一理论，理性分析诠释大学生作为求知者和成长者进入大学的学习需要层次，并在教学过

程中主动适应它，以激发他们的需要驱动力。第一，传授者在教学过程中向大学生提供充足的学习资源

满足学习者的基本需要。大学生进入大学，最基本的需求就是要获得所需要的优质学习资源。在思想政

治课程教学中，传授者应做好充足的准备，建设一个与接受主体沟通的网络平台，搜集整理好国内国外

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与热点观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完善和扩充资料库和思想资源包，把中国传

统文化的继承与时代前沿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知识模块相结合，完善资源分块与标准，建立便于

搜索和查找的便捷的资源获取途径，也即满足了学习者的第一层次“生理需求”。第二，传授者在教学

过程中建立并公布课程学习的内容、方式、考评规则，保持课程学习环境的稳定性满足学习者“安全需

要”。学习环境的安全稳定，是学习者最基本的需要。传授者在课程的开始对课程的基本内容和目标进

行介绍，提出对接受主体在学习方法和方式上的要求，建立公开透明的考评规则，使大学生对课程的学

习环境产生信任，提高学习的积极性。第三，进行教学改革，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建立交互式的教学

方式与学习方式，满足大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社交需要”。在新一轮的教学改革中，“参与式教学”、

“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一部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与学”等理念非常盛行。在思想政治理论的课堂教

学中，传授者可以通过案例讨论、通过成立学习小组，联系大学生实际生活与兴趣确定好话题，学习小

组自行准备和展示，设置讨论、答辩、建议等环节形式使大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通过寻找学习伙伴，

讨论思想困惑和社会热点问题，老师进行互动答疑等一系列的交互活动满足接受主体在课程的社交需求。

第四，建设学生主体的课程学习模式，建设平等的师生关系，并让大学生在课程的互动学习中学会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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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并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获得他人的尊重，满足学习者的“尊重需求”。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为中心的自我学习，传授者在学习活动中不再是传统的知识权威形象，而是

变成了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和促进者；接受主体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可以出于自己的关注点

主动选择学习方式，通过他们在主动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达到解开思想困惑和进行团队合作意识的培

养。在小组成果展示与讨论的过程中，认真准备、展示与进行充分沟通的成员能获得教师与同课堂参与

者的认可，从而实现了尊重的需求。第五，建立课程公开的激励与评价机制，鼓励参与者的自我实现，

满足大学生的“自我实现需要”。教师在课堂中建立多元的公开的、多元的激励与评价机制，鼓励学生

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等方式，帮助大学生在主动学习过程中挖掘自身潜在的需求与能力，克服所面临

的困难，自我鼓励，自我提高，达到接受主体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自我实现。 
第二，教育者可以依据心理学的相关原理，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引入教学生活化理念，拉近课程

教学与大学生之间情感距离，以激发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兴趣与热情，消解其学习动机上的障碍。教育

生活化是当前国内教育界的关注焦点，人们认为教育应该真正回归到人的生活世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生活化特指在反思当前“符号化”教育现状基础上发展出的一种教育理念，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与

大学生面临的现实生活实现良性互动，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从生活出发并回到生活[4]。其一，学习

KWL模式，做好与大学生之间的课前沟通，初步唤醒大学生在领域内的认知需要，激发求知欲望。“KWL”
认知教学模式由 Ogle 在 1986 年提出，K 是“know”，指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开始前就核心话题抛出“What 
have you known (你已知道的)”等问题；“W”是“want”，指教师通过“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你
想知道的)”等问题唤醒学生内心的认知需要，激发求知欲望，从而引发学生对相关问题的注意和思考；

“L”代表“learn”，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寻找“想知”与“已知”的差距，满足大学生的认知需要，体验

教学过程的愉悦。思想政治教育者在课堂教学前通过建立网络平台如 QQ、微信群等或直接的课前问卷调

查就课堂预计的内容进行“已知道”的调查和对即将开始的课堂教学进行以好恶程度表示态度的原始情

感状态的调查，从而获得教学对象在教学内容上的“前结构”与“前感情”。在教学过程中对整体“前

结构”体现出来的知识性内容，教育者应通过简单问答方式略过，避免与大学生的“前结构”重复，使

其产生累赘之感。但应注意通过运用和补充新的视角来加深认识。其二，教师的教学重心应该放在对“想

知道的”的反馈整理之后的结果的“解惑”上，以促进教学对象的学习。课堂上可以通过学生自身的展

示提出“想知道的”唤起全体对问题的关注，通过参与讨论环节发挥其主体性，维持课堂教学中的感情。

对一些中性的问题，如食堂问题、网络热点问题，教育者可通过课堂讨论培养大学生多角度地了解从而

正视各方合理的诉求从而选择一个理性行为的思维习惯；而对于一些涉及到是非判断的问题，如李达康

的能干是否需要监督？腐败的影响？等问题，教育者就需要从理论的原则与价值出发给受教育者一个正

向的引导。其三，应用以境生情的心理学方法，从发挥大学生主体性角度出发，把教学的素材、教学载

体、教学方法定位于来源于大学生的生活并服务于大学生的生活，建立大学生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生

活感情，引导大学生冷静、科学分析和正确对待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推动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如

把相关的教学内容与当前大学生亲身经历和直接面对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可以通过请来自

于祖国东部、南部、西部、北部等不同地区的大学生介绍自己的家乡基本状况来帮助大家对中国国情的

了解与认识；可以通过青年人几乎都感兴趣的流行歌曲的变化、人际交往中信息工具(从 BP 机到苹果 7)
的变化解读改革开放所带来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巨变和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了解；可以通过大学生密切关注

的叙利亚局势、特朗普个人、与韩国萨德事件等引导大学生对国际形势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解与认同

等等。其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载体与当前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及交往方式密切联系起来。在思

想文化多元化、信息传播多样化的 21 世纪，网络已成为当前大学生学习生活、交流沟通、获取信息的基

本方式与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善用网络载体，建立特定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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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课程沟通平台；充分利用 QQ、微信、脸书、微博、朋友圈等平台上梳理、整合反映出大学生思想观

点、思想困惑及其实际生活的具体等方面的信息，对影响范围广，比较普遍的问题直接在课堂上进行讨

论与引导；利用 MOOC 和网络公开课形式，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以教研室为单位，组织教师建立

网络平台，开启网络在线沟通与教学引导，在大学生偏好的虚拟空间上以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方式集中予

以释疑，实现网上教育与网下教育相结合。 
第三，教育者必须对思想政治思想理论教学客体的先进性性、前瞻性进行引导，以提高他们的可接

受性，消解大学生的接受障碍。 
“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它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5]。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客体是接受过程中所有信息的来源，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接受者的要求和期望，是接

受过程的重要要素。思想政治教育者应从接受客体的先进性、前瞻性的角度展现思想政治理论信息的魅

力，再在此基础上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接受的心理引导，优化教学接受过程，提升接受效果。“无产阶级

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6]，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鲜明政治立场，致力于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崇高社会理想，所以它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归纳总结出历史规

律，站在历史的前沿，指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与它本身不能克服的缺陷，指出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方

向，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核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用唯物的、历史的、发展的

视角对中国的现实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对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前瞻性和引导

性：即具有能代表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能顺应时代进步潮流站在时代发展的前

沿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预见性、能不断解决现实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领导中华民

族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一种特性与能力。这种特性与能力主要体现在他们能把社会的发展与个体的发

展统一起来、把哲学的审视与现实的考量统一起来、把传承与创新发展统一起来、把生产力的要求与生

产关系的反作用统一起来。其一，思想政治教育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需求与社会成员的个体发

展需求相统一。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需求超越个体与局部，代表社会成员中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具有整体性、广泛性的特点，而个体的发展需求则注重个体的主体差异性和多样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在尊重接受主体的需求的基础上，分析它与国家社会需求的关系，因势利导，实现整体需求和个人发

展需求的辩证统一。其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把哲学上的抽象审视与对现实具体

的矛盾与问题的实际考量相统一起来，是马克思义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完美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两大成果在哲学视野上遵循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性与

时空性，对事物发展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量到质的变化与积累过程，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最高理

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等原理对不同时期和阶段的中国进行了唯物的、历史的、科学的、发展的分析，对

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探索，实现了哲学抽象的审视与现实具体的考量相统一。其三，思想政治教

育的具体内容随着国家与社会建设实践的不断向前发展，呈现出一个开放性发展的动态特点，体现了传

承与创新发展的统一。“……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

变的”[6]。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为前提，随着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展开与深

化，又创造出反映这种变化的新的社会关系。在不同时期，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

的国情开始，指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期待与要求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和目标。

总而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组成部分都客观反映了社会及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是一个丰富而开放的

体系，是一个不断从抽象到具体的马克思发展变化过程，在内容上呈现出发展性动态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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