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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复杂系统范式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是以复杂理论为基础，基于复杂性问题的本质和特征形成的理

论范式。简单性思维一直以来推动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全面到来，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在外部环境上受全球化及多元文化的影响，在内部层面上受简单性思维占主导，导致这无法满

足解决目前网络思政教育面临的诸多复杂性问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问题的日趋复杂，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本身的复杂呈现，呼唤借用复杂性理论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问题从而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新的研究范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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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lex system paradigm is a new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 science. It is a theoretical 
paradigm based on complex theory and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 problems. 
Simple thinking has bee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but with the coming of the information ag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in-
fluenced by globalization and multi-culture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t the internal level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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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mplicity of thinking dominated, resulting in this cannot meet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solve many complex problems.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is fac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problems,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self complex presentation, it calls for using the complexity theory to solve the complex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 as to build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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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简单性思维是社会科学中常适用的一种思维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已有三十多年，简单性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发展。但随着进入信息时代，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环境日益复杂，其面对的挑战也逐渐复杂化。原本的简单性思维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不适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在诸多复杂性问题背后

有着共性，这便亟需一个基于复杂性理论的理论与方法框架来解决这些复杂性问题，即构建一个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的复杂系统范式。 

2. 范式及复杂系统范式的概念阐释 

2.1. 范式的基本含义 

“范式”一词是托马斯·库恩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其处女作《哥白尼的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

行星天文学》中首次提出。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后记中，托马斯·库恩指出了“范式”一词两种不同

的使用方式，用以说明科学理论变化的规律，后被广泛的应用于人文社科领域。库恩在书中提到：“范

式是指一个学术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一事件所共同持有的学术概念、基本方法、核心思想以及共同

信仰”[1]。但库恩并没有清楚地指明“范式”是什么意思。对于库恩对“范式”的界定，国内外学者有

如下两种认识。第一种是作为范例而言的案例，呈现出阶段性与持续性特征。在不同的学科发展过程中，

范式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范式理论的引导下，它表现出一种持续的特征，虽然也会出现一些异常，

但总体上不会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任何影响。另一种是一个综合体意义上即科学共同体，范式体现了该共

同体的根本方法、核心理念、共同信念。不同的共同体有着自己的范式，既不相通，也不一致。本文试

图探索的“范式”就是以后一种方式进行的。 
根据库恩对“范式”的界定，我们可知所谓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是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共同

体在一定时间里所形成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共识，它是社会成员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普遍遵守的一

种认知模式或行为准则。有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类型分为工作范式和哲学范式，在工作范式下分为

工具型范式和辅导型范式，在哲学范式下分为社会学范式和人学范式[2]。这种分类反映了当前学界中对

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分类尚不清晰，甚至有些说法还很不科学。河海大学金林南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范式论：现状、问题与发展》一文中认为：“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论存在着知识理论论证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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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主体不清、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研究不深入、忽视范例研究等问题，这些问题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尚处于‘前范式学派’阶段，走进范式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应坚持的[3]。这些也都要求着我们构建

起新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范式。 

2.2.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系统范式 

复杂性科学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产生之前，以线性、确定性、因果性等

为特征的简单性思维，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关于人类世界出现的诸多“复

杂”性的问题，简单性思维虽然看到了“复杂”的存在，但仅仅把他理解为“简单性”的相加。这种理

解，无疑对复杂性的理解是片面简单的。 
随着信息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对社会的理解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多的社会现象已经无法用传统的简

单思维模式来进行合理的解释。为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复杂性研究的思维范式逐渐形成。埃德加∙

莫兰在《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中号召人类进行思维方式革命，并提出了“复杂性范式”。伊利亚∙普利

高津也主张结束现实世界简单性。综上，复杂性思维是对还原性、普遍性、分离性等基本思维的一种超越，

能为人们更好地理解简单与复杂、有序与无序、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客观世界提供认识论与方法论指导[4]。 
由上可知，当前的学界对复杂性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它是一个多学科、多个复杂系统中的统一性问

题。当前，关于“复杂系统范式”的概念，国内外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复杂性科学是一种适用于自然

界、社会和思维的科学，它已经在科学、军事、管理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引发了许多学科

的思维革命和研究范式转变，且成果显著。本文认为，复杂系统理论对于解决网络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

育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本论文所提出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复杂系统范式，就是运用复杂系

统的理论对网络思政教学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构建出一套基本的认知模型与方法来推

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发展。 

3.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复杂系统范式”构建必要性 

3.1. 全球化及多元文化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挑战 

全球化不仅仅是指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交叉流动的为人所熟知的经济全球化，它还包括伴随着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产生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化[5]。全球化如果用得好，就是一把助力的器

具，可以用来推动自己的发展，相反，它就是一把不能控制反而会伤害到自己的武器。 
一方面，在这一背景下，由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对抗，使得网络环境下的思

想政治教育发展变得困难。在谈到全球化时，不可避免地会提到改革开放这个重大举措，它开启了长期封

闭的国门，标志着我们经济的发展正在逐渐地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

推进，国家进一步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引入一些积极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西方文化，

可以拓宽学生的眼界。但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将一些不良意识形态所携带的价值观转化，从而使以马克思

主义为核心的国家传统意识形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在学生们的意识形态领

域中，弘扬社会主流传统文化。而全球化所带来的西方多元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们具有很大的吸引

力和吸引力，但那些还没有形成理性思考和成熟心理的大学生，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被它们所影响。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本就难为，由全球化导致的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问题，更是大大增加了目前的教育难度。 
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快速生产和传播，使思想政治教育在互联网上的渗透变得薄弱。通俗的大众

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学生们开阔眼界、提高素质的文化要求。但以平面化、直观化、感官化为主

要特征的快餐化的大众文化，使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变得迟缓，让学生们疲于回味文字中隐藏的深层本

质和价值。在这种环境下，学生很难用真实的文化标准来约束自己，很难提高自己的文化涵养。大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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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不只是对学生的文化思考和视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所表现出来的低级观念，更是对学生自身所

具备的积极的理想信念、道德准则等进行了消解。这与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所提倡和弘扬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以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抵触。更有一些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漠不关心，用一种隐含的对立、逆

反、抗拒的态度来看待当前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其实施程度提出了挑战。这些无不是随着大众文化

的传播产生的复杂性问题。 

3.2. 简单性思维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担负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习、宣传、培育与传播、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人

才保证与智力支撑的重任。在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总是能够牢牢把握住正确的政治方向、

舆论引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被教育者的思想意识。在信息时代，随着因特网的飞速发展，在网络

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给人们的思想、价值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传统”与

“现代”合流的复杂环境中，“网络”的思想政治教育又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也成为了新的时代任务。 
简单性思维所具有的“线性”、“还原”、“确定性”、“封闭”和“静态”四个方面的特点，在

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起着支配作用，并促进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具有其他任何事物所不能取代

的作用。但是，在传统与现代合流的复杂情境中，单纯的简单性思维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被过分使用，

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迷失教育主体、抽象教育内容、僵化教育方法、单一教育评价、机械教学过程等诸多

问题，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与时代的新课题。 

4.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复杂系统范式”构成要件 

4.1. 分级分类复杂系统价值取向共同体 

“‘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6]，“一个科学共同

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7]。学科建制，需要科学合理的分工与合作，科学共同体的分工体现在先

分级后分类中。首先，基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交叉学科的学科属性，可以认为“第一共同体”，

即哲学社会科学共同体。其次，所谓“第二共同体”，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共同体，具有鲜明的“群

体边界”，关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人的终极关怀。再次，“第三共同体”即思想政治教育学

科共同体，致力于思政学科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四共同体”，即具体针对特定群体的思想政治教

育共同体，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圈子里的“小圈子”，有鲜明的关于针对固定教育对象的培训背

景和行话体系。 
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复杂理论为基础的科学共同体，需要理解和把握复杂性的思想，使之真正地融

入到分级分类的科学共同体之中。复杂性思维是现代社会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思维模式，它超越了传

统机械的、线性的简单化思维模式。在它的众多特征中，我们特别要掌握整体思想，对科学共同体进行

分级分类。系统整体性就是由诸元素组合而成的一个有机体，它具有一些新功能。而在一个系统中，各

个子系统构成的单位要素一旦形成系统整体，其所具有独立性质以及功能整体大于各个要素的性质和功

能的简单相加。因此，在“第四共同体”中，基于分级后的结果，可以按照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模式

来进行划分。第一，在家庭中起到家风教化作用，塑造学生子女的人格、情感、道德等素质的父母；二

是在网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职教师、干部和兼职人员；三是社会中主动自觉影响教育对象的思

想观念、理想信念的人的集合体。 

4.2. 完善学科话语体系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体系要求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体系进行持续改进的同时，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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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纳入到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等宏观层次，实现从微观到中观到宏观的多维构建。一个完善

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系统，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共同体能够“以话语行事”、实现科学共同

体研究效率最大的保障。要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话语体系更好地发展，一种重要的途径是：从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第四共同体”开始，必须存在“共同体权威”——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要素研究中的理

想化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形象，给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成员具象化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做

了什么”“我们还应该做什么”的对象化表达，实现全域传播构建话语系统[8]。这不只是专家讲座和领导

的演讲，还应该有更多的理论学习方法，以及喜闻乐见的沙龙活动，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背景下，突

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共同体”和“第三共同体”的话语系统，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可度。 

4.3. 强化复杂系统基础理论 

强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础理论对学科发展具有深远作用。强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复杂系统

基础理论，首先要正视当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偏向于缺少实证研究的热点话题而

忽视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传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重实践而忽视基础理论，重视思政教

育的政治导向而忽视人的个性发展。同时，随着实践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但上文

所谈及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共同体依旧处于建设阶段。若不加强关于复杂性理论和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的基础理论研究，很有可能出现研究范式在研究内容上避重就轻，在研究方法上舍本求末，在研究目

标上异想天开。时代所涌现出的需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解决的复杂性问题是这个时代脉搏上强烈

的震动点，但科学性“号脉”的方法不是以点谈点，而是要在掌握所有的关于解释“脉搏”的理论知识

后，这样号脉才有意义，才能解决肌体的实际问题。 
综上可知，目前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诸多复杂性问题，如全球化及多元

文化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挑战、简单性思维在网络思政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提出了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复杂系统范式的诉求，据此从分级分类复杂系统价值取向共同体、完善学科话语体系和强化复杂系统

基础理论来组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系统范式的构成要件。据此为基础，不断思考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发展的趋势，才能科学地望真理、闻时事、切热点，实现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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