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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与青年价值观多元嬗变的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价值理念抽象化、

教育过程工具化与价值认同断裂等突出问题。现有研究多从话语体系建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等层面

进行回应，然而在哲学根基上对“价值生成”的反思仍显不足。本文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理论基础，揭

示当代思政教育所遭遇的“价值异化”困境，实质上源于其脱离了以实践为本体的价值生成逻辑。通过

重申马克思“实践–交往–历史”三重维度的本体论结构，本文提出“生成型价值教育”概念，主张价

值应在具体实践、主体间交往与历史张力中动态生成，而非作为既定命题灌输给学生。重建思政教育的

育人逻辑，关键在于回归以“现实的人”为中心的哲学路径，完成从“价值设定”向“价值生成”的范

式转型，以实现对青年主体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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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found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young people’s 
values in the new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confro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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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prominent issues such as the abstraction of value concepts,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the ed-
ucational process, and the disconnection of value recognition. Existing research mostly responds to 
the aspects of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curriculum design, and teaching methods, but the re-
flection on the “value generation” at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remains insufficient. This paper, 
based on Marx’s practical philosophy, reveals that the “value alienation” predicament encountered 
by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ssentially stems from its deviation from the 
value generation logic centered on practice. By reiterating the ontological structure of “practice-
interaction-history” in Marx’s philosoph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generative value ed-
ucation”, advocating that values should be dynamically generated in concrete practice, intersubjec-
tive interaction, and historical tension, rather than being imposed on students as pre-determined 
propositions. The key to reconstructing the educational logic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es in returning to the philosophical path centered on “real people”, completing the paradigm shift 
from “value setting” to “value generation”, and achieving the dual awakening of young people’s sub-
jectivity and the humanistic nature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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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育人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突出。当下，社会结构正经历深刻

变革，信息技术飞速发展，青年人的价值观也日益多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层面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矛盾。一方面，思政课程内容里有很多像“理想信念”“民族精神”这类概括性

很强的词汇。这些词汇的表达方式比较刻板、概念化，大多是直接给出结论和定义。它们和青年学生的

日常生活经验联系不紧密，很难让学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也难以调动学生参与实践的积极性。另一方

面，思政教育过程存在明显的工具化和灌输化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常常是单纯地讲解知识，学生

只能被动地接受既定的内容，很少有机会和教师进行有深度的互动，也没有共同创造价值的空间。这种

教育过程中师生地位的不平衡，不仅削弱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还让思政教育逐渐变成了一种走

过场的形式，只是完成教学任务和落实相关制度。 
此外，随着数字媒介在教育中广泛应用，青年学生的交流方式变得“去具身化”和“去情境化”。也

就是说，他们的价值体验不再需要亲身参与和现实场景的支撑，更多地变成了一种对符号的接受。这进

一步削弱了思政教育的伦理内涵和现实意义。虽然近年来学术界已经关注到思政教育面临的这些问题，

并从整体架构、内容体系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开展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效。但总体来

看，这些研究大多还是停留在如何更好地应用现有方法的层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价值是如何产生的”

这一哲学层面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当遇到价值理念失效、价值生成机制失灵等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时，

主流研究往往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和价值生成之间的重要关系。它们只是把“价值异化”看作

是技术或机制方面的问题，而没有意识到这是实践哲学出现问题导致的系统性病症。要解决这些问题，

要从更深层次的哲学基础去分析。思政教育之所以会出现“价值难以产生”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它没

有建立起以实践为基础的价值理论体系，导致教育目标和现实人的发展方式之间存在矛盾和脱节。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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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重新思考“价值从哪里来”“人如何实现发展”这些哲学问题，那么任何对教育策略的优化都只

是治标不治本。因此，本文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实践哲学的理论，重新构建思政教育的价值基

础和理论逻辑。只有从哲学层面进行深入探讨，我们才能在现实中找到让学生真正认同价值、唤醒人文

精神的有效途径。 

2. 问题意识与理论溯源：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价值本体论转向 

(一)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体革命与价值视域 
马克思实践哲学蕴含着深刻的本体革命与独特的价值视域，对哲学发展以及诸多实践领域，尤其是

思政教育，具有深远意义。深入解读和运用其核心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把握这一哲学体系。 
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本体论展开了根本性批判，在此基础上开创了以实践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确立了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价值生成逻辑。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现实的人”作为

体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新世界观雏形的重要概念，已初步完成了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性超

越[1]。这种超越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更在哲学思维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它超越了康德式的先验伦理和

黑格尔式的理念实在，将人的实践活动确立为价值的现实起源。这意味着，价值并非源自某种抽象理念

或道德命令，而是在人的历史活动和社会交往中不断生成与变动的动态存在。 
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相关联，源于他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性继承[2]。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

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自己独特的人的本质理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进一步明确了实践的决定性

地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进一步明确了实践的决定性地位，特别是在第六与第十一条中，马克

思批判了传统唯物主义忽视主客体之间实践关系的局限，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 p. 
501)，并强调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改变世界，而非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层面。他并强调哲学的根本任务

在于改变世界而非仅仅解释世界。这一系列论断不仅重建了“人”的哲学地位，这一系列论断具有重大

意义，它不仅重建了“人”在哲学中的地位，使其不再是被抽象概念所束缚的存在，更确立了“实践–历

史–交往”这一价值生成的三重逻辑。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价值并非源于某种本质论所界定的“良善”

或“理性”，而是在现实社会关系和矛盾运动中不断生成、否定、超越的历史性成果。这一观点揭示了人

的价值的动态性和历史性，为我们理解人的价值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视野为思政教育中的价值理解提供了根本性启示。传统思政教育中的价值模型往

往具有静态设定的特点，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打破了这种局限。它提示我们，应将价值看作一种在具体

历史语境中，由主体之间交往和集体实践所不断形成的开放性结构。这种开放性结构意味着价值不是一

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以及人们实践活动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这一理论为克服当

代教育中的价值形式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在当代教育中，价值形式主义表现为过于注重形式化

的价值灌输，而忽视了价值的实际生成过程和学生的实践体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教育模式，重建具有现实感、实践力和历史张力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注重学生

的实践参与，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理解和生成价值，从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因

此，加强对马克思实践哲学核心概念的解读和运用，深化对其实践本体与价值视域的理论阐述，对于推

动哲学研究、思政教育改革以及社会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 价值困境的哲学症候与教育异化 
在思政教育逐步偏离马克思实践哲学逻辑的过程中，价值话语呈现出结构性的异化倾向，主要表现

为三重哲学层面的症候：首先是价值的空心化。思政教育惯用政治化话语框定价值“应然”，却未将价

值理念与青年所处的社会结构、情感体验及生存困境深度连接。这导致价值理念脱离现实土壤，沦为抽

象的教条。学生面对这些空洞说教，难以共情内化，更无法将其转化为行动指引，价值教育成了“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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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木”。其次是主体的客体化。教育实践中，学生常被预设为价值接受的“容器”，缺乏参与讨论、协

商、批判与创造的主动权。教师主导着单向的知识灌输，学生沦为被动听众，主体间互动缺失。这种“独

白式”教育压抑了学生的主体性，扼杀了其独立思考与价值判断的能力，价值传递沦为机械的“知识搬

运”。再次是实践的工具化。思政实践多被设计为可量化、可操作的任务流程，如志愿服务、调研走访

等。表面看贴近现实，实则重形式轻内涵，学生按既定脚本“走流程”，反思与创造空间被挤压。实践活

动异化为追求指标的“表演秀”，失去了生成性、解放性的教育本真，沦为工具理性主导下的“绩效工

程”。 
上述三重症候揭示，思政教育正深陷价值脱嵌与实践异化的泥沼。价值脱离生活，实践偏离本质，

教育失去了滋养人心的力量。破局之道，不能仅停留于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局部调整，而需回归马克思实

践哲学根基，深度祛除教育中工具理性的“现代病”。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实践和认识之间，实践是认

识的基础，实践在认识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要重建教育与实践、历史、主体间的本质关联，让价值

扎根生活、让主体在互动中觉醒、让实践回归育人本质，使思政教育真正成为塑造完整人格、培育时代

新人的精神灯塔。 
(三) 价值重构的哲学命题：从“设定”走向“生成” 
基于前文对思政教育困境的剖析，马克思实践哲学为思政教育价值重构提供了三重关键理论向度，

构成其价值重塑的坚实支点。首先是实践生成论。价值并非抽象的观念预设，而是深深植根于具体实践

之中。国家认同、集体主义、责任伦理与社会正义等价值理念，不能仅仅停留在课堂的理论宣讲与机械

背诵层面。它们必须与学生的身体经验、情感共鸣以及历史理解建立实质性关联，在日常生活实践与社

会参与过程中得以具象化呈现与深度体验。唯有如此，价值理念才能摆脱空洞说教的窠臼，真正融入学

生的认知体系与行为模式，实现教育意义的本质回归。 
其次是主体间性的重构。价值教育不应是封闭的命题灌输，而应构建为一个开放的协商与对话结构。

在教育场域中，师生关系应回归平等与共建的本质。教师角色需从传统的知识权威转变为“引导者”与

“促动者”，通过创设互动情境，激发学生的自主反思、批判性思维与集体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师生之

间、生生之间展开平等对话，共同参与价值意义的建构，使价值教育成为主体间互动交流、思想碰撞的

动态过程。 
任何价值理念都不是超越历史的绝对真理，而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矛盾运动的产物，具有动态生

成性与历史发展性。它们在社会矛盾的交织、阶级斗争的演进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中不断生成、演

变与发展。思政教育要引导学生以历史辩证法的视角，理解价值理念在“否定之否定”过程中的复杂性、

冲突性与发展性，认识到价值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更新与丰富的动态存在。 
思政教育价值重构的哲学路径，在于从预设性命题走向生成性结构，突破单一性真理的桎梏，迈向

多元性交往的实践场域；从静态的话语陈述转向动态的实践探索。唯有立足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体论视

野，思政教育方能挣脱工具理性的束缚，实现从“训导式”价值灌输到“生成式”价值培育的根本性转

变，使价值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本质。 

3. 哲学路径：三重维度解蔽与范式跃迁 

(一) 从本体论重返：实践奠定价值生成根基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4]。在传统哲学中，价值

常被视为先于经验存在的抽象理念，或神圣不可动摇的真理，仿佛与人类的具体实践无关。但马克思指

出，实践不是价值的“试验场”，而是价值得以产生和实现的根本来源。价值是人在改造自然、建设社

会、赋予生活意义的过程中，对自身存在的确认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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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思政教育不能停留在简单的观念传播，而应深入探讨价值如何在学生的实际生活中形成。这

意味着教育要摆脱机械灌输固定答案的模式，转向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改造现实，在真实互动中理解和践

行价值。这不仅要求教育内容的变化，更涉及教育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从外在约束转向内在生成，从单

向传输转向动态发展，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觉醒。教育的核心任务由此转变为“激活实践”与“唤醒存

在”。在此逻辑下，思政教育不应局限于观念传播的浅层任务，而应深入探究价值理念如何在学生的具

体生活经验中孕育生成。这就要求教育活动摒弃机械传授固定命题的模式，转变为激发学生改造现实能

力的实践进程，使学生在与现实的互动中体悟并践行价值。这不仅意味着教育内容的转变，更关涉教育

结构的本体性变革：从外在规训转向内在生成，从静态传输转向动态展开，从理念灌输转向存在唤醒。 
(二) 交往维度展开：主体间性的实践逻辑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的类特性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3], p. 53)。

如果本体论维度揭示了实践的基础性，那么交往维度则进一步阐明了价值生成的社会逻辑。马克思认为，

人的本质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类存在”。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

抽象人性的假设，强调人的本质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而社会关系的基础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

动。马克思指出，人的成长和发展始终受到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5]。正是在交往中，个体的意志、经验

和情感相互碰撞，共同构建对价值的理解和认同。 
在教育领域，这一理论要求重构价值教育的交往结构。传统教育中，教师是“真理的代言人”，学生

被动接受知识，缺乏表达和协商的空间。而在主体间性逻辑下，教师和学生应被视为平等的参与者，共

同探讨和建构价值。这要求教育者具备“退后一步”的能力，为学生留出表达的空间，鼓励他们在差异

中寻求共识，在协商中建立信念。 
此外，教育中的交往不应局限于课堂，而应延伸到社会实践。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服务、志愿

活动等形式，学生在真实的社会关系中协商价值、应对冲突，形成具有公共性和现实性的价值认同。这

种交往不仅是认知的过程，更是情感、伦理和行动的整合，是青年主体进入社会、建构自我、确立立场

的过程。 
(三) 历史性张力揭示：否定性逻辑中的价值展开 
“人的发展是他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环境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的变化必然引起环境的变化，环

境的变化也必然引起人的变化，人是在与自然界、社会相互作用中发展的”[6]。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思想强调，一切社会现象均处于持续地生成与否定之中，人类的实践活动并非对既有结构的简单重复，

而是通过超越与重构现有关系推动社会历史的演进。在此视野下，价值并非静态不变的“真理命题”，

而是在历史张力与社会矛盾中动态生成的实践结构。正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中，价值得以不

断重构、更新与升华。 
将这一思想应用于思政教育，意味着教育者需引导学生理解社会现实的矛盾性与历史性，避免将价

值教育简化为“正确答案”的灌输与背诵。相反，应帮助学生洞察现实中的结构性矛盾，引导其在面对

冲突与选择时进行价值判断与道德抉择，从而形成独立的主体立场。这要求教育具备批判性维度，即能

够揭示现实中的不公、异化与虚伪，为学生提供反思的“否定资源”。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的本质是

一场不断展开的“自由解放”进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 p. 195)价值的

最高形态不是“保持秩序”，而是“走向解放”。因此，思政教育不应止步于秩序维稳逻辑，而应激发学

生对未来社会形态的想象力与实践力，使其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有担当的现实主体”。 
因此，实践的本体维度确立了价值的现实基础，交往的主体间性维度构建了价值的生成机制，历史

的张力维度揭示了价值的否定运动与未来取向。这三重维度共同构成了一个超越传统规范伦理学、突破

工具理性框架的实践哲学路径，为新时代思政教育的价值重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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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转向：从价值灌输走向生成型价值教育 

(一) 从“填鸭式灌输”到“情境中生长”：教育思维的彻底转变 
过去，高校思政教育习惯用官方话语直接向学生传递理想信念、制度认同等价值观，试图用固定答

案塑造学生的价值体系。但这种“自上而下”的灌输方式忽略了学生个体的真实体验和社会现实的复杂

性，导致教育内容脱离实际，变成无效的“空转”。 
马克思主义最鲜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实践，“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

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 p. 501)马克思

的实践哲学告诉我们：价值观不是被动接受的“标准答案”，而是人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动态认知。

因此，思政教育需要完成一次根本转型：不再把学生当作被动的“容器”，而是看作价值观的共同创造

者；不再强调“唯一正确答案”，而是关注学生在具体情境中的思考、体验和表达。这种“生成型价值教

育”强调：价值观应在课堂、生活、社会的互动中自然形成，通过持续反思和社会实践，帮助学生建立独

立的价值判断能力。 
这次转型的核心是：从“传递知识”转向“激发思考”，从“追求标准答案”转向“探索真实问题”，

从“单向灌输”转向“师生共创”。教育不再是“填鸭式”的知识输入，而是激活学生的生命体验，让他

们在社会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终形成扎根于现实的价值认同。 
(二) 课堂变革：教师、学生与情境的动态互动 
实现生成型价值教育，首先要重构课堂结构。传统课堂中，教师是“权威”，学生是“听众”，课程

以理论灌输为主，学生缺乏主动思考的空间。而在生成型课堂中，教师转变为“引导者”，需要具备设计

问题、启发思考、组织讨论的能力，让课堂成为一个开放的互动空间。 
学生也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价值观的主动建构者。他们需要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带入课堂，

与教师共同探讨价值问题，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独立判断。这种主体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教育过程“唤

醒”的。因此，课堂的重点不是“控制内容”，而是“营造氛围”：设计引发共鸣的情境、提出值得思考

的问题、搭建协商讨论的平台。 
更重要的是，课堂需要突破物理边界，将社会问题纳入教育体系。通过项目式学习、社会实践、社

区服务等方式，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体验和行动。只有在“做中学”“在行中思”，学生才能真正理解价

值观的意义，并转化为行动能力。教育的本质是“育人”，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三) 制度与文化的协同支持：构建生成型教育模式 
生成型价值教育的落地，不仅需要理念更新，更需要制度和文化的系统支持。在制度层面，需要改

革课程评价、教师激励和人才培养方案，打破“以知识传授为核心”的评价标准，鼓励以“价值观引导

力”“实践组织力”“互动生成力”为导向的教学创新。例如，可以开设“公共议题实践课”“社会参与

课程群”，让学生成为课程内容的共同创造者。 
在文化层面，需要改变“唯分数论”“唯成绩论”的倾向，营造鼓励质疑、包容多元、重视实践的校

园文化。这需要教育管理者和教师形成“共同体意识”，将学生的成长视为共同目标，而非单向管理任

务。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生成型教育提供了新工具。利用短视频、互动社区、虚拟现实等技术，可以

让学生更自然地接触价值观内容，增强教育的感染力。但也要警惕技术对独立思考的干扰，保持教育的

批判性和独立性。 
生成型价值教育不仅是一次理念升级，更是对教育本质、实践逻辑和人文精神的全面重构。在实践

哲学的支撑下，思政教育可以摆脱传统灌输模式，走向以现实人、社会实践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价值生

成路径，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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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在数字化、全球化与价值多元交织的当下，高校思政教育正面临深刻转型的挑战。一方面，

青年学生的自主意识日益觉醒，传统的单向灌输模式逐渐失去效力；另一方面，技术理性与制度化思维

过度渗透，导致教育实践趋于工具化、形式化，难以回应青年对生命意义、个体尊严与历史归属的深层

追问。在此背景下，重新回到哲学根基，厘清“价值本质是什么”“价值从何而来”“价值如何动态生

成”等核心问题，成为思政教育改革的思想原点与实践方向。 
马克思实践哲学以其深刻的本体论根基、交往理性思维与历史辩证视角，为破解当前思政教育的价

值困境提供了系统性方案。通过实践哲学的视角，教育可实现三大转型：从预设价值标准转向价值动态

生成，从单向知识灌输转向师生共创价值，从静态意识形态传输转向历史进程中的价值共识构建。这一

转型不仅是对教育方式的革新，更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让教育真正成为“人”的成长场域，而非机

械的知识传递系统。 
未来，思政教育需进一步探索数字技术与具身实践的深度融合，构建以“尊重多元主体性”与“平

等对话”为基础的价值共识机制。唯有如此，思政教育才能摆脱工具化倾向，真正成为塑造“完整的人”

的哲学实践，帮助青年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确立主体性，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生成独立的价值判断力，

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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