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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实现路径研究也逐渐成为大学生思政教育

工作日益思考的实践课题。本文从系统、辩证、历史、互动、创造五种科学思维方法的研究入手，探索

将科学思维能力培养贯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过程，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

践活动，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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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re-
search on the scientific realiz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be-
come a practical topic in the field.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exploration of five scientific thinking 
methods: systematic, dialectical, historical, interactive, and creative. It investigates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thinking ability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he aim is to further institutionalize and standardize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ideolo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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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enhancing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approach in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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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对思维和思维方法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就开始关注物质与思维的关系，

阿那克萨戈拉将世界本原归结为物质性的“种子”，同时又设定了一种能动的精神力量“努斯”，“努

斯”就是后来所说的“理性”的原型概念。到 20 世纪，恩格斯更是直接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

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本文所要探讨的科学思维，一般指理性的认识过程，是

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与一般的思维相比，科学思维有独特的思维方式、思维工具和科

学范式，若没有经过相应的训练和练习，科学思维就难以进行。随着对科学思维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

思维方法的外延日益扩大和丰富，其主要内容包括系统性思维方法、辩证性思维方法、底线思维方法、

互动性思维方法、次协调思维方法、批判性思维方法与创新性思维方法等。 

2. 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中的系统性思维方法 

系统思维方法，是以系统理论为基础，把对象作为多方面联系的动态整体来加以研究的方法，它的

重要特征是整体性、开放性和发展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涉及目标、内容、方法、领导、

队伍等诸多要素的系统工程。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的系统性特征，就是从包含的要素、

贯穿的理念、内蕴的机制等相互联系中，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系统部署、整体谋划的特性。 
首先，从系统思维方法的整体性上来看，一个复杂系统，决不是元素的简单堆积，各个部分之间的

有机性与相互作用，以及这些有机部分的行为对整体行为的影响才是系统构成的关键。关系“高校培养

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强调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的重要

性，这就是着眼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全局，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所要抓住的主线，充分体现了考察整体性、

在整体上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系统性思维特点。以整体性视角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组织领导体系的顶层设

计进行谋划。另一方面，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立足高校教育

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实施策略，并对各个环节的配合衔接，以待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施运作体系作

出了实际规划，这正是重视各部分的有机作用，力图通过有机部分的协同作用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取

得整体发展的系统性思维方法特点。 
其次，系统性思维具有开放性特点，开放性即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对内开放和系统与外界环境的对

外开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最后，系统性思维具有发展性特征。所谓发展性，是指系统由于具有自适应和进化能力，使得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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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不断地进行能量、信息和物质的交流，从而使系统结构、功能、行为不断发生变化，并向更高级的

系统演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意味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也需要适应新时代背景下所提出的

新挑战。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提出：“要加强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体制机制，

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党的基层组织做思想政治工作能力”[1]，从而持续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

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适应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

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要求，也体现了系统性思维不拘泥成法、不死守教条，依据新情况、新问题，

快速制定新对策、新办法的开放性特征。 

3. 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中的辩证性思维方法 

“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这种矛盾特性是哲学思考的本质”[2]。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辩证性

思维的本质特征就是矛盾思维。而辩证性思维方法，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

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重要体现。 
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准确把握对立统一规律，坚持发展地、全面地、系统地把握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与矛盾，既看到工作持续改进、不断向上的一面，也看到高校思想文化和意

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严峻的不利一面。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类思想文化交流交锋日益频

繁，各种思潮纷纭激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尖锐化。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意识形态工作

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3]，而高校正处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且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三观”

亟待建成的关键期，一些未经筛选过滤、真伪难分的信息往往会对其理想信念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这

背离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一贯倡导的正确价值取向。理想信念不坚定的现实境遇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顺利开展构成了挑战，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如何引导青年学生坚定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面临着考验。针对复杂形势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考验，要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权，加强改进政治

工作以确保意识形态在实际工作中的牢固地位，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办社会主义的大学。同时，“党

委要保证高校正确办学方向，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4]。此外，高校是各种思想文化、社会思潮汇聚的核心地带，身处其中的青年

学生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向导。 

4. 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中的历史性思维方法 

历史思维方法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从历史视野、历史规律和历史合理性中分析问题、把握

历史必然性、指导现实工作的思维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

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

当下、面向未来。”[5] 
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要求“各级党委要把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领导和指导，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各方面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6]。这一论断正是在毛泽东、邓小平等同志的思想上作出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一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他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提出，高等学校要

抓住 3 样东西，其中第一条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并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

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7] 
此外，各级党委要把思想政治课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抓住制约思政课的突出问题，并在高校思政课

建设的具体问题上提出：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

教师要做到第一政治要强，第二情怀要深，第三思维要新，第四视野要广，第五自律要严，第六人格要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397


田凤琳 

 

 

DOI: 10.12677/ae.2023.13111397 9040 教育进展 
 

正。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即要坚持政治性和

学理性相统一，要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要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

相统一，要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要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要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

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8]。 

5. 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中的互动性思维方法 

互动性思维方法是现代科技进步与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衍化而来的思维方法。多维度地思考问题、

分析和解决问题是互动性思维方法的最大特点。另外，互动性思维还具有鲜明的“活动性”特征，即从

思维开始就要考虑到互动这个双向行为，因而互动性思维方法始终处在一种动态的思维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绝不是单纯一条线的工作，而应该是全方位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融入式、

嵌入式、渗入式的”[9]，并提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10]，这一思想正是互动性思维多维度特点的体现，即多向度、全方位、立体化的思考解决问题并求得更

多的解决方法。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11]，要坚持在改进中继续加强，在发展中

不断提升，特别是当前要重点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双向协同；要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工作

方法，通过营造积极向上、丰富多样、喜闻乐见的校园文化氛围，实现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要紧跟时

代，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有效地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优势以及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融合，不断提升青

年大学生的参与热情，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发展。这些举措，

充分考虑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教与学的双向活动，从施教群体和受教群体两方面着力，推动高校思政

工作全面发展，这正是互动性思维“活动性”特征的体现。 

6. 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中的创造性思维方法 

创造性思维是以创新为导向，在把握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实现变革和创新的思维模式。马克思

主义认为，“不仅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变化着，而且这种运动变化的主导趋势和必然结果是新事物的产生

和旧事物的灭亡”[12]。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过程，实际上就是推陈出新、破旧立新、革故鼎新

的创新过程。因此创造性思维方法就是为解决某种问题，运用逻辑思维方法和非逻辑思维方法，突破旧

的思维模式，通过选择重组，以新的思考方式，产生新的设想并获得成功实施的思维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总体上形成了通过专门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动员全体

党政工团和教师学生，共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思

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门力量得到了充分发展，但同时造成了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化的问题，即把本应该作为学校核心任务的立德树人任务，分割成各个专门部门，

造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部门不堪其负，而其他部门思想政治工作责任淡化。把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根本任务，这样就赋予高校作为一个整体的思想政治工作功能，并提出了“融入式、嵌入式、

渗透式”模式，从新的角度体现了专门化、专业化和专家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模式。习近平总书记还在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高明的学校领导，首先应该是高超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善于运用

一切场合、一切载体、一切方式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并能带动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共同来做思想政治工

作。并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解决好推动其他教职员工和思政课教师

相辅相成的问题，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贯通人才培养体系，发挥融入式、嵌入式、渗入式的立德树人协同

效应[13]。 
总之，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思维方法探析阐明了应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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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目标、内容方法、原则要求等，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思

想政治学科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其理论蕴涵着丰富的系统性思维方法、辩证性思维方法、历史性思维

方法、互动性思维方法和创造性思维方法，体现了科学性和进步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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