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11), 247-254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11009   

文章引用: 杨天凤.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11): 247-254.  
DOI: 10.12677/ass.2024.13111009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 
运用 

杨天凤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4年9月23日；录用日期：2024年10月30日；发布日期：2024年11月7日 

 
 

 
摘  要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方法，回答了如何正确处理系统与要素的关系问

题。这一重要方法既是系统研究理论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集中体现，又是进行社会研究和教育教学的

主要手段。将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运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助于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良好

生态、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优化、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环节贯通。同时，在运用

过程中要坚持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的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的基本原则，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当下，要积极探索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策略，助推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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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thod of social system research is the basic method of Marxist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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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stem and elements cor-
rectly. This important method is not only the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system research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but also the main means of soci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pplying social system research methods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it is helpful to construct the good ecology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lement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and 
to promote the link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integrity, structure, level and openness of social 
system research, and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and pertin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we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system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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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是指运用系统思维来分析社会整体的各结构、各层次、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正确认识系统与要素之间内在联系的科学方法论。这一科学方法是以一般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等

社会系统理论为根本指导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系

统观念”[1]。社会系统研究方法不仅对于各类社会科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促进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有着积极价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思想性、政治性和价值性的鲜明特征，

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核心指向。然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一些

部分、要素以及环节未能相互配合、有效协调的现象。因此，应当积极将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运用于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挖掘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所在。同时，无论运用何种

方法用于指导实践都需遵循其基本原则，方能达到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最终，还应着

力从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介体等方面探寻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策略，

使得理论与实践得以辩证统一。 

2.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概述 

2.1.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来源于系统科学，是系统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领域相结合的具体体现。系统科学

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科学门类，其最先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始兴起，而后逐渐渗透到社会

科学领域。“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的若干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中的要素和结构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贝塔朗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系统论的创立人，他提出生命机体的整体性、结构性、组织性等观点为

系统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其论文《关于一般系统论》和著作《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也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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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系统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在继承和发展系统科学的基础上首次将系统思想和系统研究方法运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

把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由人口、自然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组成的复杂系统，从

系统观点出发去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正是在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系统

的实践过程中得以确立、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和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方法。社会系统

研究方法是一种基于系统的角度去考察人类社会和揭示复杂系统运动规律的研究方法，核心在于研究系

统之间以及组成系统的要素、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逻辑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系统科

学成果的基础上，将系统方法运用于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科学，使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得以不断丰富、发

展，成为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方法。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渐完善，形成包括整体分析法、结构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环

境分析法等研究社会科学和考察复杂系统的主要方法。这些方法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发展或是实践

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将其合理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

领域中的运用还需遵循基本的整体性原则、结构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开放性原则，注重系统研究的整

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从而促进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创新。 

2.2.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社会科学研究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二者都致力于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公民，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服务，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在使命上具有统一性。社会

系统研究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既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研究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有效方法。近年来，一些学者致力于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构成及发展，其中不乏有运

用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去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典型案例。譬如，有学者将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运用

于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现实问题，明确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多尚未建立系统思维，存在管

理职能分散、教育视角单一、科学评估缺乏、教育资源浪费等问题[2]。另外，有学者就社会系统研究方

法运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而言，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为核心的生态系

统，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学生与环境等要素之间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必须运用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树立系统观念[3]。此外，还有学者就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运用于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理论框架及实施路径进行探索，阐述了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如何融入高校大学生的日常思想政治

教育[4]。可见，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对于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与系统、系统与要素、系统与环节、

系统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有助于进一步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结构层次、资源分配、文化心理等因素都会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使得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的价值得以凸显。一定程度上，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分析、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系统、要素、环节、层次、结构的互动过程中具有较好的运用价值，有利于教育者找准系统内部出现

的问题，把握系统整体的运作。但必须认识到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要基于系

统机制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创新，要充分利用系统科学的逻辑理念分析、解决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内容、环节融会贯通，紧密相连。比如，教育者应注重将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与学生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深度融合，从学生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校园环境等方面提高

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协同性、整体性。 
总体而言，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对于研究、把握、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有着一定的现实价值，

是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良性发展的科学方法，但也要看到将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运用于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现存问题和潜在困境。未来，既要正确认识到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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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又要严格遵循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运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更要积极探索社会系统研

究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路径，加快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3.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价值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方法，为研究社会机体和社会形态提供思想指

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在这一意义上，社会

系统研究方法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得益彰，二者之间的良性运用必将为系统的生态、要素和环节带来

积极价值。 

3.1. 有助于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良好生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并非被动形成的有机实体，而是通过系统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主动构建而形

成的综合整体。置于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来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各个要素和外部环境之间的

互动与系统所处于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但由于系统中一些未知要素和环节之间的不当循环，可能会进

一步威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系统。这就使得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运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得以凸显。一方面，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所揭示的社会系统理论、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为构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良好生态提供理论助力。良好的系统生态意味着系统与各个部分、要素、环节

之间能够实现相互促进。然而，系统内部乃至外部的矛盾总是时有发生。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施者运用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调节系统内部的要素、结构、环节，帮助系统有效运行，从而构建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良好生态。另一方面，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所明晰的社会系统处理原则为构建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系统的良好生态提供实践助力。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能够有效指导教育者如何处理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中系统与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生态的协调发展。 

3.2. 有助于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优化 

所谓要素，是指构成特定系统存在并维持其运动变化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单元[5]。思想政治教育

学原理表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包括教育主体、教育客体以及教育介体，这三大基本要素之

间的有机联系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得以形成。然而，任何系统的形成并不意味着要素的消失。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并非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而是动态循环的发展过程。借助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来解释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运作机理和系统整合可知，由各个子系统和诸多要素不断分化、整合而生成的有机

系统一定是动态开放的。这也就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要素始终很难按照既定的排列方式进行整

合的成因所在。尽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要素紊乱和整体分裂的现象，但运用社会

系统研究方法却能有效地帮助优化系统要素。不同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社会系统研究方法

能够帮助教育者树立系统思维，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系统与要素之间

的关系问题，更好地平衡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及外部的协调发展。总的来说，社会系统方法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能够有效推进教育主体、教育客体以及教育介体等系统要素的合理优化。 

3.3. 有助于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环节贯通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由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各种元素所组成的系统整体，其内部环节的运行活动

极其复杂。但就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过程而言，一般可分为教育准备阶段、信息交流阶段、理论内化阶段、

外化应用阶段以及反馈调控阶段等主要环节。基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对受教育

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求将教育过程的五个主要环节看作一个整体来对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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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否顺畅、贯通是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成效的关键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各个环节

间连接性容易中断、环节间容易分裂[6]。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教育者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

现的环节衔接不当的问题，有助于推动各项环节之间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以培养学生的系统观念和研究能力为基本目标，将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运用于教育教学有助于培养师生

的高阶思维，促进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同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个体发展也必将会反过来

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整体发展。只有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体处于一种和谐统一的良性状态，

才能为具体环节的畅通提供可能和助力。可以说，社会系统研究方法作为指导系统发展和要素优化的科

学方法，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整体发展和环节贯通有着积极作用。  

4.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原则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方法，一定程度上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教育教学方法紧密相连。将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运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握其特定的运用原则，坚

持运用的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和开放性，进而保证在运用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的过程中能促使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变。 

4.1. 坚持整体性原则 

坚持整体性是运用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的核心原则，强调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分外注重系

统的整体性，始终将系统看作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或环节组成的有机整体。在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运用于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整体性的核心原则。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完整且

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为指导开展各类教育教学实践，

就必须坚持这一方法的整体性、系统性，坚持以完整、准确的科学方法为指导，防止和克服教育教学过

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等不良倾向。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不能简单地将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系统看作成一堆独立且凌乱的教育元素之间的相互拼凑，并将其片面地分解为各不相关的独立部分来

看待，而是要将其看作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整体性而言，

教育系统中的各个要素要做到相互依存、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包括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之间、教育应

然与教育实然之间、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之间都应呈现出和谐完整的形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正确处

理好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整个教育系统的科学发展。只有充分考虑系统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

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始终坚持整体性的运用原则，才能真正地理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运行规律

和内在逻辑。 

4.2. 坚持结构性原则 

结构性原则是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它不仅承认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而且强调系统还存在着一定的规则和结构，以一定的比例、秩序、结合方式进行组织排列，其内部不是

杂乱无章的任意叠加，而是具有主次分明、层级清晰的合理结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在教育者、教育

对象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具有结构性意义[7]。在将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运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结构性的基本原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不仅取决于系统内部教育

要素的性质功能，更主要取决于系统内部教育结构的排列组合。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教育结构

决定着教育要素发挥的教育功能和形成的教育合力。复杂系统的功能是否取得最优化的理想结果、“教

育应然”是否能转化为“教育实然”都直接取决于系统内部的结构组合。也就是说，在将社会系统研究

方法运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明确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的各个要素所组成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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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认识到稳定的系统是各个要素之间根据一定的需要而形成的有机结构。这表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

注重分析各种教育现象的内部组成结构，通过揭示背后具体的系统结构，从而找到造成问题出现的主要

成因，促进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良性循环。 

4.3. 坚持层次性原则 

层次性原则作为运用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指导实践的重要原则之一，既是社会层次理论在方法论上的

集中体现，又是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工作、教育实践的基本遵循。层次性原则即系统的层次

性，指系统是由多个不同特征、属性、功能的层次或级别而组成的。不但如此，这些层级在系统内部相

互关联，共同作为系统的子系统，同时作为上一层次的组成部分，最后按照严格的层次组织起来。坚持

层次性原则就意味着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系统进行层次性分析，不但要避免在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过程中出现简化“还原论”的错误倾向，更要在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过程中进行分层逐次

地论证和探索，考察不同层次之间的本质差异和一般联系，从而揭示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运行的规

律所在，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各个层级协调有序、功能优化。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

部的各个层次之间既存在着共同规律，又蕴藏着各自层级的子系统所独有的特殊规律。系统层次的属性

差异决定了系统各层次的活动规律也不尽相同，高层次系统具有低层次系统所不具备的功能和属性。这

则造就了各个层次之间特殊的运动规律，层次越高也就自然具有更复杂的属性、特征及其功能。社会系

统研究方法运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要着重把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各个层次之间的运行规律，

既要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共同规律，又切勿忽略各个层次之间运行的特殊规律，坚持在普遍性

和特殊性的统一中把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本质属性。 

4.4. 坚持开放性原则 

开放既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又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开放、

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方法论也是开放创新的方法体系。开放性原

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开拓创新的指导原则，而且是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运用于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中必须遵循的实践要求。开放性原则是指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信息互换、资源共享、能量传送的

开放性，是关系到系统发展、功能优化与结构更新的必要条件。系统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有序，就是因

为不断与外界进行交换而获取能量。只有开放的系统才能够与外界的各类物质进行交换，以求获取维持

系统自身不断发展的物质能量。反之，封闭的系统只会阻碍内部结构的有序更新，造成层次紊乱、结构

无序的恶性发展。同样，在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运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开放性原

则，实现系统内部各要素由无序向有序转变的现实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

受到社会环境的极大影响，所参与构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各个要素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性的特

征，都与社会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客观联系。这一意义上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不能仅仅局限于高

校的小环境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要遵循开放性原则，将社会研究和教育实践置于整个社会大环

境中去推进，充分吸收社会系统中一切可利用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在开放交

流中去改造旧质、创造新质。 

5.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路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就要积极运用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进行指导实

践。将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运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深入把握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的内在意蕴

和深层逻辑，更要基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提高主体能力、增强客体认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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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介体形式等方面入手探索运用路径，奋力开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 

5.1. 基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能力 

教育主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探索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路径必然得先从提升教育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

入手。其一，基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提升教育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教育主体在给教育对象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注重系统与要素的整合问题，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而非局部。同时，教

育主体应适当选择具有说服力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以及教育话语，以求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

其二，基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提升教育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共情力。尽管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都是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关键要素，但却是互不重合的独立个体。教育主体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理应

坚持系统观念，善于换位思考，共鸣教育对象的情感，以求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情力。其三，基于社

会系统研究方法提升教育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亲和力是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能够产生情感交

融和价值传递的关键因素。教育主体应以温和且亲切的话语输出建立起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桥梁，以

求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 

5.2. 基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认同 

教育客体意味着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施加教育影响的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直

接体现者。教育客体即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程度直接影响着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中的有效应用。一是要基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增强教育客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认同。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始终秉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原则。教育者在对教育对象施

加思想政治教育影响时，要引导学生自觉坚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二是

要基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增强教育客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认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这就要求教育对象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时需从思想的整体

性出发，切勿出现思想前一时期与后一时期割裂的现象，以求增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认同。三

是要基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增强教育客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认同。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之间情

感交互的环节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关键环节。教育主体应当以教育客体情感发展的整体为教育

参照，力求在与教育客体情感交流的系统环节中增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认同。 

5.3. 基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介体形式 

教育介体，包括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用来影响受教育者的

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规范以及教育活动的各种方式与手段[8]。教育介体的形式选择关乎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系统中各环节和要素的衔接成效。要想探究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如何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践路径，创新教育介体形式必不可少。一方面，基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

传播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媒介，承载着思想、政治、道德、法律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递着国家

的主流意识形态[9]。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日益成为驱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先导力量。

将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必然要与现代大众传媒实现相互结合，进而创新教育内

容以及教育方法。教育介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要素之一，无论其如何发展，始终要立足于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基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应用

形式。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表明要素或部分的协调统一对系统整体的发展十分必要。教育主体应当适当引

入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新兴技术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如大数据、云计算和虚拟现实等智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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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以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多样应用。 

6. 结语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是顺应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的内在要求，有助于

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生态、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组成要素和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环节

贯通。在二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也需遵循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的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的基

本原则，从提升主体能力、增强客体认同以及创新介体形式等方面构建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应用于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以期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得到较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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