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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的定位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效果和价值。在社

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何根据时代和社会背景设定好思想政治教

育目标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定位要充分利用登门槛效应，以渐进式的目标为导向，

注重个体差异性，激发受教育者的内在动机，以最近发展区理论为指导，把大任务拆分成各个小任务，

设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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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s goal 
positioning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and value of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social 
develop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How to set the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era and social background has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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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he positioning of the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fully utilize The Threshold Effect, be guided by progressive goals, pay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stimulate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learners, and be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The major tasks should be broken down into smaller tasks, and the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set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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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

教育的根本问题。”[1]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其设定不仅要考

虑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更要符合教育的根本要求。登门槛效应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不仅有助

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细化，提高教育的实效性，而且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紧跟时代步伐，更好地

服务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 

2. 登门槛效应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登门槛效应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先提出一个较小的要求，当完成这个要求后，

再提出一个较大的要求，人们可接受的可能性会更大。在这种效应的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能够

依据人们的可承受能力和潜力进行定位，从而更好地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效果。 

2.1. 登门槛效应的定义 

登门槛效应简要概括就是：先提出一个小要求让对方容易接受，再提出较高而且令人易于接受的效

应[2]。当一个人在面对较难完成且比较繁琐的大任务时，通常会认为自己能力不足，难以完成或需要较

长时间完成任务，从而产生畏惧心理；但如果面对的是在一个人的能力范围之内或是稍加努力便可完成

的任务，人们会倍增信心去达成目标，完成任务后，个体得到心灵上的激励，促使自己去完成下一个任

务。因此，个体在面对庞杂的任务时，利用大任务分解成一个个小任务，这样可以使心理上更易于接受，

也更容易成功。 

2.2. 登门槛效应的理论依据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类具有惯性和惧怕风险的心理。面对陌生的领域或不确定性，人们往往会

产生抵触心理。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后认为：当人们态度诚恳且耐心地向对方提出一项微不足道的要求时，

人们几乎是很难拒绝的。而一旦同意了这一小小的请求，就会在自觉、自我概念或态度上发生微妙的变

化。这一现象心理学家称为登门槛效应，又叫“得寸进尺定律”[3]。 

3.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传统定位及其局限性 

在全球化的进程和社会历史快速发展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制定受到全球化背景、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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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背景的深刻影响，因此，在制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时，需要密切关注全球化的趋

势和影响，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并且需要充

分考虑当前社会的需求和发展趋势，以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 

3.1. 传统定位的依据与不足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传统定位主要依据社会总体发展的要求以及社会成员的整体发展需求进行制定

和推广。思想政治教育要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其目的必须是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思

想政治教育目标要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来确定。在我国，党的奋斗目标是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

重要依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了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和总任务，这为确定思想政

治教育目标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制定过程中仍然存在明显的问题，突出体现为目

标过于宏大。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根据教育教学安排以及群体的总体需求来制定，与现实有一定的

差距，难以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导致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理解和认同度不高。 

3.2. 传统定位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目标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一是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和传播方式创新的挑战[4]。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与时俱进地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但是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体系并未完全完善，积极的思想在网络上传播的力度不足。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定位受到多元

化社会思潮的冲击。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各种社会思潮涌入国内，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且在各类思潮的碰撞中，我们有可能会放松了对于文化渗透的警惕，降低了思想

政治教育目标的标准。三是年轻人的价值观变化也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定位提出了新的要求。新

的思潮的传播方式更加灵活，影响范围更广，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传统定位造成了冲击。当代年轻人

成长于信息爆炸的时代，他们的价值观与传统观念存在较大的差异。他们更加注重个人权利、个体价值

和多元化，对集体主义等传统价值观产生疏离感。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偏向强调集体主义等价值观

念，忽视了个体的差异和个性化需求，难以满足不同受教育者的成长需求。四是评价体系不够完善。传

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难以对教育效果进行有效的评估和反馈，导致教育质

量的提升受阻。 

3.3. 传统定位局限性的原因分析 

一是社会历史发展变化大。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渐多元化，人们对思想政治教

育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社会历史的发展推动了教育方式的创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对思想政治

教育的要求和期望是不同的。二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偏差。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思想观念和文化相互交融，

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定位产生了影响。同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复杂化同时给思想政

治教育目标的制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出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定位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主体差异性较大。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

要求[5]。不同教育对象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认知水平、情感特征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使得他们对思

想政治教育的需求也不同。 

4. 登门槛效应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制定中的重要性和意义 

在当今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

旨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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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登门槛效应作为一种心理学现象，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制定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登门槛效

应强调目标的逐步实现，通过分阶段设定目标，使对方在不断达成小目标的过程中，逐渐接受大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长期坚持，而登门槛效应正是强调目标的逐步实现，有利于教育对象在长期坚持中形

成良好的习惯和素质。最后是提高教育效果。将大目标分解为小目标，有利于教育者更好地把握教育进

度，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从而提高教育效果。 

5. 登门槛效应对于制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施路径 

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需要根据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教育目标。利用登

门槛效应来更好、更具合理地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为教育者、受教育者提供一个合理的标尺，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最大化。 

5.1. 以渐进式目标为导向 

从登门槛效应的视角来看，在不同的教育阶段要以教育的根本要求作为根本依据，采取以渐进式目

标为导向的教育策略，从学生身心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不同学段，对于受教育

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制定要具有阶段独特性和教育的连续性。首先，从小学阶段而言，思想政治教

育目标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培养学生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使用目标分解法“依照循序渐进

原则”对年龄较小的孩子进行教育引导更见成效[6]。在这个阶段，学生的自我认知和行为习惯尚未完全

形成，因此目标设定应更加具体且易于达成。对于小学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运用激励法，正确引

导学生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其次，在初中阶段，随着学科知识

的增多和难度的提升，目标设定应更加注重学科间的融合和综合应用。在不同的科目交叉学习期间，知

识的活学活用是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要体现，并且在不同学科的学习中，深刻领会知识的同时也要关

注人文情怀，塑造自身的品格。再次，在高中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储备的增加，思想政治教育

的目标设定应更加明确和具体，并且贴合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群体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根据不

同学生在爱好、个性、特长的不同，通过差异化的教学策略，使每个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水平上得到

提升。最后进入大学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要与个体的职业发展方向相结合，目标设定应更加注重专

业性和前沿性，培养其自学能力，提升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 

5.2. 以个体差异与需求为指引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

实现需求[7]。这个理论强调了不同个体在不同层次上的需求差异。在运用登门槛效应时，注重个体差异

和需求层次是至关重要的。首先，了解个体的需求层次有助于确定适当的“门槛”。对于处于较低需求

层次的个体，如生理和安全需求，他们可能更关注基本的生活需求和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从满

足这些基本需求开始，逐步提升要求，以帮助他们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而对于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的

个体，他们可能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对他人的影响力。因此，对于这些个体，应从提供机会和资源

开始，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抱负。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看，对待不同的个体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赋予他们不同的目标。其次，注重个体差异意味着要了解不同个体的独特需求和偏好。有些人

可能更容易接受挑战和更高的目标，而另一些人可能更倾向于逐步攀升。因此，在运用登门槛效应时，

要考虑到个体的个性、能力和动机等因素。最后，需求层次的满足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运用登门槛效应

时，要注意目标设定和要求的提出应与个体的需求层次相匹配。通过了解个体的需求层次和个性差异，

以及渐进地提出要求和设定目标，可以帮助个体逐步成长和发展，最终实现自我价值和潜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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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以受教育者的内在动机为取向 

登门槛效应启示我们在设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时要注重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一是设定明确且具

有挑战性的目标。为受教育者设定明确、具体且具有挑战性的目标，让他们感到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才

能达成。这样的目标能够激发他们的内在动机，促使他们积极追求进步。二是鼓励自主选择与参与。通

过受教育者参与目标的制定和计划的安排，能够进一步深化受教育者对于目标设定的依据和目的，增强

其内在动机，同时在达成目标后提高自我效能感。三是提供积极的反馈与强化。在教育过程中，及时给

予受教育者积极的反馈和强化，建立一个积极、支持性的学习环境，使受教育者感到被接纳、被尊重，

增强其自信心。在学习型环境中，他们更有可能发挥潜能，提高自我效能感。四是培养自我激励能力。

教导受教育者自我激励的技巧，如设置奖励和惩罚机制、进行积极的心理暗示等。这样可以帮助培养内

在动机，提高学习的兴趣[8]。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奖励和惩罚作为激励手段。奖励可以不断增强内在学习

动力，而惩罚则可以作为一种负强化的手段，确保受教育者纠正不良行为，鼓励受教育者定期进行自我

反思和总结，分析自己的进步与不足。 

5.4. 以最近发展区理论为指导 

最近发展区是教育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结合最近发展区理论，把登门槛效应理论应用于思想政

治教育的实践，能够有效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个体在发展过程中，需要

在教育者的支持下，通过发展现有水平提高至潜力水平，才能达到下一个发展阶段[9]。思想政治教育同

样需要根据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制定合适的教育目标和策略。而登门槛效应理论则指出，一旦人们接受

了某个观点或行为，就会更容易接受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观点和行为。因此，将这两者相结合，可以更好

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首先，结合最近发展区理论，教育工作者需要对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有清

晰的认识，以便制定出符合学生实际需求的教育目标。这样，教育者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就能够有

针对性地引导学生，帮助他们取得进步，在思想认识上不断取得突破。其次，登门槛效应理论在思想政

治教育中的应用，意味着教育者需要先引导学生接受一些基本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观点

和行为。在此基础上，教育者再逐步引导学生接受更为深入、抽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此外，结合最

近发展区和登门槛效应理论，教育者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还需注重学生的情感认同。教育者要善于

运用各种教育手段，激发学生对国家、民族和党的认同感，使他们主动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同时，教

育者还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以提高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最后，在实践过程中，

教育者要善于调整教育策略，以适应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这意味着教育者在开展思政教育时，要有耐心，

不能急于求成。同时，教育者还要关注学生的反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完善教育策略。

因此，将最近发展区理论和登门槛效应理论相结合，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教育者要充分

认识到这两大理论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灵活运用，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6. 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对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影响。登门槛效应在思想政治教育目

标制定中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通过合理设定阶段性目标、关注教育对象的成就感、调整教育策略和营

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教育者可以充分发挥登门槛效应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促进教育对象逐步达成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更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只有把握

住这个效应，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落实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国家和

社会的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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