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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内涵和层次，深刻分析影响获得感的因素，是切实有

效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前提。新时代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需要引导大

学生“需求侧”增长，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供给侧”改革，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 “协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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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思考

2018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 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以下简称“思政课”）教学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将“获得感”引入思政课教学改革，对加强高校思政课

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增强大学生对

思政课的获得感，已经成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改

革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创新点。

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的内涵

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是指大学生从思政课中获



2019.6

进思政课教学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的影响因素

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的形成是有多种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以大学生主观感受为立足点，分析影响

获得感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高校思政课

的综合供给，这是影响获得感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

是大学生对获得的感受能力，这是影响获得感的主观

因素。

1.影响获得感的客观因素

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是高校思政课教学效果的

试金石，思政课教学的含金量越高，大学生获得感自

然越强。获得感是以大学生从思政课的实际效果获得

为基础的，这就要求思政课切实改进教学效果，为学

生获得感提供客观保障。
一是思政课课程建设和学科建设。虽然高校思政

课课程性质和功能定位具有统一性，但是各类高校在

思政课课程建设和学科建设上客观存在着差异性，而

且课程开设学期、学时、考核等安排上也各不相同。高

校思政课供给的内容与质量存在着现实差异性与层

次落差，思政课供给内容和质量直接影响着思政课的

实际获得。
二是思政课教师以学生为主体的意识与个体素

质。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尊重学生

主体地位对学生主体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增强

大学生思政课的获得感需要充分发挥学生在思想政

治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 教师要树立以生为本、
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要以学生的成长成才为教育教

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

的改革，都必须服从、服务于充分调动大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和主动性。思政课教师的个人素质包括政治立

场、理论素养、专业素质、知识结构和人格魅力，是实

现思政课教学目标的关键，也是影响大学生思政课获

得感的重要因素。
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生态环境。党和国家对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是思政课建设发展的

大好机遇。高校思政课生态环境深刻影响着思政课供

给和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评价。 思政课教师队伍水平、
授课时间、硬件保障、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地位”等因

素，不但会影响思政课教学供给，还会影响大学生对

思政课的判断。因此，高校思政课生态影响深远，是影

响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生成的重要催化剂。

2.影响获得感的主观因素

一是大学生个体接受意识与意愿。期望是个体积

极性的源泉，是推动个体行为的基本动力。 “我愿意”
学思政课是大学生产生思政课获得感的基本动力。大

学生对于思政课有很多期望，而这些期望是支撑他们

学习思政课的动力源泉，也是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的

内在要素。 如果这些期望被满足，他们的获得感就会

比较强；如果思政课的供给满足了大学生对思政课内

容、教学方法和授课教师的期待，那么就能激发他们

的接受意愿与动力，他们就容易产生获得感。
二是大学生个体知识储备与结构。 “我能够”是大

学生从思政课的供给中获得个人发展满足的前提条

件。 高校思政课教学向接受者传递的教育内容十分丰

富，其中的概念、观点、原理和规律都是对丰富的社会

实践进行归纳、概括和提炼的结果。这就需要大学生具

有一定的知识背景，以正确理解和接受教育的内容。

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的提升策略

坚持在改革创新中提升高校思政课的质量和效

果，增强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需要我们切实引导大

学生这个“需求侧”，加强思政课这个“供给侧”改革，
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这个“协同侧”。

1.引导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需求侧”发展

首先，激活大学生需求。 大学生的需要越强烈，接

受教育的自觉性就越高，学习的效果越好；反之亦然。
但是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需求的矛盾之处是大

学生对自身发展的需求认识可能不够全面、 不够深

刻，影响其学习动机的产生。 例如学生普遍重视专业

课和外语的学习，因为他们对于专业课和外语学习的

需求更强烈。 因此，应该充分激发大学生全面发展的

需求以及更大的需求量，以激发学生学习思政课的动

机，进一步提升获得感。
其次，引导大学生对需求进行辨别。 大学生在大

学期间的学习不仅要接受专业知识教学，更要接受思

想政治教育，这是增强理论素养，提高思想境界，成长

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引导大学生对自

身需求进行辨别， 激发促进个人发展的合理需求，辨

析并抑制错误的需求，将个人发展的近期需求与长远

需求，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可以有效调动

大学生学习思政课的积极性。

高校思政

44



CHINA HIGHER EDUCATION

最后，强化大学生对思政课学习的需要。 我们应

加强大学生对思政课学习的需要的正向刺激，以产生

学习的动机，达到较好的学习效果，提升获得感。了解

学生需求，解释学生疑惑，解决学生实际困难是强化

学生对思政课学习需要的有效途径。当我们运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解释了学生的困惑，解决了学生成长成才

中的困难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用”与思想的“大

智慧”一定会“征服”学生。

2.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供给侧”改革

首先， 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傻� 动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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