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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师生共同体”的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研究

施小明，程梦勤

(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3)

摘要: 意识形态工作事关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高等学校必须不断拓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载体和

渠道，提高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经过对“师生共同体”主体、目标、交流互动三大特征的分析，认为交

流互动对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具有天然的有利条件，并通过加强“师生共同体”载体建设、教师队伍

建设、自媒体建设等措施，拓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渠道、发挥“师生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丰富

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手段，加强和提高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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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并反复强调要牢牢掌握意

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1］。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2］。作为青年代表的大学生是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力军，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

毫不含糊。”［3］教师若要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发挥，必然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与机制构建，“师生共同

体”是建设新型师生关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及实现全方位育人的必要载体，在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

过程中发挥着天然的引导作用，对加强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意义重大。为更好地探索“师生共同体”的

育人功能，课题组向全国近 40 所高校发放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近 1 500 份。

一、“师生共同体”与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培养的内在关系

( 一)“师生共同体”的概念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不能离开社会共同体而独自存在。“共同体”是指具



有相同目标或者愿景一致的同伴结成的集体，“共同体”意味着一种团结、和谐、美好的社会现实状况，生

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们会朝着共同的目标、愿望而一同奋斗。大学是天然的“师生共同体”，师生课堂上

的互动及课后的密切接触，构成了大学师生共赢的局面，包括认知拓展、情感互通和共生、创生等三重境

界［5］。德国教育哲学巨擘卡尔·雅斯贝尔斯对“师生共同体”的本质作了阐述:“大学把人们集合起来，

投身于学术或科学的学习，投身于精神生活。大学的最初含义———教师与学生的共同体———与它作为所

有学科的统一体的含义是同等重要的……这个理念要求有交流存在，不仅要有不同学科层次上的交流，

而且要有不同个人层次的交流。”［6］

“师生共同体”是师生间的一种组织关系，这种组织关系包括由师生组成的双主体，为实现学生成才

愿望所开展的交流互动活动。本文所述的“师生共同体”是指大学生第二、第三课堂中的师生组织关系，

包括主体、目标、交流互动三大基本要素，其中，主体是由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但学生的主体地位更加明

显; 目标是来自学生自觉、主动的学习和成才意愿，通过教师的指导帮助，师生共同实现目标; 交流互动与

探讨是为实现学生学习、实践的成才需要，师生之间必须进行近距离、面对面的密切交流和学业探讨，这

种交流互动与探讨不仅仅让学生收获知识和能力，也因教师的人文关怀融入其中，实现了师生情感的坦

诚相通，这种师生之间密切的沟通，打破了传统师生的严格界限，淡化了年龄、身份，他们彼此信任、相互

探讨、共同进步。“师生共同体”对于师生主体具有天然的相互浸入功能。

( 二) 意识形态教育的概念

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

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7］。因此，意识

形态是受制于社会的现实存在和反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是为阶级服务的，阶级性是意识形态

的本质特征。“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作用在于为党的事业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强大

的精神动力。”［8］

意识形态教育就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对人们的认知、情感、意志、信仰等进行说理教

化，最终使统治阶级的思想、道德转化为个人的意志和行为的过程，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社会工

具。基于此，笔者认为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是将我国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融入到大学生的理想

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并将此运用到大学生的思想行为之中的过程，最终实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服务的目的。加强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就必须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思想，正确

指导我们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念，使大学生朝着共同的方向、目标前进，这对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内容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进一步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自觉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遵循。

( 三)“师生共同体”和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培养的关系

德国教育家斯普朗格有言: 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所以为教育，是基于对其人格心灵的唤

醒［9］。一方面，“师生共同体”所特有的天然浸入功能为意识形态教育的培养提供了新平台。“师生共同

体”中师生主体间天然的相互浸入，为高等学校开展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

性、提升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效性创造了条件。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教师在向学生传授科学文

化知识的同时，也应对其意识形态进行正确引导。一个人只有通过教化与一种意识形态认同，才能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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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思想的社会认同［10］。而“师生共同体”就是促进大学生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

同的催化剂，它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知识共享的平台。另一方面，依托“师生共同体”这个新平台又能培

养教师和学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增强师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及文化的认可、

赞成和接纳”［11］。与一般的课堂教学不同，它是教师和学生两大主体共同参与其中的交流互动，更加注

重师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情感互通，尤其是面对面交流更有利于师生之间情感的坦诚相通，这能有效提

高学生的参与感、存在感，让学生在“师生共同体”中真正感受到自身价值。可见，“师生共同体”和大学

生意识形态教育培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意识形态教育保证和规范了“师生共同体”中教师

对大学生培养的内容和方向，“师生共同体”特有的天然育人功能以及师生间特殊的情感共融又能改进

意识形态教育培养的效果和质量，二者之间相互依存。

二、“师生共同体”视角下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意义

( 一)“师生共同体”有利于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感召力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

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

进得更快、更深入［12］。大学生价值观念尚未成熟，对一些新奇事物比较敏感，容易受西方错误社会思潮

的影响。在问卷调查中针对问题“在‘师生共同体’中，教师是否发挥了教书育人的作用?”，近 90% 的同

学觉得作用很大或者作用比较大，清晰地表明了“师生共同体”的正面引导可以有效遏制西方错误社会

思潮的干预，使大学生在多元价值观领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

1． 有利于增强凝聚力

“师生共同体”对加强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具有正面引导功能。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在《意识形态

论》中提到:“一个人愈是与某种意识形态认同，他在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思想的社会中的生活就愈是

得心应手。”［10］接受并认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大学生积极融入社会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勇

前进的必要前提。大学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强，在“师生共同体”的正确引导下具有强大的爆发力，

教师能够引导大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真正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大学生的头脑之

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融入到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自觉转化为大学生的情感认同和行

为习惯，增强大学生在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上的凝聚力、向心力。

2． 有利于增强感召力

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前进方向，大学生的政治观、价

值观、道德观和历史观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有意识的社会教育。“师生共同体”是帮助学生明确发展目

标与研究方向的重要载体，是大学生从成长走向成才的重要向导，它可以有效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大学生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引导大学生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有利于凝聚民族共识、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从而坚持我们的“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动摇。

( 二)“师生共同体”有利于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

高校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前沿阵地。当前，高校对大学生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力量还是思政课教

师和高校辅导员。从“师生共同体”视角加强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是贯彻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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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环，有利于拓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传播渠道，增强实效性。

1． 有利于增强引导力

“师生共同体”的成立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信息输送更加便

捷。“师生共同体”给师生交往开辟了新天地，师生之间线上、线下的互动比较频繁，教师可以根据学生

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论、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的动态，及时研判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对于一些偏离主流意识形

态的言论及时引导，根据社会热点舆论积极引导大学生对我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政治认同。通过具体

的社会舆论热点如“香港暴力事件”等，引导、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

2． 有利于增强信服力

微信、博客、微博等自媒体具有集群度高、交互性强的特点，方便师生之间对于网络中新出现的一些

国际热点事件即时探讨并发表见解。教师采取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主流意识形态思想间接传达给

学生，有利于将高度抽象的理论概括与大学生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让大学生对意识形态教育的成果可

观、可感，从而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形态。

3． 有利于拓宽传播效度

通过“师生共同体”这种载体加强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能够改变过去意识形态教育主要集中在

课堂的局面。“师生共同体”中的教师可以发挥课程思政的作用，借助自媒体向大学生传递具有强大凝

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大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潜移默化地

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增强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作用。

( 三)“师生共同体”有利于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吸引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

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13］高校作为意识形态教育传播的主渠道，应当围绕学生、关

照学生、服务学生，也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加入到“师生共同体”队伍中的教师通常是可

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之人，且师生之间的交往建立在平等、尊重、关心、理解的基础之上，这有

利于改变传统教师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地位。“师生共同体”能够改变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灌输方式，

增强教育方式的吸引力，真正使意识形态教育成果入耳、入脑、入心。

1． 有利于增加大学生的情感认同

“师生共同体”视角下加强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符合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民主平等原则。“师生

共同体”中的教师与学生是平等的关系，是一种共同探讨的双向互动，而非直接的理论灌输。传统的意识

形态理论灌输主要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往往采用填鸭式的任务教学方式，极易引起学生的逆反

心理。“师生共同体”中师生之间交流较多，教师潜移默化的教导可以有效避免学生的排斥心理，易于增

强大学生对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2． 有利于增加教育的吸引力

在“师生共同体”中，学生以成长、发展和成才为目标，在学习中处于主体地位，教师的作用以辅导和

帮助为主，师生间平等的交流探讨和互动，有助于增加教师教育的吸引力。在这样一个平等、相互尊重的

群体中，教师辅导和帮助自然能够更好地吸引学生，激发大学生学习的热情，也能获得学生更多的信任。

在问卷调查中，超过 70%的学生认为“师生共同体”中教师比一般课程教师的教书育人要好，不到 2% 的

学生的观点与之相反，不到 30%的学生认为两者差不多或说不清。由此可见，如果教师在“师生共同体”

中合理地融入意识形态教育，能更好地使意识形态教育成果入耳、入脑、入心，这既来自于教师渊博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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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更离不开教师高尚的人格魅力。

三、“师生共同体”视角下的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机制

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机制是高等学校围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所形成的一系列包括运行、保障措施

的制度体系。高等学校党委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理应将“师生共同体”建设纳入到各级党组织

育人的责任任务之中，并以此作为大学生意识形态培养和教育的重要考核标准，协调教育渠道、教师队

伍、教育手段等多方面的因素，激发师生两大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师生队伍保持生机与活力，推动

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有效落实。

( 一) 加强“师生共同体”建设，拓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渠道

1． 高校基层党组织要积极推进“师生共同体”载体的建设

在新时代，党中央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也为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高

校基层党组织应主动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有效激发高校基层党组织新的活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主动把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履行起来，积极推进“师生共同体”载体的建设，选派政治素质高、专业

水平高、业务能力强、乐意奉献的教师加入“师生共同体”，尤其是要选派优秀的党员教师。教师党支部

书记要带头做好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主动加入到“师生共同体”的团队中，自觉承担起团队负责人的任

务，为其他优秀教师做表率。

2． 注重说理教化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离不开有效的说理教化，“师生共同体”中教师既需要具有

良好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还需要有良好的教学方式，通过让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把我国主流意识形

态教育融入教学过程中，并以此来指导社会实践。“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14］，良好的教育离

不开有效的社会实践，有效的社会实践能够“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解决现实问题的指导力”［15］，使大学

生的感受更加直观，能够使大学生切身体会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积极效应，能够培养大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和民族担当意识，从而使他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满信心。

3． 善于同错误的意识形态言论做斗争

面对西方错误的意识形态言论，党组织书记以及“师生共同体”团队中的教师不仅要勇于发声、敢于

发声，更要善于发声。面对西方的糖衣炮弹，党组织书记以及“师生共同体”团队中的教师要主动出击，

勇于揭露西方“非马”“反马”的真实企图，为大学生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保驾护航。只有从源

头上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讲清楚当今社会主要矛

盾的变化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讲清楚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才能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真

正避免精神上的“软骨病”。

( 二)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发挥“师生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

《礼记·学记》有言:“亲其师，信其道。”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上强调:“高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

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3］教师是学生成才路上的“传道人”，为了加强大学生意识

形态教育教师要提高“明道、信道、传道”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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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师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确保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向性

“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上特别强调: “政治要强，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

醒。”［3］加入到“师生共同体”中的教师要自觉拥护党爱护党，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遵循，明

确自身职责，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不但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要传授学生道德以及教学生学会做人。因

此，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和坚定的政治立场，牢牢遵循我国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
2． 教师要提高“传道”本领，提高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

教师“传道”的质量直接决定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宣传效果，学校应当搭建教师交流平台，提

供教师学习、探讨的机会，团队之间彼此交流授课经验、相互借鉴，形成教育合力，整体提高教师的“传

道”本领。作为“师生共同体”中的教师也应当加强理论学习，自觉提高“传道”本领，注重传播方式，用心

对待学生，并将符合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成果采用网络化、生活化、幽默化的话语体系融入到大学生

的日常生活中，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趣味性、实效性，提高意识形态教育的吸引力。
3． 教师要提升个人魅力，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信服力

针对“在‘师生共同体’中，您最注重老师的哪些方面( 多选) ?”这一问题，选择“人格魅力和师德师

风( 75． 92%) ”“工作处事能力 ( 69． 94%) ”“学术科研能力( 62． 03% ) ”分列前三位。在“师生共同体”

中，因为师生间近距离、面对面的密切交流和探讨，实现了主体间的“相互浸入”，为提高大学生意识形态

教育工作搭建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创造了更为宽敞的渠道，而学生对于教师人格魅力和师德师风的期盼

为教师有效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问卷的另一个问题调查中，98% 的大学生表示应对

“师生共同体”中的教师表示感谢，这其中包括了对教师的人格魅力和学术能力等多方面的认可。

( 三) 建好用好自媒体，丰富“师生共同体”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手段

马克思说过，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16］。全媒体时

代，对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要契合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充分利用好网络平台，营造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氛围，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吸引力。
1． 用好自媒体等信息平台

互联网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的特点，为开展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新平台。学校是一种特殊

的社会组织，是人们着意营造的培养人的环境［17］。学校官方传媒应当采取点赞、评论、转发、趣味答题等

形式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意识形态的文化阵地中，达到意识形态教育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在“师生共同

体”中，教师要主动适应新时代，牢牢掌握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主导权，善于利用自媒体拓宽主流意识

形态的传播渠道，主动利用公众平台等渠道发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等符合我国主流意

识形态的内容，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2． 加强对自媒体等信息平台的监管

全媒体时代，网络市场门槛低，造成了网络环境鱼龙混杂，教师要自觉履行对“师生共同体”中的

QQ、微信等自媒体的舆情监管，化身为大学生的“网络守护神”，及时关注大学生的网络动态，对于一些偏

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论加以正确引导。此外，应当培养一批平时喜爱自媒体的优秀大学生，在关注

自媒体的同时积极传播正能量，主动引导身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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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ideolog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teacher － student community”

SHI Xiaoming，CHENG Mengqin

( School of Marxism，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093，China)

Abstract: Ideological work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ocialist Guiding Principle．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must expand the way and channel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gradually． After analyzing the subject，goal and interaction of the“teacher-student community”，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it has a natural guiding effect on the ideology of students． In addition，some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arrier foundation of“teacher-student community”，the selection of the team of teacher and
the adoption of new media should be taken as to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Teacher-student community;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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