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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作为一种文化力，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的教育内容与教育对象思想观念之间相互吸引、相互靠近的状

态，体现了以学生需要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亲和力的提升，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挑战以及研究的

热门话题。回归到经典理论中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之策，马斯

洛需要层次理论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诸多启示，为

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提升提供了新的视角。

1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由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 年提出，

他根据人的需要出现的先后及强弱顺序，把需要分为五个层次，

层次由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层次越低的需要出现得越早，

层次越高的需要出现得越晚。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对新时代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带来了诸多的启发，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针对教育对象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缺乏学习兴趣及厌学逃学、

过度主张时尚个性、集体观念淡薄等，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对

象本身不清楚自己的需要或者一些低层次需要（爱和尊重）未

得到充分满足，缺少基本的满足感和安全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应及时关注了解学生的需要，真诚地关心爱护学生，增

强感情交流，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将教育建立在平等、尊重

的基础上，帮助学生解决思想和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困难，引领和

帮助学生实现成长需要，促进学生全面自由的发展，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亲和力、感染力，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的关键要素分析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既是教育主体对教育对象的意识形

态灌输与教化的过程，也是教育对象接受这种灌输并将其内化的

过程，体现了教育主客体在教育过程中的双向互动、相互促进。思

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提升，关键在于教育主体的施力方式的转变、

教育对象的接受程度以及整个教育过程中力的形成三者的有机统

一，从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

2.1 教育主体的施力方式由灌输转变为塑造、感染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通过课堂教学、日常管理、

社会实践等方式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灌输说教型的

教学方式难以满足学生的需要，如何以塑造、感染的方式浸润学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视角

丁银辉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中国·江苏 昆山 215300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具有现实需要的人，满足教育对象的需要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实现目标。以马
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为切入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提升，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人为本理念的现实需要。教育主体树立以满
足教育对象需要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精准把握、尊重教育对象需要的基础上，不断引领教育对象实现高层次的需要，满足教育对
象的成长发展需要与期待，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亲和力提升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苏州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工作立项课题研究成果（课题编号：SGZXB201926）课题名称：新时代思想政

治教育亲和力提升路径研究--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视角。

生的心灵，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开展滴灌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教

育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挑战。教育主体的施力方

式直接关系到教育对象对教育主体个人及知识内容的感知和接受

程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要充分发挥主动性和

创造性，开展符合学生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善于将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政治性与教育对象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以一种

轻松愉悦的情感体验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来，把社会发展所

需要的道德要求纳入到教育对象的思想体系中，并促使教育对象

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将其转化为行为习惯，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

的目标，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2.2 教育对象的受力方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接近

亲和力作为一种力的作用方式，在改善施力方式的基础上，

力的作用效果取决于受力方的接受程度，从而将教育力形成一股

内在驱动力，内化于学生的心灵需要，外化于学生的行为表现。在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如何提升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感知

和接受程度，需要建立在对教育对象的特点、需要进行分析研究

的基础上。教育主体通过分析学生的心理行为特点，找到学生的

兴趣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主动拉近与学生的距离，通过教

育教学、谈心谈话、班团活动等方式增加与学生交流的机会，多

为学生创造参与集体活动的机会，让学生感受到教育主体及集体

的关爱，逐步打开学生的心灵之窗。通过教育活动在无形中增强

二者之间的亲近感，实现教育对象对教育主体 的“敬畏”向 “亲

近”转变，极大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形成良好的师生

关系，促进教育教学活动的持续开展。

2.3 教育过程中亲和力的形成由排斥转向吸引认同

从亲和力的本质来看，其表达的是一种亲近和认同，亲近表

现为形式上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认同则体现在内容上的是思

想与思想之间的吸引和认同。由于学生思想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以及对学习参与的兴趣不同，传统的师生关系很容易使学生产生

对力的排斥心理，形成反向的作用力。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通过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活动，使其思想达到交融、吸引

的状态，从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作为教育主体，因材施教是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也是对教育对象的一种吸引和尊重，是

教育主体赢得教育对象的认同和尊敬的重要方式。针对不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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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思想实际状况，教育主体应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针对性

地解决学生存在的思想问题和思想矛盾，从而使教育对象主动亲

近教育主体，实现教育过程中的良性互动，达到教学相互促进的

目的，使教育过程中的力真正施加在关键点上，形成思想政治教

育的正合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  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提升路径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是建立在人的需要的基础上的心理学理

论，其主张人要求内在价值和内在潜能的实现乃是人的本性，

人的行为是受意识支配的，人的行为具有目的性和创造性，也

就意味着人的行为有经过教育被改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当人产

生了这种需要并且具备满足这种需要的条件时，就有了强烈的行

为动机并付诸于行动，实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思想政治教育

亲和力的提升，需要教育主体树立以满足教育对象的需要为中心

的教育理念，精准把握教育对象现阶段的需要层次，持续满足

和挖掘其深层次的需要，构建亲和力提升的协同育人机制，从

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亲和力的提升。

3.1 树立以满足教育对象需要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激发教

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是教育对象通过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认

识到自身思想道德水平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的差距，从而不断提

升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的过程，也是教育对象的需要不断得到满

足的过程。在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树立以满足教育对象需要

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加强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情感交流，才能激

发教育主体亲近教育对象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双

向互动的结果，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过说：“教育的本

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

唤醒另一个灵魂。”教育的过程中只有充分发挥教育主体的主观

能动性，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赢得学生的认可，以真诚的

心去关爱学生，才能满足学生不断变化的需要，成为学生成长

路上的引路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遵循思想品德形成规律和学

生成长成才规律的基础上，教育对象充分接受教育主体的教育内

容，寻求到二者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点，将极大地促进思想政

治教育亲和力的提升。

3.2 精准把握学生的需要层次，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化

水平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是一个由低层次到高层

次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不同学生在同一学习阶段所表现出来的

需要层次并不完全相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开展教育工

作的前提就是精准要把握学生的需要层次，要根据教学任务或活

动目标，开展对教育对象的需求调查，以便在一定时期内准确掌

握学生的需求层次，并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将有助于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掌握和分析需要的基础上，针对处在不同层

次需要的学生要科学地设定其奋斗目标，在合理的范围内明确目

标并充分挖掘其潜能，让每个学生都拥有接受教育而产生思想和

行为变化的可能性。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充分运用

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通过使用艺术化的语言、坚持把握适度的

原则、选择适当的时机，寻找到合适的突破口，综合运用各种教

育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艺术

性，增强学生对教育主体和教育内容的接受程度，从而促进教育

主体与教育对象的双向互动，从而在双方沟通交流、 理解信任的

基础上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3.3 持续引领教育对象的高层次需要，满足教育对象成长发

展需求和期待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揭示的人的高层次的需要为获得尊重

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物质条件相对丰富的时代，学生对精神世

界的追求日益增多，正确引导学生实现高层次的需要显得尤为重

要，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不仅要持续满足学生合理的低层次需要，

更要注重对学生精神需要的引领和灵魂的塑造，要善于引导学生

进行自我调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在网络信息化时代，学生

的思想容易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体，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武装学生的头脑，对培养新时代大

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大

思政教育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贯穿在学校教育教学的全

过程中，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努力构建起辅导员、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课教师、管理服务人员的全面协同育人

机制，始终致力于持续满足教育对象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通过

开展积极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升教育对象建构幸福生活

的能力，帮助教育对象树立目标导向、幸福导向的学习理念，促

使教育对象感知到教育主体乃至整个教育系统对其成长成才的思

想引领价值，持续提升教育对象成长成才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4  结语

基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对象需求的特点，马斯洛需要层次

理论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提升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体现

了以满足教育对象的需要为中心的育人新理念和人性化的教育人

文关怀。通过对教育对象需要层次的精准把握，引领教育对象实

现高层次的需要，从而满足教育对象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是贯

彻落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目标的重要

手段，也是培育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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