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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思政教育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对于

受教育者来说，思政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在高

校的学生都接受过良好的知识培养，对思政教育的理解也打下了

一定的基础。但是，高校学生大部分已经属于成年人，在接受

教育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自身对思政教育的看法，但是由于其缺

乏相应的社会经验和实践活动，形成的看法难免会产生偏颇。

根据受教育者的这类特性，构建以管理为载体的高校思政教育非

常的有必要。

1  多元文化的利弊

多元文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通便捷，信息流通越来

越发达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综合性文化。在这个趋势下，各

种文化的发展都会面临不同的挑战，新的文化也会层出不穷。

比如在前几年的网络流行语和最近的短视频就是多元文化下的产

物，它们不同于以前的文化，是随着信息流通加快和其他的文

化融合而成的。现在的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社会结构也相

对严密，近些年所产生的文化都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复

杂的社会背景下，文化的发展就会呈现出多种发展趋势，这些

多种发展趋势形成的各种文化就是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可以丰富

人的精力，拓宽人的视野，对主流文化进行补充和完善，然而文

化的多元也有相应的弊端，多元文化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因为文化

的差异性造成不必要的纠纷[1]。对教育工作者来说需要兼顾多元

文化会加大教育工作者的工作量，尤其是高校学生来自不同的地

域，有着不同的信仰和风俗习惯，具有各自的文化差异，在思政

教育的方面会显得相对困难。所以要求教育工作者在实施思政教

育方面要统筹兼顾，全面地实施思政教育方案，针对受教育者之

间的共性和异性，构建思政管理体制并严格执行。以管理为载体

的思政教育方案可以很好地解决多元文化下的思政教育问题。通

过对受教育者的学习和生活进行规范，建立完善的思政管理制度

可以有效的缓解多元文化带给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压力[2]。

2  思政教育的基本载体

思政教育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它可以提高受教

育者的综合素质，培养受教育者的良好品德，养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提高受教育者的社会竞争力。其中管理载体在思政教育的众

多载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3]。管理载体的涵盖面非常广泛，

和思政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密切相关。管理载体普遍存在于人们的

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小到班级管理大到国家管理都是以管理

为载体实施的。以管理为载体可以有效的把受教育者的学习和生

活联系起来，从其广泛性的特征入手可以很好的让受教育者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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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刻都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载体具有制度化的特征，制度

化的特征带有某种强制性，让受教育者必须依照相关的规章制度

约束自己的行为，否则就要遭受相应的惩罚，大大地提高了受

教育者思政行为规范。

思政教育的文化载体具有多样性，在引导受教育者形成大致

相同的价值观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作用。文化载体具有增强思政

教育的吸引力和渗透力，能够扩大思政教育的影响力。活动载体

就是开展思想政治活动，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最主要的作用是

潜移默化地改变受教育者接受思政教育的目的，由于其广泛的参

与性更能扩大思政教育的教育面。大众传媒载体的形式多样，可

以很好地在高校中进行传播，能够为广大受教育者所接受。它具

有传递迅速，时效性强的特征，能够直接促进受教育者的精神文

明建设，促进共同理想的树立。虽然思想载体具有各自的特征，但

是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建设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思

政教育的基本方向，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3  思政管理载体的构建

通过对多元文化的利弊和思政教育的基本载体进行分析，可

以帮助教育工作者在多元文化视域下构建高效思政管理载体。以

管理为载体进行思政建设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建设的效

率，有效的思政管理可以更好的渗透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提

高受教育者对于思政建设的概念构造。

3.1把思政教育和学习生活相结合

管理载体的涵盖性比较广，把思政教育和受教育者的学习生

活紧密相连，能够让管理载体在思政教育下发挥更大的用途[4]。

对于思政教育不仅需要高校开设相应的课程，让高校的教育者们

在平时的课堂上言传身授，还需要在平常的生活中开展思政教育，

让受教育者感受思政教育就在他们自己的身边。当思政教育真正

的走进每位受教育者的生活中，就会时时提醒受教育者，对他们

的行为和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高校可以在学校的教室和食

堂里张贴标语，举办学生宿舍的相关思政布置的评比。从教育者

吃饭到学习再到休息都涵盖在思政的教育中，完全把思政教育和

受教育者的学习生活相结合，达到管理载体的普遍性。让受教育

者意识到思政的教育与自身地学习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并且时时

警醒自己。只有把管理载体的广泛性进行发挥，才可以更好的实

施思政教育。在实施思政教育学习和生活结合方面，教育工作需

要根据学生文化的差异性进行相应的改变。有的文化中，会把休

息看做一件神圣的事情，如果过分的干预受教育者休息的时间反

而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在面对这种文化的时候，教育工作者首

先应当尊重他们的文化，然后再深入了解，最后针对他们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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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再进行相应的措施。不可小觑任何一个受教育者，如果受教

育者反抗相关文化，那么造成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教育工

作者在把受教育者的学习和生活结合的时候需要注意，不可过多

的干涉受教育者的生活。

3.2制定严格的思政教育管理制度

受教育者所处的教育环境大同小异，但是所处的生活环境大

相径庭。针对不同环境下的受教育者们，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应

当找到他们所具有的相同点，求同存异。有效的管理是思政教

育的重要基础，只有通过这个环节，管理载体的作用才能得到

更好的发挥，利于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提升。在高校的学生都

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段学校生活，虽然因为文化的差异会产生

不同的对于学校的看法。但他们的大致观点是相同的，学校是

学习的地方，教师是引导自己学习的人，其他的教育工作者就

是督促自己变得更好的皮鞭。找到学生的相同点就可以有针对性

的制定思政教育的管理制度。在学生的眼中，学校具有权威

性，当学校推行一种新的制度时，有时学生虽然会心有疑惑，

但还是督促自身去执行。在制定思政教育管理制度的时候需要考

虑到学生的思想变化，做好引导学生的思想工作。根据不同学

生经历的不同环境，要兼顾所有学生的特点，在高校中的学生

鱼龙混杂，他们来自天南海北，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风俗习

惯，不同的种族和信仰有不同的忌讳和仪式。甚至于有的风俗

和信仰理念是相冲突的，在制定管理制度时应当规避这些冲突，

尊重学生的信仰，实现公平公正。当遇到信仰或者风俗习惯相

冲突的事情时，应当不偏不倚，及时拿出解决方案，不断地完

善思政教育的管理制度。不仅仅是在受教育者的生活上加大关

注，还要在课堂上制定完善的制度，把生活和课堂的德育完美

的结合在一起，从正面和侧面同时推行思政教育的管理制度。

3.3执行过程的问题反馈

思政教育的制度建立后，就需要一个执行的过程。执行力

是考验一个管理制度的最关键的一点。只有通过执行才能让制度

更好的渗透到受教育者的生活和学习中，切实促进管理载体在思

政教育的作用。在执行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发现一些制度的漏

洞，这时需要执行者及时的进行反馈，并修改相应的制度。比

如在一些高校中，思政教育的制度只关注了学生在学校内的行

为，忽略了学生在校外和家里的行为。而制度的执行者毕竟有

限，对于学生在校外应当如何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导致了一些

学生在校外聚集组织一些非法的活动。这个事情造成的结果是相

当严重的。由于校方仅仅重视制度的建立，在执行方面没有做

到全面的兼顾，就导致了一些学生认为校外就是法外之地，可

以为所欲为。所以教育工作者在管理方面需要加大力度，及时

反馈在实施思政教育时遇到的问题，把以管理为载体在思政教育

的工作中发挥最大的作用。

4  结束语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多元性虽然会给主题文化带来

挑战，但是也带来了机遇，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的。高校的思

政教育在构建以管理载体为主的制度时，应当针对文化的差异，

进行相应的制度建立。每年高校都会涌入大量的学生，每位学

生都会有他们各自的生长环境，学生的加入丰富了学校的文化，

但是也会给思政教育带来压力。教育工作者应当针对学生文化的

共性制定并执行制度，通过管理制度不断地精益求精，跟上时

代发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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