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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仪式感的意义分析
胡　易

（江西服装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00）

【摘　要】仪式感作为一种生活态度、精神文化和心理机制，将其运用于高校思政教育中，可以进行积极的心理暗示，

可引领大学生塑造乐观积极的价值观。在新的教育态势下，高校教育者立足时代育人诉求，积极创新思政教育模式，高效

发挥仪式感的思政教育价值，培育大学生的自豪感、认同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创新力和实效性，

为其未来成长奠基思想基础；但部分思政教育者受教育思维的干扰，在仪式感的运用过程中陷入误区，干扰育人成效。因此，

本文将客观探索仪式感之于高校思政教育的意义、必要性和构建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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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相较于以智育为主的高校专业教育，高校思政教育更关

注心育和德育，关注个人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关注思政教育

对个人心灵深处和思想深层的启迪和熏陶。在新的教育态势

下，高校思政教育的核心目标在于兼顾个人心理机制、价值

观念、道德修养以及政治素养等内在底蕴素养的培养和专业

技能的夯实，培育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素质人才。

而仪式教育是中华传统思政教育的常规形式，仪式感契合当

代高校思政教育的诉求。因此，如何在思政教育中充分发挥

仪式感的意义，实现育人目标，是高校思政教育者必须钻研

的时代课题。

1 仪式感之于高校思政教育的必要性

纵观仪式文明演变史，仪式从兼具神话意蕴和使用价值

的上古巫术、祭祀，到兼具感性、象征价值和理性的、独立

笼统的社会道德和心理机制，最终演变为仪式感。在五千年

时光流传中，仪式从特定的行为秩序规范演变为约定俗成的

规范，彰显某种特定的象征价值，反作用于个人的内在情感；

是依托于典礼秩序、行为规范等的价值观念。仪式感是以仪

式及其意义为立足点，凸显参与、主导、建构仪式活动的个

人的精神状态、心理活动、价值观念等主观意识。换言之，

仪式感是个人在仪式活动中生成的内在感性活动，其以外在

仪式活动的艺术表现形式为依托，是个体心灵对仪式行为生

成的审美感受；是外在事物与个人内心的“格式塔”的框架

性吻合，且个体的内心情感在二者形成的吻合框架中，自主

寻觅与仪式的吻合点，并将仪式中的价值导向内化为自身情

感体验，构建认知视域上的共识效应和审美视域上的共情效

应，有机融合共情效应与共识效应。

立足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科目剖析仪式感，探寻

其定义界限及运用范畴可知，仪式感作为一项主观活动和心

理情绪，是仪式场域的综合文化标志、个体间的价值商定、

个体的内心体味。立足高校思政教育，仪式感主要包含：位

于非仪式场域，“拟议式”似的主观立场和体味；位于仪式

场域，个体融入仪式情境后生成的情感经验和心理情绪。仪

式感是个性展现和自我限制，是生活姿态和生活思想；在一

定意义上，其集中于个体对“仪式”无意识地不在场调调用

和遐想，彰显一种不囿于仪式的自由性，是仪式感在高校思

政教育领域实现跨界运用的关键因素。

仪式感是外在仪式活动被刺激生成的反应机制，是以个

体仪式为基础的内心情感领悟，从而引发个体的内心自我暗

示，指引个体自觉遵守仪式感，并以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形式

来传递某种秩序。犹如学者所言：“仪式可助力个体平衡秩

序与自由，并在主观意识的指引下，珍惜、体味生活中的独

特瞬间”；“个体对秩序的仰仗和敏锐是其对‘秩序感’的

谋求，秩序感是人类心理文化框架的沉淀，是个体生命对秩

序的探寻和认知，是文化 - 历史和生物 - 自然 - 人类的演化

结果。”最浅层的仪式感是对内在思想的激励和约束，使其

无意识地认真对待生活工作等。此种凭借引发秩序感建构的

内在激励和约束效应，与教育对个人成长的熏陶功能相契合，

即正向鞭策个体的潜在惰性，规范个体无法自我约束的“自

由”。高校思政教育的核心目标在于立德树人，其关键任务

在于引领大学生形成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的文明道德素养。

以个人的心理情绪和情感体验为落脚点，仪式感是以仪

式活动为媒介，生成影响个人心理情绪和情感体验的机制，

从而影响个人的行为和思维，契合高校思政教育和教育的常

规施教办法。相较于关注专业技能和知识素养等“智育”的

专业教育，思政教育更关注个体心灵引导和熏陶的“心育”。

仪式感是个体心灵以体味、感悟和直觉等形式把握象征价值

的过程，与高校思政教育的特殊作用、气质相契合。此外，

教育作用是仪式感的特性之一，在一定意义上，思政教育与

仪式感互为契机。因此，高校思政教育者需有机融合仪式感

和思政教育，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提升育人成效，具备现实

视域和逻辑视域的双重必要性和合理性。

2 仪式感之于高校思政教育的意义

2.1 提高认同感

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仪式感具备提高大学生认同感的作

用，诸如：政治认同感、价值观认同感、思想认同感、国家

认同感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

主义等是高校思政教育的核心构成 [1]，在其中融入仪式感，

可在耳濡目染间滋养其精神、浸润其性灵，引领其深度认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升其思想自信、文化自信、道路

自信、制度自信，提高其政治认同感和思想认同感。此外，

基于仪式感润物无声的特性，思政教育者在教育实践中可充

分发挥仪式感的辅助价值，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引领大学生完

成对思政内容的外在转化和内在吸收，提高其对主流价值观

的认同感，提高其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政治认同感。

2.2 强化自豪感

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仪式感具备培育大学生自豪感的作

用，诸如：民族自豪感、国家自豪感和党员自豪感等。作为

礼仪之邦，仪式镌刻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中，仪式感蕴

藏于中华人民的风骨中，以仪式视频、仪式实践活动等形式

将仪式感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中，凸显仪式感的形象感染力、

话语说服力和视觉冲击力，给予大学生精神鼓励，提高其自

豪感。比如：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等大型仪式活动为例，教

育者可在思政教育中借助活动视频，凸显其教化塑造力和文

化宣传力，引领大学生领略其中蕴含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内涵，

提高其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自豪感；以入党仪式为例，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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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党课学习、入党宣誓等环节融入仪式感，可凭借科学严

谨的理论、肃穆庄重的气氛、铿锵大气的誓言 [2]，营造“仪

式感”氛围，强化党员的政治认同感和身份自豪感，促使其

自觉践行党员义务，同时，提升其他学生的入党热情，促使

其提前践行党员义务。

2.3 增强责任感

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仪式感具备培育大学生责任感的作

用，诸如家庭责任感、职业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等。现代大

学教育中蕴含诸多仪式，诸如 : 纪念仪式、升旗仪式、学术

仪式、学位授予仪式等。学术仪式兼具仪式的仪式感和学术

的缜密性，将其运用于思政教育中，可引领大学生领略学术

风采、领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内核，提高其的

道德修养。历史事件的纪念仪式本身具备思政教育价值，将

其运用于思政教育中，可引领大学生深度了解历史，共享历

史人物的情感体验，领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涵，

明晰现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强化其的社会责任感。此外，

现代大学生普遍存在家庭美德缺失、家庭观念淡漠、家庭责

任感淡薄等问题。而将家庭仪式运用于思政教育活动中，营

造和谐的氛围和仪式感，可培育大学生的家庭责任感，构建

和谐的家庭关系，促进其个性的健康成长。

2.4 提高使命感

在思政教育中，仪式感依托于思政内容，契合社会发展

诉求；仪式感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运用可提高大学生的使命

感。大学生的责任和使命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变化，而高校思

政教育是增强大学生时代使命感的关键渠道。高校思政仪式

教育自愿非强制和弹性非刚性的模式与“仪式感”丰富的精

神内涵和积极的价值导向备受大学生青睐；其仪式感的熏陶

和感染，可助力大学生明确时代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促使

其为践行时代使命拼搏奋斗，提高思政教育实效。

3 仪式感之于高校思政教育的构建策略

3.1 构建再现精神和价值导向的仪式感应用场域 

仪式感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是一种气氛的构建，而此种

气氛能否对大学生产生积极的激励共情和心理暗示作用 [3]，

在于设计、构思、应用仪式感的过程能否落实可提炼价值导

向的、可感知主题的、可辨别规范意义的精神内核。此外，

仪式感在教育领域呈现的是：自主建构和客观规划的仪式感

“预设意义”；仪式感在思政教育中的运用基础在于：思政

教育预设的精神内核和价值导向的再现和调用；有效的仪式

感应用是内化思政教育预设的精神内核和价值导向的过程，

助力大学生树立稳定的行事立身的价值观。仪式呈现的是特

殊社会活动的秩序，将其运用于思政教育中，必须保证其蕴

含规范、鲜明、且富含时代气韵的精神价值，可展开通行化

地设计，使位于不同时代地个体对其精神内核生成认同感和

共情感。以升旗仪式为例，若无法具象化设计、主题化凸显

国旗蕴含的预设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热血战斗和红色

思想的熏染中成立、发展，大学生将以敷衍的姿态参加升旗

仪式，则难以仪式价值的对接。基于此，思政教育者在教育

实践中需深度融汇仪式感的预设意义及其运用，立足思政教

育主题，设计仪式的精神价值、对接大学生价值观等心理机

制、规划仪式感在特定思政教育环节和内容的运用方案、精

确选择和敲定位于关键地位的精神内涵、以便设计对接、融

合、传递精神内涵与特定仪式的渠道，并以大学生的群体特

征和思想特征为依据，规划助力大学生内化精神价值的可行

性策略。此外，仪式的道具、流程、详细表现等的调配、实

行都需系统遵循“预设意义”。

3.2 贯彻遵循主体间性的仪式感应用原则

主体间性是先进教育理念的核心诉求和集中展现，是高

校思政教育变革的哲学依据，是思政教育融入仪式感的关键

原则。立足高校思政教育与仪式感的融合运用，其教育实效

受主体间构成的影响制约；在方法论视域下，主体间性具备

实践价值；在本体论视域下，主体间性具备认知价值。因此，

思政教育者在教育实践中运用仪式感，必须立足精神价值 [4]，

精确掌握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情感支点、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

引领其以主人翁的态度参加仪式活动，并在其中自主探索其

精神内核和价值导向。敬畏感和秩序感作为仪式感的核心词，

在思政教育仪式感运用中的实现，在于主体间性原则的有效

践行。互动仪式的建构要求超过两个个体的身体在场，并针

对第三者设置关注中心和范畴、共享情感体验。基于此，思

政教育者可以主体间性为准则，以大学生群体的互动体验和

共同参与为切入点，在教育实践中建构传输仪式感的敬畏感

和秩序感，引领大学生践行、信仰、敬仰仪式传输的预设价

值，实现思政教育目标。

特定的情境角色的扮演是仪式感在思政教育中应用的关

键场域；换言之，大学生情境角色扮演的基础诉求是仪式感。

基于此，思政教育者可组织“遵义会议”等历史话剧，引领

大学生自主深度的探寻相关资料，促使其在话剧演绎中再现

历史原貌，深度领略历史人物特有的语言、思想、丰富和战

争时代独有的气氛 [5]，引领大学生完成感性思维至理性思维

的过渡，在身体和心灵上领略红色思想和革命信念，助力其

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结束语

一言以蔽之，仪式感之于思政教育的价值备受思政教育

者认可，基于仪式感的思政教育模式是当代高校思政教育发

展的关键趋向。因此，在新的教育态势下，高校思政教育工

作者必须立足思政教育特征和时代教育诉求，深度探索仪式

感的内涵和意义，分析仪式感之于高校思政教育的必要性和

价值，并以此为指导，创新思政教育的模式，焕发大学生的

仪式感，促使其树立端正的人生价值观和独立健全人格，为

其个人成长提供坚实的思想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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