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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全人教育理念下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提升路径思考 
◆黄  丹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 

 
摘要：本文在界定全人教育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以全人教育理念为指

导的思想政治理论的重要意义及获得感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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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人教育内涵及理念 
“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以人的和谐发展为宗旨，

是 21 世纪的全新教育理念。 
1、西方传统中的“全人教育”理念 
在西方，全人教育经历了最早从古希腊开始到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古希腊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
故“全人”含有“人与自然”融合的含义。工业革命以后，卢梭
主张教育培养自然人，将教育的重点回归到人的主体性。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教育是个人全面发展必要条件，与当今社会全
人教育目的相一致。 

2、中国古代的“全人教育”观念 
我国传统哲学中教育思想也渗透着全人教育的理念。西周时

期所设“六艺”，体现了德、智、体、美等育人目标，充分体现
全面的人才培养观。孔子的“仁爱”教育思想；孟子“明人伦”
为中心的伦理道德教育思想；荀子“大儒”教育思想；道家老子
提出“法自然”思想等，先秦哲学家的教育观都重视培养完整的
人格，强调道德、学识、技艺多重修养的教育目标，主张人的全
面发展。 

基于以上，笔者认为，“全人教育”指人的多方面和谐发展
的教育。它以科学文化知识、专业技能、品德修养为基础，将学
生培养为有知识、有智慧、有教养的、全面发展的人。 

二、思政课以全人教育理念为指导的重要意义 
1、以全人教育理念为指导是思想政治课实施素质教育的前

提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开展素质教育的主渠道。以全人教育

理念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关注人的发展与需要、关注人
的成长与个性，面向全体、因材实教；使教育理念内化为日常行
为，在锻炼学生实践技能的同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为其终生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基础。 

2、以全人教育理念为指导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
基础 

以“全人教育”理念为指导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突出以人
为本的特征，关注学生全面发展，为学生构建了一种开放的学习
环境，提供了一个多渠道获取知识的可能，将学到的知识加以综
合和应用于实践，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自身的感悟体验，提
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 

3、以全人教育理念为指导是思想政治课实现教学目标的保
障 

思想政治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不仅要完成基本理论的传授和道德教育，还要完成对学生政治素
养及各种学习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而让学生学
会学习、学会生活，因此，全人教育理念也是实现思政课教学目
标的重要保障。 

三、全人教育理念下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的提升路径 
1、“获得感” 
“获得感”是人们基于客观实际获得而产生的主观满足感，

它以客观的实际获得为前提。2015 年 2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会议上指出：要科学统筹各项改革任务，让
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获得感”一词由此迅速流行，它主
要是对获得的感受、感知与感悟，是一种正向性、肯定性、积极
性的评价。 

2、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 
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是指大学生感受到思政课是学有所获、

学有所用。[1]是学生基于思想政治课的实际获得而产生的主观情
绪体验。大学生思想政治课获得感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层面：大
学生掌握思想政治基本理论的知识素养获得感；树立理想信念、
社会责任感、培养优良品德的情感获得感；将理论知识外化于行
的行为获得感。 

3、全人教育理念下大学生思政课获得的提升路径 
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采取以下措施开展教育教学活

动： 
（1）完善课程内容体系，突出全人教育理念 
全人教育理念为指导的思政课教学内容除基础理论外，还包

括大学生就业创业、人际关系、心理困惑、婚恋、审美情趣教育
等方面内容，教师不仅要讲解课程内容，还要注意和日常事物的
联系，挖掘教学资源，为我所用，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
使学生能明辨是非，面对生活中某些现象能够作出符合大学生认
知身份的正确判断，促进综合素质提高。 

（2）营造良好教学氛围，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全人教育理念指导下思政课教学，倡导师生互动，营造和谐

的课堂氛围，推动教学方式方法创新，使学生全身心地参与到学
习中，灵活应用情境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小组合作法、研究
讨论法、辩论法等，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这不仅是理
解知识的需要，更是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促进学生成长的需要。 

（3）注重实践课程教学，整合利用各种资源 
全人教育理念下指导的课程实践活动，是内化知识的重要途

径。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思政课实践活动分为两种：校内实践和
校外实践。校内的时政沙龙、辩论赛、知识竞赛等，学生通过电
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介搜集材料，调动学习兴趣。校外的社
会考察、调研参观等，前期布置任务，中期做调研笔记，后期完
成实践报告，使学生能够在活动中有所收获。 

（4）考评方式改进，评价体系完善 
全人教育理念下的考评方式须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

将学生课堂出勤、课堂表现、平时作业情况、期末考试成绩结合
起来，各占相应比例，作为学生最终评价成绩。注重评价学生的
创新能力、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将学生自我评价、同学评
价、教师评价结合起来，倡导评价主体多元化，为落实全人教育，
提高教学效果创造条件。 

（5）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提高任课教师素质 
根据思政课程内容，组建由专家、教授、党政主要领导在内

的专业基础扎实的专兼职讲师团队伍，共同承担教学任务，提高
教学质量。广大教师只有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才
能真正贯彻落实全人教育理念，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充满无
限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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