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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隐性课程是教育者通过教育环境有意或无意地传递给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信仰等 

非公开性的经验 隐性课程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发有以下四个方面：发挥高校校园环境的育 

人功能；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道德形象和人格形象；重视高校学生社团的作用；发挥 

哲学社会科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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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隐性课程的提出与含义 

隐性课程又称为潜在课程、隐蔽课程、非正规 

课程。20世纪 20年代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提出， 

学生学习的不只有正规课程，还学到了与正规课程 

不同的东西，因而提出了 “附带学习”这一概念， 

指学生伴随着具体内容的学习而形成的对所学的内 

容以及学习过程本身的情感、态度、信念等。杜威 

认为 “附带学习”对于学习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学习中形成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对未来的发展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克伯屈进 
一

步发展了杜威的观点，提出了 “附学习”，即学习 

中逐步为学生所获得的理性、态度、道德习惯等。 

杜威和克伯屈的观点为以后隐性课程的研究打下了 

基础，但当时并未引起过多关注。2O世纪 60年代， 

美国教育家杰克逊在 《班级生活》中正式提出 “隐 

性课程”，他认为，学生在学校生活中除了获得学习 

进步外，还获得了态度、动机、情感等心理状态的 

成长，这些非学术的经验比教学内容更有影响力。 

我国对隐性课程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80年代， 

如今对隐性课程的理论研究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由 

于学者们对课程的理解不同，所以隐性课程的定义 

有多种争论。笔者认为隐l生课程是教育者通过教育 

环境有意或无意地传递给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 

信仰等非公开性的教育经验。 

二、隐性课程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20世纪 60年代隐性课程提出后，西方学者主 

要从社会学角度对隐性课程进行研究，如结构功能 

论者关心的是学校中如何加强对学生的社会化，将 

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观传递给学生，以维持社会发 

展；社会批评论者认为学校结构是社会文化结构、 

权利结构的反映，隐性课程是隐蔽地传播社会统治 

阶级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工具。结 

构功能论者，看到了隐性课程在学生社会化中的积 

极作用，社会批评论者则看到了隐性课程对学校教 

育的消极面，强调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学校隐蔽 

课程形成的条件，揭示了隐性课程社会控制的意识 

形态性质，隐性课程的存在使学校教育应有的功能 

得到不到发挥。两个学派隐性课程的社会学分析观 

点虽各有利弊，但能够帮助我们全面认识隐性课程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隐l生课 

程能够帮助高校更好地将社会主义规范、要求和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内容传递给 

大学生，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价值观，提高学 

生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觉悟，促进学生的政治社会化。 

另一方面，如果忽视高校中的隐性课程，隐性课程 

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巨大的负作用。当前，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 

会价值观的全球化、多元化、复杂化对高校师生核 

心价值观念的形成带来了深刻影响，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但我国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在方法上强调以正面理论灌输、讲述、劝 

导为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脱离社会实际，多年以 

来形成了忽视教育主体、片面强调社会需要的趋势， 

最终导致了受教育者抵触和逆反心理。当前，提高 

和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是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的重点，这不仅需要改进思想政 

治教育方法和内容，更重要的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中隐性课程的积极作用。 

三、隐性课程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隐性课程具有影响方式的间接性、隐蔽性，传 

递方式的多样性、涉及范围的广阔性等特征，隐性 

课程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它对思想政治教育将发挥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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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作用。近几年随着人们对隐性课程的深入研究 

和探讨，越来越多的高校学者从多角度关注高校隐 

性课程的建设，如从大学精神、高校德育、高校校 

园文化、高校教师文化等角度研究隐性课程，大多 

数学者认为高校隐性课程的建设应从物质层面、文 

化层面、制度层面、互动层面入手。从以下四个方 

面阐述隐性课程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发挥高校校园环境的育人功能 

环境具有潜移默化的育人作用，良好的环境会 

对人的言行举止产生潜在的调整和规范作用，正如 

蔡元培先生所言 “建筑者，集众材而成者也。凡材 

品质之精粗、形式之曲直，皆有影响于吾人之感情。 

及其集多数之材，而成为有机之组织，则尤有以代 

表一种人生观。而容体气韵，与吾人息息相通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一个有利校园 

环境氛围。高校的校园环境主要包括物质环境和文 

化环境。校园物质环境主要指校园建筑和景观设施。 

校园物质环境是高校师生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主要 

场所，它渗透和体现着一定的学校教育内容。近几 

年，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 “环境育人”的观点得 

到普遍认同，高校校园环境的建设和规划也为高校 

师生提供了优美、舒适的校园环境。但是许多高校 

在物质环境建设中缺乏对校园物质环境深层次的建 

设，一方面校园物质环境没有体现相应的思想政治 

教育内容，不能够给学生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感动和 

陶冶；另一方面校园环境的整体布局中忽视了与学 

生密切相关的学习生活设施的建设，没有充分发挥 

教学设施、就餐环境、住宿条件、休闲娱乐设施的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校园文化环境主要指学校的人文环境，如校园 

文化、历史传统、学校气氛等。校园的文化环境反 

映了师生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是最具有影 

响力的隐性课程。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环境对师生 

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产生强大的正面作用。《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意见》中指出 “校园文化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要 

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 

园文化，形成优 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大力加强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 

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把德育与智 

育、体育、美育有机结合起来，寓教育于文化活动 

之中。要善于结合传统节庆目、重大事件和开学典 

礼、毕业典礼等，开展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主题 

教育活动。重视校园人文环境和 自然环境建设，完 

善校园文化活动设施，建设好大学生活动中心。加 

强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电视和学校出版社的建设，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报告会、讲座的管理， 

绝不给错误观点和言论提供传播渠道。坚决抵制各 

种有害文化和腐朽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侵蚀和影 

响。禁止在学校传播宗教。” 

(二)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道德和人格 

形象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主体是学校党政 

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 

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加强这支队伍建设， 

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保证。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形象体现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 

师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中的主导者，其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直接作用 

于学生，其心理品质和价值观念最终会折射到学生 

身上。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形象主要包 

括：道德形象和人格形象。师德是一个教师的灵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道德形象是其整体形象 

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主体，其道德形象影响着整个学校的思想政 

治教育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良好的道德形象 

是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一方面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者的道德形象具有直观示范性，教师的道 

德修养会对学生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产生深刻的 

影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崇高的道德品质 

是获得思想政治教育成功的最重要前提。另一方面 

师生关系的改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道德形象塑 

造的重要方面，师生交往的过程也是教师对学生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的价值观念、道德品质会有意或无意的传递 

给学生，给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带来影响。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道德形象的完善和提高，需要高校 

始终把师德作为教师队伍培训和建设的核心，更需 

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人格形象是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心理特征的 

体现，包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态度，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情感、性格、气质等。大学 

阶段是高校青年学生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的重要阶段，社会转型期高校学生的价值观念不可 

避免地发生了剧烈变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比以 

往具有更强的复杂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 

须具有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正如俄国教育家乌申 

斯基说： “在教育工作中，一切都应以教师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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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据。因为教育力量只能从人格的活的源泉中产 

生出来，任何规章制度，任何人为的机关，无论设 

想得如何巧妙，都不能代替教育事业中教师人格的 

作用。”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 “重要他人”的 

概念，指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具体 

人物，如家长、同伴、教师等，由于重要他人对学 

生社会化的影响远大于非重要他人，因此，学生社 

会化的发展取决于其重要他人的类型与特征。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尤其是高校辅导员和班主任作为 

高校学生大学阶段的重要他人更应该注意自身的人 

格形象和道德形象。 

(三)重视高校学生社团的作用 

高校学生社团是学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青 

年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日益发展的大学生社团也为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阵地和空间， 

加强高校学生社团建设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重要途径。高校学生社团作为高校中的非正式组 

织，越来越被广大学生接受和认同，在学生的日常 

生活中处于重要地位，如今的高校社团已成为反映 

学生思想观念成长和变化的一面镜子。社团活动的 

生动性、灵活性和参与性吸引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注 

意力，如果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渗透到社团活动中 

将更容易为大学生接受。把社团当作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一个途径，在各种社团活动中融入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和集体主义等教育，不仅能充分发 

挥社团的社会化功能和育人功能，还能提高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扩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空 

间和阵地。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充分重 

视学生社团，通过社团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 

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四)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 

属性，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对于帮助 

大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认识和分析复杂 

的社会现象，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具有十 

分重要作用。但 目前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课程 

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思想政治 

教育功能：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传统保守，教学内 

容陈旧严重脱离社会实际，课堂教学缺乏吸引力和 

说服性，学生积极性不高，甚至产生了逆反和抵触 

心理 。 

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一方 

面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 

方法和模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另一方面重视 

课堂教学，加强教学管理。课堂教学是大学生学习哲 

学社会科学课程的主渠道，教师言传身教的影响是 

直接而有效的，所以，严格教学纪律对于保证哲学社 

会科学课程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就显得尤为重 

要。高校应加强对教学工作的管理，把 “课堂讲授有 

纪律”的精神落到实处，严格要求哲学社会科学课程 

不得回避思想政治教育，纠正回避重大理论现实问 

题、淡化意识形态的不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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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exposition on hidden curriculum and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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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idden curriculum iS the non—public experience such as emotion，attitude，values，brief which the 

educators express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to students through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There are four 

aspects inspired by hidden curriculum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o develop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ollege campus environment；to perfe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moral image and personality image； 

to value student associations’function；to improv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permeation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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