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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大学生健康与思政的相关性分析入手，探讨能力健康与思政教育的相关性，提出基于

能力健康培育的高校思政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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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大学生思想与能力的成熟教育，国家未来

建设栋梁人才培育的关键性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系列讲话阐述了青年思政教育的重要性，明确

高校思政教育的方向
[1-3]

。思政教育日常化、生活化、

实用化、精神化及主体讨论认知等研究成为近年高校

思政教育的热点
[1]
。本文试图从大学生能力健康与思

政教育相关性分析入手，明确能力健康为思政教育的

基础，提出基于大学生能力健康的思政教育建议。 

一、健康与思政教育的相关性 

世界卫生组织（WHO）初建时的“宪章”中明确

“健康并非没有疾病，而是躯体、心理、社会良好

的融合状态”。此概念因过度理想化，1986 年 WHO

渥太华世界健康大会提出“健康是一种资源，是一

个国家建设与个体社会生存不可或缺的资源”。同

时将健康定义扩展为“生理-精神-社会良好的融合

状态”，明确将个体心理-道德为主的精神行为视为

健康的核心内容。1970 年代中期健康管理理论研究

者，明确将个体与群体将获取健康知识、技术相关信

息应用于维护其健康的能力称为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
[2，3]

。1987 年出版的《健康本质——基于

行动理论的视角》中提出“健康是一个在标准环境中

的人有能力实现他的重要目标以便获得最低限度的

幸福快乐”的能力健康（Ability Health）的概念，

并提出能力健康形成与培育的三个层次：1）获取基

本营养、体能维护信息，维护其躯体生理功能正常的

能力；2)获取生存社会及环境信息，维护其心理-精

神行为正常的能力；3）获取能力健康培育信息，主

动改善生存环境，提升其幸福生活质量的能力
[4]
。 

思政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

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与社会法规，对其成员施加

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

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

动。理论上思政教育主要针对能够履行其相应社会职

责的人员，以其社会理念、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等教

育或约束社会成员社会与工作行为
[5]
。依据达尔文

“适者生存”理论，任何社会或群体均须适应其生存

的社会体制与基本社会理念，使其生理-精神-社会健

康理念与相应的社会管理体系相适应，并能够促进其

社会发展，则可获得良好的健康。反而会增加社会生活

压力，导致心理-精神健康损害，进而影响躯体健康
[6]
。 

从思政教育主客体角度，我国思政教育更新滞

后，尤其近 30年“应试教育”理念制约，中小学德

育教育及语数外主课教材中思政教育的内容减少；

整体社会市场经济优先与社会道德精神管理滞后，

社会主义思想与道德滑坡，使社会成员思政理念淡

薄。加之西方生活方式的侵袭、食品安全、环境监

管与社会协调等健康风险因素显著增加，不但使我

国慢性病“井喷”式增长，而且心理精神障碍性疾

病显著增加，民众健康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并未同

步提升，影响民众对幸福生活的感受，进而干扰大

学生思政理念与行为教育
[6－7]

。 

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

动而产生的结果，是人与生俱来的行为表现。躯体-

心理-社会-精神健康的任何影响因素均会对思想产

生影响。任何健康风险因素均可对其思想产生直接

或间接影响，个体思想思维理念与社会政治经济行

为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健康行为。健康行为实质是个

体或群体思想活动的结果，思想健康应当是个体或

群体立身社会并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主导。哲学思

维能力与社会经济认知是个体或群体生存社会协调

发展需要符合现实的思维能力与行为规范的价值观

教育，但思政理念并非成年后接受相应理论学习后

方形成，从婴幼儿起，家庭教育、社会生活尤其家

庭健康风险要素等均是个体思政形成的基础。 

二、能力健康培育是思政教育的基础 

随着健康研究的深入，认为健康需要考虑个体

生理-心理-社会存在，需要考虑现实生活对个体的

要求与满足现实生活能力之间的动态关系，因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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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应当是个体生理、心理和社会潜能并能够满足与

他年龄、文化与其责任相称的生活需求。2011年《英

国医学杂志》发表的“我们应该怎样定义健康？”

论文，明确提出能力健康是指“个体在面临生理-精

神-社会挑战时的自我管理和适应能力”。该论文将

能力健康分为生理、精神、社会三个方面：生理健

康是指个体能够在经历环境变迁时维持自身生理系

统相对稳态的能力；精神健康是指个体在面临困境

时能够保持可理解、可管理、有意义的意识统合能

力；社会健康是指个体具备参与社会生活、实现自

身潜能和履行社会义务的能力
[4]
。 

能力健康概念对环境-困境-参与等多角度社会

生活能力的明确，实质是个体思想素质的确认，其评

价偏重于个体，这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政理念相符。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当代中国是以广大人民福祉为奋斗

目标，尤其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新时

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明确、健康中国策略的提出、

中华民族复兴梦的确认，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政

理念的当代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观
[6]
，明确个体理

想需与民众幸福相融合。这就需要理解能力健康追求

的“完全幸福状态”内涵的精华，充分认知当世社会

“地球村”经济背景下，社会大生产与多边发展所需

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观，深刻理解并践行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健康理念，在马克思

哲学思维观的学习中升华个体与群体能力健康水平。 

思政教育日常生活化为目前思政研究的热点，能

力健康则是个体或群体适应日常生活，感受幸福的基

础。针对当下诸多健康风险因素，空洞的思政教育难

以感化已经具有一定思想的大学生。十余年来，以团

中央为主开展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评选活动，

实质是对大学生能力健康的评价。每个“自强之星”

的优秀事迹，无不包含生理-精神-社会能力健康
[5]
。 

三、基于能力健康的大学生思政教育建议 

首先，推进健康校园建设，稳步提升高校思政

教育管理质量。高校是未来社会建设与管理骨干培

育的主阵地，“健康是 1，其它为零”的健康理念应

当成为高校管理的基本原则
[4－6]

。高校管理者应当从

世界未来健康经济发展角度，以健康中国策略为指

南，采取切实措施，制定健康校园建设规划，从提升

教师能力健康水平入手，将健康管理服务溶入教学、

科研与管理中，开设健康经济与健康管理课程，强化

校园健康整体化管理，将能力健康视为大学生思政教

育的基本内容，为思政教育生活化奠定管理基础。 

其次，推进教师能力健康培训，稳步改善高校

思政教育环境质量。教师是校园及周边环境的参与

者或管理者，更是课堂理论教学与技能培训的实施

者，教师能力健康水平及其思政行为不但是大学生

思政教育效能的直接影响要素，同样是大学生能力

健康培育指导者，不但需要自身良好的能力健康素

质乃至规范的思政行为，而且应该是大学生能力健

康与思政教育的指导者
[7]
。需要强化高校教师乃至全

体员工能力健康培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

础上明晰教师与日常思政行为考核机制，将大学生

以能力健康为基础的思政教育融入所有课堂理论教

育、技能培训与日常生活管理中，为大学生思政教

育日常化奠定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基础。 

第三，推进家庭能力健康培育，稳步提升高校

思政教育协调质量。大学生是离开家庭生活，步入

社会的开端。中华民族是最具有家庭理念的民族，

健康家庭应当是健康中国建设的根基。大学生能力

健康源于家庭并反馈于家庭，同样思政教育与家人

的思想道德密切相关。从理论到现实，高校管理很

少涉足大学生的家庭，只有发生“意外事件”时方

与家长发生关系。高校应当从当下国家管理“碎片

化”弊端剖析入手，以推进大学生健康家庭建设为

抓手，通过大学生健康风险因素评估，明晰大学生健

康家庭建设要点，建设有效的协调管理机制，建立基

于网络的大学生能力健康培育模式，强化学校与家长

的沟通协调，同时将思政教育反馈家长，共同为大学

生思政教育奠定良好的家庭能力健康培育基础
[8]
。 

第四，推进大学生能力健康考评管理，稳步提

升高校思政教育考核质量。基于能力健康培育的思

政教育日常生活化，不但需要管理规范、教师示范

与家庭协调等措施切实提升大学生能力健康水平，

而且需要严格规范的健康行为量化考评机制与监督

管理制度。近年国家重大科技成果与突发重大意外

事件应急救援中，具有军校背景科技骨干发挥着关

键作用。彰显大学生能力健康为基础的思政教育日

常量化考核管理的重要性。高校管理者应当从新时

代社会主义思想培育与未来社会建设骨干能力健康

的视角，修订符合新时代健康社会需求的大学生行

为规范与能力健康量化评价制度；主管部门与专职

教师则应研究探讨大学生能力健康全方位、全过程

的能力健康评价体系，以科学、健康的量化评价引

导能力健康量化考核体系，引导大学生主动学习思

政教育理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优化与夯实高校

大学生思政教育日常生活考评基础
[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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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 health cultivation is the basi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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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students' health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bility health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ability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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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论辩使主体自身思想觉醒，内部积

极思想的活跃与提高形成了自觉。在思想政治教育

“论辩”中，主客体双方在不自觉的比较中，逐渐

认识到科学理论和思想的重要性，便会自觉地将其

应用于以后的论辩中，实现理论指导实践的目的。

科学的理论和思想内化于心，应用于实践，必然提

高实践能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在反复的论辩中，

对理论和思想的运用逐渐灵活、深刻，继而完善和

创新。论辩是结合实际的论辩，是理论诉诸实际的

科学推理与逻辑演绎，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

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自觉运用理论指

导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又践行理论创新，这就提升

了理论自觉和实践能力，实现知行合一。 

四、结论 

思想政治教育论辩是思想政治教育开放性、平

等性的重要体现。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时代

的要求，符合教育规律。能够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认

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得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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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gumentation" is an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can play its rol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well as debate, indoctrination and 
discussion. Introducing "argument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it in a conceptual 
wa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affinity, pertinence, and attra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strengthening in improvement and improving in 
innovation." "Exploration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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