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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论视角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机理研究
王燕芳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青岛，266000；

摘要：本文从效用论的角度研究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机理，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投入效用函数模型

论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投入如何发挥作用。通过引入教师团队的教学水平、学生基本素质两个外生变量，进

一步解释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投入达到极大值时间的影响因素，为如何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提供了理

论支持，为发展和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提供了有效途径，为培养新时代大学生提高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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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目前，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

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层面剖析思想政治教

育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动

因、机理、路径，但是很少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对其

进行研究，本文从效用论的角度研究了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作用机理，从而为高校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提供理论支持，为发展和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提供

了有效途径，为培养新时代大学生提高保障。

2 研究现状

曾小军
[1]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制度

创新的路径选择进行研究，剖析了制度在思政教育过程

中的作用，为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

欧海燕
[2]
对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经济学分

析，将经济学的供需均衡原理、效益最大化原理、成本

最小化原则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分析如何平衡、

高效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岳金霞
[3]
对思想政治

教育过程中的效益问题、效果问题以及效率问题进行了

经济学分析，为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提供了依据。

罗达
[4]
从思想政治教育经济学分析的必要性、可能性、

经济价值等方面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经济学分

析。王秋敏
[5]
等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切入点，从经济

学角度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必要性，提出如何从经

济学角度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赵越强
[6]
探讨

了思想政治教育经济学分析的基本问题、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经济学分析的必然性、可能性和经济价值、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经济学分析、具体经济学理论在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适用等问题。文竹
[7]
借鉴经济学上的

成本—收益分析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学意义上的原

因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水平提

出相关对策。

3推动效用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必

要性

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各大

高校纷纷从制度建设、教师团队、时间投入、创新改革

等方面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进度，但是往往忽视了这一

系列措施的作用效果，只是一味地投入。效用论原理，

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校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提

供了一种思路。

效用，简单来说是指外部环境给经济人一个刺激，

这个刺激会使人在精神或物质上带来满足感，这种满足

感就称为效用。效用在消费者行为学的表现机理就是：

消费者购买一单位商品，会给人带来满足感。但是这种

满足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同样刺激的反复作用在同

一个经济人身上（连续消费同一种物品的数量增加），

这种刺激带来的精神或者物质上的满足感就逐渐下降，

即边际效用递减。这种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对我们理解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机理非常重要。随着思想政治教

育时间的投入的增加，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当时间

达到一定值时。学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输入的知识会随

着投入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减少，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

味地增加思政教学的投入，而不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和

意愿，有可能会事倍功半。

4 效用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机理

4.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投入效用函数模型构

建

高校思想教育投入的时间 T为内生自变量，每天可

以利用总的时间 M为 2，学生总的接受程度U为因变量，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我们假设效用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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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2T-2 2 + 2M

于是有边际效用函数：

MU=
dU
dT

=− 4 2T − 2
如图1所示，总效用函数U的函数图像是先增后减，

这意味着，随着时间投入的增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效果先增加后减少；图 1显示，在时间投入T为 1时，

总效用函数达到极大值，也就是说，在时间投入 T为 1

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最为明显，在时间投入低

于 1时，随着时间投入的增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

果越来越明显，但是当时间投入超过 1时，随着时间投

入的增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会越来越小；这说

明了一味地增加时间投入，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就

无法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图中 1显示，边际效用函数 MU 先正后负，这意味

着，随着时间投入的增加，思想政治教育每单位时间对

于学生的刺激程度是先增加后减少；如图 1所示，在时

间投入 T为１时，边际效用 MU 等于０，也就是说，在

时间投入 T为１时，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每单位时间

对学生的刺激程度为０，当时时间投入 T小于１时，随

着投入时间 T的增加，思想政治教育每单位时间对学生

的刺激越来越大，当时时间投入 T大于１时，随着投入

时间 T的增加，思想政治教育每单位时间对学生的刺激

越来越小。

综上所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投入的效用会在

某一时间内达到极大值，超过一定时间会降低思政教育

的效果，所以，研究如何延长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投入达

到极大值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本文将继续探

讨外生变量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投入效用的影响。

4.2 外生变量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投入效用

的影响

4.2.1 教师团队的教学水平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离不开思政教师团队，教师

团队的教学水平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高水平

的教学团队会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进程。如图

2所示，如果高校重视思政教学团队的建设，通过校内

外交流培训、技能大赛、信息化教学指导等途径提升教

学水平，会使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投入总效用函数和边际

效用函数向右移动，伴随着时间效用极大值也会向右移

动，这就意味着，通过提升高校思政教师团队的教学水

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投入达到极

大值的时间，也就是说，相同时间内，高水平的思政教

师团队会增加学生获取知识的积极性，从而提高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4.2.2 学生基本素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象是学生，所以研究思

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必然要研究学生的特点，学生基本素

质的高低直接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素质水平

较高的学生更有能力集中注意力去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如图3所示，如果高校面对的是高素质的学生，那么思

想政治教育时间投入总效用函数和边际效用函数会向

右移动，伴随着时间效用极大值也会向右移动，这就意

味着，通过提升学生的基本素质，会在一定程度上延长

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投入达到极大值的时间，也就是说，

相同时间内，相同的思想政治教育，高素质的学生会更

有意愿去接受知识传授，从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效果。

图 1 效用函数图

图 2 教师团队的教学水平对效用函数的影响

左 3 学生基本素质对效用函数的影响

5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对策分析

5.1 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时间

利用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充

分利用新媒体等技术来增加工作的色彩，思政工作者要

积极将信息技术与传统授课方式深度融合，增强思政教

育工作的魅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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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主观能动性。近年来，抖音、快手短视频 APP 等

新媒体技术的兴起，占据了学生大量的课余时间，这类

软件充分掌握时间效用论原理，紧紧抓住了学生的心理

特点，这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切入点，

高校可以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充分利用学生的碎片化时

间，将各种理论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与流行趋势相结合，

推出一系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增强思政教

育的吸引力，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的时间利用率。

5.2 加强思政教学队伍建设，提高思政教育内涵

首先，要提升高校思政教师的专业水平，对专业知

识的掌握可以融会贯通，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培

训提升教师团队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增强政治鉴别

力和政治敏锐力，增强教师团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其次，要组织各种形式的技能大赛，比如信息化教学能

力大赛、专业化授课技能大赛等，在竞争中弥补自己的

不足，从而提升教学水平。最后，不可忽视高校思想政

治辅导员在思政教育过程中的作用，通过辅导员技能大

赛、学校间交流合作提升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建

设一支“政治素养高、信息化水平高、综合素质高”的

思政教学团队。

5.3 提升学生基本素质，提高学生主观能动性

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首先要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培养辩证思维，

使学生可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对待事物要有宽大

胸怀，能够包容万物；其次，要注重学生社会实践能力

的培养，要积极引入校外资源，将思想政治理论同社会

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的主观能性，将被动课堂变为主

动汲取；再者，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目前网络

上的片面化文章和视频涌现，需要学生提高理解能力、

辨别能力，才能使学生健康成长，在校园内要积极开展

读书活动，鼓励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开展辩论赛

等活动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最后，学校在学生综合素

质培养过程中，更应注重学校与家庭的联系，要更全面、

深刻的了解学生特点，要与时俱进，针对 00 后制定符

合其发展的综合素质培养计划。

5.4 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完善思政教学体系

目前高校思政教学主要是以传统授课方式进行，这

种传统的授课方式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程度的传

授知识，但是往往会将学生的思维局限在学校、课堂和

教科书中，长此以往，学生会缺乏创新思维，丧失主观

能动性，最终导致学生只能机械地、被动地接受知识。

高校应该创新教学方法，将信息技术和传统授课方式相

结合，利用网络上学生喜闻乐见的人、事、物对学生进

行刺激，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可以将实际生活中有趣的

现象同思政理论相结合，生动形象得理解晦涩难懂的理

论。可以进行短时间刺激，比如十分钟教学法，利用十

分钟高效地完成理论的传授等。高校应该从制度上、行

为上去拓宽思政教学的渠道，丰富思政教学的内涵，完

善思政教学体系。

6 结论

本文从效用论的角度研究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作用机理，通过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投入效用函

数模型论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投入如何发挥作用，

结果表明，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投入存在极大

值，也就是说，一味的增加思政教育的投入可能会适得

其反。通过引入教师团队的教学水平、学生基本素质两

个外生变量，进一步解释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投入

达到极大值时间的影响因素，为如何提升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效果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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