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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政治美学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创新路径研究
闫全

淮阴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淮安，223003；

摘要：为改善高校思政课堂互动性、实践性、启发性缺乏等现存问题，本文以古典政治美学知行论、有无论、显

隐论等理论思想为媒介，对高校思政课的价值取向、教学内容及授课模式的改革创新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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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颜渊》有言:“政者, 正也。”
[1]
曹丕《典

论·论文》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2]
中国古代统治者政治家、文学家的双重身份铸就了古

代政治思想的政治、美学二向性，“内圣外王”的价值

取向成为治国理政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政治美学理论

则内化为古代人才教育不可或缺的组分。

2022 年 7月，教社科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

建设的工作方案》，为高质量推进思政教育改革创新提

供理论支撑。总体而言，近年学界以深化思政课堂实践

性、互动性、创新性为目标，聚焦教学理念、形式、内

容探索，相继将高校思政课置于党的二十大（刘有升，

2022等）、民族复兴（张晗，2015 等）、“互联网+”

（鲁琴、李毅、任娜，2021 等）的时代背景之中，探讨

将红色精神（田珊，2022 等）、“四史”教育（李荣胜，

2023 等）、法治思想（陈驰、古剑，2019 等）、劳动

教育（王闻萱、张慧，2022 等）、传统文化（邱冬梅，

2020 等）、抗疫精神（周春光、周蒋浒，2020 等）、

生态文明（王德勋、陆林召，2015等）、人工智能（颜

桂华、李睿昊，2022）等系列核心要素融入思政课堂的

可行方案。但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对精神文化、时代语

境的融入路径关注较多，而对学科融合的创新探索聚焦

不足；更加重视课堂内容的丰富与多元，但对教学理念

及模式的美学研究不够深入。

在此背景下，以政治美学视域关照高校思政改革，

是美学、政治学及教育学等学科融合的新尝试，实质打

破了美育唯鉴赏、唯竞赛、唯表演的拘囿，纠偏高校思

政课堂重“政”轻“思”、重“教”轻“学”问题，为

教学实践创新提供新路径。

本文将立足高校思政课堂互动性、实践性、启发性

缺乏等弊病，以古典政治美学的知行论、有无论及显隐

论为切入点，探讨思政课堂价值取向、教学内容及授课

模式的改革必要性。

1“羊大为美”——思政课“知”“行”合一

的价值取向

许慎《说文解字》有言：“美，甘也。从羊，从大。”
[3]
“美”之一词，初以肥大健硕、味美回甘的羔羊为释，

与善同意。古时，羊与牛、豕并称祭祀三牲，亦称“大

牢”，《礼记·王制》有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

社稷皆少牢”
[4]
，仅供天子诸侯祭祀宗庙时所用。祭祀

中“羊大”所彰显者一为羊肉隐喻的衣食仓廪丰足，二

为羊皮羊毛隐喻的防寒物资充实，三为羊具交换隐喻的

经济贸易繁盛，四为羊肉甘美隐喻的礼仪规范秩序性。

总体上，体现出儒家政教合一的浓烈色彩下对美的实用

性、功利性的重视，“观诗知政”说、“兴观群怨”说、

“发愤著书”说等古典政治美学理论核心要旨与此类同，

乃是以“劝善惩恶”为标准，要求“文章合为时而著，

诗歌合为事而作”。

古典政治美学对功利性的强调与西方古典政治美

学非功利性、超功利性理念互为补充，要求在思想政治

领域将理论价值变现为经济价值及社会价值，力求在

“认识真理”之上“践行真理”，将认识论和实践论结

合起来，达至“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5]
的“知行

合一”境界。

“知行合一”的价值取向，一在强调高校思政教师

应同时具备过硬的理论素养与实践教学经验，二在要求

教学过程应同时聚焦理论讲解与实景教学。即要求一方

面通过严格准入标准，定期考察培训，组办教学竞赛，

鼓励研学进修等方式促进教师队伍提质升级；另一方面，

经由集体备课制定教学目标、条目下达实践教学指标、

集中调研实景教学资源等路径确保教学过程丰富多样。

因此，这一理念对改善近年来高校思政课堂因不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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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讲而产生的“以理论释理论”现象至关重要，同时

对破除教师轻教学、重科研、唯职称、唯论文倾向有所

助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高校思政课的“八个统一”中

提出“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要求以多样化用例凸

显理论实践价值，根除照本宣科、脱离实际以及学生抬

头率低等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

社会动物”
[6]
，强调人的生活活动是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在习得知识后，通过对社会有目的的改造，使之改变面

貌，满足生活需要，来彰显自身的特性和价值。故而培

养教学“知行合一”思维模式，是高校“大思政课”建

设的必然要求，是引导学生将马克思主义置于完整政治

生态及生命周期中思考、消化的前提条件，是在与各时

代、各民族、各阶级政治理论体系的对比学习中深入领

会现有政治思想及社会秩序的必由之路。

2“大音希声”——思政课“有”“无”相生

的授课智慧

《道德经》有“大音希声”
[7]
之言。王弼为其注曰：

“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

有声者非大音也。”
[8]
其所指为但凡有声音的乐曲就必

定分属某一类别，有了分类与标签便不能合乎所有人的

喜好，故而此类乐声之美就不具备普遍性，由此推之，

只有耳朵听不到的乐曲才是最好的音乐。所谓“大方无

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意在凸显超越

物象形体的内在神韵与兴味，聚焦基于器物具象性的抽

象性表达，追寻事物打磨圆融好似浑然天成的“天人合

一”境界。顾恺之“形神兼备”说、司空图“象外之象”

说等理念兼有此意。

古典政治美学这种对“有”“无”相生、“无”中

生“有”的强调，在方法论上体现为对客体形而下表征、

属性及形而上本质、价值的并重。高校思政课将该理论

引入教学实践，首先意在平衡“思想”与“政治”的权

重，通过增加用例丰富教学内容，以对历史政治事件—

—尤其是时事政治的具体剖析规避对思想理论的照本

宣科，实现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课堂教学。其次是并

重思政教育传授有形书本知识与塑造无形世界观、价值

观、人生观的效能，在丰富教学设计、增强趣味互动以

提升课堂知识吸纳效率的同时，关注学生精神秩序的构

建，即通过对学生思想站位和思维模式的培养提高其政

治洞察力及审美感知力，在解析思想政治发展流变规律

的同时辅助学生建立个人精神秩序。最后则是对个体性

与整体性统一的强调，要求教师一方面通过教学设计实

现思政教学内容的体系化、纲领化，另一方面通过思想

理论学习有效提升学生个人的集体归属感，并为其政治

立场提供有效锚点，从而实现个人之“声”对集体之“声”

的回归，个人行为模式对社会秩序的回归，真正实现“大

音希声”，内外玄同。

《庄子·应帝王》有载，古有混沌，无目而能视，

无耳而能闻，有儵、忽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老庄

政治美学认为，有无相生、混沌玄同既是社会的原初状

态，也是其终极形态，其实质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殊

途同归。这种“有”对“无”的回归不是存在的消除，

而是秩序的建立，正如健全的人体器官唯有疼痛时其存

在才被鲜明察觉，优越的社会制度也仅会在政治失序时

显露出宏观调控的“无形之手”，当政治臻至完善——

譬如达至共产主义的理想形态，思想政治秩序将如空气

般无所不在又了无踪迹。

由此观之，“无”对“有”的追求及“有”对“无”

的回归实际展现了政治生态的完整生命周期，因此，在

高校思政课堂融入“有无相生”论，将在完善教学内容

的同时为学生深入领会思想政治体系奠基。

3“无我之境”——思政课“显”“隐”共生

的教学模式

王国维《人间词话》言：“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

境。”
[9]
又言：“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

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

物。”简言之，直抒胸臆、直露表述情感观点即为“有

我”，含蓄内敛、引而不发或寄意弦外之音者则为“无

我”。钟嵘“滋味说”、司空图“韵味说”、苏轼“至

味论”及王士禛“神韵说”等古典政治美学理论均内蕴

对“无我”境界的推崇，倾向于令主体隐于物后，情感

表达“近而不浮，远而不尽”
[10]
，以求乐而不淫，哀而

不伤。近代以来，“隐”思想凸显出对“作者的退场”

的强调，即通过“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叙述弱化作者情

感偏向，重视读者个性化解读。

这种“退场”在现代人文社科教材编撰中内化为科

学性、思想性及实用性原则，“显隐论”在高校思政教

学中的融合应用也当自此切入。必须重视的是，思想政

治课程在确保专业性、权威性的同时承担着价值导向效

能，从来不持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态度，教师在讲授、

诠释教材理论时需重视并突显这些教材编写之初划定

的“显”的组分。与此同时，基于个人身份、背景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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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经历所产生的个人好恶及立场偏向应被严格剔除，以

最客观的态度和最精准的语言作出科学化的表述。简言

之，高校思政课的“无我之境”首先表现为教材观点的

表露与教师观点的隐匿。

其次，“显隐论”要求并重教师的“在场”与“不

在场”双重教学模式，即在课堂教学之外开展学生自我

教育、课程思政及学科联合教学等创新尝试，将思政教

育作为方法论融入公共课、专业课及社会实践，解决高

校思政课堂实践性、启发性不足问题，进一步构建双向

互动教学模式，实现思政理论的“无在”及“无不在”。

此外，在联合教学模式下，需尤其重视关联课程中

显、隐元素的挖掘。如文学、历史等课程大类因中国传

统文化的政史哲同向性而偏重与高校思政课的“显”性

共鸣，在关键历史转向及社会变迁节点上需与政治情感

倾向高度一致；而基于数据及经验的自然科学学科则更

加关注对生命价值、科学精神、历史语境及发展规律等

“隐”性思政要素的呈现；至于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

则应以“审美性”及“共同感觉力”为桥梁，在文化背

景及感情表达上实现与政治美学的同频共振。

在“显隐论”的尺度上看，所有理论学科都具备一

个“原初隐喻”，找到隐喻的基点即是把握了理解改学

科的钥匙，譬如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就常以经济学为该

基点，以“生产”为核心诠释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

这种“隐喻”实际内蕴了理论提出者自身的观察尺度，

包含有抽象的情感。因此政治美学对高校思政课教学模

式的革新，从不在于剥离其“显”的倾向性，恰恰相反，

它要求“立象以尽意”
[11]
，要求“以我观物，故物皆著

我之色彩”，从而实现立德树人、培根铸魂、价值引导

及规范行为的目的。

政治美学是以“美”的尺度对政治作出的全新关照，

是“政治”对美学智慧的回归。本文以古典政治美学“知

行论”“有无论”及“显隐论”三大具体理论为经，以

高校思政课价值取向、教学内容及授课模式三个具体层

次为纬，探索思政教学实践改革的新路径，其目的在于

探索“政治美学+高校思政课”理论体系构建的可行性，

为纠偏高校思政课堂教育现存问题提供路径新解，为思

政教育与美育工作搭建桥梁。下一研究阶段，笔者将在

更加广泛的理论范围上对该体系的必要性进行验证，在

更加充分的实践教学中对该体系的实操性作出分析，以

期通过遵循政治美学“有序的自由”实现高校思政课“思

想模式”与“政治理论”教学比重的均衡；通过领会政

治美学“必要的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置于完整政治理

论生态中加以阐释；通过明确政治美学“自我消解理想”

推动思政课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及思政教师理论素养

的螺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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