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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党的十八大深刻阐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气#

神%" 因此!培育大学生的$理论自信%成为当务

之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重要成果!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防止$走邪路#走老路%的科学理论武器!亦是

做到$理论自信%的理论源泉!更是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认

知机理分析

认知心理学认为贯穿于整个认知过程主要是

三种 知 识 类 型) 陈 述 性 知 识 * O56-,+,=3<5

\(*Z-5815+!程序性知识*P+*658'+,-\(*Z-5815+以

及元认知知识* 5̂=,6*1(3=3<5\(*Z-5815+"

/#0陈述

性知识是关于事实和事物的知识!是关于事物确

定的定义知识"

/!0程序性知识是关于$怎么做%的

知识/$0

!也就是关于如何进行认识活动的知识"

所谓元认知知识是指人们对自己思维过程和认识

事物能力的认识"

/U0从三类知识类型的构成来

看!人类认知过程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获取陈述

性知识,,,使陈述性知识序列化,,,生成和发展

元认知知识" 笔者将此过程形象地描述为入

耳,,,入脑,,,入心三个步骤" 入耳就是从外界

获取陈述性知识&入脑就是入耳后的陈述性知识

在大脑中进行再创造!使其序列化&入心就是在序

列化陈述性知识过程中生成和发展元认知知识!

使自身的活动#判断#学习能力能到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陈述性知识&而

经过大学生自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吸收消

化#梳理形成大众化#通俗化#个性化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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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程序性知识&而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大学生自身认识#判断#反思

等能力的再认识即元知识" 因此!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重要目标是使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从认知*获取陈述性知识+到认同*序列化陈述

性知识形成程序性知识+直至运用*生成和发展

元认知知识+!也就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入耳#入脑#入心"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入耳 $认知&

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大学生认识#了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阶段!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前

提" $当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时!先由这些

感受器把刺激转化为神经冲动!然后再转由神经

把兴奋传导致大脑!引起大脑皮层的活动" 在这

个基础上产生感觉#知觉#表象#思维等意识活

动"%

/J0因此!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经过人的感觉器官包括听觉器官#视

觉器官等进入人脑表象!为人的大脑活动奠定物

质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同阶段在信

息源及内容上奠定基础!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重要内容之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入脑 $认同&

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大学生变被动为主动的学习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新知识#新认知的阶

段!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一环" 人类原有

的认知结构与思维模式会对外来信息进行筛选!

$凡是同原有认知体系相适应的新知识新信息则

容易接受!而与其不相符合的则不容易被接纳"

但是随着信息的不断输入!人类原有的认知结构

将会失去平衡!并试图建构新的认知结构!从而接

纳新的信息"%

/%0因此!使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原有的知识结构基础上!建构

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知结构!吸收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创造出更符合大学生集体诉求的新的理论!并且

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自身的学习生

活!成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一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入心 $运用&

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大学生真心实意地运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造自身思想!指导他们的学习

生活!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体现" 人类认知的最终

结果抑或最终目的是以其所认知的信息经过筛

选#序列化#重构新的知识来指导其自身!运用新

知识进行实践活动"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入心就是大学生真正的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真心实意地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

指导实践!为实践活动提供更加科学化的理论指

导!这就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后阶段"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入耳'入

脑'入心的应对策略

$一&持续"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列宁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

主义的意识" 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

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

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

/H0由此可见!大学生不

可能一开始就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不

能一开始就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身学

习生活的指导思想" 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第一个阶段!必须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灌

输!才能使大学生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了

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认知心理学认为灌输

有三种解释)外面输入#晓之以理以及主动性获

取" 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灌输!可以从以

下三方面入手"

首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外面灌输

入大学生的耳中!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入

耳#入脑#入心的第一扇门" 正如毛泽东曾经提出

$普遍深入地开展政治动员!把战争的政治目的

告诉军队和人民" 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明白

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K0让大

学生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

要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跟他们的学习生活有什么关系!正确回答

了这一系列问题后!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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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就会具备一定的基础!完成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认知阶段"

其次!要通过传授#引导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学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入脑!做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入耳#入脑#入心的关键

环节"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灌输一词的解释是

$把流水引到需要水分的地方%!引申为对思想和

方法的输送"

/E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灌输也应

根据大学生的个体诉求将其输送到他们所需要的

地方!指导他们的实践活动!并在原有的认知结构

基础上完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新认

知!让他们更深刻的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他们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

最后!促使大学生真心实意#主动性的学习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入心!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入耳#入脑#入

心的最后阶段" 正如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

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希望党中央能作

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

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

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

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0主

动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是大学生在大

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传后!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陈述性知识有了丰富的了解!经过一

系列的序列化过程!生成和发展了元认知知识!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入了大学生的学习生

活!并成为了他们的指导思想"

$二&个性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所谓个性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入耳#入脑#入心要针对个人的

利益#需求#生活方式#社会动机#个人禀赋#个人

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性!有的放矢地进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宣传与教育!提高个人理论修养!进

而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因此!欲使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呈现最佳效果!就必须个性化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夯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基础"

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更符合或接近个

人的利益#需求#生活方式和生活境况" 个人生活

方式#生活境况具有差异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个人诉求也不尽相同!如大二学生与大

一学生之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就

存在很大差异性" 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越具个

性化!越接近甚至越符合个人利益#需求#生活方式

和生活境况!就越能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程"

其次!调动个人兴趣!激发个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学习动机" 个人兴趣#个人动机对于个

人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要大力推进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就必须调动个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学习兴趣!激发个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

动机" 动机的激发也要做到有的放矢!对于一般

大学生和优秀大学生要区别对待!这样才能更好

的个性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最后!重视教育!缩小个人禀赋差距!提高个

人能力!为个性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良

好的个人条件" 个人能力的差异性不仅与天生的

个人禀赋有关!亦与后天受教育程度相关" 因此!

后天教育对个人能力提高!个性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方面至关重要" 因此!我们应大力发展

教育!尤其是要大力发展西部教育与农村教育!为

更多的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开展多层次#多形式

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提高个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理论信息加工能力&防止弱势群体在现代

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此外!抓好学校教育的同时!

还应加强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父母言传身

教#树立社会榜样等形式!为个人提供教育机会!

提高个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理论接收能力!

为个性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良好的个人

条件"

/##0

$三&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具身

认知#

具身认知心理学认为$大脑和心智并不是组

成我们自身的两个独立部分''我们怎样加工信

息并非仅仅同心智相关!而是同整个身体紧密联

系"%

/#!0因此!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认识并不仅仅是通过大脑和心智的意识学习!而

是跟人的整个身体紧密联系" 如$劳动%一词!并

不是约定俗成的习惯用语!而是有着进化论和生

理学基础)它是从孕育着人类劳动萌芽的动物的

本能活动到$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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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到真正意

义上的人类劳动/#$0

&是人类身体与环境互动而后

出现的!是身体及其感觉系统塑造出来的概

念/#U0

" 由此可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加强人

的具身认知!这样才能全方位!多角度地促进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更能深入了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

学性"

首先!充分认识环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具身认知%中的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入耳#入脑#入心提供充足的信息源" $外部世

界是信息的储存地!而这些信息与直觉#记忆#推

理等等过程是相关联的''认知过程是个混血

儿!兼具内部和外部操作两种特性"%

/#J0由此可

见!外部世界是认知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为具

身认知的完成提供外部支持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者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实

事求是地结合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地!是一个不断

进化的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者亲身体

验的科学理论"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体

认知也应该随着外部世界抑或社会环境的变化而

变化!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理论#大脑#身体

和环境一体化!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入耳#

入脑!大脑嵌入身体*入心+!身体嵌入环境中"

其次!充分发挥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具身认知%中的作用!在实践中做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入耳#入脑#入心" 具身认知心理学

认为$思维依赖于知觉#行动和体验''许多证

据都表明认知不可能同感觉和运动相分离"%

/#%0

由此可见!离开实践*运动+的认知是不存在的!

正如列宁所认为的那样$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

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H0实践产生

了认识的需要!为认识提供了可能!是认识的来

源!更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实践亦

可导致认知的改变!如各个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者根据各个时

期的不同情况进行实践!从而得出的不同结果!也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与发展的结果,,,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实践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具身认知%中起到了决定性的

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入耳#入脑#入心

的最有效途径和最科学方法"

$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与再

建构

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与再构建是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的保证!更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入耳#入脑#入心的最后阶段,,,

生成和发展元认知知识"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原理的不

断输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充足

的理论基础/#K0

" 理论创新要有丰厚的基础知识!

亦即陈述性知识" 失去陈述性知识!理论创新就

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根本谈不上创新" 因此!

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就必须得到大

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元知识即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

对其进行序列化!筛选符合自身#社会发展要求的

理论!结合自身与社会条件创造出新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理论灌输#不断重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宣传成为了必要!也是有效途径之一" 此外!我们

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体系!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入耳#入脑#入心构建完善的输

入渠道!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构建健

全的输入渠道" 把其中承载并能传递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E0

!如文

化#大众媒介#社会活动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输入的介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播

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入耳#入脑#入心

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服务"

其次!优化大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创造认知结构条件" 建构主

义认知心理学认为$学习者总是以自身的经验!

包括正规学习前的非正规学习和科学概念学习前

的日常概念!来理解和建构新的知识或信息" 建

构一方面是对新信息的意义的建构!同时又包含

对原有经验的改造和重组"%

/!"0由此可见!人脑的

原有认知结构影响人脑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影

响人脑的创新力"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创新必须要对大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进行优

化/!#0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要求大学生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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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积极主动的学习!无论是接受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元知识*包括中国化#西方化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还是根据元认知结构建构新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新的人脑认知结构!大学

生应该始终处于一种积极主动的状态" 此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对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元知识的提取并不是被动的提取!而

是一种重新的建构!也就是对原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的再认识"

另外!为了更好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入耳#入脑#入心!应该为大学生提供各种服务!如

制度保障!奖励机制等!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入耳#入脑#入心!最终为更好地做好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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