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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化教育: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应对策略

姚 琳

(南京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

摘 要:网络的出现给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机遇,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在具

体的教育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 如灌输意识明显,教育方式呆板等。问题存在的原因在于未

能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 未能展现网络的独特优势。因此,无意识教育理念的引入,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者要充分研究网络自身规律,发

挥网络优势,逐步实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无意识化, 把教育内容融入网络,使教育对象

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从而达到其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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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

问题

(一)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认

识不到位

虽然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已经作为一门学

科进行研究,但仍没有受到高校领导和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没有真正意识到当前加

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紧迫性, 未能准确把

握网络的发展特点和规律,对思想政治工作没有

进行系统的规划,停留在宣传口号上的多,干实事

的少。在建设校园网时,如何定位校园网的功能

进而创造性地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向

不明,思路不清, 力度不够。
[ 1]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教育工作者必须充分认识到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进行整体性的协调

统一,才能使其步入正常的运行轨道,从而保证教

育目标的实现。

(二)对互联网自身特有的规律研究不

彻底

首先,网络的平等性打破了传统思想政治教

育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形成的是信息引导者和追

随者的主客体形态和多极交互主体性的关系。[ 2]

教育者应该充分重视并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意

识。然而,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仍然以权

威者自居,忽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采用传统方

法把知识强行灌输给受教育者, 严重挫伤了受教

育者的主体意识。其次,网络的丰富性为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者提供了更多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同

时也为受教育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为受教

育者更好地自主学习、获取知识提供了便利。这样就

暴露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性, 也注定了教

育者使用传统方法来实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可

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再次,网络的互动性有助于

打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 我讲你听, 你打我通 的

教育模式,拓宽了受教育者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

渠道。但是,大多数教育者往往还是固执地使用

传统方式, 使网络的独特优势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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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体现出来, 从而注定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

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三)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探索

不深入

首先要明确的是,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

政治教育进网络, 以网络为载体更好地为思想政

治教育服务。网络不是为思想政治教育而生的,

相反,网络是先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 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是随着网络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

的。因此,在进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过程中, 就应该准确理解、掌握网络独有的特点,

依据这些特点努力探索适合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的方式方法。然而,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 教育

方法的创新却不尽人意。教育者往往只是机械

地、表面地理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涵义,并且在

具体的工作中只为图方便而依旧采用传统思想政

治教育的方法, 即强行灌输模式,直接把教育目标

标榜出来,不思进取与创新,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网

站功能单一,内容缺乏新意。殊不知,思想政治教

育的目的越明显,教育方法越直白,就越容易引起

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

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无意识

教育的内在关联

无意识 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 最早是由弗

洛伊德提出来的。无意识教育又称隐形教育,是

相对于有意识教育而言的,是一种不为受教育者

自身所意识到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能很好

地利用网络这一载体, 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

方法,更好地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辅助

有意识教育达到其教育目标。

一是教育过程的隐蔽性。网络具有隐匿性强

的特点,符合无意识教育隐蔽性的要求。毋庸置

疑,灌输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有意识教育的主

要方法。但由于时间的集中性、观点的鲜明性和

语言的绝对性, 如果灌输意识明显或强度太大,就

会使受教育者产生不同程度的逆反心理,所以结

果往往会适得其反。不同的是, 无意识教育是一

种含而不露的 非标签式 教育。[ 3]无意识教育不

是开门见山地讲道理, 也不是把道理和要求直接

灌输给受教育者, 而是把教育的意图和目的隐藏

在相关的载体中,以淡化灌输的痕迹。而网络隐

匿性的优势恰恰符合这一要求。教育者可以把教

育内容、目的隐藏在需要受教育者掌握的网络信

息中,通过网络对其实施影响;同时教育者还可以

借助网络在虚拟环境中与受教育者进行平等的交

流与沟通。这样, 受教育者就不会产生上当受骗

的感觉,也不会产生戒备心理,反而能在网络世界

中畅所欲言,反映出其内心的真实想法。

二是教育内容的渗透性。网络不受时空限制

的优势,符合无意识教育渗透性的要求。高校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网络为载体来做人的工作

的,其教育对象是具有理性思维的人,这就从根本

上决定了他们不会机械地全盘接受教育者所传输

的信息。因此,无意识教育的渗透性,决定了其要

借助具有渗透性的载体。网络便具有这样的天然

优势。网络传播不受时空的限制, 一旦思想政治

教育信息在网上发布,受教育者可以随时随地、方

便快捷地查阅,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形式使受教

育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 减少了教育阻力;同

时也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使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得

以充分体现出来。正如迪韦尔热所指: 思想意识

的传播不能采取直线的方式, 只能反复灌输一些

无意识的行动方案, 这些方案决定着人们必须按

照意识的方向行动。
[ 4]

三是教育情境的愉悦性。网络具有个性化的

特点,符合无意识教育情境愉悦性的要求。无意

识教育是愉快而轻松的,是为教育者所乐于接受

的。
[ 5]
情感、情绪是发展人认知能力的动力。在保

持良好的情绪状态下,人的认知就显得思维敏捷,

解决问题迅速, 创造性思维活跃。而网络正好具

有这样的优势。高校校园网上发布的信息是共享

的信息, 大学生可以通过校园网分享、传递信息,

畅所欲言地就这些信息交流彼此的心得,表达自

己的见解,从而满足了大学生 兴趣多样化、生活

多彩化、情境愉悦化 的愿望。苏霍姆林斯基曾说

过: 个人的情感状态是乐队指挥, 随着他神奇的

指挥棒的挥动, 各种散音变成美好旋律的和

声。
[ 6 ]
因此,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

育者就应该创造出一种欢快、轻松的学习氛围,根

据大学生网民的情境需要来安排针对性强的教育

内容,融思想性、科学性、趣味性、娱乐性于一体,

积极引发受教育者愉快、幸福的正面情绪,弱化、

抑制他们郁闷、厌烦的负面情绪,从而处在一种无

强制性约束的环境中, 以真正实现受教育者认知

发展和情感发展的统一,更好地达到高校网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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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四是教育主客体的平等性。网络是授受平等

的载体,符合无意识教育平等性的要求。高校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对象是广大青年大学生,

他们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显著。而传

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只重视教育者的主体地位

和权威性,无视受教育者对主体性、平等性的强烈

呼唤,这种教育方式无法满足大学生的愿望, 无法

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而网络平等性的特征,强

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动,人人都是主体,符合大

学生对平等对话、张扬个性的要求,受到大学生的

欢迎。在网络平台上,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处于平

等互动的状态, 这样既有利于教育者以普通网民

的身份同受教育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了解他们内

心的真实想法, 从而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引导;

而受教育者也可以毫无顾虑地、自由地按照自己

的兴趣和需要发表见解和看法, 从而提高了受教

育者的参与激情,增强了教育的主动性。在这种

环境中, 没有硬性灌输, 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权威,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身份可以互换, 彼此可以充

分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平等交流的无意识中受到

教育,达到 润物细无声 的效果。

三、强化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无意

识化的途径

(一)教育目标要由 远 变 近

无意识教育不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那样, 可

能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性目标, 或者说这种教育的

目标分散地隐藏在一些具体的教育中, 但最终都

殊途同归 , 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对设置高

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有很大的启示。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以网络为载体,就是为了能够高效地

实现其教育目标。因此,教育者要在准确掌握互

联网的独有特点与优势的前提下, 制定既符合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又符合受教育者即大学生

网民心理承受能力的教育目标。具体来说,就是

将制定的教育目标在其实施过程中具体化、详细

化;把远大目标和长期任务分解为一系列具体的

阶段、过程和近期目标,并把教育意向和目的深藏

在与之相关的网络信息之中, 力求使这些内容轻

松、愉悦、生动,为受教育者所喜闻乐见并乐于接

受。这样,既能使富有教育意义的哲理通过网络

平台传达给受教育者, 又能够有效地淡化思想政

治教育的说教、灌输痕迹,消除受教育者的逆反心

理,使他们在一种陶醉、愉悦的情感中, 无意识地

受到熏陶与感染, 进而获得知识、形成良好的品

质。要实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远大目标,

就必须从实现近期目标开始, 从一点一滴做起,一

步一个脚印,积小胜为大胜。

(二)教育内容要由 空 变 实

从无意识的生理基础看, 无意识是一种条件

反射, 是人的大脑皮层较弱的一种兴奋, [ 7]故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无意识化需要有一个载体,不能

孤立地进行, 不能只停留在空洞的说教上。这就

是通常所说的寓教于文、寓教于乐, 融思想性、知

识性、趣味性、娱乐性于一体。事实上,互联网络

便是这样的载体。创建思想政治教育网站是进行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平台, 但是仅仅建

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并不一定就能完成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的任务。因此,要想提高高校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影

响力,就必须淡化网站的说教痕迹,丰富网站的功

能,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实施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的无意识引导, 使大学生网民在潜移默化中受

到教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无意识化的内容生

动丰富, 覆盖面广,且不受时空的限制, 是联系高

校和社会的纽带, 可以把社会上的各种现象当作

素材发布在网上, 使受教育者有如身临其境的感

觉。这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无意识教育,使高

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变得真实, 在具体的教育过

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能够达到情感上的共鸣,

既满足了受教育者的情感和心理需要, 又达到了

教育者实施教育的目的,增强了教育主客体的互

动性,提高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三)教育层次要由 单 变 多

现代社会,人员构成比较复杂, 其思想境界、

心理特征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必

须区分不同对象的不同层次。而传统的思想政治

教育并不注重甚至忽视了教育对象的层次性, 往

往搞 一刀切 、一锅煮 ,无法有效地实现教育目

标。而无意识教育是以活动为载体的, 其显著的

特征就是能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进行丰富多彩的

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施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不同时

期的客观实际,确定不同的教育目标和内容,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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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层次性。首先, 坚持基本性要求与基础性

要求相结合。在不同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政

治理想、政治信念是基本性要求,生活理想和道德

理想是基础性要求。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基本

性要求是要努力争取达到的, 而基础性要求则是

必须要达到的。因此,教育者在制定教育目标时,

就应该注意二者间的关系,使校园网上的信息和

内容既有利于教育对象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 又

有利于他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其次,坚持整

体性要求与特殊性要求相结合。整体是由一个个

具体的个体组成的。教育者在塑造大学生不同群

体的集体目标的同时, 也要注重作为个体的人的

特殊要求。要根据无意识教育的灵活性原则,根

据大学生不同的心理需求,在网站上制定不同的

版块内容,因人制宜地进行教育,体现教育的层次

性和针对性,切实解决教育对象在学习生活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 使教育对象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产生信任感、依赖感,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有

效性。

(四)教育方式要由 呆 变 活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有其自身的优势,

但面对多元文化相互冲撞、传媒高度发展的严峻

形势,其方式方法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因此,在

进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教育

者必须借鉴无意识教育轻松、灵活、多变的优势,

运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 寓教于乐,充实大学

生的精神生活,把握网络主动权, 弘扬主旋律,打

好主动仗。一是坚持自我教育。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的显著特征就是突出了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因

此,在教育过程中必须增强说理性,重视并充分发

挥教育对象的主观能动性,引导他们独立思考,提

高自我教育的水平和能力。二是坚持开放教育。

网络信息共享的特点, 使社会上发生的事情都能

在网络上找到,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开放式教育,打

破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层层传达的套路,既能

让教育对象及时掌握信息,开阔眼界,又能充分地

利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互动交

流。三是坚持现代教育。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必须牢牢把握网络舆论导向, 充分利用网络媒介

的独特优势, 占领思想主阵地, 使教育覆盖面更

广、方式更直观、效果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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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onscious Education: Under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rategies

YAO Lin

( S chool of Marxism ,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 ce and E conomics , Najing Jiangsu, 210046)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 f netw ork in ideolo 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to br ing the oppo rtuni

ty , and got some achievements, but in the educat ion pract ice st ill ex ist many pr oblems, such as infu

sion consciousness dist inct, education mode and inf lexible, etc. And the reason of the ex istence of the

problem lies in the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ailed to change the t radit ional concept of net

w o rk, failed to show the unique advantages. Therefore, the int 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 f uncons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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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to a cer tain extent , so lve the ideolog ical and pol it ical educat ion current ly ex ist ing prob

lems. Educators should ful ly r esearch netw ork ow n rule, advantag e of the Internet , gr adually r ealize

the ideolo 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 ion of univer sity netw ork of the education content , unconscious edu

cation object into netw ork, made by education in imperceptible educat ion, so as to adhieve its go al.

Key words: netw ork; ideo 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 ion; unconscious

(上接第 13页)

四、结语

总之,自启蒙时代以来,笛卡尔以 我思故我

在 确立西方近现代关于自我主体思考的学术传

统,即认为自我是意识的中心。黑格尔主奴辩证

法侧重考察双重自我意识辩证转化为自我意识的

双重化统一。拉康颠覆自我意识中心的传统主体

观,他认为主体是分裂的主体,主体首先是在想象

界与理想的他者误认而异化分裂为现实的自我和

理想的自我,现实的自我披裹着理想的自我的美

丽外衣。其次,在象征界,主体随语言能指链的不

稳定游戏进一步分裂为能指链中的象征主体和能

指链下消隐的无意识主体。因此, 拉康结构主义

主体观基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系统分析,总结

出辩证法的主体观, 即所谓的统一完整的主体是

人类虚幻的影像,主体通过分裂而构建身份,通过

分裂确认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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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v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From Hegelian Master Slave Dialectic to Lacanian Structuralism

RONG Gao yue
1
, YU AN Quan

2

( 1. Englsih Department , S 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 hijiazhuang 050043, Ch ina;

2. School of English S tu dies, Beijing Foreign S tudies Un iversity, Beijin g 050043, China)

Abstract: The thesis fo cuses upon Hegelian master slave dialect ic, analy zing the theo ret ic devel

opment of self consciousness and interpreting the subject ex istence since Ren Descartes'philosophy.

The const ruct ion o f self consciousness of Hegelian master slave dialect ic or ig inates f rom desire and ac

complishes the totality of self consciousness in its doubleness. Jacques Lacan subverts the self suff i

cient subject concept in t radit ional philo sophical thought , holding the concept of split subject , w hich

consider s the subject not as a unified subject center ed on consciousness, but an unconscious subject in

the de centering pro cess of split and alienation betw een subject and object , self and o ther.

Key words: concept o f ex istence; master slave dialect ic; subject consciousness; split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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