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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获得感”是评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关键，目前关于大学

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研究多侧重于提升策略研究，关于学生思政课获得感测评的研究几乎空白，

研究在总结关于学生思政课获得感内涵、结构、层次等内容的基础上，建立了由课程认知、课堂参与、

知识习得、素质养成、实践活动五个一级指标，十八个二级指标在内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

测评的指标体系，为科学测评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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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s’ sense of gain is the key to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attractiveness and appe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achievemen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mostly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f promotion 

strategy, and the research on students’ sense of acquisi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s almost blank. 

Based on summarizing the connotation, structure and level of students’ sense of acquisi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is study established five first-level indicators including curriculum cognition,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the index system for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cluding 18 second-level indicators to obtain sensory 

evaluation, which provides a basis for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sense of acquisition; construction of index 

system 

 

2016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

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

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2018年4月，

教育部颁布了《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促进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有虚有实、有棱有角、有情

有义、有滋有味，成为“要求”的基本

原则之一。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亲和力，不仅要从课堂内容上下功夫，

还要做好学生课堂获得感的测评，通过

测评反馈课堂，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内容及形式创新。 

1 关于获得感的文献综述 

“以获得感”为关键词，对中国知

网进行文献检索，文献数量变化如图1

所示： 

从文献数量历史变化趋势可以看到

以“获得感”为研究的文献在2015年之

前几乎空白。在2015年之后，文献数量

逐年增加。2015年，随着习总书记提出

一系列提高百姓“获得感”的改革举措，

作为“网红词”的“获得感”第一次成

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被沿用到各学科

的研究中，如图2所示。 

从研究主题分布来看，“思政课”、

“思想政治教育”是获得感研究的热点

之一。关于“思政课获得感”的研究多

从内涵与路径两方面开展，如宁文英等

（2018）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

概念，生成和结构。姚迎春等（2018）

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生取得知识论层

面的、价值观层面的和方法论层面的实

际增益和主观受益的统称。据此，学者

们提出了如探索教学方式改革的新模

式，注重实践体验过程的培育引导；通

过立体化实践教学模式提高学生获得

感；通过提升思政专业教师的亲和力，

增强学生获得感等不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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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

感测评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2.1以学生为本的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大学生，坚

持以学生为本的原则是思政理论课的应

有之意，也是测评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

指标构建首先要遵循的原则。以学生为

本，要求在构建学生获得感测评体系的

过程中充分体现主体的适切性，也要求

测评采用当代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 

2.2师生参与的原则 

“感”虽是学生的主观感觉，但“获

得感”的评价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课

堂教学是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亦是一

种“供需关系”，学生的获得感虽是一种

主观感受，但同样能够通过第三者评价

来反应，教师对学生在课堂中收获情况

的评价也是收获感测评的重要维度。 

2.3发展性原则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收获感”

具有层次结构，在遴选、构建评价体系

的过程中应坚持发展性原则。“收获感”

先有“收获”而后有“感”，通过师生课

堂互动，学生首先掌握思想政治课程的

基本理论，习得相关知识，而后通过师

生情感交流和自身消化，内化为价值观

和各类素质，最后，通过实践活动体现

思政理论课的效用。 

3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

感测评的指标体系构建 

作为思政课的需求方，学生在课程

中的获得感是具有层次结构的，除知识

层面的获得外，还包括素质养成以及由

此形成的各类实践活动。 

3.1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

测评的指标选取 

根据大学生思政理论课获得感测评

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建立由课堂参与、

课程认知、知识习得、素质养成、实践

活动五个一级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 

3.1.1课程认知指标的确定 

课程认知是指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初级阶段的基本认识，这些认知

以一种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

影响着大学生后续的学习行为。对于课

程的正确认知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投

入，从而增加收获感，而对于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局限性认知，则会降低学生参

与课堂的积极性，从而减少获得感，课

程认知一级指标下，主要有四个二级指

标，分别是：思政课的意义认知、思政

课的地位认知、思政课的功能性认知、

思政课的必要性认知。 

3.1.2课堂参与指标的确定 

课堂参与度是指学生在课堂中，表

现出来的乐于配合教师完成教学完成

教学活动的行为。学生课堂参与的积

极性越高，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实效性越强，学生愿意主动完成学习

任务，是学生学习效率、学习效果的

重要表现，是学生收获的前提条件。

作为教师参与评价的维度，课堂参与

一级指标下，主要包含三个二级指标，

分别是：学生出勤率、学生抬头率、

学生课堂实践。 

3.1.3知识习得指标的确定 

“获得感”的前提条件是“获得”，

有“获得”才有“感”，知识的习得是价

值观形成、素质养成等的必要前提，也

是思政理论课的首要任务。根据高校思

政理论课的教学安排，知识习得一级指

标下主要有五个二级指标，分别是：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知识、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知识、中国近现

代史知识、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知

识、形式与政策知识。 

3.1.4素质养成指标的确定 

思政理论课的目的是引导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

感”是学生对于思政政治理论课知识的

消化与吸收，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情

感升华，也是学生“收获感”形成的完

成阶段。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内

容，素质养成一级指标下主要有四个二

图 2 以“获得感”为主题检索的文献研究主题分布 

图 1 以“获得感”为关键词检索的文献数量历史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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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测评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大
学
生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获
得
感
测
评
的
指
标
体
系

课程认知

思政课的意义认知

思政课的地位认知

思政课的功能性认知

思政课的必要性认知

课堂参与

学生出勤率

学生抬头率

学生课堂实践

知识习得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知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知识

中国近现代史知识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知识

形式与政策知识

素质养成

政治素养

道德素养

哲学素养

法治素养

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

生活实践

级指标，分别是：政治素养、道德素养、

哲学素养、法治素养。 

3.1.5实践活动指标的确定 

“获得感”作为一种心理体验，同

样是影响学生实践的重要因素，政治素

养、道德素养、哲学素养、法治素养的

养成，能够指导学生开展各类实践活动，

实践的效果体现出思政理论课效用的最

终标准。在实践活动一级指标下主要有

两个二级指标，分别是：社会实践和生

活实践。 

3.2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

测评的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上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获得感各项指标的选择，可以得出大学

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测评的指标体

系，如表1所示。 

总之，通过对大学生思政理论课获

得感的研究，初步构建了大学生思政课

获得感测评的指标体系，可以为今后学

生课程获得感的测评提供参考依据，作

为评价高校思政政治理论课建设成效的

重要依据，获得感测评结果的反馈，同

样也能使课程内容、形式的修正更具针

对性。在进一步测评之前，还需要通过

专家调查法（Delphi法）、层次分析法

（AHP）、二项系数法、环比评分法、最

小平方法等方式确定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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