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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所谓的隐性课程，指的是用一些潜移默化的引导方式去推动学生思想道德观念的成型，和思

想政治教育其实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差别。在高校的思想建设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隐性课程，帮助学

生巩固道德修养，陶冶思想情操，推动其各方面素质全面发展，并有效提思政教育的的开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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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dden curriculum refers to the use of some subtle guidance method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cepts, which is not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can make full use of hidden courses to 

help students consolidate their moral cultivation, cultivate their ideological sentiments, promot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all aspect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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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课程这一概念，源自于上个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自诞生之日起，

就收到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及深入研

究。近年来，由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

的效果并不理想，为了改善这一状况，

国内高校对于这一课题的兴趣也越来越

浓厚，研究热度也逐渐升温。然而国内

目前的研究方向，往往都是从学科教育

的角度出发，旨在了解它的特性和意义，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搞清其运行原理。基

本上没有人将其与思想政治教育联系在

一起，研判如何发挥他的思政教育功能。

因此，本文将紧紧围绕隐性课程和思想

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对隐性课程的具

体效果进行深入探索，目的在于将隐性

课程的思政教育效果全面发掘出来。 

1 隐性课程的概念 

隐性课程，顾名思义，自然就是显

性的反面。我们通常把那些在学科书本

上明确提到的，而且要在各种考试中所

运用到的常规知识信息以及学习标的称

之为显性课程。隐性课程正好相反，一

般是无法预估的，非常规的，对学生的

成长发挥暗中推动作用的那些内容。也

就是说，隐形课程并不是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有意识接触到的，但是它的存在，

却对于学生的进步有着润物细无声的意

义。教育界根据它发挥作用的方式，通

常又把它称作潜课程或者隐蔽课程。而

由于高校教育的特殊性质，在推动隐性

课程建设时，又在其中加入了一些常规

要素以外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外在物

质，校园行为，规章制度，以及意识观

念，涵盖了学校建筑的格调，高校相关

人员的日常交往，学校的管理机制以及

教育教学的理念，意图在于通过这些看

不见的手向学生传递思政教育的信息。 

2 隐性课程与施政教育的具体

联系 

隐性课程的本质其实跟高效的思政

教育没有本质的差异。根据目前的主流

观点，学术界一般把他帮助表达社会要

求的某种媒介。社会要求不是知识信息，

而是我们常说的价值观等精神产物。尽

管目前国内的学者没有重申隐形课程对

于社会教化的作用，但显而易见的是，

他们也觉得隐性课程的特征，就在于它

能够对学生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理念施加

影响，并且给他们的精神层面带来不同

程度的转变，而不像显性课程那样，主

要传递给学生常见的学科知识和技术技

能。这就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相距不

远，实际上都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质。由此可见，隐性课程和思想政治教

育课程存在共性，这也是它能对高校思

政教育产生正面效应的主要原因。 

隐性课程的运行机制有助于高校学

生构建良好的道德观念。思想道德是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授课老师可以

通过讲授书本知识，通过一些具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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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显性课程上向学生灌输一些道德

理念，然而却不一定能够让他们产生相

对应的思想感悟。这是因为思想感悟的

彻底成形，还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

对象在内心加以消化，才能真正成为他

们的思想和信念，进而跟思想感情连接

在一起，转变成驱动学生进行道德行为

的内在驱动。我们通常把这个过程称之

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由于显性课程

的这种局限性，所以当下的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并没有取得十分良好的成效。而

隐性课程则能够以心理暗示，情感渲染等

手段在不知不觉中改变学生的思想观念，

并且消除影响德育效果的负面因素。另

外，在学生融入隐性课程时，授课教师必

须充分调动起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自主的

吸收隐性课程所要表达的内容，使之完成

将道德信息转化成道德信念的接收过程。 

3 隐性课程如何在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中发挥作用 

3.1积极鼓励学生在社会实践的过程

中增强其思想素质。让高校学生在接受教

育后做到学思结合和学以致用是素质教

育的一个重要要求，其主要实现途径就是

让学生广泛的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具体

的实施过程中，高校首先要做好活动的各

种筹备工作，保证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

性，计划性，以及实效性。要让大学生真

正的面向社会，贴近群众，使其思想接受

现实的洗礼。这种隐性课程的优势一言以

蔽之就是“接地气”，既打破了填鸭式或说

教型的传统思政教育模式，又顺应了当代

大学生的性格，所以广为该群体所推崇。

而在现实中，社会实践又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的非盈利服

务，其组织者多为高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

活动的形式除了关爱照顾老人儿童，还包

括向社会大众宣传一些常用政策法规。通

过开展这些类型的实践活动，有助于学生

加深对社会各个阶层，各个位面的全方位

认识，并且厚植自己的公民意识和责任意

识，让自己的道德水平更上新台阶；另一

种实践方式是兼职活动，鼓励学生尽早的

接触职场生活，比方说做商场导购人员，

收货人员，家庭教师等等。这一形式除开

能够为学生增加一些额外收入，减轻家庭

的负担之外，也可以让学生对各种职业的

工作状况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并且增强自

己的独立能力，将来毕业之后也能够更快

的适应社会。这些心得体会和实践成果从

书本上是学不到的，所以高校可以根据学

生群体的具体情况，储备好各种有益学生

身心，有助学生成长的实践活动。 

3.2不断推动学生在榜样的引领下

自觉增强个人修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无尽的。对于学生群体而言，但凡有一

个优秀而又与自身情况较为贴近的成长

模板，都更容易激发他们对标看齐的意

识，促使他们不断努力进步，这就是孔

子所说的见贤思齐；而那些品质恶劣或

行为不良的个人，也同样会给他们带去

负面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一颗老鼠

屎，坏了一锅汤”“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有鉴于此，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应该结合

学生的这一特性，在学生群体中寻找出

佼佼者，为他们树立一群高大上，或有

一技之长，或是品学兼优的“学习标兵”。

同时通过黑板报，宣传栏，公众号，自

媒体等多种形式宣传他们的事迹，让高

校学生自觉向他们积极靠拢，在榜样的

引领下不断增强个人修养，提升自己的

综合素质，达到自我教育的效果。 

3.3悉心引导学生在互联网中追寻社

会正能量。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信息

时代，大学生基本上都热衷网上冲浪，从

网络中获取符合他们兴趣爱好的有关信

息，这有利于学生加强各种知识素养，帮

助他们了解到更广阔的世界，本来是一件

好事。然而众所周知，互联网并非净土，

也充斥着许多负面内容。加上大学生的思

想观念还没有完全成熟，尚不能明辨是

非，判断真假，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的误

导或诱骗，因此是一把双面刃，需要高校

的循循善诱。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高校可

以把互联网作为隐性课程的有效载体，一

是可以通过建立一些内容健康的网站，向

高校学生提供一些校园日常信息和教育

学习指导，并加强高校集体内部的互动与

沟通，使他们能够借此解决自己生活中的

一些疑惑与烦恼；二是借助微信，QQ等聊

天平台，让教育工作者跟学生之间进行轻

松愉快的语言或思想交流，及时掌握他们

的思想动态。让大学生在放松的状态下畅

所欲言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4 结束语 

思想政治教育意义非凡，是高校教

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要

看到，显性教育虽然是各学科教育的主

要形式，但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思

想政治教育中，也应该适当的发挥隐性

课程的具体优势。在实际的操作中，高

校教育工作者要将二者紧密的衔接在一

起，结合二者之长，为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开辟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和思路， 

并且要不断推动对于隐性课程的深入研

究，有效的帮助当代大学生增强其道德

品格素质，不断提升及个人修养，让思

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目的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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