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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意在以“主体间性”这一哲学观念衍生的审美主体间性思想教育观为切入点，以尝试寻求一种新的大学生思想教学视野和教学

理念为研究目的，为高校党的思想工作与文化建设发展提供些微创新和微启示，以期望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能朝着更加生动有序、

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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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高校的办学体制是实行董事会领导下

的校长负责制，民办高校党委不处于学校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民办高校党

委不能放弃自己在党的思想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在引领校园文化建设

的同时也要注重大学生所关注的文化教育如音乐或美术方面的审美素质

教育等。历史上的杜夫海纳的现代美学思想可以完全论证这一点，他曾经

谈及“文化是一种扩散效应”，且认为欣赏者与审美对象之间的是共同存

在且双向交流的关系，在审美经验中独创了“准主体”概念，这使审美范

畴中的人与审美对象，审美对象与艺术作者主体之间达到了万物根源统

一。 

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在“和”的哲学美学思想影响下，人与人、思想

教育与人之间体现出的“主体间性”使得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物我

两忘”的精神境界成为可能。反观现代高校大学生教育实践中的教育思想，

并没有给出特定的理论指导，在授受的环节之中，师生的主体能动性受制

约于教材与教师经验，师生之间的互动效果可想而知的不尽如人意，此时

审美主体间性教育思想的出现以及辅导员如何在教学实践中成为党的思

想工作任务将是党的思想教育实践的后续走向。 

高校校园文化的定义通常这样认为“社会文化中层次较高的文化，

具有选择和创造文化的功能”，其中“文化功能”就是指哲学领域中“主

体间性“的运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基本观点主张“天人合一”、

以“和”为贵、至“善”至“美”、“仁”“乐”结合，强调了世界万物与

人之和谐统一。儒家代表孔子是这一观点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先秦以来

的美学思想，凝结为儒家文化美学的思想精髓。其中只“和”一字便统筹

海纳了所有的意义，也照应了主体间性的审美思想观，这有别于古代西方

的客体性美学及近代西方的主体性美学，又有别于西方哲学美学中强调的

主体征服客体，而是强调自我与宇宙万物的互相理解、和谐共处、无间融

合的“主体间性”。 

第一，融入新型理念，改革教学对话。教师、辅导员在给学生做思

想工作的任务不是禁锢他人的思想，而是努力使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而在对话和交往中，“师生双方在倾听和言说，即在语言的交流中，敞开

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接纳对方，同时又把自己投向对方，获得理解和沟通”。

在思修课中，教师的知识观是影响课堂对话性话语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

的课程观，学习观和教学观带来不同的知识观。再如在现代教育体制的驱

动下，教师视校园文化为可以“传递”的东西，视学生为可以“接受”思

想政治教育的“容器”。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师控制及主宰着一切，师生

之间的关系是“我——他”的主客关系，而非“我——你”的主体间性关

系。“教师踏上讲台的所有表情，言语”都是面对学生的，而“情景”的

创设以及课堂“高潮”“悬念”的制造，都需要学生的参与加入，从而激

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校园文化的兴趣性。教师必须站在学生的角度去分析和

理解所学的内容，并且站在学生的角度，理性而又不失感性的与学生分享。 

第二，创新情境问答，提升文化教学。一个好的思想教育情境创设

的好坏，取决于问题的提出是否符合学生兴趣文化爱好的方向；一个合理

的情境创设的问题有利于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问

题是教学发生的根源。没有问题或没有问题解决的需要，就没有教学”。

伽达默尔认为，“提出问题比答复问题还要困难”，而“提出问题，就是打

开了意义的各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在

丰富校园文化的基础上中，辅导员抛出的思想教育方面的问题需要符合合

理的开导情境，审美主体间性思想文化教学的有效展开，需要创设一定的

情境，同时也需要教师具有创新意识，以何种有效方式引导学生对问题展

开联想，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在学生做出的情境反应中学会反思。用舍恩

的话说，就是：“和情境素材进行反思性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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