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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及其优化的研究，主要是从人的思想结构、思想素质结构研究到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

的研究来展开研究脉络。相关研究存在着研究视点的外围化、研究方式的表层化、研究结论的模糊化等问题；在相关元

理论即思想素质结构的本质内涵、逻辑关系、结构框架等方面的研究仍处于发端起步阶段，成果鲜见，且多从思想素质的

外部环境论优化，几乎未见从其结构内部进行剖析，故很难取得实效性强的研究突破，为深化思想素质结构及其优化的

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与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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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关于人的思想结构、思想素质结构
从思想结构元理论研究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伴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李屏南是国内较早研究

这一问题的学者。他在１９８６年提出，“人的思想是有结构的，多向性、多层性、多面性、多点性，即向、层、
点、面是人的思想结构的主要要素，它们构成一个系统”［１］。接着，他在９０年代接连阐述人的思想结
构。这成为国内颇具代表性的专门研究思想结构的成果。李屏南提出人的思想结构的图式：“从内容

上构成人的思想结构的软件主要包括：一是认知类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各种具体认知观，二是需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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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系列，如社会理想、道德理想、职业理想、生活理想，价值系列，如物质价值、精神价值、人的价值；

从形态上划分，构成人的思想结构的硬件主要有四个：多向性、多层性、多面性、多点性。”［２］随后，罗剑

明提出，“人的思想是以社会存在为反映对象、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地发生和发展着的具有内在结

构的系统，而思想系统内部结构的不断自我构造即自组织则是这种发生和发展的内在机制”［３］。１９９６
年，李钦凡提出，“人的思想体系要素由人的思想逻辑要素、知识要素、历史要素构成。世界观是思想中

处于最高层次的要素，它决定着思想体系的性质，对思想体系的结构具有根本导向作用，世界观决定人

们的思想”［４］。２００２年，童强提出了思想的结构层次：“无意识层面、意识层面、系统化思想、抽象化思
想、统一的知识。相应地划分思想的结构层次。”［５］这些代表性的学者，从思想结构的要素阐述了人的

思想结构，但还没有阐述思想结构的内涵，研究还不系统和深入。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学界较为认同的关于思想素质内涵的观点是：它是人们在一定社会、阶级的思想

体系指引下，按照一定的言行规范行动时，集中表现在个体身上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点、思想倾向和行为

习惯的总合。思想素质是个体所具有的思想品质的统称，反映一个人思想品质的高低，是素质在思想方面

的体现，是人在思想意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品质，包括认识、觉悟、观念、修养等方面。按照这一观点，

学界提出，思想素质结构是思想素质内部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和配比关系。对思想素质结构

内涵论述的代表性学者有：陈万柏、张耀灿认为，“思想品德结构是一个以世界观为核心，由心理、思想和行

为三个子系统及其多种要素按一定方式联结起来，具有稳定倾向性的多维立体结构”［６］１１７。陈志波认为，

“思想政治素质包括以解决立场、观点、理想、信念等问题为特征的政治素质，以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和思

想方法为特征的思想素质，以培养社会公德、高尚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习惯为特征的道德素质。思想素质

结构由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组成。”［７］熊建生在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论》中认为，“思想素质主要

包括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思想方法、思想作风，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觉悟、思想境界和思想水平。正确的思

想观念、科学的思想方法、良好的思想作风构成人的思想素质结构”［８］１１９。苏恩泽提出，“人的精神、心理、

意识、思想构成“精神四层次”，思想在“最内层”，六个基本思想素质构成人的思想素质结构：视觉素质、联

系素质、坚持素质、速力素质、计数素质和全局素质”［９］８８。王升臻博士２０１４年提出，思想政治素质是一个
多要素的综合系统，其内在结构理应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他还提出“思想政治素

质结构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元问题，研究思想政治素质结构既

应该探讨其外在结构，即心理—思想—行为结构，更应探讨其内在结构，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

的关系结构。只有加强对思想政治素质内在结构的探讨，才能真正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不

断深化”［１０］。此外，吴爱军、吕治国著的《创新人才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周远清、阎志坚著的《论素质教育

思想》以及杜传平对领导群体的心理素质结构和思想素质结构的论述等不同程度地阐述了人的思想素质

结构。纵观国内对思想素质结构的研究，大多是对概念的运用和内涵的初步阐述，而从思想素质结构内部

入手系统析厘人的思想素质结构的研究还鲜见。

２　关于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及其优化
２．１　从构成要素探讨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

汤勇在１９８６年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及行为科学等方面的观点入手，通过调查统计
分析，认为“情感、理想、性格、特质组成大学生思想素质的外延，把性格、特质作为素质的内容并系统地

制定出它们的良好特征，有利于逐步提高、完善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１１］。随后，汪浩然较为详细地从

“心理上的逆反性、意识上的主观性、思想方法的直线性、观察问题的片面性、行动上的盲目性”［１２］，五

个方面对部分大学生思想素质进行了结构性分析。这些是较早研究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的代表性学

者。９０年代后到新世纪初，一些学者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如何维民、王丽娟论述
了大学生政治素质结构及形成发展机制，陈志波提出了思想素质的内涵及大学生思想素质的构成，戴钢

书认为，“思想素质是个体所具有的思想品质的统称，是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品质高低的标准，其核心是

个人看待社会、人生和个人问题所采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分析了环境、中介和人的思想政治

道德素质的结构方程。”［１３］这些论述都不同程度地分析了到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要素、内涵等。

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中发［２００４］１６号文件下发后，国内研究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的著述快速发展起来。综合这些研究，一些学者把思想素质与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合并起来研究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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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素质结构、思想道德素质结构，一些学者单纯研究大学生政治素质结构、心理素质结构，上述两

方面的研究居多，而专门研究思想素质结构的论述仍然鲜见。代表性的论述有，刘江的硕士论文《当代

大学生的政治素质结构及其优化》，李春山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素质优化研究》，以及李春

山、魏晓文关于大学生政治素质结构与优化的论述。此外，在大学生心理素质结构研究方面，王滔、李瑛

等较多学者进行了论述。

国内较早专门研究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的学者是曾涛等人。曾涛在其硕士论文《大学生思想道德

素质结构及其优化》中提出，“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要素可分为四个层次：思想素质层、政治素质层、

道德素质层、心理素质层。这四个素质层都有其各自的内容，包括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

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态度、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及心理倾向、心理发展

水平等，这些要素及内容共同构成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１４］他还分析了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结构的关

系，指出思想素质是核心、政治素质是灵魂、道德素质是基础、心理素质是保障。其他代表性学者，郭平

提出，“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包括政治态度、政治观点、思想观念、思想方法和政治理论等方面，大学生

思想素质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个要素构成。”［１５］此外，朱应皋、金鑫２００６年对江苏、安徽部分高
校学生思想政治素质进行了实地调研和结构分析，李春雷、郑绘通过设置政治倾向、道德取向、价值观

念、择业心态四项指标，通过实证调查，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结构现状及不足进行了实证分析。田益

民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入手，逐层剖析了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要素结构和内容结构。他认为，“静态

上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分为：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思想素质即思想品质，是指人

们在社会生活中处理各种思想关系的行为习惯或习性，是一定阶级或社会的思想观念转化为人们的内

心信念，并在其言行中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和一贯倾向，包括人的思想认识、思想情感与思想方法。从

内容构成上，思想认知、思想情感、思想方法构成大学生思想素质内容结构。”［１６］王琴认为，“思想素质

包括人们如何看待世界、人生及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由人的思想认识、思想情感与思想方法

组成。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是在受教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稳定特征的品质，在思想素质方面，表

现在对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养成明辨是非的

能力。”［１７］闵永新博士在著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有效性问题研究》中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

的角度提出，思想素质包括三个方面要求：正确的思想观念、正确的思维方式、民主的思想作风。纵观这

些研究，主要集中对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内涵进行初步研究，而对其结构性问题的系统分析还不深入。

２．２　从影响因素探析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对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的研究，理论界开始重视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厦门大

学的徐雅芬及廖何平等学者对影响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的外部因素作了探索性分析，提出政治、经济、

学校、家庭等诸因素是影响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的客体因素。一些学者还提出，影响其结构的还有主观

因素，即大学生思想心理、思想方法、思想作风等，还有媒介等介体因素。客体、主体、环体、介体四大因

素共同构成影响其结构的因素。这些代表性学者有，２００１年戴钢书提出，“人的认知、实践、评价形成思
想素质。认知由观察学习、舆论引导、德风感化、精神塑造、理论武装、信任激励等要素构成，社会包括社

会实践、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评价包括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协作意识、进取意识、基础文

明素养、自立能力等方面。”［１８］据此，他根据上述影响因素提出了德育环境、中介和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

质三维结构框架图形和三维结构通径图形。２０１１年吴薇博士结合大学生思想素质的主要构成：世界
观、人生观、政治观、价值观、道德观，利用调查运用 ＡＨＰ分析法从外部客观因素、内部主观因素分析了
影响大学生思想变化的因素指标。这是国内较为详细的研究大学生思想结构影响因素的论述。此外，

更多的学者从大学生思想结构、思想素质角度出发研究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相关性研究。如冯霞

２０１３年从大学生思想结构的政治意识、价值观念、人生追求、道德素质与生活态度等要素入手，结合调
查分析提出利益、信仰、情感与承认四重要素是影响其结构相互联系模式与联接方式的关键因素。吴敏

英、陈青山分五个时期较为详细地梳理了新中国６０年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轨迹和特点，认为其
影响因素是：经济基础是决定因素、思想政治教育是主导因素、文化等社会环境是重要因素。包玉山、杨

兴猛从民族和社会两个维度，对当前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的诸多要素进行了探

讨和分析。杨丽、黄红梅、王梦娜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现状研究大多数是定性方面的描述，少见

量表方面的测量，从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量表入手，从理论信仰、政治目标、政治态度、政治参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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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定量研究了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结构现状。

２．３　从方法路径探究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的优化
专门从优化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结构入手进行研究的学者有曾涛等人。曾涛从大学生思想道德素

质的内涵、形成规律及现状入手，分析了构成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结构层次及相应的各个要素，论述

了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结构层次间的关系，重点提出了“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结构优化的四大原则：开

放性原则、实践性原则、纵横性原则、自控性原则，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优化的战略：努力构建具有时代特

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学德育体系；充分发挥学校德育的主渠道作用，着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实践能力；坚

持正面宣传，抨击丑恶现象，净化社会环境。最后，提出了优化的具体路径：转变德育思想是优化的基本

前提，发展主体性是优化的着力点，开发精神资源是优化的根本途径，注重网络德育是优化的重要渠道，

建立有效评价体系是优化的必要保障。”［１９］

从优化大学生思想结构、素质结构出发展开相关性研究。国内较早的研究大学生思想结构优化的

学者有吴丽兵等，吴丽兵１９９２年提出必须分析、研究教育对象的思想结构，根据教育对象思想结构的特
点，采取能够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方法。徐蓉２０１０年提出通过多向度的结构分析来揭示大学生思想状
况的办法，剖析了大学生思想系统所具有的内在结构，并探析了相关策略：“以结构单位为起点，各单元

（思想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从其特定的时间分布、量与质的分布等方面进行考察；站在要素系统（整

体）的层面上，我们可对要素单元在层次与等级上的结构及其分布、以及在开放性上所具有的特点进行

考察；我们还可站在要素功能的视角上来考察各单元要素在其离合度和平衡性上所具有的结构特点及

其分布，单元要素在其组合方式与性质上的不同将使要素以及整个系统的功能发生变化。”［２０］此外，耿

俊茂通过分析大学生素质结构，提出了大学生素质结构优化中应坚持的统一化、体系化、科学化、制度化

及个性化等思想。

从优化大学生思想素质角度展开相关性研究。严枫是国内较早阐述提高大学生政治思想素质的学

者，他１９８４年从发挥理论教育作用等途径提出了提高大学生政治思想素质的措施。随后，冯翠华１９８７
年提出了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方法途径，申世英同年提出了大学生思想素质的量化考评方法。

这些都是较早研究大学生思想素质优化的论述。进入９０年代以后，郭波，苗靖贤、花明，姜晰、周怡等众
多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提出了充分发挥“两课”主渠道作用、增强全员德育意识、完善德育工作

机制等对策。

从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及其结构着手开展相关性研究。比较典型的有，１９９６年王丽娟、何维
民论述了大学生政治素质结构及形成发展机制，刘江的硕士论文《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素质结构及其优

化》从结构角度提出了优化的原则、目标和方法，其方法是：“激发大学生政治素质结构的政治动力系

统，强化大学生政治素质结构的政治功能系统，规范大学生政治素质结构的政治评价系统。”［２１］李春山

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素质优化研究》分析了优化的内容结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从根

本途径、有效措施、可靠保障、重要条件、整体合力五个方面论述了优化的对策。他认为，“根本途径是

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效措施是拓宽大学生政治参与渠道，可靠保障是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建设，重要条件是构建政治生态环境，整体合力是充分利用党团组织、同朋辈交往等有效资源。”［２２］

３　我国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及其优化研究评析与启示
纵观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水平，整体上看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比如，初步梳理了大

学生思想素质结构的内涵、要素，对大学生思想素质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认识；分析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探析了影响结构的因素，从方法路径上探讨了优化的策略，但尚存在着研究视点的外围化、研究方式的

表层化、研究结论的模糊化等问题；在相关元理论即思想素质结构的本质内涵、逻辑关系、结构框架等方

面的研究仍处于发端起步阶段，成果鲜见，且多从思想素质的外部环境论优化，几乎未见从其结构内部

进行剖析，故很难取得实效性强的研究突破，为深化思想素质结构及其优化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与

重大的意义。具体来讲，研究上存在的不足表现在：一是表面描叙现象多，深入分析思想素质内部结构

的少。大多笼统性概括思想素质，或者借用思想素质概念进行分析，而从思想素质结构元理论入手探讨

的较少；概括性描叙思想素质的状况、问题和特征的多，而从其里层入手，探寻内部结构和关系的成果鲜

见。二是概述外在措施多，深入从内部结构入手分析如何优化的少。大多结合思想素质现状，从外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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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研究优化的方法、途径，而从内在结构层面提出如何优化的研究鲜见。这给今天我们开展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和研究带来诸多启示。

致力理论深耕，积极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角。自１９８４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办以
来，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人的思想

素质，然而思想素质的内部奥秘是什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域完全可以更多地向人的思想内部拓

展［２３］。这些问题，学界有了认识，然而迄今为止还仅仅给出了些笼统性的概念性的回答，而少有从元理

论视角去深入探析。面对这一现状，我们要积极将视角深入到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内部，努力探究其内

部要素、关系、模型乃至方法、路径，这无疑有利于拓宽学科范畴，有利于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视域，并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找到理论钥匙。

致力理论创新，积极推进大学生思想素质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的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出批示：“坚持育人为本、立德树人”、“努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

可靠接班人。”教育部为此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工程。这些对大学生思想

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今天，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上，人们较多地关注大学生思想现实问

题，而对大学生思想素质内部关注较少；思想政治教育外在手段方法多，进行内在研究与探寻内部手段

还鲜见；思想政治教育外部方法手段层出不穷，而其实效性仍然不强、教育效果仍不尽人意；思想政治教

育理论研究倾向于外部，而对人的内部思想素质情况探讨显得不够，面对这些背景，亟需加强大学生思

想素质内部结构研究，从内部分析原因、探寻优化的方法手段。当代大学生思想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和不

适应，一些诸如药家鑫、复旦投毒案林浩森等不良典型和理想信念滑坡、见倒不扶、不诚不信等不良现象

常常成为舆论焦点。有学者提出，其思想素质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要深入剖析其思想素质内部结

构，从其结构入手探寻方法。只有准确把握其内部结构关系、特征、影响要素等钥匙，才能更有针对性地

开启“诊治”之门，才能增强其针对性和实效性。这就迫切要求加强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的深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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