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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视域下推动课堂思政建设的策略研究 
阎红 

（武警警官学院） 

摘要：相较于“中心论”或“主体论”以自我为中心的局限性，他者理论从教师的责任感角度对教学

过程中的师生关系做出了解读，同时也从立己立人的角度对大学课堂思政建设给予了极大的启示。本研究

从他者理论视域出发，以为人师表的“为他性”为中心，探索进一步推动课堂思政建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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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提高立德树人成效，课堂思政建设已成

为全国高校的制度性工作。课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阵地，作为高校教师应担起新时代的职责使命，

主动变革传统课堂，探索课堂思政建设的新途径。

本文将从他者理论指示的教学交往视域出发构建课

程思政的新策略。 

一、他者理论 

西方哲学史上有很多学者对他者理论进行了论

证，其中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所提出的他者理论受

到了学界的广泛采用。他从“自我是作为他者的自

我”，“他者是绝对的他者，与自我具有绝对的差异

性”，“我与他者是非同一、非对称的伦理关系”以

及主体是具有“为他性”的责任主体四个方面阐述

了他者理论的基本思想。他认为自我是作为他者的

自我，强调他者是绝对的他者，具有绝对的差异性

与非同一性，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是非对称的伦理关

系以及主体对他者负有绝对的伦理责任。 

二、他者理论对“课堂思政”建设的启发 

（一）“为他性”的责任主体：教师 

教师作为“为他性”责任主体，应时刻谨记成

己成物，立己立人。2014 年，习近平主席同北京师

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曾讲到：“好老师应该懂得，

选择当老师就选择了责任，就要尽到教书育人、立

德树人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体现到平凡、普通、

细微的教学管理之中”。作为新时代高校教师必须谨

记用思想铸魂，使学生认清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

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

向，并将其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不断引导学生深

入了解世情、党情、国情、社情、民情，当好新时

代学生的引路人。 

（二）绝对的他者：学生 

教学交往先后经历了主体性、主体间性和他者

性三种不同的范式，他者理论为审视主体性及主体

间性师生关系理论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他者是绝对

的他者，在“他者性”的视域中，师生关系是基于

内在责任的伦理关系，教师作为自我，学生作为他

者，应充分尊重学生的异质性并为其承担内在的伦

理责任。兼顾作为“他者”的学生的差异性，通过

启发与引导，询问与反思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

构建教学交往的良性循环，为课堂思政创造良好的

氛围，从而提高思政的实效性。 

三、他者理论视域下推动“课堂思政”建设的

策略 

（一）思教于学 

我国教育学家陶行知曾说过：“想要学生好学，

必须先生好学。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

不厌的学生”，作为教师必须勤奋笃学。教师一方面

是教学的主体，另一方面也是学习的主体，教与学

贯穿教师整个职业生涯。高校教师应与时俱进，不

断以创新务实的思维、对他人负责的态度去钻研“如

何”教；教“什么”；“怎么”育；育“什么样的人”，

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在加强思想品德修养上下功夫，以身

作则地教育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

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新一代社会主义事业接班

人。 

（二）研教于新 

为适应教育教学方法发展的大趋势，新格局，

教育工作者应钻研如何运用现代化多媒体辅助教

学，将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手段有机结合，提

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在拓宽学生获得知识的信

息渠道的同时，还可以使课堂教学轻松愉快,增强学

生的学习兴趣，将思政内容自然生动地融入日常教

学。此外教师还应多参加现代化教学手段使用的培

训，将新时代方法手段与现行课程相结合，在实践

中打磨钻研，提高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水平。 

（三）立教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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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想要做好新一代

学生的引路人必须首先严于律己，立己立人。教育

工作者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从严治学，从严治研，

从严治教，从严治考。在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理论

素养的同时加强职业道德修养，言传身教地教导学

生。《礼记》有云：“富润屋，德润身”，德行是

修身养性的最佳法宝，所以教育工作者必须立己“树

德”，以德育人。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千

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指出学

真本领，养真道德才是我们现代教育应该努力的方

向。 

（四）行教于启 

教育的过程是“教师”与“学生”双主体相互

协助，相互作用过程，切记过于重视单方面的思政

教学，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教学担当着培

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双重任务，比起填鸭

式的教学模式，更应该注重启发与引导，通过反转

课堂来鼓励学生散发思维，调动学员主动学习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增强大学生的政治

认同与主人翁使命感。同时也应该关注学生的课堂

反馈与课堂评价，尊重学生意见，对学生提出的问

题有针对性地及时做出更改与调整，推动思政与教

学过程的双向互动，促进教学系统的良性循环。 

（五）引教于思 

努力探索课堂思政新模式，新方法，推动课堂

思政的改革创新。发挥教学团队的力量，通过头脑

风暴、集体研讨、集体备课等将最适合的思政元素，

以最恰当的方式融入到课程内容。通过项目化教学、

情景式教学、沉浸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在多样

化的课堂教学中发挥思政引领作用，以润物无声的

方式实现课堂思政教学目标。 

四、总结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设高素质专业

化教师队伍，一方面将教师队伍的专业性划为重点，

另一方面也对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提出了严格要

求。作为新时代的高校教师，应当从“思教于学”、

“研教于新”、“立教于德”、“行教于启”、“引教

于思”五个方面出发严格要求自己，以作为“为他

性”责任主体的职责，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立己

立人，持续提高与反思。努力做教育改革的奋进者、

教育扶贫的先行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为祖国下

一代健康成长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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