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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本质规定、
生活基础与叙事逻辑

孙晓琳 庞立生

（东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复合型概念。把握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传播，就要准确厘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本质规定（“是什么”）、生活基础（“从哪来”）
与叙事逻辑（“如何开展”）等根本问题。首先，作为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何以传播、如何传播

的重要实践命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以主体现实的社会存在为基础，推动主体形成符合国

家与社会发展要求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的精神交往。其次，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传播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重要的实践前提，并将其作为作用的对象化场域。最

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在具体叙事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并表现为价值主导与框架建

构双重叙事逻辑。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本质规定；生活基础；叙事逻辑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5707（2022）5- 0062- 05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

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

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
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

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1]作为中国话语和中

国叙事体系的重要组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和思

想政治教育叙事体系如何更好地阐释中国实践，

如何在话语的选择和传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更有

效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既是思想政治教育

发展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也是传播中国声音、讲
好中国故事的现实需要。在话语形成与发展的意

义上，话语以传播为指向，传播以话语为基本依托

和基础媒介，并借由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得以深

入推进。随着信息技术对人们思维方式、认知方式

与话语方式影响的不断深化，在现代性媒介叙事

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广度、深度以及传播

的效果更是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和水

平。由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2021 年 7 月印发的

《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

明确强调，“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把思想政治工作融

入到主题宣传、形势宣传、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
型宣传中，落实到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都市类

报刊和新媒体等各级各类媒体，不断提高新闻舆

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2]“巩固壮大

主流思想舆论”意味着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传播的实践作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体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

的影响力、感召力与亲和力。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本质规定

从学理角度上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

播”概念生发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思想政治

庞立生: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效度及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CKS033）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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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近 40 年的学科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已经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框架内广泛使用

且具有基本共识的概念，但作为从“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中衍生出的“新”概念，学者们也并未对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内涵本质进行更为深入的探

讨。现有研究或者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视为

在传播学语境下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审视；或

者将其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而并未将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传播视为一个专属性的概念；或者

将其简单视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传播，等等。对

话语传播本质规定理解的模糊性使得相关研究极

易陷入“有实践而无理论”“有概念而无内涵”的尴

尬境地中。由此，探讨如何持续有效地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传播，需要对其进行本质上的厘定。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作为解决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何以传播、如何传播的重要实践命题，以主

体现实的社会存在为基础，推动主体形成符合国

家与社会发展要求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实践。一方

面，以实践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是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传播的重要规定。“教育人，这很好，但困难

正在于正确地挑出对他们最重要的东西。”[3]23 如何

把握对教育对象“最重要的东西”，并聚焦这些问

题，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现实需

要，聚焦并真切体现这些“最重要的东西”，是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重要内在规定。在这一意义

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聚焦社会成员在交往

中存在的深层矛盾与现实问题，以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为核心，通过传播实现“扩散式”发声，对社会

成员面临的具体的、实践的发展性命题给予思想

政治教育视角中的专业解答，从而成为思想政治

教育实践与社会成员之间的连接“桥梁”。另一方

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重要目的与意义在

于推动社会成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下生成具

体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实践。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传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重要一环，

是对接国家需要和社会成员现实需求的中介环

节，在满足社会成员现实需要的基础上，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传播更为重要的是影响恩格斯口中那些

“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4]511，将主流意识形态

的核心内容真切地传递给广大教育对象，在马克思

所说的“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5]364 的意义上感染

人、影响人。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既规定着思想政治教

育如何与人进行社会关系互动和精神交往的问

题，也是人类展开深层次世界交往的现实要求。社

会交往是现实的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精神交

往作为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形成并建立于“人的

真正的社会联系”基础上，是人与人展开现实交往

的重要维度。无论是教育活动的具体开展，还是人

现实生活的存续与发展，都是基于交往而生发，或

者是在交往发展到一定程度上而不断演化的。思

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其话语传播在实

践中发挥着建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教育者与教

育者、教育对象与教育对象内在关联的重要作用，

从而达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往，推动教育主体

实现从抽象的人向具体的人的过渡。可以说，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就是一个转化社会成员精神性

存在的过程，而精神作为一种具有韧性的力量，其

如何转化、如何改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

成员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与生活方式。在这一意

义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作为一种人与人精

神交往的中间环节，影响、改变甚至决定着人的精

神走向，是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与个体生活实践中

肯定自己、确证自己的重要方式。而就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传播的作用范围而言，按照马克思所说，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

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

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

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

为世界历史。”[6]168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全

球面临的共通性、共同性问题不断增多，世界的时

空坐标与时空界限不断被打破，人类越来越成为

一个面对共同问题、迎接共同挑战的“共同体”，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

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

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272“命运共同体”的真正

形成意味着世界已经进入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

的“世界交往”时代，这也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国家

之间如何交往沟通成为信息化时代面临的关键问

题。在这一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既能够

通过具体的语言、媒介的选择与运用，达成人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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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深刻理解，同时也能够在传播范围扩大、传
播内容丰富的意义上彰显思想政治教育讲述中国

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能力与作用。因此，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传播不仅是传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

容的实践，更是一种形成于社会交往之中、服务于

社会成员精神交往的现实需要，并推动人开展社

会交往特别是精神交往的话语传播过程，更是在

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实践环节。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生活基础

《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

见》中明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党的

群众路线，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2]。日常生活是一种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的社

会存在。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进

程中，日常生活中的时空状态发生深刻转变，社

会学、哲学等学科在此意义上逐渐确立了“日常

生活转向”的学术研究范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

项影响甚至是改变人的价值观念的教育活动，要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就应该将社会成员

的日常生活视作最基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将话

语传播的一切内容都落脚至社会成员具体的、现
实的实践生活中。但就话语传播的现实情况而言，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往往热衷于讲“大”而非讲

“小”，往往把重点放置于如何扩大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传播的范围，而非推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的精细化、精准化传播，这不仅影响着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的传播效果，而且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

质量的有效提升。由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需

要将日常生活作为其生成基础与最终指向，在常

人处理日常生活互动关系的实践中选择具体的传

播方法、传播程序与传播过程，形成日常化、生活

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实践体系。
扎根日常生活世界，在有效运用语言的基础

上选取科学合理的传播工具，是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传播的基石所在。“日常生活是总体的人在其中

得以形成的活动。”[8]49 作为一种人的对象化领域，

日常生活包含了工具和产品、习惯、语言 3 个内在

联系的要素。无论是工具和产品的使用还是语言

的具体运用，最终都将成为一种习惯性思维与实

践的现实彰显，这就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可以

被推测、可以被判断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则

是在工具和产品以及语言两个维度上，通过对社

会成员的习惯性思维进行考察，实现对人日常生

活的现实观照。在语言维度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传播不同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后者所指代

的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实践进程中，选用何

种话语的问题；而前者则侧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如何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代社会进行传

播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如何建构、如何发声

的问题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作用的基本命题，

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艺术。思想政治教育的

全部实践都必须以语言为核心中介展开，而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能否传播、如何传播的关键在于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能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

用，能否影响人们习惯性的话语思维与语言方式，

甚至建构出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在工具和产品维

度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作为一个合成性概

念，其最终落脚点在于“传播”。传播本身就是一种

信息的沟通与交流，而任何信息的流动都必须借

助一定的载体与媒介，这种载体和媒介的选择与

使用的关键在于与人在日常生活中习惯性运用的

工具和产品相匹配。如果教育媒介不是受教育者

在日常生活中习惯性运用的工具与产品，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传播就容易陷入一种“空对空”“自说

自话”的教育传播实践，教育者所传播的内容无法

有效传至教育对象，教育对象自然也无从将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运用至具体的现实生活中。
日常生活世界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

的重要实践前提，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

作用的关键对象化场域。“在现代性工具理性全面

胜利的情境下，抽象生存实质上已替代了真实生

活，这种间接生存拒斥和否认了本质性、肉身的人

类权能。日常生活由于受制于商品化和官僚制结

构的影响，日益呈现消极消费主义和内视、非反思

以及刻板化形式的倾向。”[9]伴随着现代性传播工

具的持续发展，人们开始陷入一种惯性的生活方

式与生活样态之中，鲜有时间或精力对生活本身

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层次思考，如何帮助社会成

员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建构自身的精神家园成为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重要指向。对于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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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话语传播而言，其虽然生发于日常生活世界

中，但其作用的目的绝非是简单地适应日常生活，

而是要在日趋复杂的现代化社会中，帮助人真正

成为独立于异己力量、摆脱异己力量束缚的存在，

进而推动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一方面，思想政治教

育作为一门科学，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

成果为核心内容，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现实指向

性，在这一教育内容基础上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传播应聚焦社会现实，以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为导向，在话语、媒介的选择与运用中彰显生活的

艺术，并借由生活艺术来帮助人们优化与完善自

己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

的重要使命更在于批判日常生活中的价值扭曲现

象，在批判的过程中建构社会成员自由的生活追

求与向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来自于生活、作
用于生活，因此要聚焦社会成员现实生活中面临

的诸如理想与现实存在间距、理想信念发生动摇

等问题，对“佛系”“躺平”等消极的日常生活状态

予以深刻批判，并基于此重新恢复那些在人类日

常生活中被压抑的“诗意的”存在。可以说，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传播就是在习惯性、稳定性的日常生

活中，通过话语的选择与媒介的运用，推动社会成

员保持自由的思考与选择，而不为异己力量所控

制，这既是日常生活发展的本真特质，也是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传播的重要基础。
整体上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奠基于

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兼具的生活样态之上。从社

会性角度而言，“有什么样的文化，便有什么样的

语言符号系统，语言同概念（语义内容）的组合也

不是绝对完全任意、偶然的，而是一定的民族文化

选择的结果。”[10]1 人的社会性需要就是基于中国发

展的现实样态、基本情状与文化语境所形成并产

生的，而思想政治教育是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教育的核心渠道和关键阵地，其话语传播也始终

聚焦人的社会性维度，满足人的社会发展需要，发

挥文化之于人的引领、感染作用，从而建构基于教

育对象的认知、知识、信仰变化基础上的教育方式

与文化系统，在中国发展的时空语境与社会历史

文化语境中体现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必然性。从

个体性角度而言，在自由意志支配下的人具有开

展个体活动的充分自觉，人在遵循社会规范、遵守

社会习俗的同时会基于自身发展需要进行一定的

以“我”为中心的思考与探讨，“只有当人类的个体

性一定包括在个体和全体（理性、社会、文化、世

界）的特殊关系之中的时候”，“才会有实在的个体

性存在”[11]137。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并不是遮蔽

个体性存在的话语传播，而是在开展社会性教育、
文化性传播的基础上观照社会成员的个体发展，

以社会性为基点、以个体性为观照，推动社会成员

以理性的态度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从而更全面

深刻地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特质与人的本质

属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叙事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

形态话语传播的叙事实践，其遵循着何种逻辑展

开、如何展开，影响甚至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作

用效果。在时代的发展与演变中，时代主题、时代

发展的差异性使得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方式与样

态也不尽相同。比如，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话语

传播主要以单位传播为主，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和

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以及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

信息的传播广度和传播效率不断提升，意识形态

话语逐渐从单位传播方式转变为社会传播方式。
在社会传播成为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核心途径的传

播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逐渐由传统的“以文字语

词、报刊书籍或有声广播”的传播媒介向“以感性

形象、影视画面或符号象征”[12]253 的传播方式过渡，

话语传播也在信息技术变革与时代发展的现实中

彰显出了一定的时代性意涵。
就价值属性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在

叙事上表现为价值主导逻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传播作为一种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传

播系统，其表达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

发挥着引领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作用。换言之，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尽管表征为具体的符号、语
言，但其核心逻辑是引领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在
价值上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特别

是在信息技术深入发展的当代中国，如何以社会

成员喜闻乐见的方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有

效表达，真正地影响广大社会成员价值理念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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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式，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在叙事上

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从本质上来讲，一方面，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再

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看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体内容再现的过

程，其如何表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义，以

何种样态表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指征，决

定了话语传播如何发挥价值主导作用。另一方面，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表意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不仅再现着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且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

行对象化解释。这就使得话语传播并不是一种客

观描述的传播实践，更重要的是基于特定的价值

立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深刻阐释，在推动

主体现实交往的意义上，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价值引领与导向作用。
就实践属性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在

叙事上表现为框架建构逻辑。在信息传播过程中，

传播者在叙事背后存在着一个由传播者的世界

观、价值观等一系列意识形态内容构成的基本“框

架”，受众在接受传播时会受到这个框架的深刻影

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作为一种建构教育对

象思维方式的重要“叙事框架”，通过叙事主体不

断建构叙事内容与叙事话语，自主选择叙述路径，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自我表征。在叙事内容上，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叙事关键在于讲清楚我国

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并以问题

为导向，关注教育对象的议题兴趣点、利益交汇点

和情感共鸣点，达成叙事内容稳定与动态、历史与

现实的融合。在叙事话语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

播一方面要“讲准”理论，在理论彻底性意义上说

服教育对象；另一方面也要“讲好”故事，在教育生

动性意义上感染教育对象，从而既彰显思想政治

教育科学化的发展要求，也充分契合社会成员思

维方式的运行逻辑。在叙事路径上，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传播以大众媒介、民俗故事、教育教学、文化

交流等作为话语传播的重要叙事载体。在信息化

时代的语境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已经实现

了立体式、大众化的发展，话语传播不再局限于媒

体媒介的传播与交往，社会成员的日常交往、文化

习俗都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重要中

介。由此，在宏大叙事与精巧描绘紧密结合的叙事

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持续且深刻地影

响着人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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