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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文化多元杂陈的时代悄然而至，站在这个文化勃兴的时代长廊，我们没有理由回避那些最为
活跃的文化类型。
《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机制研究》以青年大学生负载的亚文化为切入点来研究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受到的时代境遇。
在青年亚文化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下，青年亚文化以其鲜明的风格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运行系统呈现出颇为复杂的作用原理，揭示其中的影响机制是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
效果的关键。
受到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启示，《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机制研究》分别从
文化系统、社会系统和人格系统揭示了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机制。
在表达方法上，运用了比较分析法，始终比对青年亚文化的作用状况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态
势；在表现手段上，主要运用描述法的笔触，较为客观地描述青年亚文化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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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安徽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主要研究方向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亚文化理论，在《教育研究》、《理论与改革》、《求实》、
《学术探索》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多篇，合著3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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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青年亚文化以青年为载体，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之中的代表，青年亚文化主要是由大学生
来承载的，没有青年这个主体，青年亚文化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大学生群体由于知识层次高、同质性强、相对集中，具有易于接受新生事物等方面的特点，不但是青
年亚文化的承载者，而且可能是青年亚文化的原创者和传播者。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大学生为教育对象，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
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中共中央2004年第16号文件）的实践活动，千方
百计是为了将大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本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根据一定社会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自觉地对教育对
象的思想品德施加可控性影响的组织者和教育者，大学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认识和可控性影响的
对象，是原初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同时还存在着一种与此相反的转化过程，即客体转化为主体思维结构和本质力
量的因素的过程，这一过程称之为客体主体化。
”①也就是说，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主体性，从被动的客体实现了主体性发挥，达到了“教
”是为了“不教”的具体效果，从而获得主体地位。
因此，青年亚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这一主体方面实现了对接。
　　其次，青年亚文化由于大学生的承载，而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
虽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以“现实的人”为其逻辑起点的，即以“青年大学生”为逻辑起点，
并没有提法上的变化，但是在“现实的人”具体的内涵上却发生了变化。
所谓“逻辑起点”，学界基本上是从马克思分析《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商品”之中得到启发的。
马克思在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问题的主要思想基础上，对逻辑起点的基本特点做出归纳，认为逻辑起
点的基本特点有五个方面，即：1.逻辑起点是最抽象的东西；2.逻辑起点是最简单的东西；3.逻辑起点
是构成体系的细胞的、元素的形式；4.逻辑起点和终点是辩证统一的；5.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一致的
。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总是以具体的时代为前提的，以“现实的人”为依据的，即使是统治阶级在
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之时，也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现实。
马克思也认为只有“人的东西”才是人的本质，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人的东西”与“
非人的东西”这对孪生的价值判断，“所谓‘非人的东两’同‘人的东西’一样，也是现代关系的产
物，这种非人的东西是现代关系的否定面，它是没有任何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反抗，是对建
立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统治关系以及跟这种关系相适应的满足的方式的反抗。
”①在这方面，西方人本主义也同样给我们以反面的警觉，由于这种理论从抽象的角度看待人，在方
法论上必然推崇一种非实证的主观思辨逻辑推演方法，方法论的非科学性使得人本主义哲学成为一种
主观思想的思辨操作。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应该遵循这一规定，“现实的人”是受制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和生存
状况的大学生，包括他们负载着青年亚文化，他们所负载着的青年亚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有着截
然不同的具体性，并不能等同视之，看不到这一点肯定不能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这也是一度我们思想政治教育脱离实际，企图利用空洞说教达到不切实际目标而最终无效的原因所在
。
因此，“现实的人”是各种社会符号在人身上负载的人，将大学生高度关注甚至于涵盖了他们生活核
心主题的青年亚文化作为关联“现实的人”的冈素考虑，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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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校社科文库》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高等学校和出版单位共同建立
的学术著作出版平台，旨在为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出版学
术著作创造条件。
　　《高校社科文库》将坚持“广泛动员、集中征集、严格评审、精心编校”的工作原则，致力于通
过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推动学术成果交流推广等形式，让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和优
秀工作者走进交流空间，进入公众视野，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积极
贡献。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辩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撵索
高校暂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商梭哲学社会科学辩研成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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