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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管理教育中的说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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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科学灵活的说理艺术，把科学知识、先进理论、健康文化灌输给思想政治工作对象，能够促进

校园团结和谐，增进理解，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实现校园全面和谐和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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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理，是对当代大学生开展政治教育的重要手

段，是打开大学生心灵的钥匙。上课、做报告、找大学

生谈心，都离不开说理。同样一个道理，有的思想政

治工作者说得口干舌燥，也不能使大学生感染和触

动。而有的政治工作者只需片言碎语。就能够把道理

说透彻，使大学生心服口服。正如许多人形容的那

样：同一件事，同一个道理，不同的人，不同的表达方

式，效果是不一样的。事实证明，对大学生进行说理

教育，要说的有效，不仅需要政治工作者掌握马列主

义的基本理论，懂得有关学科知识，还必须掌握思想

政治教育的说理艺术。

一、说理的意义和重要性

1．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在于说理．这是实现思

想政治工作根本目的和任务的必然要求。通过思想

政治工作，可以启迪人们的思想，启发人们的觉悟，

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做思想政

治工作就是讲道理的过程。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

真理解决人们思想问题的过程。 ’

2．说理能使人提高认识，深化思想。常言说：你

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交换一下，每个人

只有一个苹果；而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

们交换一下，每个人就有了两种思想。在谈话中阐

明思想，说清道理，使人去伪辩真，认清事物的本

质，而一些看似复杂的道理往往又是通过并不复杂

的言语得以充分阐述的，这样入的思想认识得以飞

跃，理论水平得以提高，思维方式得以改进。[1彤--瑚

3．说理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从

大学生自身特点来看，他们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过

渡性”时期，可塑性很强；从年龄上看，他们正处于

心智发育时期；从科学文化知识角度来说，他们掌

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的价值取向决定了

他们的人生追求，从而决定他们的行为走向。作为

高校的政治工作者，通过说理教育，能够帮助大学

生树立自己的崇高理想，进而内化为坚定的信念．

这不仅赋予了他们巨大的精神动力，同时也为履行

自己的社会责任，投入社会变革，实现自我价值和

社会价值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

4．说理能增强集体的凝聚力。一个集体凝聚力

的体现是一个整体的体现。而这个整体由众多个体

组成。政治工作者在说理教育中，意在把大道理讲

实，把小道理升化，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入耳入脑，

深入人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舟”顺利抵达大

学生思想的“彼岸”，以焕发出极大的热情，无论对

象是整体还是个体。都能够使其产生积极性和主动

性，从而使集体形成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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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在说理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说理的内容远离大学生本身，过多的是泛泛

而谈。在说理教育时，需要运用理论知识说明道理，

解决问题，但不可只说理论，而不结合大学生本身

的实际。作为当代大学生。他们身上具有很强的时

代气息，对新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感，对周围的事

物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对于纯理论或是概念性很

强的事物．则兴趣不高。说理不仅需要依赖于抽象

的逻辑思维来“证明真理”，而且离不开具体的形象

思维去“显示真理”。那种形式上的照本宣科你听我

说的方式．令人乏味，而许多政治工作者仍只是就

理论知识泛泛而谈，结果是事倍功半，效果不明显。

2．缺乏因人施“理”的认识。政治工作者在说理

时，存在“一锅煮”的现象，对不同性格特点的大学

生不能做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仍然运用单一的说

理方式，对不同年级的大学生也是一概而论，说理

方式的简单化造成大学生的厌烦和排斥心理。

3．对大学生的说理教育停留在学生思想问题的表

面，没有深入大学生思想。一些大学生出现这样或那

样的问题，有些是偶然的，有些也是必然的。有些政治

工作者在针对大学生的问题进行说理教育时．只是

针对问题的表面现象，就事论事．停留在“是什么”的

层面上，而不能深入挖掘根源，弄清“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问题，它是否具有普遍性等等。而有些问题看

似因为偶然而产生，实际上是长期存在的结果。

4．说理缺乏感染力，不能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思想政治工作是说理的科学，它不仅要求“理”本身

的正确性，而且要求说理方法的科学性，即讲求说

理的艺术。之所以强调说理是一种艺术，首先是因

为思想政治工作无论是登台演讲，还是促膝谈心。

都不应是一般的言谈。它不但要有一定的思想性。

还要有一种感染力和情趣；它需要饱含一种意蕴和

哲理，以引起听者的思索，启迪听者的聪慧。而政治

工作者往往缺乏充沛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去激起

大学生思想上的波澜。

三、说理时应掌握的技巧

1．区分对象，因人而异。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说理。

应该区别对象，因人而异，这是符合矛盾特殊性规律

的。区别对象，首先要熟悉对象。一个说理者不熟悉

自己的工作对象，就失去了做好工作的基本前提．纵

有好的愿望，也难以成功。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熟悉自

己的工作对象，必须要深入大学生当中，多调查。多

研究，与大学生多接触，多交谈，掌握第一手资料。熟

悉对象，区别对象，作为说理者，关键是耍研究和掌

握不同对象的特点。特别从个人兴趣、能力、气质、性

格等方面入手掌握情况，其中性格是个性的核心。每

个人是各不相同的，这是因为每个人的社会经历不

同，所处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不同。所受的教育和

兴趣爱好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心理特点。这直接

影响、制约着说理的难度和效果。研究和掌握不同对

象的个性特点，目的在于因人而异。对症下药，使说

理取得最好的效果。如对性格开朗，思想基础较好的

大学生，说理或批评宜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对个性

内向、心地不宽、自尊心很强的大学生．讲道理要多

用启发式、递进式，有过失宜个别提醒。且讲究言词，

不要给其造成太大的压力；对生活阅历浅、盲目性

大、易受感化的大学生，说理宜用参照式，即借鉴别

人的经验教训，烘托出要讲的内容。使其在与别人的

对比中感到某种压力，促其自省和奋进；对思想敏

锐、上进心强，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大学生，可以通过

共同探讨某一个问题，启发自我教育达到说理或批

评的目的；对日常比较谨慎踏实、自责心理重的人。

出了问题，只要间接侧面地提醒一下，就足以使其认

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痛改前非；对平时大大咧咧、满

不在乎、或犯了错误又不肯轻易承认的人．则可进行

态度严肃、措词尖锐的触动式批评，猛击一掌，促其

回心转意。对刚入学的大学生，由于思想单纯，上进

心强，对周围的事物有较强的好奇心、新鲜感，对其

教育宜采取正面宣传和引导的方式，以较朴素、通俗

的语言阐明道理，鼓励他们追求进步；对即将毕业的

大学生，由于其思想趋于成熟。知识面较广，对其施

“理”要以和蔼可亲的态度，平易近入的语言，通过有

力的事例和深刻的道理，使他fJ,2,N口服。

2．寓情于理，情理交融。思想政治工作的说理艺

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感情艺术。情通则理

达，感情相悖，即使金玉良言，人家也未必听得下。

俗话说的好：一句话能把人说的笑起来。一句话也

能把人说的跳起来。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这样的

情况；同样是讲道理，有的人讲．群众就爱听；有的

人讲，群众就不爱听，甚至很反感。同时一个人犯了

错误，有的领导去批评，尽管言词很尖锐，态度很严

厉，他都乐于接受；有的领导即使只是拐弯抹角地

点上几句，他也会一触即跳，闹个不可开交。究其原

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后者和群众没有建立起深厚

的感情，群众不信服他。

建立同志间的纯洁感情。重要的是始于平时、

发自内心。在平时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领导的一

言一行、一举一动群众都很注意，都很敏感。如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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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大学生面前总端个架子，盛气凌人，不关心大

家的痛痒，找人谈话时再临时卖弄，“技术”再高超，

也无济于事。同时，关心帮助大学生，寻求建立感情

和信任，必须有一颗与人为善的赤诚之心，这样在

谈话说理的时候，真情实感就会自然地流露出来，

才能做到情深意长，情真意切。当然思想政治工作

的任务。仅仅依靠情感化是绝对难做到的。要澄清

思想上的糊涂观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主要还靠

真理的力量，以理教化。应将情和理有机“化合”，做

到情中有理，理中含情，情理交融，使说理具有摄取

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3．寓理于事例之中。就是把要阐述的抽象的大

道理同具体而又有说服力的事例结合起来。使之具

体化、通俗化。从而收到使枯燥的概念活跃起来的

效果。对于一些抽象的道理，学员往往很难理解，但

如果政治工作者能从某些具体、实在的事例谈起，

使所选的事例与要说的大道理和说理的角度有内

在的联系，将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将理性的东西感

性化，把要说明的道理寓于历史、寓言或现实生活

中，大学生就容易理解了。[粥s-70寓理于事例之中是

一种有效的艺术形式。但运用这种艺术形式还必须

注意以下三点：一是事例要新，要有时代特色。二是

事例要近，所举事例最好在地理上或心理上与教育

对象比较接近，这样的事例看得见，想得到，摸得

着，可望可及，能给人现实感、亲切感。三是事例要

精，事例有大有小，有古有今，有中有外。但不管任

何事例，都应有代表性，有代表的事例才有说服力。

4．寓理于对比之中。就是将两件或两件以上的

事物放在一起．就它们的性质、范围、作用等方面进

行定量或定性的分析对比，在分析对比中说明自己

要讲的道理。可以寓理于正反对比之中，在提出正面

观点，正面论据的同时，也摆出反面观点和反面论

据，让大学生在正反对比中确信正面观点的合理性，

从而接受正面观点。应注意的是．思想政治工作者要

鲜明的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能正反两种观点“平分秋

色”。可以寓理于利弊对比之中，通过分析事件的利

弊关系，指明大学生的言行对其自身发展的影响，让

其在对比中觉悟。可以寓理于程度对比之中。程度，

是指事物发展变化达到的状态。它包括大小、长短、

轻重、强弱、高低等。在说理的时候。如果能就这些方

面作一比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便能强烈的凸显出

来。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中，事物的某一特征会被大大

地强化，从而加深大学生对它的认识。可以寓理于推

理中，就是把两种相同或相似的事物联系起来进行

对照和比较。从前一事物推断出后一事物的发展趋

势，帮助大学生由此物认识彼物。由已知认识未知，

由一理认识他理。从而达到说服的目的。政治工作者

在工作时，针对大学生某些不太明白的道理或一些

不正确的思想行为．同现实生活中一些类似的。并有

了明确结论的事例相比较，可以使大学生触类旁通，

悟出道理，逐步把握事物的核心和本质。

5．说理要循序渐进。政治工作者要根据人的认

识过程是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规律，分层次进行说

理。比如，在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首先应从道

德的最低层——社会公德说起．再讲道德的中

层——职业道德，在此基础上再讲到以“五爱”为内

容的社会主义道德，然后再引申到道德的最高境

界——共产主义道德，这样，大学生就比较容易理解

道德观念，接受道德教育。总之．要从浅显易懂的、

大学生身边的、感性的事物说起。进而延伸展开。

6．寓理于学院网络之中。把政治教育涉及的诸

多内容．集文字、图象、声音和动画为一体，输入学

院网络之中，使他们变得形象。生动。把思想政治教

育由平面引向立体，从单向引向双向，增强主动性。

另外，还要结合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教育热点，精

心设计主流板块。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

和信息，占领网络思想阵地，增强网页正面宣传和

影响力，帮助大学生提高思想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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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en indoctrin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advanced theories and healthy culture iS done

by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flexible art of reasoning，ideological workers can give fullplay to college

students’initiative and promote campus unity，harmony and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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