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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思政课教师承担着教育教学和研究的重任，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践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力量。思政课教师的“政治性”决定其“权威性”，

要求必须具备相应的理论素质、教学能力和道德自律。由于教师的专业背景、学科素养和经历

不同，形成了多种权威类型。本文借鉴米尔格莱姆“权威服从”实验，提出四种权威类型：专

业型、法定型、人格型和复合型，并提出权威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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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年 3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上提出六项要求：“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

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思政课教师是高校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使命和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教育初心的重要力量。与其他课程不同，思政课是高校落实

意识形态责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教学宣传、

用党的最新理论铸魂育人的主阵地和主渠道。

“政治性”是思政课教师必须牢固树立的基本立场。然

而，面对多种社会思潮影响且个性强烈的大学生群体，如何

保证思政课内容的“权威性”，并施加具有针对性的思想教

育，是一个重要课题。米尔格莱姆的权威服从实验提供了启

示。不同权威类型的思政课教师对教学效果有重要影响，深

入探讨这些类型，并提出权威优化路径，对于加强和改进思

政课教学质量、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类型：

米尔格莱姆的实验显示，人们对权威有绝对的服从性。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中，因课程的“政治性”特征，思

政课教师需以“权威”的视角教学。然而，非正式同辈群体、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思潮的涌现，以及教师专业背

景、学科素养和过往经历的不同，导致教学效果未必达预期。

教师的不同权威类型直接影响课堂效果及其根本作用的发

挥。

借鉴米尔格莱姆实验结论，思政课教师的权威类型可分

为四类：专业权威型、法定权威型、人格权威型、复合权威

型。

（一）专业权威型：

R.克里夫顿和 L.罗伯特将专业权威解释为“教师的学识

和专长”。专业权威型教师凭借专业知识和能力产生教育影

响力。扎实的学科知识和广博的通识知识是其基本要求，专

业权威型教师教师需将复杂理论内容以易懂方式传授，并不

断学习新技术、新话题，了解学生兴趣，贴近学生的需要。

总之专业权威型教师需具备学科教学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课堂管理能力和学术科研能力等基本职业素质要求。

（二）法定权威型：

法定权威型教师的权威由法律法规和社会制度赋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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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得不服从。《教育法》明确规定教师有权进行教育教

学、指导学生发展、评定品行和成绩等行为。2020年，教育

部发布《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

定》，明确指出思政课教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关键力量。思政课

作为高校必修课程，其重要性赋予了教师法定权威。自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和教师队伍建设，全国

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证明了这一

点。然而，少部分教师存在“应付工作”的心理，通过“水

课”等方式导致学生厌烦，削弱了法定权威的价值。需通过

合理方式减少这种现象，提高教学效果。

（三）人格权威型：

人格权威型教师凭借道德品质、情感、性格和仪表等特

质赢得学生服从。对于思政课教师而言，道德品质和情操是

其核心。教师应“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引导学生向

真善美发展。在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并存的时代，教师的道德

品质对学生影响潜移默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德高望重”

“德才兼备”“尊师重道”等要求教师具备谨言慎行，为人

师表等基本职业规范。关心、尊重和公平对待学生的教师会

赢得学生认同和尊重，从而使学生心甘情愿地服从。教师的

性格特质也直接体现其气质与魅力。总之，人格权威型教师

主要受道德品质、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及个性特质的影响。

（四）复合权威型：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

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人在这些

关系中认识、改变和发展自我。因此，思政课教师在社会生

活中往往具有多重面貌，在家庭和课堂中展现不同的性格特

质和人格特征，形成复合型权威。在探讨教师权威类型时，

不可忽视复合型因素的多重影响。复合权威型教师结合多种

权威类型的特质，其特质需细化分析，才能获得清晰的认知

结果。

二、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优化路径：

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对课堂教学效果至关重要，其转型

和提升对学生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意义重大。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和多种社会思潮的冲击，思政课教师权威面临弱化。这种

现象既受社会因素影响，也与教师自身密切相关。因此，探

讨思政课教师权威的优化路径成为研究的重点领域。

（一）强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夯实思政课教师权威的

基础

教师权威是师生在特定教育场景内的关系权威。为适应

时代发展和教育要求，需制定和修改相关制度，形成有利于

权威优化的法治环境，保障教师权威的合理性和有序性。完

善教师权力和权威的相关条文，明确教育行为权力，制定具

体措施，防止权威异化。此外，还需加强全社会对思政课教

师的尊重和支持。尽管十八大以来这一情况有所好转，但思

想层面的改变需要时间积累。应在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基础

上，将尊师重教的传统观念渗透于日常生活。

（二）提升教师自身素养，筑牢思政课教师权威基石

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素养涵盖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外在

素养包括教师的专业能力，如教育理念、专业知识和技能；

内在素养则指教师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优化教师权威需

从提升职业能力入手，以过硬本领铸就权威。教师应注重更

新教育理念，拓展多领域知识，做到与时代和学生同行。在

大数据背景下，教师需注重“信息权威者”形象的树立，依

托智能化技术，打造数字化学习模式，掌握互联网和大数据

教育方法，贴近学生网络生活，保持权威形象。

（三）优化师生双边关系，营造思政教师权威的和谐氛

围

教师的权威体现在师生互动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一种

双向关系，既发生在课堂教学中，也延伸到学生生活的各个

方面。在思政课堂上，教师应以权威形象进行理论讲授，但

不应以完全指令的方式出现，这会引起学生反感，降低教学

效果。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是树立教师权威的重要方面，但

自由和平等不能无底线。要维护和谐的权威氛围，同时不影

响学生的自由成长，教师需抛弃“生搬硬套”“强行说教”

的模式，权威和自由应平衡。教师应以民主平等理念武装自

己，并在“德才学识”等方面成为学生表率，优化师生关系，

营造良好权威氛围。

三、总结

2024年 5月，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建设推进会议对思政课

教师提出新的要求，强调要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

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诚然，思政课教师的“权威”

至关重要，但不能过度神化或泛化，否则会导致权力越界，

影响教育目的的实现。优化教师权威是为了提升课堂教学效

果，其最终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这是所

有教学活动的归宿，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因

此，对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的认知应保持适中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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