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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强弱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进而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学界关于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研究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吸引力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但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

容等方面依然存在不足之处。今后需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范畴，加强实证研究、专项研究和网络思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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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高校作为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高校，承
担着立德树人的崇高使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至

关重要。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要

“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

力、感染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中强调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并于

２０１９年３月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

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

力、针对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亲

和力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进而影响着人

才培养质量，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研究

极具必要性。

１　已有研究成果梳理
为进一步了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研

究现状，笔者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论文为研

究对象，选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

育吸引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思想政治理论课吸引力”

等检索词，对 １９９１～２０２０年共 ３０年的社科论文
进行精准检索。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关于“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很多，共有２８４４５篇（其
中，期刊论文２５６６４篇，硕博论文２３６１篇，会议
论文２６０篇，报纸论文 ９０篇，其他论文 ７０篇）。
以“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为篇名的文章有 ７６
篇，其中，涉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 ３７
篇（期刊论文 ３４篇，博士论文 １篇，硕士论文 ２
篇）；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共１７
篇期刊论文。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吸引力”为篇

名的文章有 ９３篇（期刊论文 ８６篇，硕士论文 ７
篇）。本文将与主题相契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吸

引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吸引力”“思想政治理论课吸引力”共计

１６９篇研究成果作为样本进行梳理和分析，研究
分布情况如下：２００５年之前尚未出现相关研究成
果，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０年共２９篇论文（２８篇期刊论
文，１篇硕士论文）；其余的１４０篇论文均为２０１１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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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刊发（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相关论文统计

年份 期刊数目 硕博论文 论文总量

２０１１ １４ １（博） １５

２０１２ ２１ １（硕） ２２

２０１３ １４ ０ １４

２０１４ ２３ １（硕） ２４

２０１５ １０ ２（硕） １２

２０１６ ２０ ０ ２０

２０１７ １１ ３（硕） １４

２０１８ １２ １（硕） １３

２０１９ ５ ０ ５

２０２０ １ ０ １

合计 １３１ ９ １４０

２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研究现状
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曾有个别研

究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课吸引力做过综述。如李

敏、彭建国等人均对２０１１年之前的思想政治教育
吸引力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梳理。笔者在前人

的基础上，结合近３０年的成果，从以下方面做进
一步梳理。

２．１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研究
现有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研究成

果中，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吸

引力进行研究的成果最为丰硕和深入，占研究成

果总数的５５％。涵盖了思政课教育教学各要素、
全过程的研究。如：赵兴从教育环境、教师队伍、

教学方式方法、教学内容、制度建设等方面分析了

思政课的吸引力［１］；伊中莹、刘颖从内容吸引力、

目标吸引力、形式吸引力、功利驱动吸引力、教师

人格吸引力等五个层面对思政课的吸引力进行探

讨［２］；张玉从“应然”“实然”“适然”三个方面展

开，并从教育者、教育对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环境等角度进行研究［３］；刘夫楠

提出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吸引力与教学实

效性之间的关系，从现状、问题、原因、对策等维度

进行研究，主张从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作用、教学

内容的科学性与实用性、教学方法的多元性、教学

环境的优化等方面提升其吸引力［４］。

２．２　不同课程的思政课吸引力专项研究
针对不同的思政课的课程特点，提升其吸引

力的路径具有差异性，学者们以课程为视角开展

研究。如：李国荣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

程教学为例，探索“取象比类法”在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教学中的运用，以增强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

和感染力，提高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５］；胡俊修和李敏昌依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侧重历史学科的特征，以诗词教学法、情感教学

法、体悟教学法、历史人物评价法为主要方法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研究［６］；马文起、史?、高珊

珊、赵建建等人均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探索了思政课的吸引力，其

中，史?将树立“人无德不立”的理念、改革教学

方法、加强教学情景设计有机统一，研究提升思政

课吸引力的方法［７］；张咸杰和张立兴立足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注重将中华传统文化融

入课程中，通过提高价值认知、价值选择、价值实

践和价值更新等能力，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认同［８］。

２．３　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跨学科研究
学者们以多学科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思想政

治教育吸引力，分别从社会心理学、传播学、教育

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美学等视角研究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吸引力情况。如：李嘉玮从马克思人的

全面发展理论的视角，分析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内在联系，提出以目

标为引领、内容为要素、方法为手段有机统一的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提升之道［９］；王蓉、方建

斌基于“供给侧改革”思考的视角，分析供给侧改

革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在关联，探寻原因

并提出对策［１０］；李永菊从传播学的视角分析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遵循意外、具体、可信、情感

四大原则，并从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规律、学

生兴趣等方面探索应对之道［１１］。此外，李敏在研

究述评中也进行了梳理：牟杰从社会心理学中的

人际吸引理论视角、刘文霞从教育心理学中的建

构主义理论视角、赵春丽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周

维平从美学视角等，各自提出增强高校思政课吸

引力的对策［１２］。

２．４　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研究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重要性毋庸置

疑，已经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然而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吸引力水平却差强人意。探究其原因，学

者们普遍认为思想政治理论吸引力不强不是单要

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多要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需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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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整体性的思维去分析问题。如夏博艺分析了

“９０后”大学生的特点，从教学时间、教学空间、教
学介体、教学内容四个方面进行原因探索［１３］；赵

娟娟分析了主体因素、介体因素、环体因素对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影响［１４］；张淳从社会环

境、教学主体（包括教师、学生）、师生互动等方面

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存在的问题［１５］；徐秀

梅、徐志宏从教育环境、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

内容四个维度详细分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

力存在不足的原因［１６］。

２．５　关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对策研究
学界关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对策研

究的成果最为丰硕，呈现宽视角、多维度趋势，可

谓百花齐放。他们的论述既有独到精辟之处，也

有共同之处。共同之处普遍从教育者、受教育者、

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境等多方

面进行施策。如：彭建国分析了教育目标、主体、

内容、方法、载体、环境六个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

吸引力的影响，并从以上六个方面提出增强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对策［１７］；杜昌建等人提出

了加强一线教师的理论素养和教学能力，创新教

育教学模式，发挥实践教学、榜样示范和现代教育

技术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作用等对策［１８］。与

此同时，学者们也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提出了应

对策略。如：王蓉从各个要素出发，主张以情吸

引、以德吸引、以质吸引、以美吸引、以境吸引，从

而提升吸引力和亲和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性［１９］；赵娟娟引入市场营销理念，从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品牌的建立、“销售”技巧和优化思想政治

教育环境三个板块探索对策［２０］等。

２．６　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个案研究
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部分学者开展实

证个案研究。将定量与定性有机结合，选取某个

院校为对象开展问卷调研，得出吸引力现状并提

出应对策略。如：张玲玲以枣庄学院为例，选取

４８６份样本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进行问卷调
研，从对思政课的态度、对思政教师的态度、对教

学结果的评价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２１］。罗

云选取浙江树人大学３８４份样本进行思想政治理
论课吸引力实证调研，调研内容涵盖学生对思政

课的态度、学生课堂表现、师生关系、教学方法、教

学内容、教学效果等方面［２２］。丁微选取长春建筑

学院３６０名大二学生展开问卷调查，了解民办高

校在教学主体、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载体等

四个方面的吸引力状况［２３］等。

３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研究取得的
成绩及存在的不足

３．１　取得的成绩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研究成果不断涌

现，既有质的拓展，又有量的提升。尤其是 ２０１０
年之后，１４０篇研究成果相继出炉。纵向看，研究
脉络涵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价值研

究、现状描述、问题探究、原因分析、对策研究等。

横向看，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教育目标、教育内容、

教育方法、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环境、教育载体

等。从研究成果的呈现形式看，包括博士论文、硕

士论文、期刊文章、报纸等。研究者以中青年骨干

为主，包括思政课教师、在读博士、在读硕士、高校

辅导员、政工干部等。研究成果中不乏教育部、各

省市基金项目以及校级课题的研究成果。研究方

法以理论研究为主，也包含实践调研类的个案研

究。研究成果以对“思政课”的吸引力研究为主，

涉及不同学科、不同课程、不同视角、不同维度的

研究。

概而言之，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理

论和实践的推进，研究成果不断出炉、研究空间不

断拓展、研究内容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然而，研究

依然不够具化、细化、深化、系统化，存在较大的研

究空间。

３．２　存在的不足
３．２．１　研究成果不够丰硕

虽然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成果不

断涌现，但是成果总量不足两百篇，成果的“供

给”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强烈的“需求”。日新月异

的社会变迁带来的众多思想问题、理论问题和现

实问题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力量去解决；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拓展研究成果的

质和量；新生代大学生的特点决定了加快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必要性。

现有成果虽然从内容、范畴、视角等方面进行了研

究，但是仔细梳理发现，一方面，覆盖面不够广泛、

不够均衡，对“思政课”吸引力的研究相对丰硕，

对“第二课堂”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

相对薄弱，尤其是调研类的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

更是屈指可数，且不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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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化研究缺乏。另一方面，研究不够系统化，

研究深度有待继续挖掘。目前关于该领域的博硕

士论文仅有十篇，核心刊物以及教授、博士的文章

占比也不高，著作类研究成果也较少。且很大一

部分成果是笼统性的整体研究，而系统性、差异

性、多维性、专项性的研究尚不足。整体研究数量

有待丰富，研究质量有待深化。

３．２．２　研究视角不够宽广
第一，缺乏比较研究。一方面，横向研究仍存

不足。缺乏对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高校之间思

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比较研究。将国内外高校的

思想政治教育状况进行比较研究的也寥寥无几，

对国外优秀教学经验与相关理论的研究存在空

白。另一方面，纵向研究有待深化。缺乏对不同

时期、不同年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进行

比较研究。“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的比较研

究均存在不足。

第二，缺乏微观研究。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

宏观角度进行分析，从微观角度对吸引力的问题

及对策进行深入专项研究的比较少。如何透过原

因的表象，抓住隐藏其背后更为深层的内因，目前

的研究较为薄弱，不利于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切实

可行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第三，缺乏多视角的研究。以往的研究虽然

涉及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美学、教育学等多学

科视角，但是深入分析发现，每个视角下进行研究

的文章较为局限，很多视角的研究只有一两篇论

文，研究数量比较少。广泛借鉴哲学、逻辑学、系

统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进行整体跨学科的研究还

比较单薄。

３．２．３　研究内容不够全面
第一，研究侧重点不均衡。一方面，现有的研

究主要是集中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研究，

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吸引力”的区分研究，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的

吸引力等同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另一方

面，研究主体主要集中于对思政课教师的研究，缺

乏对辅导员、政工干部、班主任等其他思想政治教

育力量的研究。且研究成果对“吸引力”“实效

性”等概念存在混淆，“吸引力”的增加不必然代

表“实效性”的提高。

第二，研究内容相对普遍化，针对性不够强。

开展“对策研究”的成果相对密集和深入，而对

“现状和问题”进行精准把握和研究的相对较少。

此外，提出的问题和对策多是从表面和笼统意义

上进行分析，就某一问题进行深挖，进而提出专项

对策的屈指可数。且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程度的重

复性，很多的对策建议基本趋同，多从宏观方面要

求或阐释，创新性不够。部分研究者的理论假定

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缺乏或不足”为前提，

但是如何得出吸引力不足，缺乏前提论证。

３．２．４　研究方法不够多元
第一，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应然研究多，

实然研究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策建议

中，部分研究者主要是从应然方面强调教育者应

该要提升素质、应该采用新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

应该要创新等等，但是缺乏实然方面具体“怎么

做”。

第二，研究方法缺乏实证性。现有的研究大

多是经验总结和理论分析，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

屈指可数，仅有的实证研究也主要以问卷调查的

方式进行研究，缺乏访谈、实地走访等多种实证方

式的综合运用。且问卷调查的样本容量不够大，

大多数样本总量均低于５００人，抽样方式是否科
学、样本覆盖面是否广泛缺乏论证，样本的效度和

信度有待增强。

４　进一步研究的思考和建议
后续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研究需要将“点”

和“面”有机结合，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面”的

层面，需根据存在的不足针对性地开展系统性、全

面性、深入性的研究。包括该领域研究方法的创

新、研究内容的丰富、研究视角的拓展等，需要从

影响因素、构成要素、教育目标、教育者、教育对

象、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载体、教育环境等各

方面进行系统化的全面研究。“点”的层面，需抓

住“核心”，针对当前研究的重点不足之处和时代

热点重点突破。本文尝试提供以下几个深入研究

的“点”。

４．１　加强实证研究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

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思政课的实践

性。”［２４］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进行实证研究的相对

较少，所以后续要进一步丰富实证研究。可通过

一系列的调研、访谈等方式，加强对高校当前思想

政治教育吸引力现状和存在问题的精准把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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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调研的样本容量要足够大，并且科学分层抽样，

从而使得后续的对策研究建立在更加可靠的现实

基础之上。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

析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与实效性的关系，拓展研究

视角，注重方法创新，进一步增强针对性，达到实

践育人的结果。

４．２　加强对思政课教师的专项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２４］，并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政治要强、情

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

等６点要求。已有研究聚焦在思政课的较多，虽
然涉及思政师资队伍建设，但是研究不够深入。

后续要继续加大对思想课教师队伍的研究力度，

进一步走深、走实。研究提升思政课教师素质的

具体路径，提高思政师资质量，通过提升教育者的

吸引力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

４．３　加强对其他思想政治教育力量的专项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

合的工作格局，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

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

的良好氛围。”［２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不局限于

思政教师，要加强其他思想骨干力量的研究，如高

校辅导员、高校党务骨干和政工队伍等，要将“第

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机结合，完善“三全”育

人体系、达到协同育人效果。要加强“大思政”研

究，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４．４　加强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

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

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２５］这为

高校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基本遵循。目

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研究较为零散，后

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研究要将重点聚焦

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研究，牢牢把握信

息时代网络制高点，实现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增强

教育效果。

４．５　加强对受教育者的专项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主导性和主体

性相统一，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同时要

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

学生主体性作用。”［２４］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

的研究成果重点是从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

等角度展开，而对受教育者的研究相对较少。思

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研究中不能忽视受教育者的

主体作用，要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开

展教育引导，将学生的关注点、兴趣度聚焦到思想

政治教育过程中来，激发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和自

觉性，进而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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