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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可视化分析

———以“中国知网”１９３８篇博士学位论文为样本

罗培英，周险峰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是论文创新点与价值的集中体现。该研究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刊载的思想政治教育专
业１９３８篇博士学位论文为样本，借助ＷＰＳ、ＮＶｉｖｏ、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等软件量化论文标题和关键词等质性数据，对其进行可视化
分析。研究发现，２００６—２０２３年该专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础理论、要素结构、方法与政策、重
要论域这四大核心领域，呈现出政治性、学科性、实践性、综合性等特征。过去二十余年历届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聚焦思想

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积累了未来选题应守之“正”，选题的“创新”在于立场稳度、理论深度、实践新度、视野广度的

全方位扩容与纵深性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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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建设始于上世
纪八十年代，以 １９８４年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等
１２所高校设立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为标志。
２００６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首次实现本、硕、博三
个层次名称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及专业建设

至此进入新阶段［１］。４０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建设在博士生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尤其是高度凝练论

文核心观点的标题与关键词是评估论文质量的重

要文本，是衡量博士生理论知识素养与科研能力

的重要载体［２］。查阅权威期刊（限定期刊来源类

别为 ＣＳＳＣＩ或北大核心）可知，学界目前仅有 ３
篇文章是对该专业博士学位论文标题文本进行回

顾反思，且已有研究成果将样本论文来源单位限

定为学科评估结果为Ａ＋／Ａ或是理工类重点大学
的学院［３－４］，所选样本全面性欠佳。本研究拟以

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所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
位论文为样本，结合 ＷＰＳ、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绘制的
数据表格、知识图谱和ＮＶｉｖｏ软件的编码结果，对
其进行可视化分析，概览历年来该专业博士学位

论文的总体产出情况、主要研究视域及共性特征，

为未来选题的守正创新提供参考。

１　研究设计
１．１　样本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为平台，将检
索条件设为“ＸＦ＝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 １９３８篇（２０２３年 １０
月 １８日 检 索）。将 检 索 结 果 选 中 并 导 出
Ｒｅｆｗｏｒｋｓ格式和 Ｅｘｃｅｌ格式的题录信息。研究
所用数据处理工具为 ＷＰＳ表格软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ＮＶｉｖｏ软件。Ｒｅｆｗｏｒｋｓ格式文件 用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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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抓取论文关键词，进行共现、聚类分析
并绘制对应知识图谱，ｘｌｓ格式文件用于绘制
ＷＰＳ数据表格，并从表中提取信息制作文档作
为 ＮＶｉｖｏ编码文本。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为总原则，利用

ＮＶｉｖｏ、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ＷＰＳ等软件将质性文本量化，绘
制对应统计数表与知识图谱，运用文献计量分析、

共词分析、内容分析等多种方法，对 ２００６—２０２３
年“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所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
士学位论文选题进行可视化分析。具体而言，文

献计量分析是指利用统计学方法，借助ＷＰＳ分析
样本论文年度产出数量及机构分布，并统计各类

别论文数量［５］；共词分析是指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分析
样本论文关键词词频及变化情况［６］，以此探究研

究主题共性特征；内容分析是指基于 ＮＶｉｖｏ对论
文标题进行三级编码的编码结果展开质性分析，

以使数据分析更合理［７］。

２　研究数据可视化分析
２．１　论文数量年度增长趋势及机构分布

截至本研究搜索材料日期（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
１８日），中国知网刊载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
论文共 １９３８篇。如图 １，总体而言，该专业博
士学位论文产出年度数量呈“先快速增长后趋

于平缓”的特点。２００９年以前，论文年产出数量
未突破１０篇，第五年数量大幅上升，但仅５８篇。
自２０１０年始，论文产出量快速增长，２０１７年达
到最高峰 ２１８篇，这一时期内论文产出并非直
线上升，而是增长与下降交替出现。２０１９年后，
论文产出呈逐年下降趋势，２０２３年仅有 １７篇，
这一现象应与部分高校通常为毕业学生学位论

文保密有关。

图１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年度分布

图２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授予单位及总篇

数（ＴＯＰ２０）

本研究统计了 ２００６至 ２０２３年“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刊载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
来源单位共７２家，此处仅分析论文数量前２０名
的来源单位。分析图２可知：第一，论文来源单位
占总样本比例排名第一的是东北师范大学，总数

为１８９篇，占比 ９．７％；其次是武汉大学，占比
４．５％；再次是辽宁大学，占比３．８％；第二，前２０名
高校中，全国重点马院占比 ５０％，双一流高校占
比８０％，可见这类高校在该专业博士生培养规模
及质量等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第三，分析高等院

校类别发现，东北师范大学等师范类高校、武汉大

学等综合性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理工类高校占

比均衡，这说明我国高度重视该专业博士生培养，

各类型高校对此都作出了相应贡献。

２．２　论文选题主题聚类
本研究运用ＮＶｉｖｏ１２ｐｌｕｓ质性分析软件对样

本论文标题文本进行三级编码并量化分类。分析

的思路是：首先将每个标题作为一个参考点，再依

据标题中最核心的词进行分类并确定类别名称，

形成一级编码、二级编码、三级编码（参考点），最

后统计各类编码数量并计算其所占总样本百分

比，为标题文本质性聚类分析提供量化数据。经

编码统计后的主题聚类结果如表１所示，可看出
该专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看似分散，实则是分属

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础理论、要素结构、方法与

政策、重要论域这四大核心领域。另有选题与该

专业关联度低，笔者将其归为其他类。

２．２．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分析编码结果可知，２００６—２０２３年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博士论文选题属于该领域研究的有３８４
个参考点，占总样本的 １９．８％，涉及 ８个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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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编码）。其中，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

源”的参考点数量在 ８个分主题中居首位，达到
１１２个，占总样本的５．７８％。归类于“党的创新理
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的参考点为６７个（３．４６％），“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类参考点有５７个（２．９４％），“中国思想政治教育
史”类参考点有５６个（２．８９％），“思想政治教育本
质”类参考点有２０个（１．０３％），“思想政治教育基
本范畴”类参考点有３个（０．１４％），“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内涵与定位”类参考点有２个（０．１％）。

表１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标题文本编码（２００６—２０２３年）

一级编码（树节点） 参考点数量及占比 二级编码（子节点） 参考点数量及占比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础

理论研究
３８４（１９．８％）

党的创新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６７（３．４６％）

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６７（３．４６％）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涵与定位 ２（０．１０％）

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范畴 ３（０．１４％）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２０（１．０３％）

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 ５６（２．８９％）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 １１２（５．７８％）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５７（２．９４％）

思想政治教育要素

结构研究
７２６（３７．５％）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功能 ５９（３．０５％）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２８１（１４．５１％）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３２（１．６５％）

思想政治教育对象 １６２（８．３７％）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４７（２．４３％）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３５（１．８１％）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４３（２．２２％）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 ４４（２．２７％）

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 ２３（１．１９％）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

政策研究
２７２（１４％）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６０（３．１０％）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６１（３．１２％）

思想政治教育机制 ７９（４．０４％）

思想政治教育评价 ２９（１．５１％）

思想政治教育治理 ３９（２．０２％）

思想政治教育政策 ４（０．２１％）

思想政治教育重要

领域研究
４８６（２５％）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２１（１．１０％）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１１８（６．１０％）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３５（１．８１％）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５６（２．８９％）

社会思潮与思想政治教育 ７３（３．７５％）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 ２（０．１０％）

交叉学科思想政治教育 ９４（４．８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８７（４．４％）

其他 ７０（３．７％） （与思政专业关联度低的其他子节点） ７０（３．７％）

合计 １９３８（１００％） １９３８（１００％）

　　注：编码节点命名方式系参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４０年发展研究报告》目录［８］。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党的创新理论与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一级编码下参考

点数前三的二级编码，对这３个二级编码下参考

点间的共性进行分析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

源、党的创新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思想政治

教育规律等三个领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一，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这些资源指的是蕴含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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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理论成果，包括经典著作、经典

人物思想等。此二级编码下的选题，有的以《德

意志意识形态》《怎么办？》等经典著作为研究文

本，有的着重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

家的思想，有的试图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

哈贝马斯、亚当斯密等西方哲学家思想中汲取思

想政治教育养分。其二，党的创新理论与思想政

治教育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是思想

政治教育发展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旗帜，思想政治

教育发展也反哺党的理论创新，两者辩证互动。

解读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重

要论述并阐释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在本类主题中

热度最高，样本论文题名包含“习近平”的共 ４４
篇，占总样本２．２７％。其三，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６年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
须遵循三大规律［９］。从这三大规律视角看，样本

论文关于学生成长规律的成果较多，关于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规律的次之，关于教书育人规律的成

果则较少。

２．２．２　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结构研究
分析编码结果可知，样本论文属于该研究领

域的有７２６个参考点，占总样本的３７．５％，涉及９
个二级编码。其中，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

参考点数量在９个分主题中居首位，涉及２８１个
（１４．５１％）参考点，归类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
的参考点１６２个（８．３７％），“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
功能”类参考点５９个（３．０５％），“思想政治教育载
体”类参考点有４７个（２．４３％），“高校辅导员队伍
建设”类参考点４４个（２．２７％），“思想政治教育环
境”类参考点 ４３个（２．２２％），“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类参考点 ３５个（１．８１％），“思想政治教育过
程”类参考点３２个（１．６５％），“思政课教师队伍建
设”类参考点２３个（１．１９％）。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

和“思想政治教育者”（“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和

“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合并）是“思想政治教育

要素结构研究”一级编码下参考点数前三的二级

编码，对这３个二级编码下参考点之间的选题共
性进行分析发现：其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教育

目的与任务的具体化，涉及多方面多层次。样本

论文有四个选题重点：一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党

和国家路线方针及政策的政治观教育，二是帮助

人们养成积极奋斗工作态度和乐观向上生活态度

的人生观教育，三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

民主与法治的法制观教育，四是引导人们践行某

种道德义务的道德观教育。其二，具有主导作用

的教育者与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教育对象是教育过

程基本要素，样本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论

文数（１６２篇）远多于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论文
数（６７篇）。其三，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方面，以大
学生为研究对象的选题最多，青年群体次之。其

四，思想政治教育者方面，选题视角聚焦于思政课

教师队伍与高校辅导员队伍两大群体。

２．２．３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政策研究
分析编码结果可知，样本论文选题属于“思

想政治教育方法与政策研究”领域的有２７２个参
考点，占总样本１４％，涉及６个二级编码。其中，
涉及“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参考点数在 ６个分
主题中居首位，有７９个（４．０４％），“思想政治教育
模式”类参考点有６１个（３．１２％），“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论”类参考点有６０个（３．１％），“思想政治教
育治理”类参考点有３９个（２．０２％），“思想政治教
育评价”类参考点有２９个（１．５１％），“思想政治教
育政策”类参考点有４个（０．２１％）。

“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

政策研究”一级编码下参考点数前三的二级编

码，对这３个二级编码下参考点之间的选题共性
进行分析发现：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指教育

各要素按照一定方式有规律运行的动态系统，其

功能依赖于相关因素的协调与耦合。从教育过程

角度看，样本论文着重研究过程中某一环节的机

制，如主流价值观养成、不同教育阶段的良好衔接、

教育目标的最终落实等。第二，模式本质上是联接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纽带。从育人途径看，

样本论文侧重研究实践育人模式、文化育人模式、

对话育人模式等不同类型育人模式的特征、优势及

价值实现。第三，方法是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所采

取的各种方式和手段的总和，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

理论体系。样本论文着重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的确立依据与原则、各种方法的特点与功能，如何

运用相关方法以取得最佳教育效果等问题。从方

法类型看，样本论文选题聚焦于分析榜样教育法、

心理疏导法、环境渗透法等常见教育方法。

２．２．４　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域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域研究聚焦于破解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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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生活联系更紧密的现实问题。分析编码结果可

知，样本论文选题属于该领域研究的有４８６个参
考点，占总样本２５％，涉及８个二级编码。其中，
涉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参考点数在 ８
个分主题中居首位，有１１８个（６．１％），“交叉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类参考点有９４个（４．８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类参考点有 ８７
个（４．４％），“社会思潮与思想政治教育”类参考
点有７３个（３．７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类参考
点有５６个（２．８９％），“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类参考
点有３５个（１．８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类参考点有２１个（１．１％），“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
育一体化”类参考点有２个（０．１％）。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交叉学科思想政

治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域研究”一级编码下参

考点数前三的二级编码。对这３个二级编码下参
考点之间的选题共性进行分析发现：其一，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发展方面的研究受到重视。１９９４年
我国正式联接国际互联网，２００５年以来，博客、社
交网络、微博、微信等互联网革新浪潮不断涌现，

给我国人民尤其是大学生思想、心理、道德等方面

带来多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亟需回应伴随互联

网而来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样本论文聚焦探索具

体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解决路径，并积极思考如

何利用互联网创新。其二，交叉学科思想政治教

育受到重视。这一类别是指运用其他一门或多门

学科的基本知识、理论框架或研究方法来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研究，主张任何有利于解决思想政治

教育问题的学科知识都能为我所用，协同创新。

样本论文借用伦理学、体育学、心理学学科知识居

多。其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极其丰富且具

有重要资源性意义。样本论文常见视角有三：一

是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的思想政治教育价

值，二是将其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策略研

究，三是探讨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

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如何同频共振。

２．３　论文选题整体特征
利用共词分析法分析关键词频次高低及变化

情况，可概览主题变化情况及共性特征。具体思

路是：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计算分析预处理好的源数
据，时间范围选择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２３年，节点类型为
关键词，数据选取范围为 ５０，图谱网络裁剪方式

为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可视化方式选择以合并式网络呈
现，点击运行分别得到关键词聚类图（如图 ３所
示）和共现图（如图４所示）。再结合前文对样本
论文标题文本的聚类结果分析图 ３和图 ４，以明
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主题共

性特征。

图３　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４　关键词共现图谱（频次≥８）

２．３．１　政治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点是政治性。样本论

文的政治性体现在两方面。其一，选题始终将马

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

想。分析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运行的后台数据可知，关
键词“和谐社会”是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的突现词，十
六大后，党对社会和谐的具体内涵、构建思路等进

行了专题探讨。党的十八大以前，学术界惯用

“新时期”表示时代背景，到 ２０１８年，“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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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等词成为因时而新的关键词。其二，选

题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为重要研究内容。

２．３．２　学科性
学科性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因研究

对象不同而凸显的独特特征。思想政治教育的对

象是人，但该学科并不研究人的所有社会属性，只

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变化和发展规律及对人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１０］。样本论文选题的

学科性便体现在它坚守本学科特殊研究领域，分

析图３可知：其一，聚类＃１大学生、＃３高校、＃８主
体性表明，人尤其是高校大学生是主要研究对象。

其二，聚类＃６德育、＃７道德教育体现了选题聚焦
于研究人的思想政治观念和道德品质这一社会属

性。其三，聚类＃２培育、＃４教育、＃５路径显示出
论文选题热衷探寻如何对人的思想观念进行教育

引导。表２也表明，关键词“大学生”“教育”等并
非阶段性焦点，而是比较稳定的高频词。

２．３．３　实践性
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致力于为实践提

供理论指导是应有之义，样本论文选题的实践性

体现在两方面。其一，选题直接来源于思想政治

教育实践或社会实践。如图３和图４所示，“新时
代”“当代”这类时代背景词是研究高频词，这表

明选题总是自觉回应现实之问、疏解实践之困。

如，意识形态决定着国家发展道路，样本论文中包

含“意识形态”关键词的论文共 ７９篇，社会主义
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传播、安全、治理、话语权等

是选题重点。其二，选题价值旨归是指导思想政

治教育实践或社会实践。如表１，３９篇论文选题
聚焦于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其研究视野不局限于

批判、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细节问题，而是借

鉴治理理论构建高质量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

以最大化自身在社会实践中的功能。

２．３．４　综合性
对人的思想行为、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做多层

次多角度的综合分析，样本论文选题呈综合性的

特征。其一，选题内容视域是多层次的综合体系。

如图４，“高校”“文化建设”“新媒体”等表明教育
环境研究既涉及文化等宏观环境，也涉及学校等

微观环境，“大学生”“青年”“农民”“辅导员”等

表明教育对象研究的多层次，“法治教育”“道德

教育”“理想信念”等表明教育内容研究的丰富多

元。其二，选题理论视野是基于多学科的综合视

野。样本论文选题除基于本学科视野研究思想政

治教育问题，也有的基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学科视野来研究，或基于心

理学、体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相关

学科视野来研究。

３　研究反思：未来选题的守正创新
过去二十余年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聚焦思想政

治教育理论及实践问题，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留

下应守之“正”，未来选题“创新”则在于立场稳

度、理论深度、实践新度、视野广度的全方位深化

与更新。

３．１　守政治性之“正”，坚定选题立场稳度
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无

产阶级党性突出，它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真理，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广

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未来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依然需要坚定立场，既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立场，又坚持人民

至上的价值立场。一方面，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简称“新思想”）的指导

地位，并加强学理化阐释与应用性探索。新思想

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今最鲜活的

马克思主义。未来选题需重点研究新思想，尤其

是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此外，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也值得重点关注。思想政

治教育是教育的特殊类型，其发展亦需遵循教育

发展普遍规律。如立德树人是教育根本任务、把

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是队伍保障等观点亦

适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另一方面，要把为全体

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综合能力全面发

展提供理论支撑作为价值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学

科的根本价值在于为整个社会发展培养德才兼备

的复合型人才，其价值实现手段是改造人的主观

世界以促进人的成长与发展。因而学术研究要聚

焦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等重要议题，引导人们走

正路。

３．２　守学科性之“正”，厚植选题理论深度
任何学科的建设都需树立和强化学科意识，

未来选题创新需围绕本学科独特研究对象和核心

内容展开，研究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基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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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品德形成规律，做好思想理论、政治、道德

教育，使人们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指导自我成才的能力［１１］。一方面，要基于马克思

主义哲学视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增强研究的哲学底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

表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诞生的沃土，需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的经典

著作研究阐释。此外，现当代世界哲学取得了许

多新的发展成就，如本体论、本质论、主体论、过程

论、价值论、系统论等，都具有深刻方法论意义。

另一方面，要善于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夯实研究文化根基。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蕴含许多重

要元素，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资源宝库。

内容层面，中华文化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尚和

合；方法艺术层面，我国古代有“乐以教化”“以诗

言志”“文以载道”等多种美学积淀深厚的教育方

法。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陈旧表现形式，赋予

其新时代内涵，激活其思想政治教育生命力是思

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要。

３．３　守实践性之“正”，更迭选题实践新度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突出

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及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实

践是学科学术研究产生的基础、源泉和动力。因

而未来选题创新需坚持问题导向，回应中国之问、

人民之问，也要有胸怀天下的开放意识，回应世界

之问、时代之问。一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关注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伴相生的重大理论及

实践问题，如研究如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满

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教育公平需求、

高质量教育需求等多方面需求；积极探索思想政

治教育目标与学生成长成才需要、全面发展需

求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

设计与质量评价；激发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

术研究发展内生动力，实现社会实践、思想政治

教育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要坚

持胸怀天下，立足本民族文化土壤与传统根基，

批判地、辩证地、科学地借鉴其他国家先进教育

成果。尽管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下思想政

治教育称谓与要求不同，但逻辑起点与终点是

一致的，即培养时代发展需要的人才，促进本国

发展、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开拓美好发展前景。

有必要开展国别或专题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揭示不同社会制度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

规律、普遍规律。同时要重视研究如何培养具

备善于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处理国际复杂事

件，能正确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民族化与

国际化关系的国际通用型人才。

３．４　守综合性之“正”，拓宽选题视野广度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综合运用多门学科研究

成果、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基础上升华而成的一门

学科，在新征程上，学术研究秉持兼容并包态度，

日益突破甚至超越学科边界化束缚，综合多学科

先进理论，进行跨学科探索，是保持学科生机与活

力的必由之路。因此，未来的选题在创新方面，一

是要在研究内容选择上坚持系统观念。唯物辩证

法认为世间万物普遍联系，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

就是要坚持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全面

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发展地而

不是静止地认识事物表象，把握本质规律。思想

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体系大厦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基于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视野，综合平衡、

整体推进各方面要素的研究。二是要在研究范式

选择上博采众长、自成一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范式是以某一种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形成的诸多

研究方法之集合，是一种研究视角而非具体研究

方法。常见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范式可分为传

统研究范式、量化研究范式、质性研究范式三大类

别。样本论文中，传统研究范式是最主要研究范

式，选题创新应在保证研究范式与研究主题匹配

度前提下，合理使用量化研究范式与质性研究范

式。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各具独特优势，也都有

局限性，两种范式结合是发展趋势。如研究者所

研究问题若涉及多个不同子问题，研究者可根据

需要选择不同方法分别探讨，通过方法间的互补

共同揭示研究对象的多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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