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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学科发展近40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经历了从初步探索、

系统发展到深化创新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近 40 年的发展历程中，思

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和显著成就，同时也存在着思想政

治教育方法论的学理性研究有待深化、实践导向仍待提升、研究范式亟待

完善等问题。展望未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需进一步完善方法论体

系研究，强化问题导向，丰富系统内涵，推进范式构建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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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渐次深入且愈加科学，取得了颇为丰

硕的研究成果。回望总结近 40 年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历程，系统梳理相关理论成果，进一

步深入审视和展望方法论研究的拓深进路与创新方向，有助于完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

也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进而更好适应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历程

结合重大历史时间节点，综合考量著作、教材出版和期刊论文发表情况，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方

法论研究脉络，可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初步探索阶段（1984—1999 年）。1984 年，为适应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教育部决定在 12 所高校率先开设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这也

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正式创立的标志。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办和学科创立，迫切需要加强相

关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以及满足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要求的教材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作

为学科体系四大支柱之一，在学科创立伊始就被纳入重点建设范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也被

列为首批建设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主干课教材。1985 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教育部委托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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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王玄武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教材。“教材编写的正式启动，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方

法论研究的起步，以及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探索的自觉化。”[1]1992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了重新修订后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修订版教材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的探索和论述

更加深入、丰富，并初步建构了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为框架的方法论体系。1994 年开始，《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若干意见》和《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等文件的相继颁发，

进一步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2](P205) 为方法论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制

度基础。

20 世纪 90 年代末，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张志刚等，1998）、《新时期思想政治教

育方法论》（张志敏等，1999）、《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郑永廷，1999）等研究著作的相继出

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学科体系建设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1999 年，

由郑永廷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趋势，并按照思想政治教

育认识活动——决策、计划与实施——活动总结与调控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研究、素质提升等

活动类型，正式确立了由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调节与评

估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等构成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被公认为建构了比较系统明晰

的方法论体系，“体现了权威性和规范性”，[3](P264) 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著作。必须承认，1984—

1999 年期间展开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教材建设和理论探索，对方法论科学研究、体系建设及理

论建构具有奠基性价值。

第二个阶段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系统发展阶段（2000—2012 年）。进入 21 世纪，我国国际

环境和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不断回应新

时期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人的发展的新需求，逐渐由单一向综合、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更加注重理

论体系的建构和提升方法论的实践指导能力。1999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的若干意见》的印发，为步入新世纪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提供了纲领性的文件指导，奠定了

持续推进、系统综合的发展基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呈现繁荣发展的态势，期刊发文和著作

出版数量都不断增长，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是对新时期方法论体系进行了整体反思和全面建构。如黄蓉生提出建构基于思想政治教育

矛盾转化过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刘新庚主张建构现代新型的“战略制导型”思想政治

教育方法体系，祖嘉合提出建构由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具体方法和研究方法三大部分构成的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学”新体系。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相关重要

著作主要有董娅主编的《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新论》等。笔者也在这一阶段完成了受到较

大关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历史演进及其发展的影响因 

素、主要内容、基本方式和综合化趋势等规律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三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

进行了广泛研究与探索。2004 年，随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下

发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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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 方案’”）出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方法成为研究

热点，既有关于教学方法论以及指导理念的研究，又有课程教学论、具体教学法以及现代教育技术

运用的研究。在研究论文大量涌现的同时，张雷声、王炳林相继出版了《新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方法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研究》等研究专著。四是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

究逐步启动并成为热点问题。2000 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

干意见》下发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研究成果逐步增多，有关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方法的研究也得到重要发展，有效推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新变革。五是逐步展开对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在不断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方法、实施方法、教学方法等基本方法的

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日益受到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学研究方法论》（余仰涛，2006），《思

想政治教育统计研究方法论》（戴钢书，2005），《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调查方法与 SPSS 软件应用》

（戴艳军，200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佘双好，2010）等著作的出版，不仅反映

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逐步受到重视，更鲜明地呈现出实证研究方法日益得到研究者青睐

的趋势。

可以说，在 2000—2012 年期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得到了全面、系统且持续的发展，

并凸显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彰显了适应时代要求、探索发展规律、开拓方法路径的特点，思想政治

教育方法论研究的学术性得到增强，理论创新程度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第三个阶段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深化创新阶段（2012 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更多新问题和新要求，需要通过发展创新来适应新境

遇、服务新需求、承担新使命。习近平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强调要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守

正创新发展，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和水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步入深化拓展和创新研究期，

呈现出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实现方法创新和方法体系统合同构，更加凸显综合化、多样

化、体系化的研究特点和趋势。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主要围绕“守正创新、深化拓展”的研究旨向展开，着力推动思想

政治教育提质增效，在理论建构和实践指导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一方面，守正前行，持续深化拓

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夯实方法的基础理论、体系结构、实践机理等内容。这一阶段出版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方法论》（王平，2015），《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规律研究》（朱新洲，

2016），《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研究》（张毅翔，2018）等著作，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审思建构的理论凝结。还有相关研究系统梳理中国古代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论述与思想，深刻阐释并论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

依据与思想源头，推动传统方法的优势继承、激活原有方法的内在活力。尤其是围绕习近平重要论

述、讲话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意蕴和方法论指导进行了精深研究和精准阐释，为新时代思想政治

教育方法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同时，还有研究基于学科建设视角，回顾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论研究历程、总结基本经验、审思研究不足，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提供纵深维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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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和经验参考。

另一方面，创新思维，结合新时代的新境遇新要求，直面新老问题交织现状，聚焦思想政治教

育方法理论“硬核”突破，并运用多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综合化、现代化、人性化的先进理念，探索

适应时代变化的创新性方法，增强方法的有效性借鉴与吸收。近年来“大数据”“元宇宙”“人工

智能”等成为研究热点，方法论研究紧随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不断创新跟进，从网络思政到云上思

政再到智慧思政，打造智能化数据库，设置云端实践场，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形成网上网下协同合力。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政治教育被提升至整体性、全局性、

战略性高度，成为党的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也逐渐提升至宏观整体层

面，着力从系统贯通、视域融合、丰富多样等方面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深化拓展和科学精进。

如对构建“三全育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体系、“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

“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善用大思政课”等综

合化、贯通性理念方法的深化探索，对显性教育方法与隐性教育方法相结合、新兴媒体与传统方法

相融合、线上线下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与方法的共融共通、凝聚社会合力形成协同效应等多样化、系

统性方法的纵深拓展，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

2012 年以来这一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先进理念和发展进路，

也彰显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直面时代课题、回应现实需要、谋求整体优化的价值旨趣。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省思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六个必须

坚持”，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进一步推进方法论研究深化创新，

必须以“六个必须坚持”为指引，立足思想政治教育近 40年发展历程，总结审思相关研究成果与不足，

深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方向。既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彰显了方法论研究探索

的阶段性成就，也为下一阶段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同时应该看到，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论研究仍存在尚需解决的短板和不足，研究成果的深度、广度、高度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现

实要求还存在差距，应该更加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学理性研究有待深化。整体构建和系统夯实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体系，旨在全面整理和深入论析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各方面问题的理论内容和实践运用，这是贯穿于

方法论研究的主线、重点，也是有待进一步深化的理论命题。

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成果颇丰，但对方法的具体论述多，理论性分析少，缺乏更深

入、更扎实的基础理论分析与内在逻辑证成，研究的深度、论述的深刻性有所欠缺。当前方法论的

研究更加偏重对于“方法”的阐述以及新方法的探索应用，而较忽视对于“论”的深入分析，对于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基础理论、“元理论”等问题的探讨不够系统深入，涉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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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依据和原则、形成和发展规律、方法适用条件、方法运用有效性等问题的研究太少，对思想政

治教育具体方法的内涵、机理、相互联系及其运用规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尚待深入展开。对这些基

础性前提性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会直接影响到方法论研究的学术性和深刻性，同时也必然会影响

到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升。比如对“方法”“方法论”“学科方法论”“工作方法论”概念的使

用存在混淆和任意性，折射出基本理论研究不深入、理解含混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实践过程

中的模糊与质疑。要克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中的“外部反思”和方法创新上的“技术理性”，

转向方法论本身，在前提和基础意义上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作深入阐析和澄明。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经过多年建设和发展，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但还存

在着不完善、不全面及其理论抽象欠缺等问题。大多数著作、教材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理论体系

中最深层次的根基性内容和元理论问题展开深度研究的不多，研究过程中存在弱化和模糊的倾向。

同时，较多研究还存在观点重复、研究扎堆、理论纵深不够，缺少相关的逻辑联系揭示等问题，研

究的力度、深度、广度、效度等均需突破，研究视野也需要进一步拓宽，特别是需要在把握思想政

治教育诸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深化学理性研究。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实践导向仍待提升。方法论的研究、发展不是自发的过程，

而是在服务人与社会发展、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创新、完善的。对方法论问题的探讨，

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研究，更是对长期困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实效性问题的积极

求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不仅要在学理层面直击内核、深入推进，同时要提升实践导向，在

实践层面直面现实、因时而进。面向实践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要遵循返本开新、守正创

新的辩证法，推动方法的现代转型和时代创新。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同时实践经验也只有上升凝练为科学方法

论，才能更好指导实践发展。另一方面，方法论研究的理论成果能否指导实践、是否科学有效，也

只有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方能得以检验。应用性、实践性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点。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首先要考虑的是解决现实问题、满足实际工作需要。学科初创时，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偏重考虑和研究方法的有效运用问题。学科建设历经近 40 年后，这一状

况有明显改变，但方法创新方面重复性研究成果较多，面向思想政治教育实际“解题”的能力仍待

提高，前沿问题研究的现实指导性仍需加强。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较难赶上当今快速发展的科技和问题日益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实 

践，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研究与实践问题相脱节的矛盾。首先表现为方法论理论研究创新性和引

领力不足，研究成果未能很好地解释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矛盾现象和一些较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转化过程还未顺畅衔接，对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一般

性、普遍性问题的方法研究较多，而对现实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或突发性问题的方法研究还

需加强，导致实践的发展往往超出了理论可以解决的范围，方法理论对现实问题难以做出有力的指

导和处理。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理论研究存在脱离思想政治教育实际、脱离教育对象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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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毛泽东曾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4](P109) 应当倡导研究者深入一线进行调查研究，

开展规范的实证研究，进而强化问题意识、实践导向，有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时代性、针对

性和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范式亟待完善。学术研究的生命就在于其研究特色。重视研究

方法，也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都要求必须重视方法论层

面的指导和规范，形成自身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但当前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成果仍较

少，对于研究方法及其运用的研究都比较薄弱，方法论研究范式建构迟滞，因而直接导致研究方法

论缺位、研究方法失范等问题，影响方法论自身理论建构和具体方法的理论阐释。

一方面，目前的研究较多使用的是规范研究、经验分析和思辨方法，而较少使用实证研究方法，

缺乏对于具体问题的个案分析和实证调研，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较为薄弱，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普遍。

另一方面，存在直接简单套用研究方法，或者直接套用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术语和理论来诠释

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缺乏对于理论适切性的自觉省思和合理论证，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身研究

方法更加缺失。上述两方面的现实状况，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仍未形成这门学科独有的、完善的研究

方法，缺乏权威的分析框架，也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缺乏构建学术共同体、探求有效研究方

法的内生动力，缺乏生成与完善研究范式的必要条件。因此，方法论研究亟须坚持问题导向，凝聚

具有共同旨趣的研究者组成学术共同体，在共同探寻科学有效研究方法的过程中，真正建构起系统

完善的研究范式。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创新进路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走过了近 40 年历程，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对当前研究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面向未来研究发展，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不断发力、深化创新。

第一，从整体性出发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研究。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完

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体系化”是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经验，也是提升

实效性的重要发展策略。整体构建和完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是未来方法论研究需要

深刻挖掘和深入拓展的重点方向。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既要着眼于“两

个大局”和社会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需要，增强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丰富和完善其

内容要素，同时要进一步改革和创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增强方法论体系结构的现代

功能，彰显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重要价值。

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基础理论研究，增强学理性。这是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

的基础。一方面是要增强方法论研究的前提性反思，追问和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什么”“为

什么”等元问题，加强基本概念研究，厘清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法论以及学科方法论等的本质内涵、

外延特征与研究边界。另一方面是重点梳理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挖掘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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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经典文本和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中的方法论资源，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基本原则和

基本方法的认识。

二是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系统性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也是人们认

识、选择并科学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由主观经验到客观考量、由松散独立到科学系统的发展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首先要全面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形成、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各种具

体方法的特点功能以及方法间的联系规律，选择和确立方法的依据和原则，方法运用的具体规律，

方法的发展趋势等。其次，继续深化对每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科学内涵、理论依据、适用条件

等问题研究，更加清楚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方法构成及其纵横联系，提升方法论体系的

系统性和全面性。

三是要拓宽研究视野，推进比较研究。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研究，是建构中国自主的

知识体系这一重要工程的组成部分。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

既要求立足中国实际、中国经验，也离不开宽阔的视野和比较的方法。一方面要在比较研究中吸收

汲取有益经验，从整体性视角出发，通过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动、对比探讨，

把握方法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规律，深化方法论基础性研究，提升方法论的学理化水平。另一方

面，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比较研究，要注重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在纵向比较中认识方法论发展

过程中的缺陷和问题，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融合创新与协同推进，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构建“在

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5](P15)

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知识体系、理论系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

水平。

第二，从实践性出发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问题导向和系统内涵。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论研究的学术使命，不仅在于推动理论创新，激活理论生长点，更重要的还在于推进理论研究走向

现实应用，释放其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具体价值，推动方法论研究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

世界”，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深度融合，真正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及未来的实践。

一方面，问题与方法之间要具有适切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以及现实和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客观

问题与挑战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前置性问题，紧跟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才能回应时代需要

和学术需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当前中国具体实际，全面分析新时代

新征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境遇与现实挑战，针对影响实效性的因素提出相应对策。特别是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重要论述精神为指

导，面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领域，把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回应现实重大关切，增强方法论

研究的现实关照度，并以此搭建起理论分析框架，进行学理研究和方法构筑，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

实践发展，解决实践各方面各环节中的现实难题。同时创新运用信息技术，进一步探索思想政治教

育方法的现代化、精准化发展，为一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科学选择和运用适当的方

法以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而提供理论指导，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时代性与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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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坚持在实践中形成理论、运用理论和创新理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时代

内涵，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时代意涵，一是要立

足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实际进行方法论理论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在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指导下创新发展，研究和构建新时代思想

政治教育方法理论体系。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仅要求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同时要

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要求，实现方法的现代化发展，以方法的现代化进而推动实现思想政治教

育的现代化发展。二是要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需要”出发，更加注重立德树人、铸魂育人，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追求“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人的思想灵魂和精神家园的真正触动、彻底

击中的过程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

第三，从科学性出发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构建与完善。马克思指出：“没有指出特殊

差别的解释就不成其为解释。”[6](P16) 要面向事情本身，在“普遍的共相”中实现“具体的把握”。

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目标出发，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和特点，选择适用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方法，而不是随意选用、简单移植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做到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之间具有适切性，

进一步推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完善，推进知识增量，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应注重瞄准核

心问题设计方法并对方法实施的有效性加以检验，形成有持久影响力的方法论研究成果，这将是亟

须进一步努力和拓深的方向。

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构建，一是要加强研究团队建设，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学术研究

共同体。历经积淀和发展之后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大多是更加艰深、需要发挥集体智慧共同协作

完成和解决的难题。需要围绕这些问题做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纵深研究，进行更加深化且系统的

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实践证明，很多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都是学术界诸多学者持续、系统、

协同完成的。因而，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团队建设，形成高品质的研究共同体。一方面，要

加强建立素质、知识、年龄、能力等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推动学术团队更加专业化、立体化，提

高研究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各高校以及科研单位要强化学术共同体意识，协同合作开展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亦应加强协同合作，组织集中攻关，在有组织的科研活动中加强学术交流，开

展富有成效的学术对话，营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二是要加强跨学科研究，运用多学科、跨学科思维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 “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

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5](P18) 实际上，已经有较多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学者正在自觉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法的学科

交叉研究悄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如张澍军、孙其昂、邱柏生等运用哲学、社会

学、生态学等跨学科理论与方法展开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与视域拓展方面取得了优秀成

果。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交叉、跨学科研究，或者跨学科的理论借鉴与比较，应成为一个重要的研

究范式和学科知识增长点。在不断强化自主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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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的基础上，充分借鉴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自我革新，走出简单的移植

和套用方法的误区，进而涌现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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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an Meirong

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on the methodolo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gone through three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itial exploration, systematic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innovation. In the course of nearly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methodolo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achieved substantial results an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the need to deepen the disciplinary rational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thodology,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to be enhanced, and the research paradigm to be improved. Looking head, 
the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eed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research on the 
methodological system, strengthen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ystem,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aradigm. 

Key words: methodolo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velop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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