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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与本科教学相比,由于研究生课程教学对象与方式

不同导致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具有自身特点与规律。在SECI理论视域下,以华中师范大学30门自建课程

思政示范课程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数据分析与专家访谈开展混合研究,将相对分散无序的要素整合成要素

体系与要素模型,进而以国家级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中国史专题研究》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炼出

“四五四三”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范式,在教师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实践育人路径四方面为研究生课

程思政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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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

把思政教育贯彻于人才培养体系,将课程思政建设

作为实现立德树人育人目标的重要渠道。研究生课

程思政对研究生价值观形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

用[1]。相较于本科生课程,研究生课程更重视“研”
的特色,方法论的掌握与内涵的针对性,大量思政元

素潜藏在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等环节中,
有待深度挖掘与融合。因此,本研究尝试利用实证

调研数据分析,形成含权重的研究生课程思政要素

体系,构建基于SECI模型的研究生课程思政要素

模型,并通过案例分析提炼出一种研究生课程思政

的建设范式。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以“课程思政建设”为关键词,以CNKI中国知

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剔除非相关数据后得到有效

数据458条,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共词分析、聚
类分析、突现词分析后发现,课程思政建设研究正处

于起步阶段,研究观点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

建设论”,涉及到体制机制建设、管理制度建设、教师

队伍建设、评价体系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各个环

节;一类是“模式创新论”,重点关注课程教学环节,
关注教学情境、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生学习情况、
学生学习能力等问题。

“制度建设论”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进行课程思政

的建设研究。学者们将高校作为课程思政建设主

体,在管理层面系统探究课程思政建设的要求、现存

问题与改革方向。翟文豹(2021)提出要坚持以“系
统”观念推进课程思政全要素建设[2],石定芳等人

(2021)也倡导多主体视角出发,着力于系统化思维、
协同化推进和个性化发展[3],邢文利等人(2021)将



圈层结构理论和协同理论引入研究生课程思政建

设,提出构建圈层式研究生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模式,
从主体、课程、课堂三个角度推动课程思政建设[4]。
综其观点,大部分学者认识到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

系统性工程,并坚持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总结建设

要素,剖析现存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但已有研究

中所提出的要素之间相对离散,关联性不强,没有形

成完整的、有层次的要素体系,暂未构建出结构严密

的要素模型。
“模式创新论”主要是从微观层面进行课程建设

经验总结。学者们依托于各学科专业课程,探索师

生角色定位、教学手段创新、教学评价改革的实践路

径。赵卓(2021)围绕目标设定、元素挖掘、方法选

择、评价建构四个方面进行课程思政建设工作,陆敏

(2021)通过案例教学的八个思政育人模块设计,集
家国情怀、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文化素养、法治意识

为一体,张明等人(2021)将女排精神的思政元素融

入排球课程。总体而言,当前虽然已形成阶段性成

果,但由于研究对象单一,成果大多是基于某一门课

程的个案研究,而没有基于多门课程的混合研究,量
化研究应用较少,缺乏数据支撑,导致研究结论具有

一定的主观性。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课程思政建设研究发

展呈现主题深化、对象细化与方法量化的趋势,但已

有研究普遍存在要素离散,未成体系的问题,并且研

究方法比较单一。混合研究法能够提供综合性视

角,使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互为补充,解决更复杂的

问题。当前研究生领域的课程思政建设研究较少,
并未凸显本研课程思政建设之间的差异性。针对已

有研究的局限,以华中师范大学30门自建研究生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为研究对象,利用德尔菲法和层次

分析法等量化方法形成要素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采

用观察、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构建研究生课程思政

建设要素模型,进而以2021年教育部研究生课程思

政示范课程《中国史专题研究》为案例,分析其建设

过程与特色,将实证数据与质性材料互为支撑,提升

研究的完整性、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方法

知识转化(SECI)是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

的相互作用过程[5]。课程思政建设正是通过调节各

要素间关系,以促进多主体间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

相互转化,从而培养主体思政意识的系统化过程。

在明确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要素的内涵为“研究生

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的方法、程序、模式内涵等必要

因素”的前提下,建立要素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

要素模型,协调各要素间的关系。
(一)课程思政建设的SECI模型

隐性知识是创造差异化价值与核心竞争力的来

源,而隐性知识显性化是隐性知识功能发挥的主要

途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即

知识转化(SECI)[6]。当前相关研究中关于知识转

化的途径、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可以为研究生课程

思政建设提供相关理论指导。另一方面,隐性知识

理论模型缺少实证研究支撑,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

要素模型恰好能够提供实践检验。基于SECI模型

的基本原理,结合课程实践,提出的课程思政建设要

素转换过程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课程思政建设的SECI模型

在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思政元素(意
识、精神)等隐性知识分布在不同层面的知识载体

中,教师与研究生均是隐性知识主体,仅从分散的、
单向的途径获取隐性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必须使知

识不断共享转化,形成知识螺旋,实现隐性知识显性

化,才能实现课程思政隐性知识价值最大化。在教

师与研究生共同组成的师生共同体中,教师对研究

生知识转化起到道德引领与知识传授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教师与研究生密切、深入的对话交流过程中,
个人隐性知识相互影响,实现认知拓展、情感互通,
形成社会共识,达到思政教育“共生创生”的理想

状态。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在教育的他者性视角下,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

过程应创设多元开放空间,尊重他者的独特性,积极

主动并负责任地回应他者的要求。本研究针对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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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专家与650名参与课程思政的研究生展开调研,
调研样本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调研样本分布情况

全样本 专家样本

专家 研究生 管理人员授课教师研究学者

数量(人) 75 650 6 62 4

占比(%) 10.3 89.7 8.0 82.7 5.3

  研究整体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将量化研究与质

性研究相结合,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实证调查部分首先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了解研究生课

程思政建设整体逻辑与管理情况;其次针对专家和

研究生开展两轮问卷调查,经统计分析建立科学、可
行的要素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通过成对比较进

行要素权重分析,获得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从而

确定各个要素在要素模型中的权重,形成完整要素

体系,并构建要素模型。最后采用案例分析法,将
《中国史专题研究》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

三、要素体系形成与模型构建

首先,根据专家意见拟定要素,设计草案;随后,
运用德尔菲法筛选要素,构建具有可行性的要素体

系;进而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要素权重,形成完整

的要素体系,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生调研,保证要素

体系得到教师和研究生的一致认同;最后建构SECI
基础上的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模型。

(一)要素拟定

根据图1所构建的SECI模型,通过征求专家

意见,初步拟定“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要素体系(草
案)”。在首轮要素筛选环节,根据草案设计“研究生

课程思政建设要素体系专家咨询意见(首轮)”,首轮

筛选基于保守原则,将各要素所得均值视为专家对

该要素认可度的临界值,即均值超过3.5的要素保

留,其余要素淘汰。首轮最终发放问卷75份,回收

问卷74份,有效回收率达98.67%。数据显示,二
级要素得分标准差均小于1,Cronbach’sα系数为

0.965,KMO值为0.728,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值为

1465.299,在0.1%的水平上显著,数据具有较好的

内部一致性和相关性,信效度较高。综上所述,在首

轮调查中所有要素均通过检验,通过专家研讨,调整

和修改个别得分略低的要素表述方式。
以首轮专家筛选及意见反馈为基础,设计“研究

生课程思政建设要素体系专家咨询意见(第二轮)”,
调查对象与首轮保持一致。本轮筛选的目的在于让

专家对要素的态度趋于集中,因此将认同度临界值

提升到4分。经信效度检验,较首轮调查,各维度信

度均有所提升。最终形成定稿的要素体系中包括一

级要素3个,二级要素14个,三级要素26个(如表

2所示)。同时邀请专家对三级要素可行性进行定

性评价,数据显示,可行性评分均超过4.00分,大部

分在4.40分以上,说明具有较好可行性。
(二)权重分配

将已有要素体系划分为目标层(一级要素)、准
则层(二级要素)与方案层(三级要素),建立层次结

构模型,构建成对比较矩阵,请专家对同一层次的要

素针对上一层某一要素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评
分1~9分,分数越高说明越重要。数据显示,74份

问卷均通过一致性检验,矩阵均满足一致性的要求,
可以按照权重计算的结果进行决策。

从权重分配结果中可以看出,要素体系相对科

学全面且侧重点突出,重点关注过程与方法环节,而
过程维度的权重又远高于其他维度。宏观层面的学

校文化氛围,中观层面的师资队伍、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尤其是教师人生阅历、教学内容的历史底蕴与

家国情怀,及微观层面研究生的思政意识与基础知

识,是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要素体系中所占比重较

大的关键要素。
(三)模型构建

基于SECI模型和已确定的要素体系,结合专

家访谈与评议内容,遵循从个别到一般的逻辑思维,
构建研究生课程思政要素模型如图2。

隐性知识显性化不是单指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

知识单一环节,而是指两类知识相互转化,不断更

新,直到知识被理解、吸收的整体过程[7]。在解读与

落实国家政策与学校制度要求的过程中,逐步将显

性的政策文本中的思政元素内化为隐性经验与意

识,并通过日常行为作风将其融入学校文化氛围里。
一方面,学校思政文化氛围将发生社会化,通过经验

分享、研讨等形式传播、创新隐性知识,从而直接影

响研究生的思政意识;另一方面,教师首先将隐性的

思政元素外显化,利用巧妙的课程设置,把抽象的隐

性思政元素以通俗形式清晰表达出来,再通过科学

研究、实践考察、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学生自主学习

与合作研讨等途径,使研究生在交流、实践的过程中

吸收显性的教学内容,转化为自身隐性知识,从而培

养研究生的思政意识。教学内容必须将相对独立的

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归纳整合,有机融合起来,实现

显性知识综合化。课堂教学是思政元素显性化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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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环节,通过新颖的教学方式,传授富含隐性思政元

素的系统化教学内容,使研究生体验到高认知水平

上的思政精神与价值内涵,激励其深入思考、讨论,
进而建构蕴含思政元素的新知识体系。

表2 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要素体系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三级要素

1.政策与背景

(宏观层面)
(0.2944)

1.1国家政策(0.0579)

1.2学校制度(0.0715)

1.3经费投入(0.0655)

1.4文化氛围(0.0995)

1.1.1鼓励课程思政建设的国家政策导向(0.0579)

1.2.1具有完整规范的岗位职责(0.0211)

1.2.2.完备的活动运行管理制度(0.0257)

1.2.3有效的工作人员激励或培训制度(0.0145)

1.2.4建立有满意度调查等日常考评及意见反馈机制(0.0102)

1.3.1稳定的课程思政建设经费来源(0.0651)

1.4.1浓厚的校园思政文化氛围(0.0995)

2.过程与方法

(中观层面)
(0.4859)

2.1思政元素(0.0480)

2.2课程设置(0.0527)

2.3教学内容(0.1105)

2.4教学方法(0.0671)

2.5教学手段(0.0328)

2.6师资队伍(0.1748)

2.1.1以育人成才为目的,以价值引领为核心的立德树人资源(0.0480)

2.2.1学时充足、结构合理的课程设置(0.0527)

2.3.1具有历史底蕴,体现厚度(0.0203)

2.3.2具有专业水平,体现深度(0.0295)

2.3.3具有开阔视野,体现广度(0.0131)

2.3.4具有顶层站位,体现高度(0.0102)

2.3.5具有家国情怀,体现温度(0.0374)

2.4.1创新与应用研究型教学方法(0.0671)

2.5.1创新与应用混合式教学手段(0.0328)

2.6.1具备思政敏感度(0.0482)

2.6.2人生阅历深厚(0.0689)

2.6.3专业素质强(0.0451)

2.6.4教学水平高(0.0126)

3.能力与意识

(微观层面)
(0.2197)

3.1学生思政意识(0.1045)

3.2学生知识基础(0.0543)

3.3学生自主学习能力(0.0486)

3.4学生研讨合作能力(0.0123)

3.1.1具备正确思政观(0.1045)

3.2.1具备一定思政知识基础(0.0543)

3.3.1具备自主学习意识(0.0267)

3.3.2具备自主学习能力(0.0219)

3.4.1具备合作学习意识(0.0067)

3.4.2具备合作学习能力(0.0056)

四、案例分析与路径探索

基于实证研究,以2021年国家级研究生课程思

政示范课程《中国史专题研究》为对象,深入分析该

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设计等文本资料,结合课堂观

察与课程团队访谈,总结该课程建设过程与经验,发
现其核心理念、建设路径与前述的要素体系与模型

高度吻合,并且彰显出区别于本科生课程思政建设

的独特之处,主要归纳为“四五四三”模式(如图3),
为研究生课程思政提供了一种建设范式。

(一)思政元素外显化主体建设:“四有”教师队伍

将隐性思政元素高质量地外显化是课程思政的

教学目的之一,教师的教育理念与价值观将无形地

影响教学过程,将隐性思政元素高质量地外显化,最
终影响研究生课程思政的实施质量和研究生的精神

成长[8]。教师可以通过其选择教学方式方法与教学

内容的主动性,辨识和挖掘有效促进知识传授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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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要素模型

图3 《中国史专题研究》课程思政建设“四五四三”模式

力训练的课程思政元素,提升研究生的专业认可度

与求知欲望,构建学习情境,激发批判思维,引导研

究生针对问题主动开展科学研究与探索,重塑师生

角色地位,形成基于思政导向的“师生共同体”。《中
国史专题研究》的教师队伍老中青几代学者名师“大
先生”长期坚守教学一线,“传帮带”形成了特色鲜明

的学脉传承和育人梯队,形成了具有良好师德、有阅

历积淀、有专业水平、有教学能力的“四有”教师团

队。并在课内课外双范畴共同着力,利用人生智慧

及知识沉淀,精准、全面地挖掘思政元素,在课堂上

提出若干具有“开放性、多维性”的热点话题或学科

理论问题,引领研究生在研讨中勤学、修德,构建学

科与思政之间的映射关系,强化育人育德使命,使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基本遵循,从而实现将隐性

的思政元素外显化。教师是课程教学第一责任人,
而课程思政建设也是教师自我完善的重要契机,激
发教书育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使教师由单纯地传

授知识转变为“灵魂工程师”。
(二)思政元素综合化知识建构:“五度”教学

内容

研究生专业课程具备知识传递的基本功能,但
往往缺乏精神引领属性[9]。在课程思政要素体系及

模型构建过程中发现,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的最大

难题是“融合”,即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到

课程教学的各环节中,而非机械僵硬地脱离学科专

业灌输思政知识。研究生课程思政需要用正确的德

育理念和科学的学科思维方法去引导学生在知识获

取过程中引发价值领域的思考,同时将专业知识中

蕴含的抽象思政元素具体化。在研究访谈中显示,
解决“融合”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是依托丰富多元的

课程结构体系。以《中国史专题研究》为例,其通过

搭建的新型多元课程结构,将碎片化的思政元素结

构化、体系化、综合化,教学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

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成果,体现教学内容的历史厚

度;设置多个研究专题,邀请专家学者分别讲授各自

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体现专业深度;借助多学科理

论和方法,构建学科交叉研究平台,合理拓宽广度;
将历史学科的时代功用与现代国家治理对接,体现

高度站位;进而梳理历史学传统文化传承,让研究生

感悟百余年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温度。研究生课

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切勿忽视研究生的专业多元性与

独特性,而应将一般性的思政知识与学生多元的知

识需求有机辩证结合,以免造成认知障碍。
(三)思政元素内隐化手段创新:“四结合”教学

模式

研究生课程思政隐性知识转化质量取决于教学

方法的适切性,教学方法创新能够有效促进研究生

将客观存在的思政元素转化为个体隐性的思政意

识,在转化为研究生内在隐性知识的过程中,需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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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适当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把价值目标渗透于具体

实施过程中。《中国史专题研究》通过师生合作共建

“面向问题参与式”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体系,重视体

验和过程,实现共同成长。以问题为导向,在课堂教

学中坚持四个有机结合:自主阅读与教师引导相结

合,教师推荐重要经典著作供研究生阅读并进行点

评;集中讲授与小组研讨相结合,以问题为导向,开
展参与式教学;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充分利用信息技

术资源,如数字化课程资源,发挥其时效性、场境融

入性、可重复性等特点,开拓教学渠道,有效引导研

究生自主学习活动;团队主讲与名师讲座相结合,不
断吸纳研究生参与导师承担的各类项目研究和各级

学术平台建设,塑造研究生的科研精神。研究生的

批判创新能力需要培养以正确的方法论引领思维的

辩证运动,面向问题的课程思政教学可以有效促进

研究生形成多层次、多维度、多学科思考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思政元素社会化功能发挥:“三育人”实践

路径

与课堂教学相比,课外实践教学能够更有效地

将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融入教学过程中,淡化

教育角色上的显性对立,在潜移默化地交流研讨、知
识共享的过程中增强研究生的体验与感悟,促进隐

性知识的吸收和更新,逐渐实现隐性知识的社会化。
《中国史专题研究》利用“三育人”课外路径,充分发

挥育人能效:榜样育人方面,导师知行合一,以身作

则,体现思想引领的榜样力量与精神追求;科研育人

方面,课堂教学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积极开展学术

讲座与研讨;实践育人方面,利用“在做中学”有效实

现思政元素内隐化与社会化,塑造研究生学思结合

的品质。在课程思政中践行课外育人路径,将专业

研究前沿与国家社会发展动态相结合,树立研究生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意识和信念,培养出服务

奉献的理想信念。

参考文献:
[1]王茜.“课程思政”融入研究生课程体系初探[J].研究

生教育研究,2019(4):64-68+75.
[2]翟文豹.课程思政建设:逻辑起点、基本前提与实践路

径———以行业特色型高校为例[J].现 代 教 育 管 理,

2021(9):35-41.
[3]石定芳,廖婧茜.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本真、阻

碍与进路[J].现代教育管理,2021(4):38-44.
[4]邢文利,裴丽梅.圈层式协同育人:研究生课程思政新

模式[J].教育科学,2021,37(5):29-35.
[5]NonakaI.Adynamictheoryoforganizationalknowl-

edgecreation[J].OrganizationScience,1994(1):14-37.
[6]PolanyiM.PersonalKnowledge,TowardsaPostCritical

Philosophy[M].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62:

22-41.
[7]张永奇.新时代背景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

创新———基于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的课程共同

体模式[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9(10):14-18.
[8]薛桂琴.高校“课程思政”背景下践行价值观教育目标

研究[J].江苏高教,2020(12):132-135.
[9]高珊,黄河,高国举,等.“大思政”格局下研究生“课程

思政”的探索与实践[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1(5):7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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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urse-based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sastrategicmeasuretoimplementthefundamentalmissionof
moraleducation.Differenttargetedstudentsandmethodsinteachingpostgraduatesleadtosomespecificfeaturesandnature,
comparedwithundergraduateteaching,intheconstructionofthecourse-based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or
postgraduates.FromtheperspectiveoftheSECITheory,theauthorsuse30 modelcourses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ducationdevelopedindependentlyinthe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asresearchobjects,adoptamixed-methodsresearch
methodusingquestionnairedataanalysisandexpertinterviews,andintegratetherelativelyscatteredanddisorderedelements
intoanelementsystemandanelementmodel.ThentheauthorscarryoutanempiricalanalysiswithMonographicStudyof
ChineseHistoryasthestudyobject,whichisanational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modelcourseforpostgraduates.
Furthermore,theauthorsputforwarda"4-5-4-3"paradigmfortheconstructionofthecourse-based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ducationforpostgraduate,andprovidereferencefortheconstructioninfouraspects,namely,teachingteams,teaching
content,teachingmethodsandthepathforcultivatingstudentsinpracticalwork.
Keywords:course-based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orpostgraduates;elementsmodel;SECItheory;mixed-methods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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