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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探讨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教师的话语创新,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方法,从问卷调查入手,探究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话语语境、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对教师话语体

系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三种因素均对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产生正向影响,三者之间均具有双向正

向影响,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在话语语境与创新效果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据此,从拓展教学形式、构建话语

体系、扎根核心原则、重视话语整体四个方面提出促进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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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
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高

等院校是研究生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和供给者,肩负

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创新人

才的重任,必须坚持“四为”方针,把立德树人这个根

本任务落到实处。高校研究生思政课教师是开展研

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政课建设的关键主体,在坚

定研究生理想信念、激发其爱国热情和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进入新时代,
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国内外形势日趋复

杂,高校承担研究生思政课教学的教师也面临着新

的挑战:一方面,来自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声音相互

交织或多或少会对青年学子的思想产生影响,当中

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进入国际舞台时,如何讲好中

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传播中国文化成为摆在

他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传统的以“灌输”为
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已显陈旧,难以适应

时代发展,研究生思政课教学亟待改革创新。值此

背景,以高校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为切入点,
深入研究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和内在活力的路

径,无疑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简

称“思政课”)为主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一是高校思政课话语创新的属性研究。学者邱

仁富从话语创新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高校思政课

话语创新是在一定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按
照必要的话语规律和规范,在特定的环境里进行的

一种言语符号系统的创新实践活动[1]。学者邵宇也
从属性角度认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话语创新也属



于话语实践活动,可理解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从新时代的特征与要求出发,对话语内容、话语

形式、话语载体等要素进行改造与革新,以便更好地

与大学生进行沟通与交流,培养其成为能够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话语实践活动”[2]。
二是高校思政课教师话语特征及问题研究。学

者们大多从教师话语的特征、因素、内容与意义以及

话语权和话语力等方面探讨思政课教师话语存在的

问题与改进方法。有学者探讨了当代大学生交往环

境的碎片化、生活化和圈层化等特征,认为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教师话语要实现内在结构的自我调适

与优化,创新话语体系,提升课程的影响力和话语魅

力,形成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动态的良性互动[3]。
有学者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话语亲和力存

在话语主体的表达力不足,话语内容说服力不足、话
语方式的吸引力不足、话语语境的和谐性不足等问

题,需要针对性提升高校思政课话语亲和力[4]。学

者李建国探讨了现实中高校思政课教学话语建设存

在的“话语权”与“话语力”结构性失衡的现象,“话语

力”遭遇某种程度的遮蔽,提出要将提升“话语力”作
为话语创新的新视域[5]。

三是高校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体系的改进与

构建研究。有关这方面内容较少,主要集中在研究

生思政课教师话语体系的构建与提升、研究生思政

课课程改革两个方面。学者王永友认为针对目前重

政治轻科学、重理论轻现实和重研究轻大众等失衡

现象必须构建集多种话语于一体的教学话语体系,
通过有效的话语融合、话语创新和话语升华促进研

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话语体系的创新[6]。还有

学者相对于本科生思政课而言,提出创新研究生思

政课话语体系要完成与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

语体系的深度剥离,要实现对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话语体系的提升,通过整合话语内容、创新话

语方式和关注话语语境创新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话语体系,以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

实效性[7]。学者纪亚光从研究生的学习特点出发,
为增进研究生思政课话语的实效性,首先要明确其

教学理念,将研究生思想学习实际与思想政治教育

规律、研究生创新能力提高有机结合;其次应理清其

教学思路,以开展研究型教学为导向,突出研究生在

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再次应改进其教学方法,通
过问题导入、专题授课、互动研讨、实践深化等途径,
切实讲好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8]。

综观已有文献可以发现,近年来以思想政治理

论课为主题的研究愈渐增多,但多涉及对“高校思政

课话语创新”“高校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的研究,而
关乎“高校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的研究却尚

少。学者们分别从话语创新的本质属性(生活世界

的实践活动———话语语境)、话语体系的构建(普遍

语用学要求———话语方式)以及教师话语的因素特

征与话语力(话语伦理与道德———话语内容)等方面

发表自身关切,旨在冲破原有思政课话语刻板低效

的困境,而对于高校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体系创

新的整体思考略显不足,特别是缺少以数据分析为

支撑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新时代为背景,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

为理论为借鉴,从发放问卷入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方法,研究高校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相关问

题。通过对当下高校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的

现状调查,揭示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并力图从产生这

些困境的原因中找到破解对策,以助力高校研究生

思政课教师进行话语创新,更好地完成思想政治教

育立德树人的光荣使命。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的交往

行为理论认为真正的交往应该是自由、平等和开放

的,双方是以增进理解和达成共识双向度的交往,注
重主体间性。哈贝马斯基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于两种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

划分分别提出了两种交往行为———工具行为和交往

行为,交往行为者通过主体间性而达成一致的“理
解”,在生活世界背景知识的交融中构成了以交往理

性为基础的“交往共识”[9]。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

论是以先验的生活世界为基础(开始)、以经验的普

遍语用学要求为工具(过程)、以超验的商谈伦理原

则为准则(结果)在交往行动中所展开的,是以在主

体间达成理解和共识为目标的理论。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是描述、传导、输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

容,促进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之间的意义系统,是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实效的指向终端,其功能的有

效实现,依赖于话语主体(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之间

可通约的达成。而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

新的主体关涉研究生思政课教师及研究生,其核心

要旨就是要增大研究生思政课教师及研究生交往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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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系统间的重叠面,扩大双方的共识域,实现双方可

通约的达成,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
因此,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引入本研究具有

很大的适切性,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视域审

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可以为新时代研究

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资质。
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通过生活世界

再生产、普遍语用学要求和商谈伦理原则三个层面,
将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的着力点置于

生活世界环境即教师话语背景(以下简称为“话语语

境”)、有效表达要求即话语呈现方式的满足(以下简

称为“话语方式”)、话语内容中伦理道德原则的遵循

(以下简称为“话语内容”)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如下

假设:
一是话语语境有助于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

新,思政课话语语境是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创设的言

说氛围与环境,指向主体间生活世界的话语语境是

基于价值理性进行交往的开端,更有利于思政课话

语内容与精神内核的表达以及话语体系的构建。基

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话语语境对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存

在显著正相关。
二是话语方式有助于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

新,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出的普遍语用学要

求———话语的正确性、真实性、真诚性和可领会性为

有效话语的表达方式提供了原则标准,本研究也将

研究生思政课话语表达的有效性界定为以上四个方

面并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话语方式对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存

在显著正相关。
三是话语内容有助于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

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伦理道德原则是思政课教

师传播思政话语内容时应遵守的基本原则。结合本

研究的理论基础,将思政话语的伦理道德原则界定

于伦理和道德两个方面。从伦理角度看,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的伦理原则主要体现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遵守;从道德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道

德原则主要体现于对立德树人的初心和使命的坚

守。基于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原则的思政课话语内容

表达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完成立德树人以及传递

正向稳定价值观的使命。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

假设:
H3:话语内容对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存

在显著正相关。
四是话语语境、话语方式与话语内容彼此显著

相关,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需通过话

语语境、话语方式、话语内容来实现,但此三者之间

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关联的。话语语境是开端,
划定了话语创新的场域;话语方式是过程,提供了有

效话语创新的标准;话语内容是最终趋向,描述了新

时代研究生思政课话语创新的价值取向,因此话语

语境、话语方式与话语内容都具有关联性并基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
H4:话语语境与话语方式显著相关。
H5:话语方式与话语内容显著相关。
H6:话语语境与话语内容显著相关。
五是话语语境、话语方式与话语内容三者间存

在中介效应,语境创设为话语表达方式与表达内容

提供了前提与开端,有效的话语表达方式是话语语

境创设和核心内容传播的方式方法,话语内容所代

表的核心价值观是话语语境与话语方式的最终趋

向。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从生活世界

的语境出发,以有效话语表达为准则,最终以强化话

语发出者与接收者内心的道德伦理原则为结果,以
期提高研究生思政课效率与水平,实现主体间真正

的交往行为,增强教师话语创新的效果。基于此路

径,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7:话语语境、话语方式、话语内容与创新效果

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
综上,本研究着力探究话语语境、话语方式与话

语内容对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效果的

影响,同时研究话语语境与话语方式、话语语境与话

语内容、话语方式与话语内容的关系以及它们与研

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体系创新效果的链式中介效

应。基于此,本研究初步构建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

教师话语创新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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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与检验

1.问卷设计。本研究根据理论基础并结合研究

假设,对相关文献进行层层梳理,并根据前期已有调

查的实际情况,经过多轮试测后的删减与修改,最终

开发出了《新时代高校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

调查问卷》。此问卷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

信息统计,包括人口学基本信息,研究生思政课教师

话语在语境、方式、内容三个方面创新的基本现状及

作为因变量的整体创新效果的调查。第二部分是对

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从话语语境、话语方式、
话语内容三个一级维度展开的调查。该部分采用李

克特五级量表,分别包含话语语境、话语方式与话语

内容三个维度,共有50个题项。
关于话语语境维度,哈贝马斯强调交往合理性

的实现与作为主体间由社会、文化和个性共同构成

的生活世界紧密联系,“交往者不可能走出其生活世

界境域,他们本身作为诠释者凭借言语行为属于生

活世界[10]。”并基于此分设社会、文化、个性、生活四

个二级维度,有20个题项;关于话语方式维度,哈贝

马斯认为判断一个交往或言说行为是否有效须要有

事先满足有效性的判断工具,因此他提出了真诚性、
真实性、正当性和可领会性这四个普遍语用学要求,
并基于此分设正当、真实、真诚、可领会四个二级维

度,有20个题项;关于话语内容维度,哈贝马斯认为

应建立一种商谈伦理原则以规范交往或言说行为,
改善道德标准以及伦理的混乱或缺失现象,并基于

此分设伦理、道德两个二级维度,有10个题项。
2.预调研与问卷检验。目前,思政课是高校研

究生的公共必修课,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为各高

校研究生。为初步检验问卷的有效性,本研究进行

了预调研。预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350份,回收有

效问卷325份。其中,男生占23.1%,女生占

76.9%。利用SPSS26.0软件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

析,初次可靠性统计分析KMO值为0.975,变量的

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p 值小于0.01,表明数据之

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且存在因子结构,适合做因子

分析。(见表1)运用主成分提取法,提取到3个因

子,得到3个变量50个题项总体累计方差解释率达

到79.18%,说明各个题项间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
子结构符合预期,适宜继续开展研究。(见表2)

表1 KMO和Bartlett检验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0.975

Bartlett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24881.751

自由度 1225

显著性 0.000

表2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累计%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累计%

1 33.803 67.605 67.605 33.803 67.605 67.605

2 3.157 6.314 73.919 3.157 6.314 73.919

3 1.101 2.203 76.122 1.101 2.203 76.122

  (二)测量与分析

1.样本选取与正式调查。本研究正式调查中选

取全国部分高校硕士一年级与博士一年级的研究生

为主要调查对象,数据收集采用线上发放问卷的方

式,收集问卷812份,剔除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

卷748份。其中,男生问卷占比22.9%,女生问卷

占比77.1%。
2.描述性统计。本研究采用李克特式五级量表

法对变量进行测度,话语语境、话语方式和话语内容

三个变量最大值为5,最小值为1。在话语语境四个

二级维度的均值中,最高的是文化,达到4.031,最
低的是个性,其均值为3.806,四个二级维度的标准

差为0.660~0.791。在话语方式四个二级维度的

均值中,最高的是正当,其均值达到4.131,最低的

是真诚,其均值为4.038,四个二级维度的标准差为

0.639~0.684。在话语内容两个二级维度的均值中,
较高的是道德,其均值为4.262,较低的是伦理,其均

值为4.250,两个二级维度的标准差为0.640~0.645。
以上三个因子所有维度的偏度、峰度均在正负1之

间,数据总体呈对称分布,标准差结果显示数据离散

分布稳定。综合来看,变量均值远大于标准差,偏度

接近于0,数值总体呈正态分布,适合做进一步的分

析。(见表3)
3.信度分析。对正式调查最终选取的748份有

效问卷进行信度分析。本研究采用社会学研究中常

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Alpha系数)与组

合信度(CompositeReliability,CR)两个指标进行信

度分析。本研究将最终得到的748份有效样本数据

导入SPSS26.0软件进行信度分析,结果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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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描述性统计(N=748)

变量 检测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话语语境

社会 3.919 0.692 -0.217 0.124
文化 4.031 0.660 -0.197-0.265
个性 3.806 0.791 -0.207-0.376
生活 3.902 0.771 -0.291-0.304

话语方式

正当 4.131 0.650 -0.333-0.161
真实 4.105 0.639 -0.180-0.436
真诚 4.038 0.684 -0.210-0.471

可领会 4.060 0.668 -0.250-0.269

话语内容
伦理 4.250 0.645 -0.470-0.213
道德 4.262 0.640 -0.422-0.405

表4 内部一致性系数与组合信度

变量 Cronbach’sAlpha CR
话语语境 0.958 0.979
话语方式 0.961 0.980
话语内容 0.971 0.982

  表4显示,问卷中的各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系数均远大于0.7,CR 值(McDonald’s
omega系数)远高于0.6,可以判断问卷的可信度良

好,证明题项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4.效度分析。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

(EFA)对问卷的效度进行分析。在开展因子分析

前,采用KMO和Bartlett球型检验值对问卷样本

数据进行分析以判断问卷数据是否适用于因子分

析,结果见表5。
表5 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

调查问卷KMO和Bartlett检验

KMO和Bartlett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 0.986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24881.751
自由度 1225

显著性(p值) 0.000

  利用SPSS26.0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后发现,
KMO为0.986,较测试阶段有显著优化,且通过

Bartlett球形度检验(p=0.000<0.05),研究数据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本研究一共提取出3个因子,
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76.10%,且各题项因子载

荷均在0.5以上,这证明各个题项均具有较强的解

释力,在解释原变量的信息方面比较理想。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

验问卷的聚敛效度(AVE)以及区别效度等。平均

方差抽取量(AVE)是计算潜变量对测量变量解释

能力的平均值,AVE值越高则表示维度具有较高的

收敛效度,AVE被用作聚敛效度的指标,一般认为

其值应该大于0.50[11]。问卷建构效度的另一个指
征是区别效度,如果任一公因子AVE的平方根大
于该因子与其他因子的相关,则量表的区别效度得
以建立[12]。其中,计量经济学要求因子载荷为正值
并且理想上要求大于0.6,测量模型中变量的SMC
(R2)大于0.4。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6。

表6 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影响

因素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

维度 指标
标准化因子

载荷(Std)

多元相

关平方

(SMC/R2)

聚敛效度

(AVE)

话语语境

社会 0.917*** 0.841 0.721
文化 0.900*** 0.810 0.794
个性 0.936*** 0.877 0.654
生活 0.944*** 0.891 0.765

话语方式

正当 0.908*** 0.824 0.671
真实 0.946*** 0.895 0.634
真诚 0.935*** 0.875 0.743

可领会 0.924*** 0.854 0.740

话语内容
伦理 0.984*** 0.960 0.614
道德 0.958*** 0.918 0.659

  注:***p<0.00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测量模型中各指标

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6且显著,多元相关
平方值均大于0.4,聚敛效度(AVE)均大于0.5,所
有指标均优于计量经济学建议值。因此,根据以上
信效度检验结果,可以认为模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能够支持后续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

四、研究结果

(一)理论模型检验
为验证研究假设,本研究根据构建的新时代研

究生思政课话语创新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运用

Mplus8.3软件编写程序并绘制初始的结构方程模
型路径图(见图2),构建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
关系,以及各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研究将数据导入 Mplus8.3软件,针对初始

假设的影响因素结构模型进行拟合,估计模型参数。
数据结果显示,大部分拟合指数符合评价标准,但模

型拟合程度还有待提升。因此,本研究根据软件提

供的M.I(模型修正指数)对模型进行修正,基于本

研究的理论基础,在同一公因子内,如话语语境维度

增加个性与生活(e3,e4)残差项之间的共变关系;话
语方式维度增加可领会与真实(e8,e6)、真诚与正当

(e7,e5)之间的共变关系。修正后的新时代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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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如图2
所示。模型拟合结果及对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如

下:CMIN/DF(卡方自由度比)为3.569,CFI为

0.985、TLI为0.975,均远大于0.9表示比较模型

拟合度优良,SRMR值为0.019,远小于0.1表示模

型的绝对拟合度优良,RMSEA值为0.049,小于

0.05表示模型拟合良好[13]。以上模型检验结果均

符合参考标准,模型拟合情况良好且不拒绝原假设,
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路径分析和假设检验。

图2 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

创新影响因素二阶结构模型

本研究将数据导入 Mplus8.3软件,针对初始

假设的中介效应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估计模型

参数。经过多次建模与竞争性模型筛选,结果得出

话语语境以话语方式与话语内容为中介对研究生思

政课教师话语体系创新效果产生影响,建立话语方

式和话语内容在话语语境与创新效果之间的链式中

介效应模型(见图3)。修正后的中介效应结构方程

模型如图3所示。模型拟合结果如下:CMIN/
DFCFI为4.651,CFI为0.979、TLI为0.964,均远

大于0.9,表示比较模型拟合度优良,SRMR值为

0.022,远小于0.1,表示模型绝对拟合度优良,
RMSEA值为0.049,小于0.05,表示模型拟合较为

优秀,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路径分析。

图3 链式中介效应结构方程模型

注:*p<0.05,**p<0.01,***p<0.001;数据均为标准化路径系数。

(二)假设验证

从影响因素模型标准化假设检验结果表可知

(见表7),所有变量的路径系数均为正数。在话语

语境对创新效果的影响路径上,路径系数为0.543,
且在0.00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01),
说明话语语境能够直接影响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效

果,假设H1成立。话语方式对创新效果影响的路

径系数为0.489,且在0.003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p<0.003),说明话语方式能够直接影响思

政课教师话语创新效果,假设H2成立。话语内容

对创新效果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534,且在0.001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01),说明话语

方式能够直接影响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效果,假设

H3成立。在话语语境与话语方式之间的关系上,
路径系数达到0.941,且在0.001的水平上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p<0.001),说明话语语境与话语方式

之间存在显著双向正关系,故假设H4成立。在话语

方式与话语内容之间的关系上,路径系数达到0.889,
且在0.00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01),
说明话语方式与话语内容之间存在显著双向正关

系,故假设H5成立。在话语语境与话语内容之间

的关系上,路径系数达到0.756,且在0.001的水平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01),说明话语语境与

话语内容之间存在显著双向正关系,故假设H6成

立。以上实证结果显示,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教师

话语的话语语境、有效表达要求的满足与伦理道德

原则的遵循是影响话语创新效果的显著重要因素,
且话语语境、话语方式与话语内容两两之间都有正

向相关关系。
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法测算模型中存在的中

介效应,进一步验证话语方式与话语内容在话语语

境对话语创新效果路径中的中介效果,从中介效应

模型标准化假设检验结果表可知(见表8),潜变量

之间的路径系数均为正数。利用Bootstrap法进行

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选择5000[14]。在95%的置

信区间下,百分位数的置信区间话语语境对创新效

果的直接效应置信区间不包含0,直接效应(c)标准

化估计值为0.355且极其显著,说明直接效应存在,
其他中介效应路径系数的置信区间估计均不包含

0,表示链式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1(a*b)标准

化估计值为0.601且极其显著,间接效应2(a*b)
标准化估计值为0.568且极其显著,即链式中介效

应存在,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显著,这是一个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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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作用。间接效应1(a*b)在总效应中占比为0.
601/0.956=62.9%,即话语语境作用于创新效果的

效应有62.9%是通过话语方式起的作用,间接效应

2(a*b)在总效应中占比为0.568/0.923=61.5%,
即话语语境作用于创新效果的效应有61.5%是通

过话语内容起的作用。综上,假设H7成立。
表7 影响因素模型标准化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Estimate S.E. Est./S.E. p 检验结果

创新效果←话语语境 0.543 0.055 9.900 0.000 通过

创新效果←话语方式 0.489 0.082 3.111 0.002 通过

创新效果←话语内容 0.534 0.036 6.543 0.000 通过

话语语境↔话语方式 0.941 0.007 133.065 0.000 通过

话语方式↔话语内容 0.889 0.010 92.406 0.000 通过

话语语境↔话语内容 0.756 0.017 43.306 0.000 通过

表8 中介效应模型标准化假设检验结果

路径 标准化估计值 标准误
Bootstrap法95%置信区间

最小值 最大值

总效应:话语语境→话语方式→创新效果 0.956
*** 0.011 0.921 0.990

间接效应1:话语语境→话语方式→创新效果 0.601
*** 0.017 0.364 0.875

直接效应:话语语境→创新效果 0.355
*** 0.021 0.173 0.560

总效应:话语语境→话语内容→创新效果 0.923
*** 0.013 0.895 0.955

间接效应2:话语语境→话语内容→创新效果 0.568
*** 0.023 0.389 0.765

直接效应:话语语境→创新效果 0.355
*** 0.035 0.145 0.512

  注:*p<0.05,**p<0.01,***p<0.001;数据均为标准化路径系数。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的话语语

境对其创新效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路径系数大

于话语方式和话语内容。这表明思政课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合理创设联系社会、蕴含文化、贴近生活和尊

重学生个性的语境是教师话语体系创新的基础和必

要条件。良好的话语语境可以有效地帮助教师将世

界展现给学生,从而实现主体间实质性的交往,摆脱

工具性的课堂生活与话语体系,提升思政课的效率

与水平。
第二,话语方式对教师话语创新效果的提升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

新要增强教师与学生之间话语交往的亲和力,从而

提高思政课教师话语的有效性,这就离不开话语有

效表达方式要求的满足。基于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

要求———真实性、真诚性、正当性和可领会性———的

话语表达是提高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效果的重要

动力。
第三,话语内容对教师话语创新效果的提升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了达成交往的共识,我们还要

规范交往行动,根据话语内容的核心价值观,建立交

往的伦理原则,即在普遍话语表达有效的要求之上

遵循伦理与道德的基本原则。新时代高校研究生思

政课教师话语创新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
培养新时代国家和社会建设所需的道德人为目的,
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与伦理原则。

第四,话语语境、话语方式和话语内容两两之间

存在正向的双向影响。具体来看,话语语境是话语

方式和话语内容的前提和开端,为话语的有效表达

和话语内容提供场域;话语方式也是合理创设满足

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主观生活语境的标准体现;话
语内容则是话语语境和话语方式的最终趋向,增强

思政课话语的语境氛围营造与有效话语的表达都是

为了强化思政话语接受者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树
立主体间基于交往理性的伦理原则。

第五,话语语境通过话语方式与话语内容为中

介对研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体系创新效果产生影

响。这表明基于此路径开展的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

教师话语创新要充分重视有效话语表达要求的满

足,应发挥话语真实、真诚、正当和可领会的标杆作

用,在合适的语境,通过有效的交往与言说,强化主

体间伦理道德原则的遵循,以达到研究生思政课教

师话语体系有效创新的结果。
(二)提升建议

根据上述实证研究结论,本研究针对新时代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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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思政课教师话语创新提出以下建议:
1.拓展教学形式,创设适切话语语境。目前,研

究生思政课教学多采用讲授法,枯燥乏味的话语辞

藻堆砌,单一的传输-接受式语境固化了思政课教师

话语,学生通过教师灌输的方式获得知识,这对于研

究生思政课教学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降低了

教师话语的表达与创新效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

创设多种语境,拓展多种教学形式,如采用故事会、
参观纪念馆、创意类知识竞赛与文化产品设计制作

等教学方法,创设贴近社会、文化与学生个性生活的

语境,将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变为基于价值理性的,以
达成共识传递核心价值观为目的的师生交往行为。
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改善了原有思政课教师

固有的话语框架,由课件在说话变成了教师在说话,
继而带动教师与学生共同言说的交往互动,形成经

验的交流与思想的碰撞。
2.构建话语体系,规范话语表达方式。构建独

立且稳定的思政课话语体系是传导、输送和转换思

想政治教育内容或信息的重要前提,面对当今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西方社会思潮,共和国思政课

教师应更加重视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立足自身从而

面向世界。构建话语体系要满足有效表达的要求,
要构建真实性的话语体系,即言说的内容是客观存

在的,是将客观世界中现存事态如其所是地描述出

来;要构建正确性的话语体系,即话语表达方式要从

规范的立场出发,共和国教师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以此为根本立场进行言说;要构建真诚性的话语

体系,即教师在言说过程中要充满真诚的情感与意

愿,旨在情感与精神的传递表达,以真诚生动的色彩

诠释话语内容;要构建可领会性的话语体系,即言说

者所言说的必须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达成话语言说

者与接收者相互领会。以规范化、系统化、体系化的

话语表达方式为媒介进行思政课内容的传递或转

换,通过真实、正确、真诚与可领会的话语方式,融合

日常生活场域中的元素与价值,引导学生从价值理

性角度出发,正确看待问题,积极面对生活,达成教

师与学生主体间性的交往,提升思政课教师话语创

新效果。
3.扎根核心原则,恪守话语内容价值。无论思

政课教师创设何种语境,构建何种话语体系,都必须

立足于特定的伦理道德原则,传播正向积极的话语

内容,即共和国教师要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伦理道德原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基

点吐故纳新、兼容并蓄,丰富思政课教师话语的内

涵,强化学生内心的伦理道德准则。思政课教师在

进行话语创新的同时,可以回顾历史、关注时政,在
遵循话语内容价值的基础上丰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范畴,融汇多种文化的有益成果,将大千世界

带到学生面前。
4.重视话语整体,合理利用中介影响。话语语

境、内容与方式三者同属话语整体,话语整体是它们

三者的有机统一而不是单纯的叠加与堆砌,思政课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重视话语语境、内容与方

式各自的作用,还要厘清它们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
从而发挥话语整体在教师与学生之间重要的沟通桥

梁作用。不仅如此,话语内容与方式作为部分也影

响着整体,话语语境通过此中介对话语创新效果产

生正向影响,因此,教师在创设话语语境的过程中,
应考量到是否能够满足有效话语表达方式的要求以

及是否遵循话语内容的内在价值这两个方面,从而

实现话语整体的有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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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InfluenceofDiscourseContext,Contents,andMethodonDiscourse
InnovationofPostgradua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ers:

BasedonaChainMultipleMediationModelTest

XIONGHuajun,YANGYiming
(SchoolofEducationalScience,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Lanzhou730070,China)

Abstract:BasedonHabermas’communicativebehaviortheory,thispaperexploresthediscourseinnovationofideologicaland
politicalteachersforpostgraduatesinthenewera.UsingtheStructuralEquation Model(SEM)andstartingfroma
questionnaire,thisstudyexplorestheinflluenceofdiscoursecontext,discoursecontent,anddiscoursemodedescribedin
Habermas’communicativebehaviortheoryontheteachers’discoursesysteminnovation.Theoutcomesindicatethatallthe
threefactorshaveapositiveimpactonthediscourseinnovation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urseteachersforpostgraduates,
andallthethreehaveabidirectionalpositiveimpact,withthediscoursecontentanddiscoursestyleplayingachainmediating
rolebetweendiscoursecontextandinnovationeffect.Basedonthestudy,thispaperproposessomespecificsuggestionsforthe
promotionofdiscourseinnovation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urseteachersforpostgraduatesinthenewerafromfour
aspects:expandingteachingforms,constructingdiscoursesystems,“takingroot”incoreprinciples,andcherishingdiscourse
asawhole.
Keywords:structuralequationmodel;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orycourses;teachers’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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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DoesStudyMean:AResearchonInfluencingFactorsandPathsofthe

SocializationofDoctoralStudents’AcademicProfession

ZHANGXiaojiea,YANGChengyueb

(a.PartyCommitteePostgraduateAffairsDepartment;b.DepartmentofSociology,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58,China)

Abstract:Onlybyexploringwhatstudymeanstodoctoralstudentscanweclarifywhateducationmeans.Tounderstandthe
influencingfactorsanddrivingmechanismsofdoctoralstudents’socializationofacademicprofessionswillfacilitatetransitionof
moredoctoralstudentsfromtheroleofastudenttothatofaqualifiedscholar.Basedonthemodelofdoctoralstudents’
socializationofacademicprofession,thisstudyemploysmultiplelinearregressionmodelandstructuralequationmodelto
empiricallyexaminethedatafromthesurveyon1,414academicdoctoralstudentsinChina.Theresearchfindingsrevealthat
threedimensionsofsupportfromsupervisors,peers,andinstitutionshavesignificantlypositiveinfluenceontheacademic
socializationprocessofdoctoralstudents.Accordingtothemediationanalysis,theacademicinnovationcapacityandthecareer
planningawarenesspartiallymediate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three-dimensionalsupportandtheacademicsocializationof
doctoralstudents.Theintermediationservesasanimportantwaytofostertheaspirationofdoctoralstudentstopursuean
academiccareer.Tobetterfacilitatethedoctoralstudents’socializationofacademicprofession,thisstudyputsforwardthe
followingsuggestions:promotesupervisors’multi-levelsupporttodoctoralstudentsandfurtherboosttheconsciousnessof
moralcultivationthroughthesupervisors’evaluationsystemreform;createagoodacademicandculturalatmosphereon
campusbasedontheoptimizationoftheschoolsupportservicesystem,andbuildamulti-partycollaborativeeducation
mechanismtoconstantlyimprovedoctoralstudents’academicinnovationabilityandcareerplanningawareness.
Keywords:doctoraleducation;socializationofacademicprofessions;three-dimensionsupport;structuralequatio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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