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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成立以来，一直呈现出一

种研究态势，即学科细分与交叉研究互动趋势日

益明显。所谓细分研究，是指在坚守本学科根本

属性的基础之上，通过深入地细分研究推动本学

科整体发展，并在其基础上，随着对学科整体研究

的深入，又催生出新的细分研究，进而呈现新的分

支学科与理论的过程。所谓交叉研究，是指立足

于本学科立场和根本属性及学科边界，借鉴其他

相近学科的有关范畴、概念以及研究方法来深化

本学科研究，丰富本学科的内容、体系以及研究范

式。学科细分研究和交叉研究的互动与统一性是

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普遍规

律性现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细分与交叉研究，

主要是指学者们依据自身的学科背景和学术造诣，

将自身所擅长的学科理论与方法移植、杂糅于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之中，用以阐释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理论，在整体上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

展的基础上产生新的学科形态。同时，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从成立到今天，其学科的综合性特点使

得交叉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理论热点。学

界通过借鉴和吸收法学、哲学、政治学以及教育学、

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在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发展尚不到 40年的时间里，学科细分研

究与交叉研究并行不悖地发展，学科细分与交叉研

究的互动不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简单化、平

面化、静态化、单向化的理论移植和借鉴逐渐向综

合化、立体化、动态化、整体化的方向发展，同时，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从筹备到创立、形成、发展的过程，

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细分与

交叉研究的统一性

张 夏

【摘 要】学科细分与交叉研究是一种被广泛运用的前沿研究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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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新的理论形态。学科细分与交叉研究的统一性，使得两种研究互动互促，进而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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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发展，共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形成内容完备、结构合理、动态开放、与时俱进的学科理论体系。

【关 键 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细分研究；交叉研究；学科本位

【作者简介】张夏，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思想教育研究》（京）,2020.7.51～55

【学科建设】

··79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思想政治教育 2020.11

也是细分研究与交叉研究互动、彼此相互作用，不

断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过程。当然，对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进行细分与交叉研究，毫无疑问既

要避免在细分研究中沉浸在自己熟悉的学科自说

自话、各敲各的锣鼓、各唱各的声调，也要规避在学

科交叉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对学科本体发展的桎

梏。因而，要辩证处理好细分研究与交叉研究两者

之间的关系，做到两者有机统一，相互推进，这其中

最为根本的是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立场，坚守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位意识。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细分研究推进交叉研究

统一于学科理论的自我超越

学科细分与交叉研究方法是被广泛运用的一种

前沿研究方法，运用该研究方法的目的是促进学科

研究的深化与学科间的交叉整合，进而更深入地从

专业深度和学科整合上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

提炼学科理论，完善学科理论体系。而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的发展历程，内蕴着学科细分与交叉的历史

积淀和互动特性，这种细分与交叉研究的统一性使

得一切有益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理论知识都

能得到合理利用，从而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

究空间。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属性耦合了学科发

展的趋势

恩格斯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

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

体”[1]298。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是一个不断深化完

善的过程，是集小流成大河、集小成果为大成果的过

程，即聚集一定量的细分研究成果而汇成整体成果

的过程，是基于某一学科背景的细分研究而到交叉

研究再到整体综合研究的过程。1984年 4月 13日，

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的意见》，这一文件的颁发标志着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的正式创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创立开始

就呈现出鲜明的交叉学科特性，有学者直接认为其

是一门交叉学科，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借鉴了伦

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

的有益成分，经过综合提升后整合性较强的一门交

叉学科。”[2]序言这恰恰耦合了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

20世纪初，欧美许多国家在教育书籍刊物中相继出

现了“多学科 (multidisciplinary)”“超学科 (transdisci⁃
plinary)”等说法预测未来学科走向。钱学森在20世
纪80年代指出：“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将是交叉学科

的时代。”[3]在学科创建初期，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

门新兴的交叉性学科，学者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研究时，解决学科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复杂问

题，必须具有交叉学科视野，科学合理地采用跨学科

的研究方法，即“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从研究内容到

研究方法、研究思维的新发展、新成果，根据本学科

学术发展的需要，及时转化和消化到本学科领域，为

本学科的学术发展提供新的知识积累、新的方法论

借鉴和新的思维启发”[4]。当然，这种交叉研究要建

立在本学科内部长期积累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否

则就成了无源之水。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建期细分研究内蕴着

历史积淀和客观必然

马克思认为，“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

人物和剧作者”[5]608，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

有相应的专家学者群体作为依靠，这是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基本条件之一。在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创建期，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专业人才缺乏，于是便从其他相关学科中

调转一批学者充实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队伍

中来。这些学者在各自的学科领域耕耘已久，有较

高的学术造诣，他们根据分工要求和学科建设任

务，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倾心尽力，贡献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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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既分别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研究，又期望能较

全面地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本理论架构提供

学理支撑，这不可避免地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

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明显细分研究的特征。可以说，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创建初期到底要呈现一种什

么样的理论形态，当时并不是十分明了。学者们依

据自身所擅长的其他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实

践，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形成一股合力，奋力推进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发展到今天之所以成就蔚然，“它是我们几代人花

费心血、辛苦耕耘来的，它是我们进一步前行的导

向”[6]188。概而言之，在 20世纪 80年代初期，一批来

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成为创建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理论的主要力量。他们往往从自身熟悉的

学科视角出发，有针对性地对问题进行研究，借鉴

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

的理论体系、概念、观点等，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学

科的融合发展。正如有学者所言：“现代科学的发

展要求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只有不同流派充分

发展，通过比较鉴别，实践检验，才能实现取长补

短、相互融合。”[7]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细分研

究成果不断生成、深化的过程，也是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以交叉研究的方式不断深入地系统地研究的

过程。随着两种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越来越迫

切地认识到，探究如何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如果

仅仅局限于某一学科或某几个学科的视角，对思想

政治教育学科的把握就难以从整体上进行考量，致

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全貌容易被一些碎片化现

象所遮蔽，研究成果往往呈现明显的单一学科特

征，研究结论可能会以偏概全。因此，倘若不能从

交叉学科的视野拓展思维空间，多维度审视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就难以再向

前进一步。也许从某一学科的视野出发，一时会得

出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但极有可能隐藏着暂

时没有被体察到的而将来会显露出来不尽合理甚

至错误的认知。这需要学者们在面对一个个鲜活、

具体、复杂的问题时突破单一学科视野的局限和对

学科认知的制约性，以交叉学科的知识储备为推进

学科研究作支撑。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细分研究成果滋养了学

科交叉研究的发展

尽管在学科创建初期，人才队伍学科结构的多

样性以及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认知还需要一个深

化的过程，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细分研究的特征

十分明显，但是，如果从纵向发展的视角来审视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这些细分研究成果，就会发现，学

者们将所进行的细分研究中大量新现象的发现、新

概念的提出、新规律的揭示，以扩散和渗透的方式

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相融合，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学

科的基本理论逐渐明晰，架构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的主要理论和基本框架，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理论的精致化程度及其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契合度，

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价值共识和共同的学

术话语体系，提升了学科特色，呈现出一批高质量

的研究成果。这对于进一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

科的发展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至少给我们

以启迪，“人们已经在这个世界中构造了一种理论

构架，它也许不那么好，但多少还起作用；这种理论

构架为我们服务，作为一种网络、一种坐标系，我们

可以参考它来看待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复杂

事物。”[8]165同时，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内

生动力和内视角，这种来自不同学科的外视角所进

行的研究，天然地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具有

开放性、包容性、共生性、互鉴性，达到了一种兼收

并蓄的滋养自身发展的境界，使得对于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的研究愈益深化，进而从更新、更广阔的视

角，通过细分研究和交叉研究的扩展与深化，以更

多维的学术视野整体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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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其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大致而言，主要集中在

以下 4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对

象、学科领域、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基本规律以及

学科理论体系框架等，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主要方

面，经过深入研究、归纳、提炼都是明确的，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二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形态最

主要的标志——论、史、原理、方法论，以及这一学

科的某些重要领域，如政治观、人生观、社会思潮、

比较研究等，都取得了经得起检验的成果；三是这

一学科的建设已在向着纵深发展，在许多重要的研

究方向和重大课题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已经出版

一大批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和专著；四是已经形

成本学科一支可观的学术队伍。”[9]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细分与交叉研究的互动

统一于学科发展的理性跨越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令人瞩

目的成就，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不能否定的是得益

于具备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对学科进行细分研

究和交叉研究中所作出的有益探索与贡献。在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细分研究和交叉

研究相互缠绕、彼此交叉、共生相融，变得浑然一

体。正如苏联学者 В.Г.阿法纳西耶夫所言：“整体

及各部分不能分离，整体离开了它本身的各部分

什么也不是，同样部分离开了它属于的整体也就

不再是部分。”[10]82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细分与交叉研究共生共融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虽然得益于细分研究的

深化，但不可能仅仅依赖于某一细分研究的成果，尽

管各种细分研究各有所长，时有所用，但毕竟是“不

该(赅)不偏(遍)”，仅“得一察焉”，然“一察”之得，显然

不足以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之“全道”，因而需要不

同细分研究成果的互斥互补、交融碰撞、交叉融合在

学科细分的过程中。事实上，细分学科的理论架构

一方面既要彰显其学科独特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

到这种独特性的“创造”意图仅仅依靠其自身这一单

一学科是不可能完成的。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在创建期，由于客观原因，人们更多地是基于各

自学科视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但是经过

近40年的发展，人们囿于单一学科上的认识已趋近

“极限”，只有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从整体的

角度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才能真正揭示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的本质与规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科

学是内在的整体，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

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

性。”[11]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当代科学知识生产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细分，同时，也应看到当代科学知识

生产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整合。这就意味着要多学

科交汇，从不同层次、结构、过程、功能等角度开展系

统的交叉研究，更全面地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

设规律。事实上，人们对于当代科学的发展提出的

各种挑战问题，更多地是求助于多学科在科学前沿

的交叉研究。比如对于新冠肺炎病毒疫苗的研究，

涉及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免疫学、病毒学、肿瘤生物

学、传染病学、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公共健康

学与临床医学等，从中可以看出，当代科学的发展呈

现出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高度综合以及系统

化、整体化的明显趋势，通过学科交叉研究推动学科

发展，是当代科学发展的时代特征。学科之间相互

交叉，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越来越凸

显。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细分研究的最

新成就和最高水平的创造性交叉与融合，体现了当

代科学的特征。这种交叉与融合将使学者们以更宏

阔的视野进行多维度研究，针对问题进行全面、科

学、立体的多维阐释，进而促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

设实现整体突破与发展，同时又推动细分研究的进

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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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促进细分研究

深化

学科细分研究与交叉研究互动，是科学研究的

一个规律性现象。“学科交叉是学术思想的交融，实

质上，是交叉思维方式的综合、系统辩证思维的体

现。”[12]同时，从科学发展的演进历史来看，当代科学

知识生产在交叉与综合发展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细分，因而学科在交叉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

这不仅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必然现象，

而且也是学科对解决复杂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观

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交叉与融合中同样也进一

步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细分。就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而言，是指随着对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日

益细分与专门化，从而产生了新的理论形态。这个

细分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而是对学科之间不断交

叉互融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这种细分研

究不是去肢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整体性，而是通过

合规律性的不断细分研究，拓宽学科的视野，进而扩

展、催生出新的学科理论形态。这样，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就能从更加专业化的角度和交叉融合的角度对

复杂的社会问题予以学术回应，进而指导现实实

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交叉融合中催生出许多新

的研究成果、新的学科，并衍生出新的知识体系和一

批思想政治教育交叉学科，如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

想政治教育传播学等。这些分支学科都是在学科交

叉、综合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恰如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指出的：“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

了埃及的天文学。”[13]562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细分与交叉互动研究要

坚守学科立场

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得以架构，其理

论形态必然会与其他学科有所区别，这就要求学者

要自觉尊重这一学科的学科规制和学科理据。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自 1984年成立到今天，已经形成

了自己独特、稳定和具体的研究对象，形成了自己

的学术传统。从学科细分和交叉研究两个方面而

言：一方面，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知识背景，从不同视

角瞄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前沿，关注时代问题，聚

集不同的学科力量合力推进学科的整体发展；另一

方面，也要防止这种基于不同学术背景的差异性研

究导致出现自说自话的现象，这对学科的发展和建

设来讲，显然不利于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和学术传

统。也就是说，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来拓宽、深化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些研究一定要结合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的内在规定性，立足于解决当代现实社会

中发展的问题，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深化研

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熟悉的学科理路去研究。否

则，就有可能背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体和稳定

的学术传统。因此，我们要理性客观地看到，思想

政治教育学科细分与交叉研究，的确需要研究者从

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理论知识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本体开展深入研究，但是如果研究者仅仅沉浸在自

己储备的知识、方法所主要依托的其他学科之中，

将其中的理论观点进行简单迁徙、移植或者嫁接，

那么将难以构建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独特的理论

形态。因此，学科细分与交叉研究必须坚守学科的

学科特质与学科逻辑，“厘清和把住学科边界”[14]，

其研究才会进一步提升学科的独立品性和学科的

辨识度。这就要求无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

行细分研究，还是对其进行交叉研究，对其他学科

的理论、概念及方法等不能生吞活剥地吸收，要进

行深度分析，对其加以对比、审视、检验、批判，这

样，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上才会真正取得

进步。当然，我们在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稳

定的规定性与约束性的同时，也不能固步自封，画

地为牢，自扼咽喉，否则就会在研究工作中受制于

某一观点和某一学科的局限，难以解决学科发展中

··8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思想政治教育 2020.11

出现的新问题。因此，一方面，要将已有的稳定的

规定性与约束性当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一步创

新的前提条件和动力，通过深度研究进一步科学勘

定学科边界；另一方面，由于边界本身具有阈限的

模糊性、开放性等特征，其形成和发展的逻辑有一

定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在生机勃勃的社会历史发

展进程中，也要有敢于超越已有边界的理论自觉，

敢于通过细分研究与交叉研究的创新实现对事物

局限性的有意义超越，进而对现有学科的规定进行

反思和突破，力求通过不同学科交叉研究和细分研

究的互动深入，既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中获得研究

的自信，又在洞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质的基础上

累积起对现存规定否定理解的勇气，在新的意义上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理性跨越。这样，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就具备了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

内在张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也会始终

保持着时代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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