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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未来研究的重要内容。以中国知网(CNKI)等文献

数据的可视化分析为基础,发现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在价值赋能、风险挑战、应对策略等方面

已取得一定成果,并呈现思维换新、问题导向等研究特点,但仍然存在认知不够深入、可操作性不强等问

题。未来相关研究要着重厘清元宇宙及其各类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逐步探索能够有效

提升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针对性的路径,以此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助力推动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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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on
 

metaverse
 

is
 

an
 

important
 

aspect
 

for
 

future
 

research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visual
 

analysis
 

on
 

literature
 

data
 

from
 

sources
 

such
 

as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related
 

research
 

has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in
 

areas
 

such
 

as
 

value
 

empowerment,
 

risk
 

challeng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Meanwhile
 

it
 

exhibits
 

its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like
 

refresh
 

thinking
 

and
 

problem
 

orient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such
 

as
 

501



insufficient
 

depth
 

of
 

understanding
 

and
 

limited
 

practicality.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area
 

should
 

focus
 

on
 

clarifying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metaverse
 

and
 

its
 

various
 

technologi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On
 

the
 

other
 

hand
 

paths
 

that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practicality
 

and
 

specificity
 

of
 

metaverse-rela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es
 

should
 

be
 

gradually
 

explored
 

for
 

the
 

purpose
 

to
 

promote
 

the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toward
 

digital
 

intelligence,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metaverse;
 

higher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overview;
 

research
 

prospect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元宇宙”
概念引 人 关 注 并 成 为2021年 度 国 际 热 词。

2021年也因此被称为“元宇宙元年”。近年来,
学界对元宇宙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从本体

概念、特征到相关的各种具体技术,再到不同领

域衍生的各类影响、形成的具体应用等。在此

背景下,学界开始关注元宇宙对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影响。元宇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赋

能与带来的挑战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把握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元宇宙中演变的新样态,
准确找到元宇宙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衔接

点,加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从而

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整体样

态的可视化分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和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作为

参照,系统梳理国内外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研究情况。
(一)国外研究现状

第一,关于元宇宙的整体研究分析(检索时

间截至2023年9月20日)。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以“Metaverse”为关键词进

行检索(文献类型选择“Article”OR“Editorial
 

Material”OR“Dissertation
 

Thesis”
 

),共检索到

1
 

824篇文献。利用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数据库自带的结果检索分析,可得国外元宇宙

研究发文量(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在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最早研究元

宇宙的文章出现在2007年,此后几年发文的年

度分布较为均衡,说明国外有学者在持续进行

相关研究;2021年出现研究热潮且后来热度持

续上升。对筛选出的1
 

824篇文献进行分析结

果检索(检索条件设置为“研究方向”),可知“教
育”为国外元宇宙的十大研究方向①之一(如图

2所示),说明元宇宙对教育领域的影响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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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外元宇宙研究发文量

(数据来源: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结果检索分析)

第二,关于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整体

研究分析(检索时间截至2023年9月20日)。
国外虽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等概念,但是在研究元宇宙与教育的结合

方面走在前沿。在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

据库中,将“Metaverse”和“Education”设置为主

题词 进 行 检 索(文 献 类 型 选 择“Article”OR
“Editorial

 

Material”OR“Dissertation
 

Thesis”),共
检索到449篇文献。利用 Web

 

of
 

Science核心

合集数据库自带的结果检索分析,可得到国外

关于元宇宙教育的研究发文量(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在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

库中最早研究元宇宙教育的文章出现在2011
年,而从2021年开始,关于元宇宙教育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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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俱增。对筛选出来的449篇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检索(检索条件设置为“研究国家”),可知

研究元宇宙教育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中国、韩国

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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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国外元宇宙十大研究方向

(数据来源: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结果检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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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国外元宇宙教育发文量分析

(数据来源: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结果检索分析)

(二)国内研究现状

第一,关于元宇宙的整体研究分析(检索时

间截至2023年9月20日)。在中国知网数据

库中进行检索(在高级检索一栏中选择“学术期

刊”,以“主题”和“文献类型”作为检索范围,将
检索条件设置为“主题=‘元宇宙’AND

 

文献类

型=‘北大核心’AND‘CSSCI’”),共检索到

1
 

383篇文献。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自带的可

视化分析,可得到国内元宇宙研究发文量(如图

4所示)。由图4可知,国内对元宇宙的研究最

早始于2021年,并在2022年形成一波研究

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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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国内元宇宙研究发文量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数据库可视化分析)

第二,关于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整体

研究分析(检索时间截至2023年9月20日)。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选择“高级检索”中的“学
术期刊”(将检索条件设置为“篇名=‘元宇宙’

AND
 

主题=‘思想政治教育’”),共检索到49
篇文献,其中核心文献15篇。根据已有文献作

出可视化分析,可知国内学界对元宇宙思想政

治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元宇宙思想政治教

育的价值意蕴、发展路径、伦理风险、挑战与对

策等方面(如图5所示)。元宇宙研究热点形成

之后,学界开始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新发展

的可行性,这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开创性。目

前,关于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献数量虽然

不多,但是通过对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类似或

相近关键词检索获得的文献(例如,元宇宙教

育、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VR技术与思想

政治教育、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等)进行研习,
也能为后续深入研究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

参考。深入分析筛选出来的49篇文献后可知,
目前国内研究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的作者分布

(如图6所示)和机构分布(如图7所示)情况。
由图6可知,围绕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主

题发文2篇及以上的作者有石磊(西安科技大

学)、方楠(福建中医药大学)、张笑然(西安科技

大学)、倪海奔(福建农林大学)、刘亮(江西财经

大学)。由图7可知,目前研究元宇宙思想政治

教育最多的机构是江西财经大学(发文4篇);
另外,安徽师范大学发文3篇;同济大学、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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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西安科技大学、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

院、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5所高校均发文2
篇。从作者分布和机构分布情况来看,国内学

界在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还不够集

中,作者和机构之间缺乏合作,还未形成稳定高

产的核心作者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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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主题分布

(来源:中国知网数据库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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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作者分布

(来源:中国知网数据库可视化分析)

国内学界在进行研究时,并未对元宇宙思

想政治教育和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出具

体区分。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选择“高级检索”

中的“学术期刊”(检索条件设置为“篇名=‘元

宇宙’AND
 

篇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共

检索到10篇文献,这些文献的细化研究更加具

有针对性。在后续研究中,将元宇宙思想政治

教育和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出区分是很

有必要的。

总体来看,国内外对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研究虽然处于初始阶段,但是许多类似

主题的文献也能够为深入研究元宇宙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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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机构分布

(来源:中国知网数据库可视化分析)

  二、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概述

  元宇宙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应运而生,因
此它自带技术价值的双重属性,即元宇宙在带

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隐患与风险。
当前,不断发展的元宇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领域的影响不容忽视;认真剖析元宇宙带给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利”与“害”,并“趋利避害”,
探索元宇宙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对

策,构成了当前研究的重点。
(一)关于元宇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赋

能研究

当前,学界关于元宇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赋能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教育环境的改变。吴刚等认为,元

宇宙提供的教育环境更具有沉浸性,高沉浸的

教育环境可增强学生和环境的互动,使学生对

知识的理解更为深刻[1]。Papagiannidis等指

出,元宇宙所营造的虚拟教育场景没有物理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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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且可以相对自由地使用[2]。赵建超指出,元
宇宙通过对真实空间中教育环境的三维信息收

集,能够映射复刻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以

形成逼真的环境镜像,同时还可以利用动态的

三维信息来打造符合教育对象需求的思想政治

教育环境[3]。温旭具体分析了元宇宙中的 VR
技术,指出利用 VR技术可以营造出高度沉浸

的感知教育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的在场感、共情

感将得到增强[4]。

第二,对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丰富。教育

资源是有效开展教育的基础,蕴含红色文化基

因的博物馆、档案馆和烈士故居以及重大社会

事件等都可以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质资

源。Jagatheesaperumal等认为,元宇宙中的各

类资源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可以随时随地加以

运用,因此元宇宙不失为一个完成教育、培训和

技能开发任务的理想模型[5]。简圣宇指出,元
宇宙还能将各大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进行

数字化保存,并对特定经典旅游景点、非物质文

化遗产加以数字化建模[6]。翟雪松等进一步提

出,通过数字化保存的各类教育资源具有更好

的可编辑性,资源不再是单方面的、静态的知识

呈现[7]。石磊等在探讨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的

未来场域时,认为元宇宙可以营造以现实世界

为摹本的开放式场景,积极引导学生在线参与

重大政治事件,如“两会”、国庆庆典等,这将拉

近学生与重大政治事件的距离[8]。

第三,对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变革。钟正

等认为,元宇宙可以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在元

宇宙中,学生主体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学习兴

趣和需求来选择自己易于接受的学习形式和易

于理解的学习内容等[9]。Kye等认为,通过积

极利用元宇宙的特性,有可能设计出可以无限

扩展学生自由和体验的学习活动,有利于学生

进行自主学习[10]。胡辰洋等指出,元宇宙赋予

了学生主体极大自由,学生可以在其中自主选

择学习的时间、地点和形式[11]。而针对思想政

治教育教学模式的变化,方楠认为,在元宇宙环

境中,传统的“单向度”教学模式可能要消失

了[12],取代“单向度”教学模式的是一种教师引

导下的启发式教学。由此,学生能够更加积极

主动地学习、思考并解决问题。

第四,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Hwang等

认为,元宇宙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使元宇宙

世界按照创作者定义的规则运作[13]。这为元

宇宙成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良好平台奠定了

基础。刘革平等认为,通过元宇宙中的海量资

源和技术手段,学生可以感受“可见即可感知”
“可想即可尝试”等抽象思维表象化的过程[14]。

方楠认为,元宇宙能够利用其独有的各种智能

技术以形成类似创客教育的模式,推动教育对

象“在做中创”[12]。教育对象不仅能够在实践

中进行创新创造,还能将创新创造过程中的经

验和成果反过来应用到课堂教学过程中,这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五,对科学教学系统的建构。翟雪松等

认为,元宇宙可以借助数据仿真对教育管理模

式、教学改革实验等行为数据的执行效能进行

全真模拟[7]。全真模拟能够在真实的教育过程

中,帮助教育主体有效规避由于技术不成熟或

政策不完善等因素导致的教育执行风险,有利

于形成科学的教育决策。唐良虎等认为,元宇

宙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者构建客观的教学评

估体系,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进行全

时化、动态化、全景化监测和评价,精准、客观、

实时反映教育成效[15]。
(二)关于元宇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挑

战研究

学界认为元宇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挑

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元宇宙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技

术制约。Gent指出,实现元宇宙中的一切都需

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就目前的情况来

看,还没有任何工具和系统可以使元宇宙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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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空间完全落成[16]。郭全中指出,元宇宙中

的基层技术还不能完全满足教育应用的实际需

求[17]。元宇宙本身体系的不成熟以及当前技

术低延迟、低沉浸的缺陷,使得教育环境难以达

到“全身沉浸”的效果。王建颖等具体分析了元

宇宙中的各种底层技术,如区块链、人工智能、

5G、传感技术等,认为这些技术还难以为教育

领域的大规模革新提供支持[18]。

第二,元宇宙带给高校思想政治教师的挑

战。李政涛等指出,元宇宙是一个“多时代”的
时代,在叠加重合的“多时代”,技术的不断更新

变化,会使教师感到难以适应,还可能有本领恐

慌[19]。谈传生等指出,高度信息化的时代致使

教育生态环境复杂化,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已有

知识严重落后于实际需求,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时对大学生的成长特点和实际需求的现实关注

不够,若不能及时更新知识储备将面临一系列

挑战[20]。徐建等也指出,元宇宙的到来使得主

体形态、师生关系、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正产生

深刻变革,从而对教师的场景构建与应用能力、

资源创作与整合能力、实践创新能力、角色转型

与专业发展、职业道德与伦理素养五个方面提

出了更高要求[21]。

第三,元宇宙可能造成大学生精神迷失。

付茜茜认为,在元宇宙这一虚拟空间中,个体会

实现从外貌到个性特征的自由再造,在凸显感

官刺激和符号消费的“幻化”生存模式中实现

“虚拟新自我”[22],由此,大学生可能迷失原本

的“自我”。同时,随着元宇宙中个体之间建立

起稳固的亲密关系、形成“一致对外性”,学生可

能从最开始的“沉浸”元宇宙转向“沉溺”元宇

宙,反而更少接触现实世界。Park等指出,在
元宇宙中用户有多重角色,并根据群体或情况

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23]。多种表达方式的快

速切换将给学生群体带来与现实世界不协调的

混乱感,数字化身份与个体之间的矛盾更加凸

显,学生难以理性看待一些问题,可能陷入精神

迷失。

第四,元宇宙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用过

程中产生的异化风险。蒙怡馨提出元宇宙中异

化的三种表现:一是数字的异化,即个体可能失

去生命的丰富性和全面性,成为抽象的数字存

在;二是数字技术的异化,即个体可能陷入算法

被动,由此思维受限;三是数字资本的异化,即
数字资本通过掌控数字技术来控制人们的信息

接收,从而控制其思想和意识[24]。胡景谱等提

出,受到数字资本主义的影响,人在无形中容易

被数字资本逻辑所奴役,进而引发人的主体性

危机[25]。利用元宇宙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数字技术的应用必不可少。在运用数字技术的

同时,其算法黑箱、数据奴役、隐私泄露等情况

可能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一系列异化风

险。董扣艳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一般涉

及大量的个体思想、情感、行为等隐私数据[26]。

黄欣荣等进一步提出,比起元宇宙高度数字化

的教育环境,在传统的现实教育环境中,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产生的教育教学信息和数据

能够得到安全保障。因为在元宇宙世界里,一
切信息都成为数据,而且都存留在元宇宙空间

之中,一切隐私暴露的可能性与风险性将大大

增高[27]。

第五,元宇宙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魏

开宏等认为,元宇宙表征的数字文化通过现代

科技的“加持”,在自身飞速发展壮大的同时,对
一切传统文化进行排斥、侵略、压榨、围剿[28],

数字文化不断挤压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占领

数字文化的前沿领域,便能在元宇宙中拥有话

语权,霸权现象、垄断现象、博弈现象等将会以

新的形式在元宇宙中继续存在,甚至变本加厉。

西方敌对势力若借此渗透其意识形态,将会严

重威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冯刚等还指出,

元宇宙的资本增殖逻辑驱使消费主义有针对性

地刺激沉浸虚拟空间的享乐型需求,不断让“空
心化”的信息洪流侵扰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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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和认同[29]。人们若沉浸在长久的享乐之

中,习惯了需求得到及时满足的快感,便容易沦

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加无法对倡导集体主

义价值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共鸣和认同。
(三)关于元宇宙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对策研究

为了将元宇宙带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

势发挥到最大,学界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

第一,补齐元宇宙技术短板。赵星等认为,

只有解决元宇宙中的技术制约,元宇宙才能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提升效能[30]。宫长

瑞等提出,各地政府、高校、教育企业、相关部门

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齐心协力、各尽所能,共同

破除元宇宙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制

约。如,政府侧重完善能够支撑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数字化运行的基础设施设备,教育企业着

力开发能够大量投入使用并能迅速推广的教育

技术装备等。同时,各高校、各部门思想政治工

作者进行设备调试,以满足多层次、多用户需求

为方向,积极挖掘并引入符合数字化思想政治

教育需求的前沿技术[31]。

第二,培养“元宇宙+思政教育”人才。谈

传生等认为,高校应当强化教师队伍元宇宙技

术培训,定期开展关于元宇宙的相关讲座,让教

师队伍了解元宇宙的本质、主要特征、构成技术

等相关知识[32]。李海峰等指出,应当努力激发

一线教师和研究者在实践中创新元宇宙教育教

学模式和教学策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政

策引领、理论指导、重点资助以及示范推选等方

式,促进高水平的元宇宙教育模式或者策略探

究[33]。罗亮提出,可以以考核评价为牵引,激
励教师智能素养提升的主动性,将智能素养提

升纳入师资队伍年度考核和职称晋升、职务竞

聘等环节[34]。此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

加大投入元宇宙研究的力度,提升自身的技术

素养,以此破除“懂思想政治教育的人不懂技

术”的人才困境。

第三,明确技术育人的理念。元宇宙能否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顺利运用,关键在于

其是否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只有明

确技术育人的理念,才能更好地稳固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胡华提出,要在技术

运用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智能思想政治

教育的展开过程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传播

育人知识、内化育人精神、内化技术理性、展现育

人使命[35]。胡辰洋等认为,在元宇宙中进行教

育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断变化的是科技,所
有的创新和变革都是为了更好的育人效果[11]。

第四,建立数据监管问责机制。Ooi等建

议,为了增强元宇宙中的数据安全性,可以通过

安全通信、数字文档和资产的传输交换、可验证

性和可审核 性 的 机 制 实 现 可 信 的 协 作 和 交

互[36]。钟正等指出,应当在元宇宙中建立一套

可验证、可溯源的信息追踪和信任机制,并建立

与之适应的道德伦理规范[9]。兰国帅等提出,

在元宇宙中进行教育时,应提高算法透明性和

公开性,从立法、制度、规则等层面加强“算法推

荐”操作实践的透明度[37]。算法公开性和透明

性的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育者和教育

对象遵守道德规章和伦理规范的自觉性。

第五,坚持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石磊等认

为,必须完善对现有元宇宙平台的监管,建成主

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渠道,提高青年群体对

算法推荐信息的鉴别能力[8]。王寅申等进一步

提出了在元宇宙中深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三

条具体路径,即破除“信息茧房”桎梏,坚持马克

思主义“灌输论”价值意蕴,以及实现“沉浸”与
“灌输”的双向破壁[38]。

  三、深化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展望

  元宇宙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还处

于起步阶段。展望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深入开展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111

2023年第6期 谈传生,等: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综述与展望



(一)增强基础理论

目前,国内开展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相关研究时间不长,其基础理论还不够扎实,

仍需要借鉴其他相关理论来开展研究。薄弱的

基础理论会导致整个研究广泛且松散、研究重

心缺乏,甚至出现一味追逐热点的情况。如果

现有研究质量不高,那么后续元宇宙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研究也难以向纵深发展。增强基础

理论,是元宇宙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

数字化、现代化转型的需要,是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元宇宙背景下,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类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

炼都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基础理论。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要利用元宇宙来实现新发展,也需要科

学、深厚的基础理论来引领和支撑。后续研究

要着重增强基础理论,使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更加系统、更加深入。
 

(二)强化本质导向

在探究元宇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赋能之

时,学界对元宇宙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

向价值作出了积极的思考,并以此为依据分析

了赋能后的多样化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

并没有全面地分析元宇宙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

来源和基础。元宇宙之所以能够融入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关键在于技术。元宇宙中的技术种

类众多,不同的技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赋

能程度有所不同。学者们可以从具体的技术入

手,探究每一项具体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运用过程中的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剔除

无用技术的干扰,留下最实用、最有效的技术

类别。

虽然学界阐释了元宇宙带给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挑战,但是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其成因。

不同的成因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例如,伦理方

面的挑战有可能源于“数据人”出现造成的教育

主体变化、数据管理不当导致的个体隐私泄露、

对技术的盲目崇拜造成的技术成瘾等。同一种

成因也可能导致多种结果,例如,元宇宙中数字

互联得到增强,可能会让思想政治教育数据极

易被泄露,会为敌对势力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

可能,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只有强

化本质导向,找准元宇宙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带来冲击的具体成因,才能更好地“对症下药”,

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
(三)建立研究体系

元宇宙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新的研

究领域。随着元宇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影响程度的加深,学界亟需总结新环境新阶段

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解决

新时期新形式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遇到的问

题。因此,加快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提升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效果。

完善的研究体系应该能够体现研究目标、

明确研究对象与范畴、遵循一定的研究原则、采
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研究中,要将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元

宇宙背景下实现良好转型、提升教育效果作为

研究目标,研究时要有针对性,注意区分“思想

政治教育”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避免将元宇

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有影响一般化。为

此,要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原则,对元宇

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展开针对性研究。
(四)构建研究共同体

研究共同体一般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强大

的人力和资源支持,确保研究不断深化。在研

究共同体中,核心作者集群和主要研究机构都

是不可或缺的。核心作者集群往往是某项研究

中的中坚力量,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的质

量;主要研究机构可以从政策、经费等方面为研

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并且能够扩大该研究的

影响力和传播力。

由上述可视化分析的内容可知:目前,元宇

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缺乏稳定高产的作

211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8卷



者,核心作者集群尚未形成。作者之间、机构之

间以及作者和机构之间的关联性较弱,缺乏合

作关系,共同研究的成果不多。可以说,元宇宙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共同体并未构建。在

后续的研究中,应逐步构建元宇宙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共同体,以现有的高水平研究作者

为引领,逐步形成元宇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的核心作者圈。各大具有影响力的机构可以

加强合作,制定相关政策,共同开设关于元宇宙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项课题,并为研究人员

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和政策保障,从而吸引更

多的研究者,构建研究共同体。
(五)提高研究的可操作性

在探究元宇宙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
现有研究提出的路径、原则、方法等建议大多停

留在理论层面,实践操作性并不强,未能充分发

挥元宇宙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价值。
例如,有学者提出“元宇宙+思政教育”人才培

养的建议,但哪个部门牵头制定培养计划? 哪

个部门组织承担培养任务? 人才培养的效果从

何处体现又如何反馈? 又例如,有学者提出“建
立数据监管问责机制”,但哪个部门负责建立问

责机制? 问责主体有哪些? 数据监管机构的成

员如何构成? 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思考

并解答。
在元宇宙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和未考虑

周全的方面。因此,在后续的相关研究中,学者

们可以通过高校调研、学生访谈、小规模实践等

方式,提升元宇宙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

践性和有效性。

[注释]
① 国外元宇宙十大研究方向分别是Computer

 

Science(计

算机科学)、Engineering(工程)、Science
 

Technology(科

学 技 术 )、Business
 

Economics (商 业 经 济 )、

Telecommunications(远程通讯)、Education(教育)、Arts
 

Humanities(人 文 学 科 )、Psychology (心 理 学 )、

Communication(通信)和Physics(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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