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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思政课实践教学现状、热点及展望
——基于 CiteSpace 的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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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思政课教学作为我国对大中小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主阵地之一，对于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改革创新研究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

重要内容。基于 CNKI 数据库中 CSSCI 文献，通过 CiteSpace 对我国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现状及热点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思政实践课程研

究逐渐递增，在2008年、2014 年呈现明显增长，现在正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当前该研究热点问题主要表现为研究主体集中于高等院校，

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和获得感，重视教学内容与中国精神谱系的结合以及教学模式的多元立体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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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的实践教

学是思政课的重要环节，也是思政课发挥育人效果的关键点 。“大

思政课”要将思政与“大社会”密切联系起来，让思政融入社会实

践之中，让青年大学生将思政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引导大学生

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在实践中塑造品格，在实践中全面发展提升。

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是高校教学改革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也一直是思政教师关注的研究热点问题。那么思政实践课程的研

究热点问题具体集中在哪些方面？研究的方式、研究内容是如何

发展变化的？主要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是何种情况？本研究借用

CiteSpace 软件，通过梳理、分析我国思政实践课程现有的研究文献，

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二、国内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现状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 CNKI 数据库平台为数据来源，以“思政课 * 实践教学”

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搜索，不设置时间跨度，共搜索出 7805 条文献，

其中“北大核心、CSSCI”学术期刊共 797 篇文献纳入分析。参数

设置：实践切片设置为 1 年，选择“作者”“机构”“关键词”

依次进行共现分析。

（二）年度文献量分析

年度发文量是评定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数值，反映了学者对

于该领域的关注度以及该领域知识量的增长情况。2005 年至 2022

年国内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论文的发文情况如图一所示，发文量

在 2005 年至 2009 年期间处于较为平缓的发展时期，2009 年后则

呈现出快速地递增式发展，在 2014 年达到一年 64 篇的发文量的

峰值之后开始有了缓慢的递减，但在 2018 年之后则呈现出井喷式

的增长，更在 2022 年达到了一年发文量 140 篇数目。

结合以上数据，本研究将国内思政实践教学研究分为以下三

个阶段：

1.2005 年至 2008 年为该研究的起步阶段，其特征表现为发文

量较少、内容较为空泛且学者关注度不足而导致缺少代表性的研

究机构和作者。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对于思政教育重视不足，对

于思政课的实践教学研究更缺乏基础性的研究，教学创新不足，

教学观念也未向理论与实践教学结合转变。

2.2009 年到 2014 年为该研究的波浪式增长阶段，其特征主要

表现为较研究初期发文量在 2010 年有了大量增长后，进入缓慢的

递增时期，代表性的研究机构和关键作者虽未完全展现，但已然

逐步趋向成熟，进入缓步发展时期。其主要原因在于党的十八大

后党中央开始高度重视思政课的教育教学，对全国思政课的教学

在教材上要求统一的基础上，强调思政课教师队伍和组织管理等

建设的规范性，教育部和国务院于该时期先后颁布了《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队伍培养规划（2013-2017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等重要政策。

3.2015 年到 2022 年是该研究的快速增长阶段，其特征与上一

阶段相比在 2015 年至 2018 年间该研究增长虽然缓慢，但发文量

不低，并在 2018 年后开始了高速的增长，研究的关注度持续性增

高，并出现了代表性的研究机构和关键作者，思政课实践教学开

始形成一定的研究成果和体系。其主要原因在于 2014 年后全国的

思政教师队伍有了成倍的增长以及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思政课教学

创新的文件要求，强调了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出发点，强调了

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指出理实一体化、思政课教学改革及

创新的重要性，教育部和国务院于该时期先后颁布了《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

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

伍建设规定》等重要政策指导性文件。全国各高校为贯彻落实文

件要求，深入思政教学改革创新，对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教学开

展组织、实践教学基地等硬件软件方方面面提高重视，使得这一

时期思政教学成果，教学改革创新，实践教学都进入了全面增长

的阶段，成为学术研究一大热点领域。

图一 国内思政课实践教学相关研究趋势图（200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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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者与发文机构分析

为了进一步直观明晰国内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的现状，本文

基于 citespace 软件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关键作者和发文机构也进行

了统计，该统计以排序的方式从高到低选取排名在前十位的作者

和机构进行分析。

思政课实践教学主要发文机构的数据如图二所示。首先，排

名前十的关键研究机构中，初始研究的年份最早始于 2014 年，大

部分集中在 2020-2021 年间，符合前文对于该阶段快速增长、全

面爆发的论断。其次，在主要的发文机构中，有四所机构都是师

范类的大学，这与研究的问题为实践教学内容和教学改革创新是

有密切联系的。再者，发文的主要机构均属于本科高校，处在研

究的前沿，而高职院校在该领域的研究还未展现出强有力的研究

成果。在排名前十的十所高校中，最早开始对该领域研究并有所

成果的是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也是唯一的一所进入前十排名

的高职院校，但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在近两年来开

始在该领域形成一定的研究成果和影响力。

表一 思政课实践教学主要发文机构

表二 思政课实践教学关键作者

随着我国思政教师队伍的不断扩大，各高校均成立了马克思

主义学院以从事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研究，因而从事思政

课实践教学研究的学者也不断地增多。表三统计了在思政课实践

教学上发文量前十的学者，其中柴素芳和蒋家胜以 4 篇位居第一

位，随后是王丹、陈静、邓红萍、彭新立、陈再生、马福运、鲁继平、

龙迎伟等学者均为该领域研究的关键学者。从对以上关键学者研

究的初始年份分析，大部分的学者集中在 2018 年以后开始了该领

域的研究，符合上述对于该领域研究的高速增长阶段的分析，因

此，我们在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进行分析时可以将关注点聚焦

在数量和较近的初始年份的学者身上，比如：王丹、陈静、马福

运；也可追溯该领域研究初始年份最早的陈再生学者的研究成果，

进行一定的对比研究，以促进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进一步发展。

三、国内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热点问题

关键词作为文献的核心词汇，有效概括了研究的论点及主题。

利用 CiteSpace 对我国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文献进行关键词被引共现

分析（KeywordsCo-citationAnaly-sis），得到聚类默认视图（见图 2），

该图谱由 264 个节点和 318 条连线组成。结合图 2，整理出排名前 

40 的高频数据和高中心性关键词数（见表 3）。

图二 我国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表三 高频数据和高中心性关键词数表（前 40 个）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1 237 0.67 2007 思政课

2 175 0.7 2007 实践教学

3 57 0.36 2005 高职院校

4 52 0.31 2007 高校

5 26 0.1 2012 教学改革

6 25 0.12 2018 立德树人

7 23 0.12 2006 高职

8 22 0.05 2021 大思政课

9 21 0.03 2019 新时代

10 20 0.09 2007 教学模式

11 20 0.14 2010 路径

12 16 0.15 2012 思政课程

13 14 0.14 2010 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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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2 0.12 2008 教学

15 11 0.05 2019 改革创新

16 10 0.1 2007 对策

17 9 0.03 2012 社会实践

18 9 0.07 2009 实效性

19 8 0.07 2015 实践育人

20 8 0.06 2007 创新

21 7 0.11 2017 工匠精神

22 7 0.09 2020 获得感

23 7 0.03 2007 问题

24 7 0.07 2020 实践路径

25 7 0.03 2010 思政教学

26 6 0 2020 红色文化

27 6 0.02 2015 模式

28 6 0.03 2012 教学方法

29 6 0.09 2016 微电影

30 6 0 2020 一体化

31 6 0 2018 亲和力

32 6 0.01 2021 思政教育

33 6 0.02 2017 教学内容

34 5 0.05 2011 校企合作

35 5 0.08 2009 主体性

36 5 0.01 2010 工学结合

37 5 0.07 2018 教学质量

38 5 0 2015 融合

39 5 0.01 2015 教学创新

40 5 0.03 2019 融入

在图 2 和表 3 中，节点代表分析对象，中心性表示其关联程度，

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或被引频次）越多，节点越大。通过对高频

关键词的分析，可以发现教师心理研究领域的核心知识节点。

结合图 2、表 3 和二次文献分析，我国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

的热点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对象的研究 

有关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对象的热点内容为高职院校、高校、

高职、大学生、校企合作等，其中高职院校和高校的中心性比较

高，这表明在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的对象上聚焦于高等院校，尤

其是以高职院校的思政课实践教学为其中的突出方面。究其原因，

大学时期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一

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作用尤其突出。而高职院校的学生

相较于本科学生理论基础不够扎实，对纯理论的课程兴趣度不高，

因而思政课程的实践课在对高职学生的思政教育中的作用就显得

更为突出。通过丰富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发挥高职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改善传统职业教育过程中只注重专业教学、专业实践，

轻视思政课和思政课实践的问题，真正实现高职思政课教学模式

的创新。 

（二）关于思政课实践教学教学模式的研究

随着教学理念的不断进步与创新，在教学的模式上教学主体

从以老师为中心讲授向以学生为中心学习转变，在教学模式上的

热点内容为获得感、亲和力、主体性等，其中获得感的中心性较高，

这表明在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中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

教学对于学生的情感教育，与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相契合。

同时，有研究表明在教学过程中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采用多样

的教学方式，例如：任务驱动法、互动讨论法等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获得感。师生共同活动，共同讨论，分别承担不同的角色，这

样既增强了学生的沟通协调能力，又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政课理

论知识水平、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 把思政的情感教育做到润物

细无声。

（三） 关于思政课实践教学教学内容的研究

思政课的教材在近年来有了多次的修订，并开始向一体化的

大思政课方向转变，强调思政课的理论性与时事性，从对思政课

实践教学的教学内容的分析上，新时代、红色文化、工匠精神、

实效性等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新时代与红色文化的中心性

较高，这表明在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教学内容上注重与中国精神谱

系相结合，与当前新时代的国家发展发现相结合。我们党带领人

们历经百年奋斗史，创造了诸多内涵丰富引人奋进的中国精神，

诸如：伟大的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等等，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锤炼出

来的精神特质与核心价值理念，中国精神谱系作为中华民族卓越

的精神追求，将其融入思政课实践课教学之中是思政课教学内容

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作用的

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

（四）关于思政课实践教学教学方式的研究

对于教学方式的创新研究也一直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的重

要内容之一，从图表的数据显示社会实践、微电影、工学结合、

劳动教育成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教学方式研究的热点，其中社会实

践和微电影的中心性较高，这反映了思政课的实践教学不再局限

于课堂之内，而是开始与学生的第二课堂、社会实践以及国家的

相关思政竞赛关联起来，要让思政课实践教学实质性地覆盖至大

学生成长成才的教育教学全过程，将实践教学与社会大课堂、生

产实践、社会生活有机融合，创新思政课实践教学新路径 ，成为

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的热点和方向，在教学的方式上表现出多

元立体、信息化和数据化的特点。

（五）研究趋势

对共现关键词进行突显处理，可以发现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热

点问题和对于该研究的演进趋势。利用 CiteSpace 中的“Burstness”

功能，得到思政课实践教学热点突现知识图谱（见图 3）。结合图 3，

对高突现率的关键词进行历史曲线考察，可将之分为渐弱趋势和

渐增趋势，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的演进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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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趋势。从图 3 分析可见，总的来说，关于思政课实践教学研

究的热点和演进的趋势一直与时俱进，随着国家政策的发展，各

研究机构在党的引领下不断把思政实践与时代发展需求结合。

“立德树人”关键词的突现率为 4.64，在 2018 年突现，并在

之后持续保持高的研究强度，至今仍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从高质

量研究至今一直保持着高热度。“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以立德树

人为价值取向，引领思政实践课程的研究是研究者必须坚持的导

向。“改革创新”关键词则以 2.46 的突现率，从 2019 年至今保

持较高的研究强度，从目前的研究看，改革创新一直是实践教学

重要的发展方向，各个研究者不断探索课程教学模式、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等基础教学元素从原生到创生的蜕变。“实践路径”“红

色文化”则分别以 1.96、1.91 的突现率从 2021 年开始至今成为研

究的重点问题，这也表明随着时间发展，我国关于思政实践课程

的研究越来越注重融合性。已有研究者针对不同群体的大学生，

聚焦“红色精神”与实践教学的融合，同时思政实践课程与红色

基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源、劳动教育课程等其他课

程的融合性是以后实践教学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以上研

究内容都是处于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领域渐增趋势的研究关键词，

既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所在，也是该领域未来研究的方向和趋

势。

图三 我国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运用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以 CNKI 数据库中 CSSCI 

、北大核心文献为样本数据，对近五年来我国思政实践课程研究

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研究现状上看，思政实践课程的研究逐年增加，当前

正处于研究的快速增长期，这表明我国非常重视思政实践课程的

改革发展，但关键研究作者和研究机构仍显不足，研究机构的合

作较少，可加强合作研究。其次从研究热点上看高等院校为研究

的主要对象，其中高职院校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改革较为丰富，

工学结合、劳动教育、多元立体都成为改革的成果。再者从研究

内容上看，思政课实践教学与中国精神谱系的结合、与中华传统

文化的结合的聚焦与深度挖掘是研究内容的发展方向。而“实效

性”“主体性”是 2009 年开始，一直是思政实践课程研究的关键词。

如何优化育人实效通过实践教学让学生把理论内化为日常思想道

德品性、行为规范、人生抉择中去是未来研究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最后，对思政实践课程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创新性等研究，

都需要建立健全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评价体系，加强对思政教师的

培养体系。只有构建实践教学的科学评价体系，才能通过有效评

估实践教学效果推动思政实践课程的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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