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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的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现状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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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思政工作建设是学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客观需要，是学校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因此加强

教育思政工作建设，对于当前新时期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很大。研究我国关于课程思政教育文献的研究特点，以掌握当

前我国在课程思政教育领域的研究动态、把握我国课程思政的研究热点，对深化课程思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基于

此，本文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 2004‐2022 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课程思政相关文献进行分析。调查表明，受 2004 年至今

中央陆续发布的有关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文件的影响，学校课程中思政类文章

逐渐涌现，而且影响逐渐扩大。将发文工作大致分成两个时期：2004-2017 年，由于对教育思政教育工作的关注度有限，总计发文次数

四百一十六个，将发文类别大致分为普通高等教育、教育思想政治与教学管理、职业教育，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研究以及思

政教育应用研究等为主；2018‐2022 年，整体发文量大幅增加，共发表 9397 篇，发文类型主要以高等教育、外国语言文学、体育为主，

以课程思政融入学科教学、高校教师教学研究以及教学方法、模式的研究等为主。当前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思政元

素融入学科教学研究、实施策略研究、教学方法、人才培养等方面，并以高校思政课程为主。课程思政相关文献主要来源为北大核心、

CSSCI、AMI 和 EI。鉴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思想、新方法，提出了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开展高校“课程

思政”类研究，完善与课程思政相关领域研究体系、内容、方法，丰富课程思政类研究的种类和方向，从而提高思政育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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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

人”当作学校的根本任务的一个综合教学理念。2004 年开始，中

央陆续发布了有关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精神，从而开辟了高校思想政

治教学（德育）教学改革的创新之路。2016 年，总书记在全省高

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会上表示，思想政治教学是学校实现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课堂。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

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明确了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的聚焦点、着力点，为今后如何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

向。2017 年，教育部发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

纲要》，并且搭建工作平台，建设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

省级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

修中心三大中心群。《纲要》的出台，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由

全面施工到内部精装修”的目标奠定了施工蓝图。2019 年，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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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要进一步提升学校思政课

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该《意见》更能具体指导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践。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旨在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

系和全方位推动高等教育教学思政建设，充分发挥好各门必修课

的教育功能及提升高等教育培养品质。在我国所有院校、所有学

科专业中广泛开展活动，使教学思政的基本理念广泛共识。2021

年 2 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1 年工作重点是要强调价值塑造，

全面加强高校课程思政教育。12 月相继印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建设标准》（2021 年本），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宏观指导，规范组织管理、教学管理、队伍管理和学科建设，

最大程度的体现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作用。

综上，开展课程思政相关研究不仅能够不断创新思政育人的工

作思路、体系、内容、方法及评价考核手段等，还能多举措推进高

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形成新的发展局面。开展高校

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高等院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更是将

思政工作贯穿育人全过程，推动新时代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发挥

专业课程育人功能的需要。然而“课程思政”工程的实施仍然处于

初级阶段，部分地区取得的成效较为零散，有待进一步探索更加科

学有效的实施模式。因此，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结合可视化分析方

法，在 CNKI 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课程思政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系

统归纳总结，以期为了解课程思政研究进展、把握课程思政研究热

点、提升思政课程教科研能力等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材料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文献数据来源，检索时

间界定在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从 CNKI 数据库

检索中文文献，检索条件设置为：检索条件： （ （ 主题 %=' 课

程思政 ' or 题名 %=' 课程思政 ' ） AND （ 主题 %=' 高校 ' or 题名 %='

高校 ' ） ）；于 2023 年 7 月 6 日进行统一检索，并对获得的文献

进行筛查，剔除新闻报道、会议论文、硕博论文以及重复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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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二）数据处理

从 CNKI 导出文献题名、作者、机构、文献来源、关键词、摘要、

发表时间、等数据内容。运用 Microsoft Excel（2013）软件对发文量、

发表时间、文献类型、研究层次、学科分类、发文机构等内容进

行定量分析和图表绘制。运用 VOSviewer（1.6.15）软件对题目和

摘要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

二、结果

（一）发文量分析

本研究共检索到课程思政相关文献 1.28 万篇，根据预设标准

剔除文献 2987 篇，最终纳入文献 9813 篇。

2004 至 2022 年 课 程 思 政 相 关 文 献 年 度 发 文 量 总 体 呈 上

升趋势。根据年发文量和年平均发文量，可分为 2 个阶段：

① 2004‐2017 年，共发表 416 篇（4.24%），累计年平均发文

量 32 篇 / 年；最早查询到文献发表于 2005 年。② 2018-2022 年，

课程思政类文献共发表 9397 篇（95.76%），累计年平均发文

量 1879 篇 / 年，其中，2018-2021 年发文量文献数量成快速增

长态势，2021-2022 年发文量较常年稳定稳定，并且文献数量

总数最多。

（二）文献类型分布

2004-2017 年，课程思政文献共计 416 篇，其中涉及学科有

高等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职业教育、体育、中国近代

史、一般服务业、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等 20 个学科专业，排

在前三的分别是高等教育（87.72%，393/416）、教育理论与教育

管理（4.91%，22/416）和职业教育（2.68%，12/416）（图 1）。

涉及的研究层次包括学科教育教学、开发研究以及应用研究。对

2018-2019 年发表文献类型分析显示：共计发表 9397 篇，涉及学

科有高等教育、外国语言文学、体育、职业教育、计算机软件及

计算机应用、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音乐、舞蹈等 40 余个学科专

业。排在前三的学科分别是高等教育（61.35%，7413/9397）、外

国语言文学（6.13%，741/9397）和体育（4.75，574/9397）。涉

及的研究层次包括学科教育教学、开发研究、应用研究、管理研

究以及实践研究等 10 类，以学科教育教学、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

为主（图 2）。

图 1.2004-2017 年 CNKI 课程思政相关文献类型分布

图 2.2018-2022 年 CNKI 课程思政相关文献类型分布

（三）VOSviewer 关键词共现分析

对 2004-2017 年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显示共分为

3 个主要聚类（图 3）。其中，聚类 1（红色）包含“思政课程”“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课程设置”“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实

践教学模式”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等关键词，主要与高等教

育思政课程研究以及实践教学等研究有关；聚类 2（蓝色）包含“教

学”“教师”“课程建设”“课程体系”等 关键词，主要与高校

教学研究相关；聚类 3（绿色）包含“应用”“必要性”“茶文化”

等关键词，主要与课程思政的应用研究相关（图 3）。

图 3.2004-2017 年课程思政文献 VOSviewer 关键词共现分析

对 2018-2022 年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显示共分为

4 个主要聚类（图 4）。其中，聚类 1（红色）包含“思政课程”“思

政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学创新”“专业课程”和“思

政教学改革”等关键词，主要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有关；聚

类 2（蓝色）包含“三全育人”“协同育人”“教师”“高校教师”“专

业课教师”等关键词，主要与高校教师教学研究相关；聚类 3（绿

色）包含“立德树人”“策略”“内涵”等关键词。聚类 4（紫色）

包含“专业教育”“大学英语”“大学语文”“高等教育”“高

等数学”和“思政元素”“混合式教学模式”“融入路径”等关

键词，主要与思政元素融入学科教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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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18-2020 年课程思政文献 VOSviewer 关键词共现分析

（四）课程思政相关文献来源类别以及基金分布

对发表相关文献数量最多的来源类别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显示：课程思政相关文献主要来源为北大核心、CSSCI、AMI 和

EI。发文最多的为北大核心，共计 969 篇（49.39%）、排在第二

的是 CSSCI，共计 595 篇（30.33%）、接着是 AMI，共计 369 篇

（20.18%）。接着对文献发表的对应基金分布进行分析（图 5），

发现排在前 10 的基金分别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1.62%）、江苏

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50%）、安徽高等

学校省级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10.34%）、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7.41%）、广西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

工程项目（7.41%）、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5.44%）、湖

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5.17%）、黑龙江省高等教

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4.42%）、湖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3.89%）和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3.62%）（图 5）。

图 5.CNKI 中课程思政相关文章基金分布

三、讨论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思想、

新方法，提出了课程思政教育理念，课程思政相关研究成果也接

续呈现。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国内学界对课程思政相关研究起始

于 1994 年，到 2017 年开始有大量文献发表，但其研究的领域和

方向并未见归纳和总结。自 2017 年起发文量逐年快速递增，但运

用计量学理论及分析工具针对高校课程思政研究领域、研究方向

与文献数量的综述类研究较少。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和可视化分

析方法，对课程思政文献进行系统分析，梳理研究主要内容，捕

捉近年研究热点，为今后更好地开展课程思政相关研究工作提供

借鉴与指引。

研究发现，2004-2017 年，对于课程思政研究的持续度和关

注度有限。主要以课程思政理论课程研究为主。2016-2017 年，

受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以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的影响，2018 年后课程思政相关研究发

文量快速增长，其主要以课程思政理论课程研究、高校课程思政

融入学科专业研究、教学改革研究等为主。随着我国当前高校“立

德树人”理念的变革，了“课程思政”的理论，其在高校人才培

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思政元素融入课堂研究、课程思政

建设、高等院校三全育人、协同育人模式探索以及思政教学改革

研究等一系列研究类文章发文量随之增加，主要以思政课程类研

究为主。2020 年以来，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等一系列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文件，研究分析显示，

2021-2022 年课程思政类文献最多，并且文献类型主要以高等教

育为主。

由于课程思政文章发表以中文为主，并且国内最具影响力期

刊以北大核心为主，基金则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最具权威性。对

发表相关文献数量最多的来源类别和对应基金分布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文献主要来源为北大核心、CSSCI 为主，基金则是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为主。

通过对课程思政文献的系统梳理，综合教科研文献研究热点

和新时代课程思政研究的需求，应对新形势下的高校教学改革特

点，建议在开展课程思政课程教学研究、思政融入学科教学研究

的同时，重点加强思政教学管理研究、思政教学方法研究等内容

的研究。在全领域范围内建立涵盖管理、教学、建设等多方位进

行高校思政课相关改革体系，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策略

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全面推

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J]. 新教育，2020（19）：32.

特别感谢山东理工大学刘红教授提供的研究思路，感谢齐鲁

医药学院金昌洙教授对论文的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