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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

提出高校要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近年来，课程思政的研究逐渐成为了高校思政教育和课程

教学改革领域的热点。基于此，本文将使用文献科学计量工具

CiteSpace 软件，以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 为文献源，并

以同时期的CSSC 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文献源为对照，

结合数据可视化方法对高校课程思政研究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

析，探索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的热点与前沿。

本文基于 CNK I 和 C S S C I 数据库，以“课程思政”、“高

校”和“大学”词语分别作为篇名、关键词和摘要进行检索，

获得相关文献2821 篇，其中 CSSCI 来源文献154 篇。

图 1       研究文献历年发表情况

1　整体特征分析

1.1年度统计分析

从文献检索结果的历年发表分布（图1）可以看出，课程思

政的相关研究文献最早出现于2017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召开之后，此时相关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少，只有24篇，经过一

年的积累，2020年达到近几年的高值，接近2000篇。从趋势上来

看，高校课程思政研究是高校教育教学领域研究的新星，但此类

型研究在未来几年仍将会处于快速上升的态势。这说明，在高校

课程思政研究的领域这三年来发展迅速，参与研究者众多，但高

水平研究文献的增长相对缓慢，需在研究成果的质量控制上做出

进一步的努力。

1.2关键词分析

出现频次相对较高的关键词有：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立德

树人、大学英语、思政课程、高校等。中心性相对较高（≥0.1）

的关键词有：课程思政、思政课程、思政教育、教学设计、大学

生、文化自信等。总的来讲，思政教育、立德育人和教学改革等

关键词反映了其在“课程思政”知识网络中具有中心度较强的地

位，是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的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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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关键词网络图谱

图 3      文献关键词聚类分析

2　研究热点

2.1图谱聚类分析

由图2可以判别2017年-2020年间，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的主

题主要集中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课程思政、高校教师、改

革、教学设计以及疫情防控 8 个核心板块。

关键词聚类时间轴线图展现的是每个主题下被引脉络情况，

圆圈越大说明被引率越高，也进一步说明研究的关注热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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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可以发现，课程思政、课程建设、专业课、教学改

革、教学模式是近几年研究的经典主题，而疫情影响下，对于

思政课程与线上教学相结合的探讨成为了新的研究主题。

2.2时间线图分析

2017 年是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个时期的研究

更多地将重心放在基础理论研究和课程思政的必要性探讨上，具

体来说，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教书育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价值引领的讨论、课程思政的基本概念、课程思政与思政

课程的关系等领域；到了2018 年，学者的注意力开始慢慢转移

到课程思政的体系建设研究和实现途径的实践验证上，在高校一

些公共基础课（例如大学英语等）的教学中开始出现的课程思

政的实践探索和教学模式的研究；进入2019 年，高校课程思政

的研究范围得到极大的拓展，针对基础理论、价值探讨、评价

机制、专业课实践等领域都有涉及，尤其是在高校专业课的实

践研究方面，范围扩大到了物理、体育、数学、医学以及众

多工科类专业课程的教学当中，课程思政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高速

发展的势头明显。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教学形式由

线下为主转变为线上为主，此时期的研究内容转向了线上教学体

系及形式的探讨上，具有明显的时期性，也成为了2021 年的主

要热点研究，同时还以此加强了对于体育健康方面的深入研究。

2.3热点与前沿

一是价值研究，着重于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的意义探讨，认

为高校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同时要完成立德树人的任务，

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融入育人工作，提出课程思政的出现可以

丰富高校思政工作的意义和内容。

二是体系研究，发力于课程思政化的体系建构与技术路线，

进行了新的高校思政教育体系构建，用课程思政的手段打通思政

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壁垒；界定了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的五个

重点环节，确定做好这些环节，才能使得课程思政的教育改革

取得成效。

三是实践探索，重点关注不同类型专业课程的思政实践应用

与理论验证，开设了由专业课程教师和思政课程教师合作完成教

学过程的“中外时文选读”课程；率先提出并探索实施“德医融

合”课程教学改革；将规划设计师的职业道德素养与城乡规划

的专业知识穿插讲授，思政融入专业的过程润物无声。

3　总结与展望

高校课程思政的研究开展时间较短，但是发展迅速，目前

处于上升期，研究成果的增长速度较快，但高质量文献数量较

少，研究的投入和成果的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总书记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

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课程思政的研究方

兴未艾，教育工作者们任重道远，必须坚持将对学生价值观的

正确引导与专业能力的提升紧密契合，不断推动高等教育科学健

康发展，持续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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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高校课程思政主题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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