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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我国高校思政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理清我国高校思

政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并进一步探索我国高校思政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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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bibliometrics tool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colleg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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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思政教育一直备受关注,新媒

体时代的到来高校思政教育存在的认识

局限性、缺乏创新性及提升等问题[1]日

益受到关注。除此之外,思政教育已经不

再局限于思政课程开设与思想教育模式,

而有了跨领域的运用趋势,针对不同专

业的思想问题进行研究与对策分析,如

农业专业[2]、食品专业[3]等。故探索我

国高校思政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对思

政课程教育实践及思政教育研究有着重

要作用。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文国内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 

通过高级检索功能,设置检索时间为

2011-2020年,检索主题为高校思政教育

或题名为高校思政教育,搜索SSCI与北

大核心期刊数据库,最后获得930篇文献,

剔除与本研究不相符的导读、摘编、讲

话、简介等8篇及会议4篇,共计剩余918

篇。检索日期为2021年4月21日。 

1.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对我国高校

思政教育相关文献的作者、期刊、关键

词等进行分析。本文利用文献分析工具

Citespace 5.7.R5实现可视化分析,清

晰展示该领域的研究发展动态与未来发

展方向。 

2 高校思政教育热点研究 

2.1高校思政教育改革发展研究 

“教学改革”关键词出现频次为28

次,“思政教育工作”关键词出现频次为

38,“高校思政工作”关键词出现频次为

16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关键词

出现频次为16,其中“思政工作”的突现

强度为2.21,突变时间从2017年开始在

2018年结束。说明高校思政教育改革发

展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研究领域热点之一,

思政教育工作是发展高校思政教育必不

可少的强大后盾 。与时俱进,不断革新

教育是学者们普遍的态度。学者从不同

视野,如国际合作视野[4]、范例教学视角
[5]等分析高校思政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探索不同视野下高校思政教育改革要求

及改革体系。 

2.2时代环境下高校思政教育发展

研究 

“新媒体时代”该关键词出现频次

为30次,“新媒体”关键词出现了23次,

“新媒体环境下”关键词出现了11次,

“大数据时代”、“新时代”关键词出现

频次为8次。同时,“媒介素养教育”关

键词的突现强度为2,突现时间为2012年

至2015年；“新媒体”关键词突现强度为

8.21,突现时间为2014年至2017年；“新

媒体环境下”关键词突现强度为2.09,

突现时间为2017年至2018年。说明自

2012年起学者们开始关注时代下的高校

思政教育变化,强调新媒体、大数据环境

对高校思政教育发展研究的影响。新媒

体与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的整体功效和内

涵建设所包含的巨大潜能促使学者进行

下一步挖掘[6]。 

2.3高校思政课程及课程思政研究 

根据CNKI关键词共现分析发现,“课

程思政”关键词出现频次为37次,突变强

度高达4.42,突变时间为2018年至2020

年；“思政课程”关键词出现频次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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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突变强度为2.68,突变时间为2018年

至2020年,说明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得

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而课程思政的高

突变强度,说明在近几年掀起学者的研

究热潮。2014年,课程思政的概念被提出,

有学者开始辩证“课程思政”与“思政

课程”的关系,思政课程的地位有待提高,

课程思政的实效性还有待开发。 

2.4高校思政教育以“人”为中心进

行研究 

CNKI来源文献中,“协同育人”关键

词的出现频次为14,“立德树人”关键词

的出现频次为21次,突现强度为1.93,突

现时间为2018至2020。思政教育最终目

标在于育人、德育,也获得了学者的关

注。学者从基于全员、全程、全方位的

“三全育人”理念出发,认为“三全教育”

是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基础,有利于实

现大思政教育的育人格局[7]。除此之外,

学者还认为大学生人格塑造与健全过程

中,高校思政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探讨

思政教育与人格塑造融合的原则及方法

是必要的[8]。 

3 结论与启示 

3.1关注高校思政教师在教育高校

思政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信息化的到来,

高校思政教师角色愈渐重要,结合国家

领导人精神将其灌注于教学过程中成为

重要任务,把握好五个“度”是高校思政

教师应该履行的职责,即讲出政治高度

是解决学生信念问题,加强课堂理论深

度用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与引导学生,

积极了解国内外新局势与历史视野扩宽

学生的视野宽度,更新与改善教学方法

来保持知识的鲜度,融入教师情感满足

学生所需要的课堂情感温度。 

3.2关注智慧环境下高校思政教育

的应用 

智慧学习环境已然成为高校学习环

境发展的必然趋势,教育信息化的情况

下在线学习方式层出不穷,线上线下课

程形式也多种多样,“慕课”“SPOC”等

模式的先后出现都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

泛讨论与关注。高校思政教育课程作为

引导学生正确理念思想的传统课程,需

要结合信息化条件下学生的特点与学习

习惯进行教学,智慧教学软件在思政课

堂上的广泛应用在充分利用资源的同时

丰富了教师教学方法与形式[9]。 

3.3关注课程思政在其他课程中的

融合方式 

“课程思政”概念于2014年提出后,

逐渐得到学者的关注,近几年成为教育

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外关于思政教育的

文章虽然较少但思政教育在多领域应用

广泛,因此对于国内课程思政相关研究

有较大的借鉴作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过程中存在评价体系缺乏系统性、实施

方案缺乏有效性等问题[10],找寻推动思

政课程建设的难点与解决策略能有效提

高课程思政的实效性。 

4 结语 

思政教育作为学生思想理念建立的

重点,一直都受到我国的广泛关注,在时

代发展下,思政教育也处于不断变革中,

近几年高校思政教育研究领域相关文献

数量剧增。需要重点关注高校思政教师、

智慧学习环境、课程思政在思政教学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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