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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共词分析探索高校思政课的国内研究现状和热点，发现国内学术界对高校思政课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课自身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研究、思想政治课对

大学生影响研究和思想政治课的教师队伍研究等五大研究领域。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研究、思想政治

课对大学生的影响研究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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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co-word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domestic research status and hot spo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domestic academic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ainly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tself, the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ing reform, the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on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Among them, the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and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on college students will become a new trend 

of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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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课程，在社会中，利用社

会或社会群体的一定政治观点、道德规

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

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

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近

年来，我国学者关于思想政治课的研究

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且伴随思想政治

教育本身的升温而持续增长。因此笔者

运用共词分析法来研究高校思政课的热

点趋势。为了更好对某一领域的现状进

行研究、对其知识结构进行解析、对研

究热点等提供便利。 

1 研究热点分析 

研究“高校思政课”的主题，通过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作为数据来

源，检索得到相关文献7477篇（时间不

限），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7年3月到

2020年7月。选择发表在CSSCI期刊上的

论文518篇文章作为研究的样本，运用

SATI 软件对上述论文进行分类处理，去

重后得到101个关键词，并且结合普莱斯

公式M=0.749× m a xN ，统计出高频

阈值M为20.822，被引次数 高为773次。

所以选取词频较高的23个关键词，考虑

到某一关键词会牵涉到其他的关键词，

以及关键词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因此对

23个关键词进行同义合并处理， 后总

结确定了17个词（如表1所示），同时学

术界研究的热点也能较大程度上被这些

关键词所代表。 

表1 高频关键词序列 

关键词
频

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

词
频次

高校思政

课
213

思想政治

教育
14

教学

改革
9

思想政治

理论课
119 教学 12 路径 9

高校思政

课教学
37 教学模式 11

立德

树人
8

思政课教

师
28 新时代 10

教学

方法
8

大学生 14
习近平总

书记
10 对策 8

 

表1反映了从2007年到2020年高校

思政课在我国的研究热点，出现 多的

关键词依次是：高校思政课（213）、思

想政治理论课（119）、高校思政课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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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思政课教师（28）等。而以上关

键词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近13年来我

国高校思政课研究涉及的热点领域，然

而要深入了解他们的区别和关联，还需

要运用SATI软件对17个高频词两两构成

共词矩阵（如表2所示）。 

表2 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 

高校

思政

课

思想政

治理论

课

实践

教学

高校思

政课教

学

大

学

生

思想

政治

教育

思政

课教

师

高校思政课 105 20 7 0 5 6 3

思想政治理论课 10 87 9 2 4 0 0

实践教学 2 6 16 0 0 0 0

高校思政课教学 7 0 0 16 1 1 0

大学生 1 3 0 1 14 1 0

思想政治教育 5 0 0 0 1 14 0

思政课教师 5 0 0 1 0 1 16
 

2 高校思政课研究的共词网络

图谱与聚类分析 

需要借助UCINET和NETDRAW的软件

构建一个更加清晰的知识图谱，进一步

呈现核心关键词内在联系，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17个关键词用交错的方

式进行互相沟通连接，组成密密麻麻的

网络交错图。图1中的“高校思政课”和

“思想政治理论课”位于中心位置，可

以说是近13年来高校思政课研究的集中

领域，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是高校思政课

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聚类分析是一种建立分类的多元统

计分析方法，它能够将一批变量根据其

诸多特征，按照性质上的亲疏程度在没

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进行自动分类，产

生多个分类结果。聚类分析主要对数据

进行挖掘，再据其各自的特征进行合理

有序的分类。本文运用SPSS20.0软件对

17个高频词合理运用聚类分析法，将表2

创造的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作为研究的

基础，得出聚类冰状图，如图2所示。 

表3关键词聚类群体划分结果分析 

序号 包含关键词 研究主题

1 思想政治教育、习近平

总书记、新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 大学生、有效性、对策、

路径

思想政治课对大学

生影响研究

3 高校思政课、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育

思想政治课自身理

论研究

4 高校思政课教学、教学、

教学模式、教学改革、

思想政治课教学改

革研究

5 思政课教师、立德树人、

教学方法

思想政治课的教师

队伍研究
 

根据图2表明，把 小聚类阈值“5”

选定为聚类划分的层次数量，划定了5

个群集类别，即高频关键词聚集的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5大重点范畴。根据聚类分

析“物以类聚”的特点，通过频次进行

聚类分析，深入分析亲密聚集在一起的

内在联系，从而总结出共性，概括如表3

所表示。 

2.1呈现多元化育人趋向的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出现的较

早，并且已经形成体系。我国学术界对

思想政治教育的观点各抒己见，每个人

的侧重点不同，看法也不同。现有的研

究热点如：中美思想政治教育对比、习

近平青年思想政治研究、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特点、以及教育部关于思政育人的

相关政策研究等。本研究对上述的研究

内容进行分析，总结出现有的思想政治

方面的教育是指高校思政教育者按照一

定的社会政治要求、合理运用思想观念、

道德规范，利用各种环境、体制、载体

等手段，对受教育主体施加有目的、有

计划、有组织的影响，进行的分类别分

层次的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

育和心理教育等实践活动。 

2.2信息化背景下高校思政课对大

学生影响的研究 

社会信息化背景下的高校思政课对

大学生的影响研究处于整个研究的中心

位置，是国内近年来探究的热点和趋势。

从相关文章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此的

理论观点有：思想政治课对大学生影响

的路径探究、高校思政课如何有效的影

响大学生以及对策探究。但是从目前的

研究来看，在有关高校思政课对大学生

的影响研究层面，理论研究颇多，实证

图 1 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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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较少，主要是集中于“课程思政”

与“思政课程”背景下课程上的影响研

究、如何有效的提升大学生的思政获得

感、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理论研究的科

学性与实践研究的操作性对接不足，因

而对大学生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在未来应

该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2.3以弘扬主流价值观为导向的思

想政治课自身理论研究 

以弘扬主流价值观为导向的思想政

治课自身理论的研究处于“灰色地带”，

目前关于思政课自身理论的研究内部散

漫，无法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总体。我国

学者普遍认为思政课是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课程，目的在于提高大学生

的政治素质、完善大学生价值取向以及

对大学生的道德观念形成积极的影响作

用。但是我国的学术研究很少对这一领

域进行深度剖析，基本上是作为其他领

域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集中于对思想

课教学改革的分析和论述，还没有单独

作为一个领域进行研究。因此可以说，

我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探索调研一直处

于不断的探索中，积极弘扬主流价值观。

期待接下来我国学术界能够改进研究的

思路和方法、增强研究的持续性和创新

性，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2.4混合教学模式下的思想政治课

教学改革研究  

关于思政课的教学改革，是整个研

究思政教学领域的核心。但是弊端仍在

不断地暴露——由于研究探索的密度紧

凑度不够，因而缺乏良好的内部协调结

构。目前在关于思政课的教学改革上，

学者们大都认为是关于课堂教学以及教

学模式的改革，是对传统教育教学方法

的改造与创新，教学理念上更加注重个

性化与终身化，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开放进取的精神推动自身创新发展；

在教学体系建设方面，高校思政课以解

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为导

向，不断重塑教育教学形态，深入推进

课程体系的融合化、育人过程的协同化

和育人主体的现代化，努力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但是从中可

以发现，“高校思政课教学”是与其他领

域的关键词放在一起研究，习惯性的从

宏观角度开始泛泛而谈，或者处于另一

个极端中，通过集中研究其中的某一个

方面，来显得比较杂糅，无法系统形成

一个完整有序的结构体系。 

2.5立德树人主题下的思想政治课

的教师队伍研究 

我国开设思政课的目的就教会学生

如何做人，因此思政课的示范性和教育

性决定了思政课教师的重要性。目前我

国学者主要集中于对思政课教师的教学

方法以及信息化教学应用能力的分析与

反思等。以及集中于研究网络时代的思

政教师的影响力，产生了一批思政网络

红人例如“南航徐川”、“杭师大钱珊”

等，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其他教师，

这些思政网红运用他们的个性魅力对学

生进行感染、同时教育学生的效果愈发

明显。但是关于对如何提升思政课教师

的教学内涵、如何探索出有效育人的教

学的新路径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文

献不多。 

总体上看，上述运用共词分析法对

高校思政课近期主要研究成果所进行的

可视化化研究，通过 基本的呈现，得

出比较直观、清晰和准确的现状和态势。

然而，任何分析方法都不是十全十美，

尤其是对将来的热点预测、发展趋势分

析研判等仍需强化系统性、理论性，从

多个视角、方法和路径等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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