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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课程思政研究回顾与展望

倪国栋， 李 莅， 王文顺， 杨圣奇， 郑雨茁， 史 丹
（中国矿业大学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近年来，课程思政受到广大高校的高度重视，成为了专业人才培养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研

究热点，有关高校课程思政的研究文献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因此，系统回顾总结高校课程思政研究

的现状有利于更好地开展相关研究与实践工作。以中文核心期刊数据库和 CSSCI数据库 2017—2022年

刊载的 1 860 篇有关高校课程思政的高质量文献为研究样本，运用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

CiteSpace对高校课程思政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回顾，从研究文献、研究机构和研究作者等角度分析了

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的动态，通过对关键词共现网络进行聚类分析，并对代表性文献进行二次阅读和系统

梳理，归纳出高校课程思政的热点主题，通过对关键词时间线图谱进行分析得出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的演

进脉络。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有关高校课程思政的研究受到广大高校教师与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和

广泛参与；研究热点主题主要涉及课程思政的本质内涵、建设实践、元素融合、教学设计、教学能力与效

果评价六个方面；相关研究的演进脉络可划分为萌芽起步（2017—2018年）、快速发展（2019—2020年）和

稳步发展（2021—2022年）三个阶段。最后，根据现有课程思政研究进展和改革趋势，并结合教育主管部

门的政策动向，对高校课程思政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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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德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政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

长期以来，高校围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课程建设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自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教育理念以来，课程思政作为新时代我

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在高校得到了广泛推广与系统实践［1］。课程思政是把“立

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各门

课程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产生影响。广大高校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围绕课

程思政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3］。及时对现有课程思政研究成果进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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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系统梳理与归纳，对于广大高校后续更好地开展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工作，切实落实好立德树人

根本职责意义重大。考虑高校课程思政现有研究涉及主题非常广泛，研究角度差异性较大，量化和

可视化的综述性研究工作还比较缺乏，研究热点和演进脉络不够直观和清晰，且高质量综述性研究

文献相对偏少，这不利于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快速、全面、准确地掌握当前高校课程思政研究与实

践的基本状况。因此，如何采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来全面系统地展示现阶段高校课程思

政研究现状，并对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趋势进行合理展望十分重要。鉴于此，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

析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对 2017至 2022年期间发表的以高校课程思政为主题的高质量文献进行系统

梳理与分析，直观呈现出该研究领域的研究动态、热点主题与演进脉络，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以

期为广大高校今后一段时期内深入开展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一） 数据来源

文献来源选择CNKI数据库中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北大中文核心数据库和南大CSSCI
数据库，采用高级检索方式，以主题模式进行检索，检索词以“课程”和“思政”为组合，检索条件设置

为“精确”。结果显示，相关文献发表的起始时间为 2017年，因此，本文将文献样本检索时间限定在

2017—2022年（检索时间为 2023年 1月 5日）。通过对文献进一步筛选，剔除非高校领域及其他不

相关文献后，最终获得1 860篇有效文献样本。

（二） 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方法对“课程思政”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使用可视化分

析软件CiteSpace6.1.R6版本对筛选的文献进行格式处理后再导入，并对样本文献进行作者共被引、

期刊共被引、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和关键词时区演化分析。时间范围设定为 2017年 1月 1日—

2022年12月31日，时间分区设定为1，术语类型设定为题目、摘要、关键词及数据附加关键词。为使

生成的图谱直观整齐，在网络裁剪功能区，参数选择寻径网络与对合并后的网络裁剪相结合，来系

统呈现课程思政研究的研究动态、热点主题和演进脉络。

二、高校课程思政的研究动态

（一） 研究文献概况

根据 1 860 篇文献样本绘制的“课程思政”相关文献的发文量趋势图（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

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后，课程思政的研究热度急剧上升，从 2017年的 14篇激增

到 2022年的 743篇，表明当前有关课程思政的研究处于极度活跃阶段，也反映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精神在高校课程思政教育领域得到很好的贯彻与落实。

（二） 研究机构概况

为掌握各研究机构在高校课程思政研究领域的基本状况，本文对发文量排前 20名的研究机构

进行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可以看出，发文量较高的机构基本都是“985”和“211”高校，其中，华东

师范大学发文量最多，达到 32篇，且被引频次最多，达到 3 153次。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进一步

对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网络分析，发现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总体上不多，大多数只局限于高校内部

各院系和部门之间，研究机构之间尚未形成有影响力和凝聚力的核心研究团队。

（三） 研究作者概况

本文利用 CiteSpace软件对样本文献作者进行共被引图谱分析，结果如图 2所示。可以看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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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人员主要形成了少量小型合作群，其他研究人员的合作网络则较为零散，说明相关研究目前

还未形成良好的群簇态势，研究人员间有较大的合作空间。本文通过对作者的发文量和被引总量

进一步分析发现，发文量排在前 10的作者依次是赵富学、董必荣、董翠香、韩宪洲、樊三明、张丽、黄

国文、陈峻、楚国清、杨敏，而且只有 26位作者发表过 3篇及以上相关文章，说明虽然关注课程思政

的研究人员较多，但多数研究人员在该领域的研究工作缺乏长期性，且高水平研究成果相对偏少。

此外，高德毅和宗爱东在 2017年合作发表的 2篇论文被引总量超过 5 000次，在该领域中的影响力

较大。

图1　文献数量年份分布图

表1　发文量位于前20名的研究机构统计表

研究机构名称

华东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

吉林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武汉大学

清华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

发文量排名

1
2
3
4
5
5
6
6

发文量/篇
32
27
26
19
17
17
15
15

被引总量/次
3 153
446
828
410
874
321
705
515

研究机构名称

复旦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

四川大学

上海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发文量排名

7
7
8
8
8
9
9
9

发文量/篇
14
14
12
12
12
9
9
9

被引总量/次
947
434

1 352
227
169

1 087
303
34

图2　课程思政研究作者网络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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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的热点主题

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可以初步反映出某个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

文献样本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得出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如图 3所示。图中圆形表示关键

词节点，节点越大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多，也越能说明该节点的内容为研究热点。可以看

出，目前高校课程思政的研究热点较多，研究范围也十分广泛。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关键词共

现网络进行聚类分析，进一步归纳高校课程思政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聚类分析涉及的参数包括

聚类模块化评价指标 Modularity Q 和平均轮廓系数 Mean Sihouette。当 Modularity Q>0.3时，表明聚

类结构显著；当Mean Sihouette>0.7时，表明聚类结果具有高信度。本文求得的Modularity Q=0.663，
Mean Sihouette=0.859，表明聚类结构显著且聚类结果具有高信度。

对图 3中的高频关键词进行整理，得出中心度排名前 44位的关键词（关键词出现频次>10）的统

计结果，如表 2所示。关键词的中心性数值越大表明该关键词的中心性越强，在共现知识图谱中的

媒介作用就越大，也更能反映出研究人员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可以看出，“课程思政”“立德树人”

“思政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高职院校”“思政建设”“高校”“价值引领”和“新时代”等关键词

的共现频次相对较高，且中介中心性大于 0.1，这些共现频次与中介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可以更好

地体现课程思政领域的研究热点。

为了更加全面系统地掌握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的相关热点，本文结合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对相

关研究领域所涉及的代表性文献进行二次阅读和系统梳理，最终归纳出六个方面的核心热点主题。

（一） 课程思政本质内涵

现有文献已对高校课程思政的缘起与发展历程进行了明晰［1］，课程思政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

要理念也已被高校教师普遍认可与接受［4］。而合理界定课程思政的本质内涵是贯彻落实好该教育

理念的重要前提，因此，研究人员对此开展了大量探索性工作［5］。一方面，阐明了从“思政课程”到

“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转变，提出了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素养课程与专业课程“三位一体”的

高校思政课程体系的建议［6］，对“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关系进行了辨析［7］，明确了两者同向同

行的理论基础与协同效应［8］。另一方面，对高校课程思政的构成要素、基本特征与价值意蕴进行了

系统讨论与阐释［9-11］。综合学者们的观点，高校课程思政的本质内涵主要体现在，高校教师依托所

图3　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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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程，在遵循知识传授规律的基础上，将基础知识或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彰显思政价

值引领作用，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育人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到课堂教学

的各个环节，贯穿于高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因此，课程思政是新形势下高校强化思政育人工作的

新理念和新举措，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手段，是对思政课程的有机补充和有效

拓展。

（二） 课程思政建设实践

课程思政建设实践是高校具体落实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核心工作和现实途径。相关研究涉及

通识类课程和专业类课程，研究人员一方面关注了某门或某类具体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12-13］，另一

方面也开始聚焦某类专业或某学科领域整个课程体系的课程思政建设［14-16］，以及不同类型高校课

程思政建设［17-18］。由于课程思政对象涉及研究生、本科生和高职高专生等多个层面，研究人员针对

不同对象的思政育人模式展开了深入研究［19-22］，并归纳总结了高校专业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

实践经验［23］。现有研究结果表明，尽管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但仍存在诸多问题

与挑战。比如：在体系建设、资源来源、实施模式和效果考核方面还存在不足，面临理念碎片化、主

体碎片化、资源碎片化，以及参与碎片化的实践困境［13，24-25］。为提升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成效，研

表2　高中心性关键词统计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频次

1 231
194
116
104
98
80
65
64
59
50
48
43
42
34
33
31
28
24
23
23
23
21

中心性

0.87
0.25
0.14
0.17
0.14
0.12
0.05
0.08
0.10
0.23
0.08
0.06
0.08
0.15
0.04
0.02
0.04
0.07
0.11
0.04
0.04
0.00

年份

2017
2018
2017
2017
2018
2018
2017
2018
2017
2018
2018
2018
2017
2017
2019
2020
2020
2020
2018
2020
2018
2021

关键词

课程思政

立德树人

思政课程

思政教育

教学改革

高职院校

协同育人

思政元素

思政建设

高校

三全育人

人才培养

专业课程

价值引领

教学设计

实践路径

思政教学

思政育人

新时代

体育课程

大学英语

教学模式

序号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频次

19
18
18
18
16
15
14
14
14
13
13
13
12
12
12
12
11
11
11
11
10
10

中心性

0.02
0.03
0.00
0.09
0.03
0.02
0.02
0.03
0.04
0.01
0.05
0.03
0.03
0.01
0.04
0.07
0.05
0.01
0.04
0.05
0.01
0.02

年份

2021
2021
2020
2017
2019
2020
2021
2020
2018
2018
2017
2019
2019
2020
2019
2019
2018
2020
2018
2020
2019
2019

关键词

教学实践

新文科

体育教学

课程育人

专业思政

新工科

职业教育

工匠精神

实现路径

教学方法

知识传授

课程体系

通识教育

能力培养

价值塑造

课程建设

同向同行

研究生

教学评价

高等教育

思政课

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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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员提倡要紧紧抓住内核吸引、外力推进、媒介传播、互振共鸣和互动共进等五个基本规律，对高

校课程思政进行整体性设计和细节性把握［26］，提出了基于信任、协调、整合与参与等机制的“四位一

体”建设路径［25］，并建议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边界、突出教师主体、注重话语创新，以及强调整体建

构等途径促进和深化课程思政建设力度［27］。

（三） 课程思政元素融合

实现思政元素与授课内容的有机融合是课程思政实施的关键，这需要授课教师深入挖掘与课

程相关的思政元素，并不露痕迹地融入知识传授的过程中，最终实现“润物于无声”的教学效果。研

究人员青睐于针对某类专业如计算机类、化学类等，开展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思政元素类

型主要涉及“五爱”教育、政治认同、国家情怀、道德修养、文化素养、宪法法治、理想信念、科学世界

观、科学素养、价值引领、科学视野、团队意识、工匠精神和思维方式等［12-13］。也有研究人员将高校

课程思政元素归纳为哲学元素（伦理学与逻辑学元素）和文化元素（法制、文艺与美学元素）［28］。针

对思政元素挖掘问题，研究人员提出了数理类基础课侧重辩证唯物主义、专业课侧重历史唯物主义

的工科院校思政元素挖掘的理念和方法［29］。对于思政元素融入问题，研究人员针对工商管理类课

程提出了通过讲述中国案例、探讨中国问题、介绍经典理论，引入课程思政内容，强调在教学实施过

程中应重视课堂讲授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转变［30］，而针对职业院校则需要尽可能融入大国工匠精神、

理想信念教育、德技并修教育、职业精神、企业精神和励志成才教育等思政元素［21］。此外，研究人员

还探讨了将具体思政元素类型如红色文化、专业伦理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工匠精神等融入课程思

政环节的具体实践 ［31-33］。

（四）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对课程思政内容与方式进行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可以更好地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

养有机统一起来，是实现思政育人目标的基础性工作。研究人员围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开展了大

量研究工作，提出了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应遵循“道术一体、德得相通、顺势而为”的文化理念、

“小步子原则、观念冲突原则、情感共鸣原则、自主选择原则”的基本原则［34］，强调课程思政的教学设

计应重点突出思政育人功能［35］。在课程思政总体设计方面，一方面提倡在课程思政设计时应结合

专业的特点和专业认证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要求，构建一套可评、可测、可复制的课程思政

教学体系，从而实现对课程思政教学的系统化设计［36-37］；另一方面，提出了基于专业课程群进行课

程思政协同教育的系统设计思路与步骤［38］。强调在内容设计上应重点从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和增强综合素养等方面加以考

量［39］，在具体课程教学方法上应涉及情景陶冶教学、案例教学、疑问式教学、研究性教学和实践锻

炼等［40］。

（五） 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高校教师是课程思政的主体，其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是确保思政育人效果的重要因素。课程思

政教学能力一般涉及教师对课程育人价值的认知能力、思政元素的分析挖掘能力和课程思政实践

的教学能力［41］，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能力主要表现在课程思政的内容拓展、课程思政的课堂教学、

课程思政的师生互动等方面［42］。研究人员探讨了课程思政教师的角色定位与职能优化问题［43］，分

析了课程思政胜任力的构成要素与实践困境问题，从个人特质、思政认知、教学素养和创新素养四

个维度构建了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胜任力结构模型［44］。相关研究表明，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意识与

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在年龄、学历、职称、学科类别等方面存在差异性［45］，尚存在诸如课程思

政意识不强、对课程思政的认识理解不深、课堂教学融合能力不足等问题［46］。有学者从高校加大支

持、教师自我提升、完善制度建设、强化示范引导等多个层面提出了提升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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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对策与建议［45-47］。

（六） 课程思政效果评价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要任务。科学合理地评价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对于进一步改进和提升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至关重

要。研究人员分析了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的重要意义、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并提出了化解举

措［48］，提出了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相结合，以及诊断性评价和发

展性评价相结合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构建原则，从组织管理、专业建设、课程教学、队伍建设和学生

成长五个维度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49］，认为评价课程思政需要从价值形塑、主体协同、充实客体供

给、开拓改革创新等维度综合进行评价［50］。

研究人员探讨了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实践过程中遭遇的挑战，提出了相

应的解决策略［48］，建议按照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以及诊

断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构建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从组织管理、专业建设、课程教学、

师资队伍和学生成长五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49］，强调评价课程思政应综合考虑价值塑造、主体协

同、丰富内容供给和开拓创新改革等关键维度［50］。此外，课程思政评价主要涉及学生思想政治素养

发展评价、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以及以课程为单元的思政评价。它既能够对课堂教学进行实时评

价，也支持对课程进行阶段性评价［51］。为了提升课程思政课堂的育人效果，其原则主要包括刚柔相

济、显隐结合、守变共振和点面联动等［52］。

四、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的演进脉络

为了进一步掌握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热点的演进历程，利用CiteSpace 5.8.R3软件的Clustering功
能对样本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绘制出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如图 4所示。根据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可以将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的演进脉络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2017—2018年的萌芽起步阶段

2016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从此课程思政研究开始受到关注。2017年 12月，《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教党〔2017〕62号）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

教学改革”。2018年 9月《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

高〔2018〕2号）明确提出，要“着力推动高校全面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并要求“在每一门课程中有机

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这两个重要文件的出台有效促进了高校课程思政研究工作进程。总体

而言，该阶段处于课程思政研究的萌芽期，高水平课程思政论文数量相对较少，仅 51篇。研究人员

将课程思政定位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和课程育人的重要手段，是思政课程的有益补充，强调在专

业课程中的应用与实践，并将其融入立德树人、教书育人和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中。该阶段主要围

绕价值引领、思政元素、同向同行、隐性教育、实现路径、教学改革、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内容开展

相关研究。

（二）2019—2020年的快速发展阶段

2019年 8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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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整体推进

高校课程思政”“解决好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发挥所有课程育人功能”。2020 年 4
月，《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教思政〔2020〕1号）提出，要“全面推进所有学科

课程思政建设。2020年 5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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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这些政策和文件的陆续出台，促使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很快形成

课程思政研究的热潮，使得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迅速增多，2020年发表论文达 284篇。专业思政、

思政育人、课程体系、教学设计和实践路径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开始聚焦于具体课程和某一专业

领域课程体系的思政教学实践，以及诸如工匠精神和中国文化等具体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合，课程

思政教师队伍、教材建设、在线教学与教学质量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开始将课程思政与课程建设、学

生能力培养、通识教育、新工科建设和专业认证结合起来。

（三）2021—2022年的深入发展阶段

2021年，教育部组织评选出了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课程思政教

学研究示范中心，许多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也开展了各类省市级和校级课程思政项目的申报

评选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高校教师课程思政项目建设和课题研究工作。2022年 7月，教育部等十部

门联合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教社科〔2022〕3号），再次强调要“全面

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在此背景下，有关高校课程思政的论文数量迅猛增长，2022年发表的

相关高质量论文达到743篇，研究主题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具体课程与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研

究得到进一步巩固，相关理论内涵愈加丰富，研究主题涉及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教学能力、教学过

程、教学路径、教学方式、评价体系、实施策略和实践困境等诸多方面，深入探讨了如何将课程思政

融入职业教育、新文科、新农科、大思政课，以及一流课程建设中，特别强调了国家意识和家国情怀

等思政元素的融合。同时，案例教学、实践教学、混合教学等课程思政的实施方式和教学设计方法

也受到了研究界的广泛关注。

五、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1. 研究动态方面

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之后，有关高校课程思政的文献数量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良

好态势。从事课程思政研究的机构很多，尤其以“985”和“211”高校贡献较大，排在前三位的高校依

图4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185



高等建筑教育               2025 年第 34 卷第 1 期

次为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和吉林大学，不过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相对偏少，主要局限于高校内

部各院系或部门之间的合作。此外，虽然关注高校课程思政的研究人员较多，但是单个研究作者发

表的高质量课程思政论文数量还相对较少，且研究作者之间稳定的合作群体也不多。未来，研究人

员可以充分依托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课程思政教学团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等载体或项

目，通过跨学科、跨区域、跨机构深入合作开展高校课程思政相关研究，有利于取得更多高水平研究

成果，同时，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也需要在一定时期内持续稳定地开展课程思政的相关研究与实

践，以便于更好地提升课程思政的研究与实践效果。

2. 研究热点方面

通过对样本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进行聚类分析发现，有关高校课程思政的研究主题十分丰

富，研究范围也非常广泛。经过系统梳理和归纳总结，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课程思政的本质内涵、

建设实践、元素融合、教学设计、教学能力与效果评价六个方面。课程思政作为新形势下高校强化

思政育人工作的新理念和新举措，其与“课程思政”的关系得到了充分辨析，本质内涵与价值意蕴已

受到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且基本观点日趋统一；有关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的研究成果层出不

穷，课程思政对象涵盖了研究生、本科生和高职高专生等所有群体，实践领域也从具体课程层面拓

展到学科专业层面，实践效果越来越受到重视；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合是高校落实好课程思政教育

理念的关键所在，引起了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并针对具体授课对象、学科专业或元素类型开展了

思政元素的系统挖掘与有机融合的研究；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相关研究则兼顾了总体设计和个性

化设计策略，并开始聚焦于具体设计方法的研究；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构成要素与持续提升

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课程思政效果评价方面的研究已涉及评价指标与评价模型、结果性评价与过程

性评价、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提升策略和改进机制等诸多方面。总体而言，当前有关高校课程思

政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上述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或深化阶段，研究热度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

存在。

3. 演进脉络方面

通过对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时区图谱分析发现，2017至 2022年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的演进历程

大致可分为 2017—2018年的萌芽起步阶段、2019—2020年的快速发展阶段和 2021—2022年的深入

发展阶段。每个研究阶段研究人员关注的热点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表现出研究对象不断拓展、研究

内容日趋细化的发展趋势，而且研究热点的迁徙与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文件精神密切相

关。总体而言，有关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的演进脉络主要表现为：从最初的基础理论研究逐步过渡实

践应用研究，从宏观视域的综合性研究逐步深入微观视角的专题性研究，由聚焦于具体课程的个案

研究逐步拓展为针对整个专业课程体系的系统研究，由质性化为主的单一研究逐步转变为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的综合研究，由单纯的课程思政研究演化为课程思政与其他教育理念、举措相融合的

研究。

（二） 研究展望

随着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教思政〔2020〕1号）、教育

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教高〔2020〕3号），以及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

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教社科〔2022〕3号）等重要文件的陆续发布，并

结合近年来课程思政文献发表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以预见在今后一个时期内高校课程思政研究依

旧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根据现有课程思政研究进展和改革趋势，研究人员后续可以尝试在

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工作：（1）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某个课程的思政元素挖掘及其与

专业知识的融合问题，课程之间容易出现思政元素不均衡，最终导致思政教育不系统的问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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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针对某一专业的课程体系开展课程思政元素的系统挖掘与有机融合问题研究；（2）当前，研

究人员对高校公共基础课、专业教育课和实践课等均开展了课程思政研究，但不同类型课程开课时

间、课程目标和内容不同，课程思政建设的差异性，以及如何有效衔接有待进一步探讨；（3）当前广

大课程思政教师的思政意识、思政水平和授课效果参差不齐，有必要通过广泛调研，分析高校课程

思政教师的思政意识与思政能力，以及如何有效提升的问题；（4）现有研究已关注了具体课程的课

程思政效果的评价与改进问题，但整个专业课程思政效果如何却鲜有涉及，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

索高校某一专业领域课程思政总体育人效果和具体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系统评价与持续改进问

题；（5）课程思政资源是开展好课程思政育人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进一步研究探讨高校课程思

政资源系统开发与综合利用问题十分重要；（6）课程思政效果受多种因素影响，现有研究尚未对各

类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化研究，因此，亟待深入探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影响因素和激励机制；（7）当

前有关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已受到普遍关注，但各类方法的适用性和实践效果尚待进一步检验，需

要进一步研究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的综合实践与改革创新问题；（8）可聚焦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团

队与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问题展开下一步研究；（9）未来，可以通过跨学科、跨地区、跨机构的深入合

作和交叉研究，以及通过各类课程思政教研课题立项等形式，促进相关思政研究的稳定性和持续

性，不断提升课程思政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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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ab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curriculum in higher education

NI Guodong， LI Li， WANG Wenshun， YANG Shengqi， ZHENG Yuzhuo， SHI Dan
(School of Mechanics and Civil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P. R.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curriculum (IPEC) has been highly 

valued by universities and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field of profes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literature on IPEC in universities has shown a rapid growth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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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a systematic summary and re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PEC in higher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better carrying out relevant research and practical work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1860 high-quality literatures 
on IPEC in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core journal database and CSSCI database from 2017 to 
2022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bout IPEC 
in higher education by using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and visual literature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It 
analyzes the research trends of IPEC in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authors. And it summarizes the hot topics of IPEC in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the 
clustering analysis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s, secondary reading and systematic sorting of 
representative literature. In addition, it identif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research about IPEC in higher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timeline graph of keywor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t research on IPEC in higher 
education is highly concerned and widely participated by college teachers and educators; hot topics mainly 
involve six aspects: essential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practice, element integration, teaching design, teaching 
ability and effect evaluation; the evolution of related resear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budding 
exploration (2017—2018), rapid development (2019—2020) and steady development (2021—2022). Finally, 
based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and reform trends of IPEC,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olicy trends of 
the education regulatory department， the research trends of IPEC in higher education are prospected.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curriculum; research trends; hot topics; evolution 
context; research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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