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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课”作为一种旨在提升课程质量的教学模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使用 CiteSpace 软件对中国知网选取的 4714 篇有效期刊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了解该领域的
研究态势和热点。分析发现：研究态势方面，文献数量在过去五年内呈快速增长趋势，作者
之间、研究机构之间并未形成紧密合作关系；研究热点方面，从早期概念、途径、策略等的
理论研究，到中期建设、模式、思政等的实践落地，再到当前培养、技术、评价等的发展创
新，逐渐具体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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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高等

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在全球

范围内，提升教育质量已经成为各国教育政

策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

普及化发展阶段，提升本科教学质量成为了

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为响应新时

代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教育部于 2018 和

2019 年先后出台《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

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

知》[1]和《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

实施意见》[2]，以推动本科教育的高质量发

展，其中，“金课”建设被视为提升教学质量

的核心举措之一。所谓“金课”，是指具有高

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以下简称“两性一度”）
的优质课程，旨在通过深化课程改革，切实

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

近年来，我国高校在落实“金课”方面取

得了显著进展，包括对金课相关概念的界定

与发展[3,4]、金课建设的方法与策略[5,6]、
金课建设的路径与实践[7-10]、金课建设的技

术应用与模式创新[11-14]、金课建设的成效

与影响[15-17]。但同时仍存在一些尚待解决

的问题，例如，高校在"金课"建设过程中遇

到了理念分化、教师动力弱化、学生参与意

识淡漠等问题[18]，教师个体特质、教学设

计和课程特征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问题

[19]。再如，在教学实践中如何平衡理论与

实践的关系、如何有效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

兴趣、如何评估和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等方

面仍然存在不少难题。

为了全面了解“金课”在国内高等教育中

的应用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20,21]这一文献分析工具进行系统

梳理。CiteSpace 是一种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可

视化分析软件，它能够有效地识别出某一领

域内的核心文献、研究前沿和知识演进趋势。

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关于“金
课”和“两性一度”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利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揭示该领域

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希望研究结果能够

为教育决策者、高校管理者、一线教师以及

相关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共同推

动我国高等教育向着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

方向发展。

2.研究现状

2.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知网平台文献数据来充分

了解国内在“金课”领域的研究现状。首先，

在平台的高级搜索页面选取期刊检索，勾选

来源类别中的“全部期刊”，检索条件为：主

题是“两性一度”或“金课”。进一步人工筛选，

剔除与研究主题无关的文献，最终得到

2018-2024 年间额 4714 篇有效文献。

2.1.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美国 Drexel 大学的陈超美

教授开发的可视化分析软件[20]，适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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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分时、动态的复杂网络分析。通过输

入与特定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该软件能揭

示该领域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已被广泛用

于探索研究领域的现状和发展动态[21]。本

文采用 CiteSpace 作为分析工具。

2.2发文量年度趋势

将检索所得文献数据进行年度数量统计，

得到自 2018年以来国内“金课”和“两性一度”
相关研究的发文趋势图，如图 1 所示。2018
年为起步阶段，由于“金课”和“两性一度”政
策刚刚出台，发文量较少；2019-2020 年为快

速发展阶段，并在 2020 年达到峰值 1267 篇。

2021 年至今为稳定阶段。

图 1.2018-2024 年发文量折线图

2.3机构共现图谱

表 1列出了发文频率较高的前 13家机构，

图 2 展示了对选取文献的所属机构进行共现

分析得到的图谱，当前显示最大的 10 个共现

网络。通过分析表 1数据和图 2图谱发现，

目前在该领域的研究中，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洛阳理工学院发表文献数量

最多，分别为 12篇和 10 篇。然而，机构共

现图谱中，这两个机构并未与其他机构形成

合作网络。发文数量第三的南京大学教育研

究院与第十三的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形成了一

个较为简单的合作网络，安徽农业大学外国

语学院与本机构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外国

语大学英语学院也分别形成了较为简单的合

作网络。图 2左上角显示，机构的 Density
为 0.0004，大多研究机构各自为战，并未形

成具有凝聚力的研究群体。

表 1.高频发文机构

研究机构
发文

数量
年份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12 2020
洛阳理工学院 10 2020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9 2019
大连财经学院 9 2020
长春建筑学院 7 2019

广西中医药大学 7 2021
西安翻译学院 7 2019

哈尔滨金融学院 7 2023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7 2020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外贸学院 7 2021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7 2020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6 2020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5 2020

图 2.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2.4作者共现图谱

由于同名作者较多，本文在使用

CiteSpace 分析之前，先对同名作者进行了简

单区分，即在同名作者后面加入论文第一单

位以示区分。图 3 显示的是“金课”和“两性一

度”论文作者合作关系知识图谱，当前显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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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 10 个共现网络。发文数量最多的研究学

者分别是来自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和江苏经贸

职业技术学院的刘芳和柴义江，数量分别为

7篇和 6篇。发表相关文献数量 4 篇以上的

有 7 人，少数作者发表 3篇，大部分作者发

表 1-2 篇，如表 2。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

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并不够深入和具体。

图 3 还显示作者的 Density 为 0.0049，即各个

学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紧密，发文数量较

多的几位作者并未出现在图 3中，表明他们

尚未形成较大的合作网络，目前只形成了商

飞飞为核心的 1个发文数量较多且较为复杂

的合作网络。

表 2.发文数量排名前 10的作者

作者 发文数量 年份

刘芳 7 2021
柴义江 6 2021
侯长林 4 2019
帅良 4 2021

阚国坤 4 2021
尚厚玉 4 2020
商飞飞 4 2021
李厚本 3 2021
刘越 3 2021

陈婷婷 3 2023

图 3.作者共现图谱

3.研究热点

3.1关键词共现

使用 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后得

到 265 个关键词，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4所
示，节点大小代表词频的大小，线段代表关

键词之间的联系。表 3 列举了其中排名前 10

的关键词，包括关键词的词频、中心性、首

次出现的时间。中心性指的是网络中经过某

点并连接这两点的最短路径占这两点之间的

最短路径线总数之比，中心性越高，其在网

络中越重要。

图 4.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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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词频排名前 10 的关键词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年份

金课 2098 0.31 2018
教学改革 416 0.08 2018
金课建设 342 0.07 2019
课程思政 313 0.13 2019
两性一度 240 0.11 2019
课程建设 189 0.08 2019
教学模式 149 0.09 2019
新工科 125 0.09 2019

线上线下 120 0.03 2019
翻转课堂 114 0.08 2019

3.1.1 关键词研究热点比较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重点的凝练，通过对

关键词词频和中心性的统计比较分析，可以

得出该领域内目前的研究热点和未来趋势。

本文将关键词进行排序发现，排名前 10 的高

频词大致可以分成四个主题。

（1）课程建设。关键词包括金课、金课

建设、课程建设，专注于研究如何构建和实

施高质量的课程。探讨了金课的标准和要素，

以及如何通过课程建设来实现这些标准。研

究包括课程设计的原则、教学内容的选择、

教学方法的创新等方面。此外，研究者还探

讨了课程建设过程中的挑战和解决方案，以

及如何评估课程的有效性和影响。

（2）教学模式与改革。关键词有教学改

革、教学模式、翻转课堂，关注教学模式的

创新和教学改革的方向。涉及如何通过采用

新的教学模式（如翻转课堂）来提高教学效

果。研究内容包括比较不同教学模式的效果、

分析翻转课堂的优势和局限性、以及探索教

学改革的成功案例。此外，研究生还探讨了

如何在实践中实施这些新模式，并克服相关

挑战。

（3）课程内容与价值观融合。关键词包

括课程思政、两性一度，关注如何在课程内

容中融入价值观教育。研究了课程思政的实

施策略，探讨了如何在专业课程中自然地融

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以及如何衡量这种融

合对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影响。对于“两性一度”
的研究，包括如何提升课程的挑战度、创新

性和专业度，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4）新趋势与技术应用。关键词有新工

科、线上线下，探讨了教育领域的新趋势和

技术应用，特别是新工科教育和线上线下混

合教学模式。研究了新工科教育的特点、目

标和实施策略，以及如何利用线上线下的资

源和技术来优化教学过程，并评估这些新趋

势和技术应用对学生学习成果的影响。

此外，结合高频词中心性可以发现，

2018 年出现的“金课”、2019 年出现的“课程

思政”和“两性一度”，频率和中心性都较高。

3.1.2 关键词研究热点脉络演进

通过对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进行梳理

统计，得到关于年份的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如图 5所示。计算可得 2019 年（561%）为

变动幅度最大的年份。根据图 5所示折线走

势，将关键词划分为理论研究、实践落地与

发展创新 3个阶段，选取每个阶段词频排名

前 5的关键词得到表 4。

图 5.关键词数量的年份变化图

理论研究阶段（2018 年）：由于教育部

相关政策刚刚出台，领域相关关键词数量较

少，但发展迅速。该阶段这些高频、高中心

性关键词表明，当时的研究重点在于教育质

量的提升，特别是通过创建高质量的课程

（“金课”和“一流课程”）来改善整体的教学

水平。同时，探讨了教学改革的重要性，并

分析了如何通过改革提升课程质量。此外，

“水课”这一概念的出现表明研究者也关注了

低质量课程问题，并探讨了如何避免这类课

程的产生。“课程体系”的提及意味着研究者

还考虑了课程的整体架构和布局。

实践落地阶段（2029-2020 年）：此阶段

出现的关键词总量较多，表明当时处于研究

快速发展阶段。研究进一步深入到课程内容

与教学模式的具体实施中。探讨了如何在实

践中构建高质量的课程，并将思想政治教育

融入课程。 “两性一度”的高频出现意味着研

究者关注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

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教学质量。同时，研

究了不同教学模式的效果，并探索了如何选

择最适合的模式来支持课程目标。

发展创新阶段（2021 至今）：本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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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表明，研究重点转向了教育技术的应

用和教学创新。探讨了如何通过引入新技术

（如人工智能）来推动教学创新，并分析了

“三教改革”（教师、教材、教法的改革）的

实施路径。此外，研究了如何通过这些改革

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技能。

从这些关键词中可以看出，该领域的研

究经历了一个从关注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到

具体实施细节再到教育技术应用的过程。

2018 年，关注的是教育质量的基础和提升；

2019 年，研究深入到了课程内容、教学模式

和价值观的融合；而到了 2020 年，开始探索

新技术的应用以及如何通过这些新技术来促

进教学创新和学生能力的培养。

表 4.研究热点脉络演进

阶段 关键词总数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年份

理论研究阶段（2018 年） 13

金课 2098 0.31 2018
教学改革 416 0.08 2018
一流课程 86 0.08 2018

水课 71 0.02 2018
课程体系 36 0.04 2018

实践落地阶段

（2019-2020 年）
161

金课建设 342 0.07 2019
课程思政 313 0.13 2019
两性一度 240 0.11 2019
课程建设 189 0.08 2019
教学模式 149 0.09 2019

发展创新阶段（2021 年

至今）
91

教学创新 20 0 2021
三教改革 14 0 2021
人工智能 12 0 2021
实施路径 11 0 2021
能力培养 11 0 2021

3.2关键词聚类

CiteSpace 软件的关键词聚类是按照相

关程度快速聚合，并按照聚类规模大小进行

排序。本文生成的关键词聚类图谱编号#0-#7
代表聚类的排序，#0 为最大聚类，即该类（线

上线下）所含文献量最多。前 5 大聚类词分

别是“线上线下”、“金课建设”、“高职院校”、
“金课”和“两性一度”。根据 CiteSpace 软件的

统计，关键词“金课”出现次数最多，为 2098

次；第二名是“教学改革”，出现次数为 416
次；第三名为“金课建设”，出现次数为 342
次；“课程思政”和“两性一度”分别是第四名

和第五名，出现次数分别为 313 和 240。可

以发现，关键词的次数与生成的聚类排名有

较大的关联。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关键词聚类

的特点和分布，将聚类结果以时间线的形式

展示，如图 6所示。

图 6.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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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 中的时间线图是以时间为轴，

展示关键词随时间变化特征的时序图。图中

右边部分为每一聚类代表的关键词，左边部

分节点大小表示该节点关键词的重要程度，

节点所在位置为该关键词出现的时间。图从

上到下按照聚类规模由大到小排列，不同的

颜色代表不同的聚类，编号数字越大，聚类

内的关键词越少；图从左向右按时间先后顺

序排列，展现每个聚类中关键词随时间变化

情况。

编号为#0的最大聚类“线上线下”是本分

析的重点方向。2018 年，聚类结果中，关键

词只有“一流课程”，作者的研究重点集中在

一流课程的建设和实施上。探讨了如何创建

高质量的课程，以及如何通过课程改革来提

升教学效果。研究包括了课程设计的原则、

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创新等方面；

2020 年，关键词有“思政教育”、“混合教学”、
“混合式”，研究关注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融

入课程之中（思政教育），以及混合教学模

式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探讨了如何在专业

课程中自然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并分

析了混合教学模式如何结合线上和线下的资

源来优化教学过程；2021 年，关键词包括“程
序设计”、“地方院校”、“能力培养”，研究集

中在地方院校的教学改革和学生能力培养上。

能探讨了如何在地方院校中实施课程改革，

特别是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如程序设计）。

此外，作者还研究了如何通过课程改革来促

进学生的技术能力和创新思维发展；2022年，

关键词有“工程认证”、“创新思维”、“会计专

业”，表明研究侧重于工程教育的专业特色强

化，特别是在工程认证背景下。探讨了如何

通过工程认证来提升教育质量，并分析了如

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此外，作者还

研究了会计专业的特色和教学改革，以适应

行业的需求；2023 年的关键词“医学院校”表
明，研究集中于医学院校的教育改革。探讨

了如何在医学院校中实施课程改革，以适应

医学教育的新趋势和技术的发展。此外，作

者还研究了如何培养医学生的临床技能、人

文素养和科研能力。

总体来看，在编号为#0的聚类结果中，

从 2018 年到 2024 年，从关注课程质量的整

体提升到具体实施细节，再到教育技术的应

用和专业特色强化的过程。2018 年，领域关

注的是一流课程的建设；2019 年至 2020 年，

研究重点转向了教学模式的创新和课程思政

的融合；2021 年至 2022 年，开始探索地方

院校的教学改革和工程教育的专业特色；

2023 年，研究焦点转移到医学院校的教育改

革。

3.3突显词

突显词分析是 CiteSpace 软件提供的一

项关于提取一段时间内使用频次突增或受到

该领域研究学者强烈关注的专业术语，能代

表这一领域的热点和研究前沿，具有较大的

研究潜力，是分析发展趋势的重要依据。突

显词生成过程中，γ系数取 1.0，Minium
Duration 取 2，结果发现 14个突显词，如图

7所示。从这些关键突显词可以看出，随着

时间的发展，教育领域经历了以下 3个阶段。

（1）质量提升期（2018-2019）。突显

词为“水课”、标准，微课，新时代，雨课堂，

公安院校，互联网，有效教学。当时，教育

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刚刚出

台，“金课”概念关注程度较高，与之对应的

“水课”也被识别并改进，这表明对教育质量

的关注。到了 2019 年，领域研究转向了教学

模式的创新和教学技术的应用。探讨了新时

代背景下教学标准的制定，以及如何通过微

课、在线平台（如雨课堂）和互联网技术来

提升教学效果。此外，公安院校也非常重视

“金课”的建设，很多文献谈谈如何通过新技

术来优化教学过程，以实现有效教学。

（2）能力培养期（2020-2021）。突显

词为创新，自主学习，专业认证。研究集中

在创新思维和能力培养上。探讨了如何通过

教育改革和课程设计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批判性思维。同时还关注了学生中心的教

学方法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探讨了

如何通过自主学习和专业认证来促进学生个

性化学习和发展。还研究了如何建立有效的

评估机制，以确保学生能够获得必要的技能

和知识。

（3）发展创新期（2022 至今）。关键

词为一流课程，教学创新，人工智能。深入

探讨了一流课程的建设和教育技术的应用。

探讨了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支持教学创

新，包括个性化教学、智能评估和自动化反

馈等方面。研究了如何构建和评估一流课程，

以确保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能够满足学生的

需求。

另外，2022年的 3个突显词“一流课程”、

“教学创新”和“人工智能”持续时间最长，

突显强度较高，结合文献克制，教育领域正

社会科学与教育 2025年第2期 
ISSN: 3079-4420

6



在积极探索如何利用最新技术来提升课程质

量和教学效果。这不仅体现在课程内容的创

新上，还包括教学方法和评估方式的革新，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个性化学习

和智能评估等方面。

图 7.关键词突显图谱

4.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本文使用 CiteSpace 软件以及中国知网

数据库中与“金课”和“两性一度”有关的

研究文献为样本数据，运用基于科学知识图

谱的可视化分析方法，分析了金课建设研究

的态势和热点等内容，得到如下结论：

（1）研究态势。研究发文数自 2018 年

以来增长迅速，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化学化工

学院、洛阳理工学院、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大连财经学院等高校是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力

量，刘芳、柴义江、侯长林等高产出作者。

（2）研究热点。自 2018 年以来，关键

词共现集中在课程建设、教学模式与改革、

课程内容与价值观融合以及新趋势与技术应

用等四个主题，其中，2018 年出现的“金课”、

2019 年出现的“课程思政”和“两性一度”，

频率和中心性都较高，这些关键词体现了该

领域研究的演变过程；关键词聚类最大的类

别为“线上线下”，从 2018 年到 2024 年，

关键词从关注课程质量的整体提升到具体实

施细节，再到教育技术的应用和专业特色强

化，体现了研究的深入与递进；2022 年的 3
个突显词“一流课程”、“教学创新”和“人

工智能”持续时间最长，突显强度较高，在

未来几年有望持续得到关注。

4.2 展望

未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进一步研究。

（1）加强合作。目前研究学者和机构之

间的合作相对较少，未来需要加强跨机构、

跨学科的合作，共同推进“金课”建设的研究。

（2）新技术的应用。随着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的发展，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如何利用

这些技术来支持个性化教学、智能评估和自

动化反馈等方面，以促进教学创新。

（3）专业特色强化。随着教育改革的深

入，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不同学科领

域的特色强化，比如工程教育、医学教育、

公安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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