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课程思政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2011-2024）

王国华，王璐瑶
大连海洋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辽宁大连，中国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计量的分析方法，剖析了 CNKI 收录的 838 篇关于的相关文献。
从总体发展趋势、学科领域分布、作者和研究单位的构成、以及研究热点等多个维度，揭示
相关研究的总体特征。结果显示，当前研究的年度发文数量呈上升趋势，研究的学科分布主
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医学教育与医生边缘学科、外国语言文学等领域，并主要围绕 “教学改
革”“教学模式”“案例教学”等热点关键词开展研究。现有研究过分倚重微观性、实证性、
案例性探究，理论性、思辨性研究相对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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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新文科背景下日语专业校企融合就业实习

基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2024090511836）；辽宁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一般
课题：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促进高质量就业的路径研究（课题批准号: JG22DB111）；大
连海洋大学 2024 年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大思政”视域下日语跨文化交
际课程思政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与推广路径研究》。

1.引言

从规模总量看，我国无疑是名副其实的

研究生教育大国。据《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研究

生招生规模达到 130.17 万人，在读研究生人

数攀升至 388.29 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320.05 万人，这些数字均较上一年有所增长。

面对如此庞大的研究生群体，如何培养造就

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不仅关乎教育强国

战略的实施，更是教育界必须直面的迫切议

题。毫无疑问，研究生教育的立德树人使命，

关键在于充分发挥课堂这一主渠道的作用，

挖掘课堂教学的“德育内涵”，梳理并提炼

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力求将德育教育与

专业教育对接，实现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观

培育的深度融合，方能全方位提升研究生的

培养质量，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课程思政作为教育教学领域的核心概念，

正引领教育界积极开展实践探索，在理论层

面，也推动相关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近年来，

国内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探索热情高涨，研

究成果大量涌现，截止到 2024 年 8月末，以

“课程思政”为主题词，从中国知网上检索

到的相关研究论文达 6 万多篇，其中聚焦研

究生相关问题的研究论文也有 900 多篇，为

梳理研究的现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鉴

于此，本文以 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文献为对象，利用 CiteSpace 文献计量分析软

件，对现有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旨在把握

相关研究的整体概况，为教育和研究的深化

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为研究生教育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

2.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探讨（1）相关领域研究的演变、

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2）相关

研究领域作者和院校分布、发文期刊；（3）
总结对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的启示，提

出今后相关领域教育和研究的对策措施。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文献形式选择期刊论文。利用知网

的高级检索功能，设置主题词为“研究生”+
“课程思政”以及“硕士+课程思政”进行检

索，截止到 2024 年 8 月 30 日为止，共检索

到 921 篇期刊论文，剔除重复出现数据，以

及专业介绍、学者专访等不相关文献后，最

终得到有效数据为 838 篇。文献的时间跨度

为 2011 年至 2024 年。

2.3 研究工具与分析方法

针对研究问题，笔者利用 CiteSpace 和

Excel 分析相关数据文献。CiteSpace 是一款

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利用该工具的知识图谱

绘制功能，可以直观呈现某个领域的知识特

征、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方向等[1]。本文主要

借助 CiteSpace 的可视化功能，从关键词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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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介中心度、高被引文献、主题聚类等多

个维度进行统计分析，以厘清当前研究的现

状、聚焦研究热点，并解释其未来发展趋势。

同时运用 Excel 分析工具，对历年发文量的

变化趋势、来源期刊和分布情况、作者的分

布特征、学科领域的涉足范围、以及作者及

研究单位分布格局等进行统计与分析。

3.研究发现

3.1 研究的总体趋势和阶段特征

发文数量的变化，是衡量某一学科在某

一时间段内发展态势的重要指标，对分析发

展动态、预测未来趋势具有重要意义[2]。对

所收集文献按年度进行统计分析，形成年度

发文量分布的折线图。如图 1 的结果表明，

研究整体呈增长趋势，从文献的增长规律看，

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起步探索阶段（2011 年-2017 年），

期间该领域仅有 6 篇文章发表，研究相对比

较零散，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研究空白。最

早的文章发表于 2011 年，关注的焦点是研究

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直至 2017 年，学者们

主要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性质和内容、

以及教学问题等。

其二、稳步增长阶段（2018-2020 年），

期间学者的发文数量稳步增长。2018 年相关

文献仅有 5篇，2020 年增加到 43 篇，3 年间

增加到 8倍多。其中，发表于 2018 年的文献

《“课程思政”理念下研究生实验室安全教

育路径探析》，正式拉开了相关问题研究的

序幕。

其三、快速增长阶段（2021-2024 年）。

2021 年的发文量是 43 篇，2023 年迅速增加

到 255 篇，占刊发论文总量的 31%。2024 年

1-8月份的发文量已经达到了 184篇，与 2022
年全年的发文量基本持平。

图 1.研究发文数量年度分布（2011 年-2024
年）

研究生“课程思政”研究的阶段性变化

与相关政策动向密切相关。其一、我国从 2010
年开始招收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同年我

国先后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以及《国家中长

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

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政策的推动下，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由此也引发了关于研究生教育和教学改革探

索的热潮[3]。
其二、“四新”建设的提出和加速。2017

年，我国提出了“新工科”的概念，随后在

2018 年，相继推出“新农科”“新医科”以

及“新文科”， 2020 年教育部发布了《纲

要》和《新文科建设宣言》，这一系列标志

性举措与培养新时代人才紧密相连，推动高

等教育的不断改革与创新。

其三、近 10 年我国把思政教育提到了空

前的高度。2016 年 12 月，召开了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会议。为了落实会议精神，教育部

于 2017 年 12 月颁布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2020 年以来，《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关于加快

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改革的意见》等一系

列文件相继发布，为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提

供了新的方案指南[4]。自 2020 年 7 月，国

家提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推动内涵发展，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5]。
2021 年上半年，教育部又专门遴选了 1428
项课程思政示范项目，以全面助推研究生的

高质量建设[6]。
研究生教育研究的起点可追溯至 2010

年，而针对研究生相关教育问题的探索，则

真正起步于 2018 年左右，这一时间脉络与政

策文件相继发布的时间节点基本吻合。说明

这些政策和文件的出台，激发了学者们探讨

问题，推动着相关研究由初步探索不断走向

深入。

3.2 研究进展

3.2.1 学科分布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研究的学科分布主

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医学教育与医生边缘学

科、外国语言文学、材料科学、工业通用技

术及设备、数学、生物学等 19个学科。其中

61.06%的学科集中在高等教育，在所有学科

中占比最高。第二位是医学教育与医生边缘

学科，占比 9.64%，第三位是外国语言文学，

占比 3.16%，第四位是材料科学和工业通用

技术及设备，占比 2.29%，第五位是数学，

占比 2.21%。以下依次是生物学、化学、有

机化工、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计算机软件

及计算机应用等理科和工科专业。

3.2.2 研究单位分布及核心作者

有学者指出，分析某领域研究的主要研

教育教学与管理 2025年第6期 
ISSN: 3079-4439

64



究机构、核心作者及发文量，可以快速了解

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分布，有助于对该领

域的研究现状及研究实力有更为清晰的了解

[7]。
在使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分析时，将时

间分区设置为“1”，即每年作为一个独立的

时间段；选择“作者和研究机构”作为节点

类型；在网络连接中，采用“余弦算法

（cosine）”来计算强度，分析范围限制在“区

内”（within slice）；在选择标准中，每个

时间段选择排名前 25的文献，并确保每篇文

献的出现频次不少于 1次，进行图谱绘制。

结果显示，2011 年至 2024 年期间，产

出成果较多的单位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发文

12 篇，居于首位。其次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和

中南大学分别发表 10篇论文，并列第二。东

北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北京工业大

学、吉林大学分别发表 9篇论文，并列第四。

其次哈尔滨工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分别发表 8 篇并列第八。贵州

大学、山东大学、河海大学分别发表 7 篇并

列第十一。河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重庆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重庆医科大学、

沈阳理工大学、郑州大学分别发表 6 篇，并

列第十四。从机构类型来看，综合性大学、

理工院校，农业院校、医学院校对这一问题

的关注度较高。

从发文情况看，发文数量较多的作者包

括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尹国安、沈阳理工

大学的李艳、王嗣淇、廉梅花、上海应用技

术大学的张珂、郑中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

学院的雷晶晶、河北大学的赵立斌，8 位学

者分别发表 3 篇论文，并列第一。广西科技

大学机的李冰、贵州中医药大学的覃海龙、

吉林大学的梁德东、滨州医学院的田梗、石

河子大学的胡雪、云南农业大学文国松等 10
位以上的学者分别发表 2 篇论文，并列第九。

此外的 800 多位作者仅发文一篇。

通过数据分析还发现，143 篇文献为独

立作者完成，占比 17.06%，两人合作的文献

为 183 篇，占比 21.84%。3人及以上作者合

作文献为 654 篇，8 位及以上作者合作的论

文数量有 18篇。可见学者之间合作发表论文

的情况多，且几乎是相同学校、甚至是相同

专业内的合作。机构之间几乎没有合作关系，

基本是各自独立地开展研究。

3.2.3 研究热点

研究热点代表了某一领域学者们共同关

注的问题，可以通过关键词共现、中介中心

度来揭示研究热点。关键词高度概括和凝练

文章的主题，而高频关键词代表了某一领域

学者们关注的话题。因此，对关键词进行分

析，尤其是对高频次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

用来确定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8]。利

用 citespace 软件，节点选择“关键词”，通

过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得到了如图 2 所

示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图 2.共现图谱

在共现图谱中，每个关键词表征于每个

节点中，节点和字号越大，关键词出现的频

率越高。结果显示，“课程思政”、“研究

生”、“教学改革”、“思政教育”、“立

德树人”等 20 个关键词为研究的高频、热点

关键词。其中“课程思政”、“研究生”两

个关键词分别位于第一和第二，是频次最高

的两个关键词。其次“思政教育”和“立德

树人”的频次较高，这反映了研究生培养的

时代特征，研究生教育所遵循的育人导向。

同时已有研究高度关注“教学改革”“教学

模式”“案例教学”“教学实践”，这说明

研究者正立足于各自的学科领域，深挖课程

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探讨相关研究的有效

落地与具体实践路径。

中介中心度通常用来考察关键词的重要

性，揭示研究热点。超过 0.1 的节点被成为

关键节点，表明该关键词在一段时间内受到

了多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9]。根据 CiteSpace
可 视 化 分 析 文 件

“network_summary_2012-2024”，统计了中

介中心度前 20 的关键词，如表 1所示，超过

0.1 的关键词分别是“课程思政”（1.06）、

“研究生”（0.4）、“教学改革”（0.2）、

“思政教育”（0.14）、“思政元素”（0.12）、
“立德树人”（0.1）、“案例教学”（0.1）。
其余 13个关键词的中介中心度在 0.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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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频次前 20 位的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课程思政 636 11 新工科 18
2 研究生 184 12 三全育人 15
3 教学改革 83 13 课程建设 14
4 思政教育 52 14 思政课程 13
5 立德树人 41 15 思政建设 12
6 思政元素 38 16 教学方法 12
7 教学模式 23 17 教学设计 11
8 案例教学 20 18 课程改革 10
9 教学实践 19 19 专业课 10
10 人才培养 18 20 专业课程 9

3.2.4 高被引文献

学术论文的被引频次是反映学术论文价

值的重要依据之一，高被引文献构成了学科

发展的基础[10]。本研究选择“引用频次”

和“中介中心度”两个参数，筛选出排名前

十的高被引文献。从表 2 可以看出，这些文

章发表于 2019 年至 2022 年间，其中有 6 篇

文献分别发表在权威核心期刊《研究生教育

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说明两本

期刊在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

地位。另外，医学类专业期刊《中国护理管

理》、教育类期刊《教育科学》、部分综合

类学术期刊《社会科学家》也发表相关研究

成果。这说明很多工科、医学类专业期刊，

也刊登相关的研究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高校教育工作者论文发表难的问题。

另外，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是王茜 2019

年的研究成果，其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析。

此外，蔡小春等学者探讨了工科研究生培养

中的问题，以上海交通大学试点项目为研究

样本，提出嵌入式、支撑式、补充式等具体

的教学路径。高珊等学者的研究指出了相关

问题研究和实践面临的问题，从课程体系构

建、教师团队的形成、评价体系的建立等方

面，提出了具体的应对策略。上述研究成果

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表 2.高被引前 10 的文献

排名 文献 作者 来源 年/期 下载频次 被引频次

1 “课程思政”融入研究生课程体系

初探
王茜

研究生教育

研究
2019/04 8852 298

2 工科研究生培养中“课程思政”教

学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蔡小春;刘英

翠;顾希垚;熊
振华;倪霓

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
2019/10 7294 169

3 “大思政”格局下研究生“课程思

政”的探索与实践

高珊;黄河;高
国举;杜扬

研究生教育

研究
2021/05 7532 119

4 高级护理实践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思考与实践

李惠玲;莫圆

圆;李春会

中国护理管

理
2020/07 3096 61

5 高校研究生课程思政实施中的问

题与对策研究

王义康;李海

芬;王一

研究生教育

研究
2022/03 3747 58

6 新时代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难点

与突破路径

逄红梅;陶启

坤;康洁

研究生教育

研究
2022/03 4240 54

7

新时代背景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改革创新——基于显性教

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的课程共同

体模式

张永奇
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
2019/10 3370 54

8 圈层式协同育人：研究生课程思政

新模式

邢文利;裴丽

梅
教育科学 2021/05 2773 48

9 高校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论 郝晓美
学校与思想

教育
2020/23 2361 43

10
我国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的形势、

问题与对策——基于南京大学的

思考与实践

张亮;廖昀喆 社会科学家 2021/04 4463 43

3.2.5 主题聚类

通过对文献的聚类分析，可以了解某一

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利用 CiteSpace 软件，

进行关键词聚类图谱绘制，具体操作时，将

时间分区设置为“1”，即每年为一个独立的

时间段；选择”关键词“和”关键词 Plus“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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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词汇来源；选择“关键词”作为节点类型

在网络连接中，采用“余弦算法 （cosine）”

来计算强度，分析范围限制在“区内”（within
slice）；在节点筛选方式中，选择每个时间

切片分区的最大数量为 95。最终主题聚类的

可视化结果显示，研究领域的热点从高到低

依次是“课程思政”、“研究生”、“教学

改革”、“思政教育”、“教学模式”、“教

学实践”6 个不同的聚类。

“课程思政“类热点文献几乎囊括了所

有被下载的文献，相关研究聚焦了实施路径、

思政元素的挖掘，以及思政元素有效融入课

程的路径等，展现出宽广的研究视野。

“研究生”的热点文献有《“双一流”

背景下核工业精神引导“核能与核技术工程”

专业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探索》（赵剑锟，

2021）等 794 篇，聚焦研究生相关教学模式

的创新和效果、教学改革的经验等。“教学

改革”的热点文献有《“课堂+”模式下高校

研究生课程思政改革探索与实践》（郑晓航，

2024）等 370 篇，研究聚焦新的教学手段和

模式、案例教学的实施和作用、教学改革与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等。“思政教育”的热

点文献有《“大思政”视域下硕士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困境与对策研究》（张艳岗等，

2024）等 219 篇，探讨了课程思政教育的必

要性、不同专业领域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困境、以及问题的解决办法。“教学模式”

的热点文献有《以“研”突破的工科研究生

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魏金丽等，2024）
等 108 篇，探讨教育模式改革的必然性，探

索新的适合专业课程特点的教学模式，总结

新的教学模式取得的成果，为课程教学提供

借鉴参考。“教学实践”的热点文献有《研

究生“交通运输工程”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探

索》（赵鲁华等，2022）等 86 篇。探讨课程

的具体目标，如何基于目标设计与专业课教

学内容的融入点，探索教学方式及评价方法，

以实现在研究生课程中有效融入思政元素，

最终达到提升育人效果的目标。

4.研究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学者们围绕相

关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且在较短

的时间内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当前的

相关研究还存在着些许不足。

第一、研究的系统化程度尚有优化空间。

从发文数量、研究机构和发文作者数量分布

情况看，838 篇样本文献中，有 409 位研究

者仅发表１篇文章，占总人数的 80.51％，说

明问题处于分散研究的状况，远没有达到一

个成熟研究领域的标准。多数研究者未能保

持持续的产出，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尚未形成

一批高产和高影响力的核心作者，以及未形

成一个稳定强大的作者群体。而且同校之间

的合作相对比较多，区域内和区域间科研机

构的合作交流较少，未形成较稳定的跨校、

跨区域学术合作关系网络，未形成系统化的

有深度的研究领域。

第二、多数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不够突

出。排名前 20 的关键词中，有 13 个关键词

的中介中心度在 0.1 以下。这说明研究中所

发掘的高频关键词在代表性方面尚存局限，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偏向，即更多研究

偏重于微观视角、实证性及案例探讨。相比

之下，宏观层面的探讨、理论性和思辨性分

析则显得较为薄弱。

第三、研究主题和内容尚待充实。既有

研究主要采用案列分析的方法，围绕 “教学

改革”、“教学模式”、“教学实践”展开

探索性研究。对“教师”、“学生”、“方

法”、“评价”等主题的探讨略显不足。教

师能动性、教师赋能、教师共同体、学生学

习动机、学习策略等方面的探究有所不足。

4.2 建议和展望

基于以上研究的不足，结合问题探索的

导向，以及该领域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提

出如下三点建议与展望。

第一、持续深化并拓展相关问题的研究

与探讨，力求达到更深的层次与更广的覆盖。

结合专业和课程特点，将专业知识教育与思

政教育有机融合，具体按照课程类别，如公

共基础课，在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

打造特色课程的基础上，探讨融入的路径。

专业教育课程上，根据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

势，以及教学内容和育人目标，兼顾深度和

广度的原则、多角度挖掘知识体系中的思政

元素，以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开展

教学实践研究。实习实践类课程中，以培养

学生的实践能力为目标，以精神和价值观塑

造为导向，探讨思政元素融入的路径，让相

关问题覆盖更广泛的学科和专业。

第二、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主题、

优化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可以从内涵、理

念、方法、成效等多个维度，系统梳理并提

炼出核心课题。高校教师应秉持“全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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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的宏观视野，从专业、教师、学生的角

度出发，兼顾课程特色，教师教学特点以及

学生发展需求，实现多维度、全方位的深入

探索。同时研究者还需深入思考如何搭建交

流平台、构建学术共同体，促进不同学科间

研究的协同并进，共同推动研究迈向更高层

次。

第三、探索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建设

评价体系。评价体系的建立，旨在精准衡量

育人效果，并以此为导向，推动实现效能的

最大化。目前学界主要从评价主体、评价方

式、评价指标三个维度构架评价体系。未来

应当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深入探讨建设与

评价所依托的基础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

将理论支撑与实践经验有效融合，设计和完

善评价指标、优化评价方法和评价体系。并

且要构建和完善评价的反馈机制和跟踪体系，

根据结果完善评价机制，进而改进教学方式

和方法，最终提升建设的效能。

综上所述，研究生课程思政是落实高校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关键环节。

未来科研人员应该持续跟进、深化探索，贴

合思政建设的新时代要求，开展全方位、体

系化的研究，不断提升相关研究的理论深度

和实践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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