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44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17 期·2021 年 9 月

从 2004年中央首次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中国上海由此开启了学校思想政

治教育课程改革的三个阶段探索之路，由中小学德育课程

建设转变为注重大中小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目的是构建全

员、全课程育人格局的理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的

本质不能单靠“思政课”，需要加强高校专业课程融入思政

元素，注重课程教学改革核心环节，充分发挥专业课程课堂

教学在育人中主渠道作用，目的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高校

专业课程教学的全过程，着力将大学教书育人落实于所有课

堂教学的之中，深入发掘各类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教育

资源。

大学“思政课程”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对大

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形式。“课程思政”强调的是

各门专业课程也必须承担思想教育的任务，通过专业课程思

政教学达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课程思政”

提出是近五年的事情，因为受一贯专业课教育思维定式影响

的原因，高校对“课程思政”的认识存在不平衡，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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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课程融入思政元素从2014年上海高校的探索和国家政策的出台，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研究制度化标志着教育领域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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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等发达地区高校发展较早、较快，中西部地区的思政课

程建设较缓慢。如何发挥专业课堂教学共同培养大学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的渠道作用、打造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其他各科专

业课程的协同效应，成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和专

业课程创新关注的重点 [1]。

论文采用 CiteSpace5.7.R1软件，该软件是基于 JAVA开

发的一款文献科学计量软件，文献计量的辅助工具。借助

文献计量工具，可以深度挖掘并分析科研文献的合作关系

研究深度，考察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元素这一领域研究的基

本情况，探测它的未来发展趋势。本研究选择 CNKI数据库

作为数据来源，CNKI数据库又称为中国知网，是目前中国

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CNKI数字图书馆”，它为科研人

员和高校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其他数据库相比，

该数据库包含的数据更加齐全，检索方法众多。为了避开思

政课程相关的资料，在数据搜集检索过程中，以“课程”和

“思政元素”为检索主题词，检索字段之间的关系为包含；

年代跨度没有限定，但是自动出来的是 2011—2021年的文

献；文献类型没有限制，共获取 1417篇文献，经过辨析出

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方面的研究，去掉非课程思政的内容

以及相应的会议论文，文献类型限定为“期刊”。在这些资

料中，因为高校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元素 2016年开始提出，

排除明显不属于课程思政的文献资料，人工筛选出 1310

篇文章。用 CiteSpace5.7.R1的数据格式转换工具，转换为

CiteSpace5.7.R1能识别的文献格式并进行分析。时间分区为

2011—2021，一年一分片；Term来源设为标题、摘 要、

作者关键词和附加关键词；经过分析分别获得关键词和期刊

合作的可视化图谱。CiteSpace5.7.R1生成的可视化图谱由节

点和连线组成，节点大小和频次分别代表相应的地区 /关键

词，频次越高，节点越大。圆圈层代表年轮，每一个年轮对

应不同的时间分区，从内到外，年轮对应的时间分区由远及近。

通过观察近 5年课程思政研究文献历年的文献发文量

以及发表时间次序进行分类，得出这几年发文数量和时间序

列分布情况（见图 1），可以发现关于课程思政的研究真正

开始于 2016年，虽然出来的有 2016年以前的数据，和课程

思政关系不是很大。

通过对时间序列分布情况分析得出：近年来的研究成

果完全集中于 2017、2018、2019、2020四年，从 2017年开

始，课程思政的研究论文增多，2017年 3篇，2018年 38篇，

2019 年 505 篇，2020 年 794 篇，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增幅最大，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挖掘的研究急剧上升，与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相关政策密切相关，引起了学术界对

“立德树人”和“各类专业课程挖掘思政元素”等问题的热

烈讨论。2021的文献在 CNKI的数据库里面已经出来，但

是点开看是 2020年 12月份的，真正 2021年的文献还没有

出现，但是相信 2021年的研究文献会更多。由于国家的重

视和高校研究的增多，课程思政的文献将继续处上升趋势。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已经成为研究

热点，高等学校各个专业和学科的教学改革以及学术界关于

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研究也基本形成。

图 1

关键词反映的是论文的主题，而关键词共现反映的是

其在同一篇论文中的出现情况。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元素领域

中关键词共现的频次越高，表明这一领域关键词之间的关联

度越高，通过课程思政方面关键词共现分析，能够进一步把

握这一领域内研究主题之间的关联，有助于理解课程思政领

域的知识结构体系和当前研究倾向，而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可以反映“课程思政”研究的热点。

通过对 1310篇论文进行突变探测，利用 Citespace5.7.R2

软件得出专业教育融入思政元素的关键词突现情况信息。其

中，关键词“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地质学基础”“育

人元素”突现强度最大，分别为 8.4744、3.8619、4.5723、3.9333，

其次是关键词“教学对策”“机械专业”“挖掘”“课堂教学”

突现较为明显，突现强度为 4.2179、4.3595、4.4120、3.7188，

它们的突现年份均始于 2017、2018、2019年。从突现词出

现的时间来看，专业课程思政的研究与国家政策精神保持高

度一致，从突现词的内容来看，专业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是

思政元素挖掘的趋势。综上所述，专业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问题导向，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实现立德树人，专业课和

思政课结合育人的理论问题，是当前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

大创举。通过研究了解到突现主题及其对应的突现率，以识

别其最新动态和发展走向。对 1310篇样本期刊的论文进行

分析，共截取了 13个突显词，可以看出专业课程融入思政

元素已经不限于大学体育和英语等公共课教育，管理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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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工科的化学地质学各个专业课程也已经进行高质

量的融入。

近 5年来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元素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的热点，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经过文献的梳理，总

的来讲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从资料来看核心期刊的文章是 64篇，CSSCI期刊收录

的文章是 36篇，说明“课程思政”研究成果的质量还不高。

虽然近三年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研究的期刊论文达 1310

篇，包括会议和其他文献等达到 1417篇，但发表在 CSSCI

期刊的论文仅 64篇，占比仅约为 4.51%，和近些年高校这

几年的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热度并不同步。期刊的学科反映

了学者们对专业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研究的角度。从 CSSCI

期刊杂志分布来看，研究论文主要刊载在中国大学教学和思

想政治类期刊上。其中，中国大学教学这个期刊的载文量共

有 8篇，思想政治研究类的载文量共有 19篇，这表明学者

们主要从教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视角研究课程思政问题，

其它专业课的融入质量还不是很高，还没有引起大牛学者的

重视 [2]。

高校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重要意义在于强化专业

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引导专业课教师不论是理工科还

是管理口，都要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中来；实现专业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是教育教学目标，不

仅是思政课老师的责任，同样是也是专业课教师的责任，要

求专业课程教师始终坚持教书育人，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

育相统一。作为教学改革的文章，很多观点没有实施知识探

讨阶段，从参与和指导学生活动，距离有组织、有计划推进

“课程思政”工作，保证“课程思政”取得扎实、丰富的成

效。还有一定的距离，甚至还存在一定的误区。“课程思政”

不是要求所有其他专业课教师都来讲思想政治理论课，而是

通过思政元素引入专业课教育，引导广大专业课教师以特有

的方式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达到专业思政的思想教育

目标。专业课程思政是新时代全面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

专业课教学必须坚守的理念，既不能因专业课教师不讲思想

政治理论课而淡化，忽视“课程思政”的作用，也不能因为

强调“课程思政”而忽视专业课程本身的教育教学目标，必

须实施两者的无缝衔接。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课程思政内涵的认知尚未统一，

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辩证

统一于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之中。专业课程融

入思政元素不是单设一门或几门课程，也不是专业课程思政

化或者思政课程专业化，而是各门各类课程在坚持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的基础上，让学生在接受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提

高思想上的高度认识从而实现价值引领功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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