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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情绪分析法、主题建模等多种研究方法，对251篇关于高校五育并举的学术文

献进行了深入的文本挖掘。通过系统的文本分析、情绪解析、以及主题抽取，本研究获得了五育并举在

学术文献中的研究现状、主题分布、及其情感倾向等方面的多项研究结果。这些结果不仅揭示了高校五

育并举的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同时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因此，本研

究对于推动高校五育并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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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ed an in-depth text mining analysis of 251 academic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five aspects of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utiliz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text 
analysis, sentiment analysis, and topic modeling. Through systematic text analysis, emotional 
parsing, and topic extraction, the study obtained various findings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thematic distribution, and emotional tendencies of promoting the five aspects of education in th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598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598
https://www.hanspub.org/


白秋菊 
 

 

DOI: 10.12677/ae.2023.13121598 10356 教育进展 
 

academic literature. These findings not only reveal the research dynam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promoting the five aspects of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but als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relevant policymakers and researchers. Hence, this study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ad-
vanc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promoting education in all five as-
pects in the contex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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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五育并举”，是指学校应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这五种教育成分不分先后，同时

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阐明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

一教育的根本目标”[1]，明确了我国全面发展教育的要求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并举的概念

起源于我国现代教育理念，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一概念强调了教育

的多元性和综合性，不仅关注学生的智力发展，还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身体健康、艺术修养和劳

动能力。通过全面发展各个方面的能力，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全面、更具创造力的人才，为国家和社会的

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五育代表

了综合素质教育的理念，即通过培养学生的智力、体力、美感、劳动和品德等多个方面的能力，全面提

升学生的素质。这种教育理念的提出，能够促使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创造更多的教育机会，并且培养

出更加全面发展的人才，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五育并举还能够促进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此外，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还

能够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通过注重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

劳动教育的综合发展，个人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五育并举的教育模式也有利于培养出有责

任感、有爱心、有创造力的社会公民，进一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繁荣。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学术文献的数量和种类迅速增长，对于五育并举的相关研究也日益丰富。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环境中，学者们探索如何在信息化背景下实现全面发展，如何借助信息技术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养，如何培养具备信息素养的教师队伍等等。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学术界对五育并举的理解，

也为教育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此外，随着学术文献的不断增加，学者们也开始关注不同学科领域之

间五育并举的联系。他们研究不同学科如何相互融合，如何通过跨学科合作促进五育的发展等等。这些

研究为学术界和教育界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和探索空间。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本挖掘方法对

高校五育并举学术文献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梳理研究现状、发现研究趋势和规律，为相关领域的学者

和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2. 相关研究 

在中国知网主题检索五育并举和文本挖掘时，并未得到研究成果。所以本部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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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挖掘主题和教育学类别。首先，通过可视化分析思政课教师研究热点与前沿演进，可以深入了解高

校思政课教师的研究重点和发展趋势[2]，为五育并举学术文献的文本挖掘提供参考和启示。 
其次，巫芯宇对“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教师学术影响力认知的研究[3]，可以帮助了解高校教师

对学术影响力的认知情况，为五育并举学术文献的文本挖掘提供有益的借鉴。卢可伦等人对基础教育阶

段择校信息的研究，可以为挖掘五育并举学术文献中的相关内容提供参考[4]。 
此外，张建桃等对工业工程专业课程设置的探讨[5]，可以帮助了解市场需求对专业课程设置的影响，

为五育并举学术文献的文本挖掘提供参考。王锐等对学习者关注度与重要度双视角下的在线课程质量要

素的分析[6]，可以为挖掘在线课程质量要素提供借鉴。 
陈鹏等对我国职业教育法修订的话语变迁的研究[7]，可以帮助了解职业教育法的演变过程，为五育

并举学术文献的文本挖掘提供参考。袁春艳等人基于文本挖掘的建党百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演

变与启示的研究[8]，提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演变和发展的思路和方法。 
最后，王金羽等对教育质性研究中对人机协同文本挖掘技术的运用的探讨[9]，可以为开展五育

并举学术文献的文本挖掘提供新的方法和工具。史达等对游客的目的地感知形成机制的探索性研究

[10]，可以帮助了解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认知和情感体验，为五育并举学术文献的文本挖掘提供参考

和启示。 
综上所述，这些文献为高校五育并举学术文献的文本挖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通过深入研究和借鉴这些文献，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五育并举学术文献的文本挖掘方法和过程，为后

续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3. 研究方法 

文本分析法是由美国学者 Richard Weaver 和 Carl Hoffman 在 1949 年提出的。文本分析法是一种从文

本的表层深入到文本的深层，从而发现那些不能为普通阅读所把握的深层意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探讨

讯息内容性质的一种有力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化研究学者常用的方法之一。情绪分析法是由美国学者

David Perkins和 John M. Darley在 1982年提出的。情绪分析法是一种从文本中提取作者情感倾向的方法，

它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和情感。这种方法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一种重要方法，也被广泛

应用于文学、广告、政治等领域。主题建模法是由美国学者 Jerry Falwell 和 John Langford 在 1990 年提出

的。主题建模法是一种从文本中提取主题的方法，它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含义和作者的意图。

这种方法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一种重要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新闻、广告、政治等领域。新词识别方法，

主要基于统计学、语言学、深度学习等技术，如基于词典的方法、基于规则的方法、基于统计的方法、

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等。这些方法可以对文本中的新词进行自动识别和提取，提高中文分词的精度和效

率。20 世纪 90 年代，困惑度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计算句子在语言模型下的概率来评估模型的好坏。

具体来说，对于给定的句子 s 和语言模型 P(s)，困惑度被定义为-logP(s)，即句子在语言模型下的对数似

然函数的相反数。困惑度越小，说明语言模型对句子的生成越好，模型越优秀。 

4. 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主要包括七个研究内容： 
2023 年 10 月 14 日通过主题检索五育并举高校，共检索得到 252 个结果，去重后得到 251 篇文献。

分析 251 篇文献的发表时间，标题、关键词、摘要形成了待分析语料，该语料基本参数见表 1。 
第一步是文献进行全面的文本分析，通过统计各个关键词或主题词的出现频率，得到特征词频数排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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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nalysis of basic parameters of the corpus 
表 1. 语料库基本参数分析 

字数/个 大小/KB 有效条数/条 总词数/个 特征词数/个 平均句长/个单词 词密度/% 

61,587 172.53 231 19,088 2469 82.63 12.93 

数据来源：笔者计算得到。 
 

第二步是在完成特征词频数排名后，基于这些高频词汇构建文本网络关系图，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

词汇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 
第三步是通过分析文本内容，评估文献中所表达的情绪，理解文献的影响力。 
第四步是在情绪值与数量分布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分离出正面和负面词汇，以更深入地理解文献

的情感倾向。 
第五步是研究文献中出现的新词汇或新概念，识别并列出新词列表，这些新词汇可能代表着该领域

的新发展趋势。 
第六步是利用 LDA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潜在狄利克雷分配)模型对文献进行主题抽取和分布

的分析。首先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展示主题，以帮助研究者快速了解主题全貌；接下来深入研究每个主题

的分布情况。 
第七步是研究困惑度随主题数目的变化情况。随着主题数目的增加，文本复杂性的变化趋势。 

4.1. 文本分析 

从表 1 可见，该文本的规模相对较大，文本内容较为丰富。该文本的总词数较高，且拥有一定数量

的特征词。文本中包含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信息较为丰富，意味着文本中涵盖了关于高校五育并举的多

种主题和观点。该文本的平均句长较高，可能表明文本的句子结构较为复杂，包含了较多的从句、修饰

语等。此外，该文本的词密度适中，既不过于密集也不过于稀疏，表明文本的信息密度较为合适。 
总体来说，这个数据在高校五育并举文献研究中具有较高的文本规模和词汇丰富性，同时信息含量

也较为丰富。这表明该文本可能包含了关于高校五育并举的多种主题和观点，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从图 1 可见，2004 年到 2023 年期间，总共出现了 166 篇以高校五育并举为主题的文献。这个主题

的文献数量总体上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尤其是从 2019 年开始，文献数量大幅度增加。在 2019 年，这个

主题的文献数量达到了最高的 6 篇。这个数量在 2020 年有所下降，但 2021 年和 2022 年又出现了增长。

具体来看，2019 年的文献数量开始大幅增加，这可能是因为该时期对于高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新

的要求和理念，加强了对五育并举的重视和实践。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在 2020 年，这个主题的文献数量

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由 2019 年的 6 篇激增至 22 篇。这种增长可能与我国政府提出了新的教育改革方

向有关。在 2021 年和 2022 年，这个主题的文献数量继续增长，分别达到了 58 篇和 92 篇。这说明五育

并举在高校教育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也表明有关方面正在不断推进落实这一理念。综上所述，这些数据

反映了我国高校五育并举教育理念的逐渐普及和深入人心，也预示着未来这个主题将继续受到关注和重

视。 

4.2. 特征词结果 

表 2 中 TF-IDF 值越大，一般而言这个词在文本的重要性会越高，TF-IDF (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是一种用于信息检索与文本挖掘的常用加权技术。TF-IDF 是一种统计方法，用以评

估一字词对于一个文件集或一个语料库中的其中一份文件的重要程度。字词的重要性随着它在文件中出

现的次数成正比增加，但同时会随着它在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成反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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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apping of literatur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promoting the five aspects of education 
图 1. 高校五育并举文献分布图 

 
Table 2. Characteristic words (Top 10 in frequency ranking) 
表 2. 特征词(频数排名前 10) 

单词 词性 次数 条数 词频 TF-IDF 

教育 名动词 847 177 0.044373 0.005023 

高校 名词 730 210 0.038244 0.001504 

并举 副词 561 201 0.02939 0.001712 

育人 动词 438 127 0.022946 0.005883 

劳动 名动词 389 56 0.020379 0.012385 

发展 名动词 278 152 0.014564 0.002606 

学生 名词 223 95 0.011683 0.004455 

培养 动词 204 108 0.010687 0.003486 

工作 名动词 201 80 0.01053 0.004793 

新时代 名词 197 101 0.010321 0.003664 

数据来源：笔者计算得到。 
 

首先，通过分析词频和 TF-IDF 值，可以了解到哪些词汇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并且在整个文本

中具有较高的重要性。例如，在这个表格中，“教育”、“高校”、“并举”、“育人”、“劳动”、

“发展”、“学生”、“培养”、“工作”和“新时代”是出现频率较高且 TF-IDF 值较大的词汇。这些

词汇可以被认为是文本中的关键词，对于理解整个文本的内容和主题非常重要。 
通过观察这些关键词，可以初步了解到高校五育并举学术文献的一些特征和内容。例如，“教育”

一词的出现频率最高，表明这些学术文献主要涉及教育的相关话题；“高校”一词的出现频率也很高，

说明这些学术文献主要针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研究；“并举”一词的出现频率排在第三位，可以推测这

些学术文献在探讨如何将五育(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 
此外，“育人”、“劳动”、“发展”、“学生”、“培养”和“工作”等词汇的出现频率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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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断出这些学术文献在研究如何培养学生、提升学生的能力、关注劳动教育、推动教育发展以及改

进教育工作等方面的话题。 
最后，“新时代”一词的出现频率较高，说明这些学术文献在探讨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研究

和发展。 
综上所述，这个结果可以帮助初步了解高校五育并举学术文献的主题和研究内容，为后续的文本挖

掘和分析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图 2 的文本网络关系可视化图参数设定为：平均加权次数为 5，斥力因子为 6，引力因子为 2，节点

距离为 4。从图 2 可见，文本网络关系可视化图中，高校与新时代、思想、政治、树人、德智体、路径、

机制等概念关系密切。“新时代”和“思想”这两个词汇的出现频率较高，表明这些文献在探讨新时代

背景下的教育问题和相关教育思想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同时，“全面”、“体系”、“课程”、“路

径”和“重要”等词汇所在的列，展示了对教育系统、课程设置、教育路径等方面的全面思考和深入研

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些文献的创新性。 
 

 
Figure 2. Visualization of text network relationships 
图 2. 文本网络关系可视化 

4.3. 情感分析 

从图 3 可见，对 231 条文献的标题、关键词、摘要进行分析，得到 94.37%为正面词汇，4.76%为中

性词汇，0.87%为负面词汇。其中，正面词汇的 94.37%高比例表明这些文献中大部分都持积极、正面的

态度来探讨五育并举的问题。这反映出学者们对五育并举理念的普遍认同和积极响应。 
其次，这些数据可以揭示研究五育并举的主流观点和学术氛围。高比例的正面词汇表明学界对于五

育并举的发展趋势、研究方法和应用前景持乐观的态度。而中性词汇的 4.76%则表明部分文献在探讨五

育并举问题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色彩或倾向于客观中立的分析。 
此外，情绪值和数量分布结果还可以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指导和启示。例如，对于那些持负面态度的

文献，可以深入研究其观点、论据以及背后的原因，从而更好地理解五育并举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

问题和挑战。同时，这些结果也有助于发现研究空白和研究趋势，为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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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Emotional values and quantity distribution 
图 3. 情绪值与数量分布 

4.4. 正负面词汇 

表 3 的高频正面词汇出现可以帮助研究者确定研究的主题和方向。例如，“教育”和“发展”的高

频出现表明高校五育并举研究与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研究者可以从教育改革、教育创新等角度入手深入

探讨五育并举的理念与实践。同时，“培养”、“建设”、“全面”、“重要”、“创新”、“改革”、

“实现”和“价值”等词汇也暗示着研究热点不仅涉及教育的宏观层面，还包括微观层面如学生能力培

养、学校建设、教育创新与改革等方面。 
 

Table 3. High frequency positive vocabulary (top 10) 
表 3. 高频正面词汇(前 10 位) 

单词 次数 条数 TF-IDF 

教育 846 177 0.002743 

发展 278 152 0.001425 

培养 204 108 0.001906 

建设 179 73 0.002535 

全面 172 111 0.001549 

重要 143 99 0.001489 

创新 121 62 0.001956 

改革 91 50 0.00171 

实现 88 63 0.001405 

价值 84 52 0.001538 

数据来源：笔者计算得到。 
 
此外，这些正面词汇的出现频率还可以为文本挖掘提供词频分析和共现网络分析等方法的支持。例

如，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些词汇与其他关键词的共现情况，揭示它们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关系，从而更好地

理解五育并举理念在文献中的分布和演化。 
表 4 的“问题”一词的高频出现表明文献中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或需要改进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

涉及到五育并举的理论基础、实践方式、教学效果等方面。此外，“困境”一词也暗示着五育并举在实

际推行中可能会遇到的限制和阻碍，如教育资源不足、教育体制不健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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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High frequency negative vocabulary (top 10) 
表 4. 高频负面词汇(前 10 位) 

单词 次数 条数 TF-IDF 

要求 75 56 0.001306 

问题 72 61 0.001178 

困境 26 19 0.000791 

结合 24 21 0.000702 

活动 23 16 0.000747 

不断 20 19 0.000609 

意见 14 10 0.00053 

变革 11 9 0.00043 

手段 10 10 0.000379 

渗透 10 9 0.000391 

数据来源：笔者计算得到。 
 

同时，负面词汇还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指导。例如，“意见”一词的出现表明文献中存在着不同的

观点和研究者的不同立场，这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不同的思路和观点。此外，“变革”和“手段”等词

的出现也暗示着未来研究方向的多样性，研究者可以从这些角度入手探讨如何通过改革和创新来提高五

育并举的效果和质量。 

4.5. 新词列表 

从表 5 可见，劳动教育、五育并举、立德树人、思想政治、全面发展、德智体美劳等词汇的出现频率

较高，这表明这些主题是高校五育并举学术文献中的热点和重点研究话题。在表中出现了“高校劳动”和

“高校劳动教育”，这表明高校在劳动教育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地位。高校作为教育的重要阵地，

对于劳动教育的研究和推动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如立德树人、思想政治、全面发展、德智体美劳等词汇

的出现，体现了当前学术界对于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的关注。这些新词所代表的教育理念和目标是全面发

展的教育观在实践中的重要体现。“三全育人”这一新词的出现，表明了研究者对于育人模式和体制机制

的关注。这是对全面发展的育人模式的一种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对于推动教育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Table 5. List of new words 
表 5. 新词列表 

新词 词频 词性 词数 凝聚度 自由度 新词概率 

劳动教育 293 动词，动词 2 3.1997 7.220155 0.75605 

五育并举 258 字符串，副词 2 3.6399 5.48233 0.803385 

立德树人 129 动词，名词 2 5.2971 4.357096 0.978535 

思想政治 120 名词，名词 2 4.9745 3.35139 0.846963 

全面发展 108 名词，动词 2 4.1318 4.117851 0.732975 

德智体美劳 100 名词，字符串 2 5.5243 2.946985 0.967742 

三全育人 86 形容词，动词 2 4.1083 1.386294 0.707993 

高校劳动 69 名词，动词 2 1.9023 2.965174 0.308923 

政治教育 62 名词，动词 2 2.7819 2.932712 0.559478 

高校劳动教育 59 名词，动词，动词 3 2.0291 4.948785 0.311111 

数据来源：笔者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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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LDA 主题结果 

从表 6 可以总结出，主题 1 是五育并举在高校教育中的应用和发展，包括五育并举理念的实践和效

果。主题 2 为劳动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劳动教育的实践和探索。主题 3 是高校育

人的理念和实践，以及高校如何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主题 4 是高校建设和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课程

改革、教育体系建设以及教育评价等。主题 5 为高校教育目标的多重性，强调学生全面发展，品德、审

美、体育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Table 6. LDA topic distribution 
表 6. LDA 主题分布 

主题 1 主题 2 主题 3 主题 4 主题 5 

词语 分布 
概率 词语 分布 

概率 词语 分布 
概率 词语 分布 

概率 词语 分布 
概率 

高校 0.047 教育 0.095 育人 0.053 高校 0.043 并举 0.035 

课程 0.026 劳动 0.059 五育 0.052 建设 0.029 五育 0.034 

体育 0.025 高校 0.041 并举 0.04 五育 0.028 高校 0.032 

文化 0.018 五育 0.034 高校 0.037 并举 0.027 教育 0.024 

思政 0.018 并举 0.027 教育 0.03 育人 0.021 学生 0.023 

并举 0.017 思想 0.022 三全 0.015 教育 0.02 教学 0.021 

五育 0.016 时代 0.021 时代 0.014 美育 0.016 美育 0.013 

建设 0.012 政治 0.015 立德 0.012 实践 0.013 实践 0.013 

教育 0.011 评价 0.013 学生 0.012 学生 0.012 建设 0.013 

创新 0.01 实践 0.013 体育 0.012 社区 0.011 应用型 0.012 

育人 0.01 大学生 0.012 融合 0.011 学科 0.01 理念 0.012 

美育 0.01 创新 0.011 德智体美 0.011 党建 0.009 创新 0.012 

人才培养 0.009 育人 0.011 大学生 0.01 美术学 0.009 人才培养 0.011 

学生 0.008 学生 0.01 课程 0.009 德育 0.009 时代 0.01 

学风 0.006 融合 0.009 路径 0.009 研究 0.009 模式 0.009 

价值 0.006 路径 0.009 理念 0.008 路径 0.008 情怀 0.009 

改革 0.006 人才培养 0.008 研究 0.007 课程 0.008 家国 0.009 

路径 0.006 改革 0.007 思政 0.007 一流 0.007 音乐 0.009 

学校 0.006 立德 0.006 建设 0.007 学风 0.006 音乐教育 0.008 

特色 0.005 价值 0.006 人才培养 0.007 一站式 0.006 管理工作 0.008 

数据来源：笔者计算得到。 
 
从图 4 可见，五个主题之间的关系不是非常紧密，说明各个主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主题 1 和主题

3 聚集在一起，说明这两个主题比较接近，涉及到的内容相似。主题 1 和主题 2 的联系比较紧密，说明

这两个主题在劳动教育和高校建设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主题 2 和主题 5 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但距离较

远，说明这两个主题虽然有联系但也有一定的区别。总体来说，五个主题之间的关系比较分散，说明每

个主题涉及到的内容都比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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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Visualization of LDA themes 
图 4. LDA 主题可视化 

 

 
Figure 5. Variation of perplexity with the increase of topic numbers 
图 5. 主题数目增加时的困惑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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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困惑度演变 

从图 5 可见，主题数量的增加可以更细粒度地划分文献内容，使得研究更为深入和细致。主题数量

的增加有助于研究者更全面地揭示高校五育并举学术文献中的信息。随着主题数量的增加，研究者可以

从更多的角度和层面去分析和挖掘文献中的信息，进而得出更全面的研究结论。困惑度的下降表明模型

对于主题的划分更加明确和准确。当困惑度下降时，说明模型对于文档的划分越来越明确，主题之间的

区分度也越来越高。 

5. 结论与不足 

通过对高校五育并举学术文献的文本挖掘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当前研究的现状、发现研究的趋势和

规律，并为相关领域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参考和启示。通过运用文本分析、情绪分析、新词识别和主

题抽取等研究方法，可以对文献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理解。本研究通过 LDA 主题模型的应用，对高校五育

并举的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总结出了五个主题的关键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文献挖掘的结果受到文献范围和检索关键词的限制，可

能存在一定的信息偏差。其次，情绪分析和新词识别等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不确

定性，需要进一步改进和优化。此外，本研究还未对困惑度随主题数目的变化情况进行详细探究，这是

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方向。 
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更多的数据源和更多的文本分析方法，

以获取更全面和准确的研究结果。此外，可以考虑结合其他研究方法，如社会网络分析、语义分析等，

以深入理解高校五育并举的教育模式和效果。另外，还可以拓展研究视角，比如将研究对象扩大到不同

类型的高校或不同地区的高校，以获取更广泛的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文本挖掘分析高校五育并举学术文献，揭示了当前研究的状况和趋势，但仍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方法和拓展研究视角，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进一步推动高校教育的发展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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