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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当前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一种重要育人方式，也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之一。将文

献计量分析和文本挖掘的方法应用到课程思政领域，得到当前课程思政研究热点、变化趋势，发现教师、

课程和学校是当前课程思政建设的三大关键要素。首先，通过构建主题模型，找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路

径在于提升教师的思政教育意识，使教师成为课程思政的主体；其次，构建系统完整的课程体系，实现课

程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评价的有机统一；最后，转变学校办学理念，打造有利于课程思政发展的制度环

境。为推动课程思政建设走深走实，需进一步强化教师思政意识，构建教师闭环式课程思政教育；创新课

程思政教学模式，打造课程思政沉浸式教学平台；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力度，细分课程思政顶层设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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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nurturing way of current higher 
educational work on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also i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pathways to streng-
th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applying methods of bibliometric analysis and text 
mining to the field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sights into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and changing trends are gained. The study identifies teachers, curriculum and schools as 
the three key elements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Firstly, through constructing a thematic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path to reform teaching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to raise teachers’ awar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making the teachers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econdly, building a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curriculum system, achieving organic unity of cur-
riculum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examination and appraisal. Finally, transforming the educa-
tional philosophy and creating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r-
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further promote its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establish a closed-loop system for teach-
ers i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e the teaching models of this aspect 
and create an immersive teaching platform; intensify construction efforts and refine the granular-
ity of top-level design i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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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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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传统思政课程难以让专业知识和育人过

程有机结合不同，课程思政旨在在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是新时代高校教育教

学改革的重大创举。自课程思政概念提出后，官方颁布了一系列指导性政策文件，如《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全面推进“大思政课”

建设的工作方案》等，为课程思政建设指明了方向，并逐渐完善课程思政建设顶层设计。 
目前，课程思政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学类，且逐步走向计算机应用、建筑科学等跨学科

专业；开展课程思政的地区也由上海，逐步向华中、华北、西南、华南地区发散，并快速在全国范围内

铺展开来。但课程思政实施改革的过程中，仍存在实施者思政教育能力水平有欠缺[2]、“思政元素”不

易挖掘[3]、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融合存在难度[4]等困难，导致课程思政在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功

能上未形成协同育人的格局[5]、课程思政存在“硬融入”“表面化”[6]等现象。针对上述问题，许多学

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对应改革路径。邱伟光等讨论了什么是课程思政[7]；刘苗等对课程思政面临的

挑战与对应策略进行了分析[8]；邓婵娟等对“党史”教育融入课程思政的价值、模型与路径进行了研究

[9]。徐晓军等采取“问卷调研法”分析了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及其影响因素[10]。根据文献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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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尽管有国内学者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案例分析、问卷调研等定量方法对

课程思政的机制建设、实践路径、思政改革开展了初步探讨，但缺乏从文本挖掘角度分析课程思政领域。

本文将文本挖掘技术引入到课程思政研究分析领域，以期为课程思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2.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期刊论文是课程思政领域应用与创新研究成果的重要呈现形式，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把握课程思政

研究的最新进展。因此，本研究聚焦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与改革，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剖析课程研究和

改革路径，进而提出课程思政改革的发展路径，为课程思政改革的设计与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文章结合文本挖掘等技术手段，以大量数据为支撑，从可视化结果追溯原因，最终探明总体发展趋

势和提炼改革路径，更有利于对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基本特征进行深度剖析。本文分析流程及技术路线图

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process and technology roadmap 
图 1. 研究流程及技术路线图 
 

首先，笔者采用 CiteSpace、VOSviewer 科学计量软件来对课程思政研究现状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

对研究热点及变化趋势、涉及学科等进行统计分析，揭示课程思政的总体发展情况，挖掘课程思政研究

热点及其分布状态。而后，针对改革路径分析，本文通过 Python 爬虫获取论文期刊原文，再进行文本挖

掘，使用 LDA 主题模型对文献文本进行主题聚类，得到关于改革路径的研究主题分布，再对改革路径主

题分布进行剖析。最后，建立对策型石川图的分析框架，梳理课程思政改革路径，并综合分析并归纳当

前课程思政的研究和应用，提出课程思政的改革方案。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收集与筛选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CNKI 数据库”期刊文本数据，经过数据检索、数据采集、数据清洗和信息

提取，形成《课程思政研究文本数据库》。检索的时间段为 2016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文献检索及筛

选时遵循在数据来源尽可能多的情况下，保证尽可能全面的分析课程思政领域的研究进展的同时，增强

最终得到的结论科学可信度的原则。数据收集与筛选具体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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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检索。文献数据主要来源于期刊论文基本数据，其检索式为：主题 = 课程思政 AND 主题 = 
专业课程思政 OR 篇名 = 课程思政 AND 发表时间 Between (2016, 2022) (模糊匹配，中英文扩展)。匹配

到所有课程思政相关研究成果。 
2) 课程思政文献筛选。将获取到的原始数据进行一致性处理，去除无效值、缺失值、重复值并进行

人工判别后得到近 3 万条有效数据。 
3) 文献数据信息提取。提取文献发表单位(机构)、发表年度、关键词、摘要、标题、出版作者、文

献来源等信息。将获取到的 CNKI 数据库文献存入本地数据库中。 
4) 使用 Python 编程语言对期刊论文标题与子标题含关键词“路径”对应的期刊全文进行爬取，并对

文章进行遍历、分割文本处理、删除如“结语”、非“路径”相关特征句等无意义句子，得到(共 1 千余

条)可供研究的数据集合，如图 2。 
5) 将数据按照上述处理后存入数据库中，形成《课程思政研究文本数据库》。 
 

 
Figure 2. Path-related feature sentences (only part) 
图 2. 路径相关特征句(仅部分) 

3.2. 数据预处理 

本文选取《课程思政研究文本数据库》中所有的数据，查询出文献摘要、关键字、标题三个字段的

文本数据进行预处理，其核心步骤如下： 
1) 自定义词表，也指专业领域词表、保留词表。本文研究的是课程思政这一特定领域下的中文文本，

一些领域专有名词分词器自带的词库并不能很准确的识别出来。经过分析，期刊论文中的关键词大多为

课程思政相关领域的术语和规范词语，故为了使分词的粒度更加精准，本文定义的自定义词典来源于期

刊论文中的关键字。 
2) 文本分词。通过百度 LAC 模型[11]加载自定义专业领域词典后进行文本分词处理，将文本拆分成

词语列表。 
3) 去除停用词。为了提高文本特征的质量或降低文本特征的维数，本研究将干扰研究和没有实际意

义的词语进行过滤，去除分词结果中的数量词、连词、方位名词、量词、助词、其他虚词以及标点符号。

同时载入哈工大停用词表，进一步提高文本特征的质量，达到研究的水平。 
4) 合并同义词。为了减少同义词对词频的分流，通过人工检视对同义词进行了替换，例如，将“高

等学校”“本科院校”等统一为“高校”。 

3.3. LDA 主题模型 

LDA 主题模型[12]仅输入文本数据集，便可以得出文本数据集中每篇文章的主题概率分布。该模型

不考虑词语跟词语之间的先后顺序关系，所以计算出的每个主题，都可以通过词语在该主题下的概率分

布来找到一些词语描述这个主题，并通过分析词语的语义来分析该主题。本文通过对文献文本数据建立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641


邓春燕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21641 10643 教育进展 
 

LDA 主题模型，进行文献文本的主题聚类分析，分析每个主题下的词分布，挖掘出课程思政研究领域的

研究主题和研究路径。 
LDA 主题模型的构建一般需要经历：构建词袋模型、分配 TF-IDF 权重、设置初始参数、超参数调

整这四个关键步骤。笔者主要通过 Python 代码调用 gensim 框架的 LDA 模型 API 接口的方式来实现 LDA
主题模型的构建。经反复试验，根据 Griffiths 的实验结果[13]，将 LDA 主题模型中的两个超参数 α 和 β
分别设置为 50/K (K 为主题数)和 0.1。并根据困惑度的边际效用，最终确定课程思政改革路径主题为 4，
迭代次数设为 100 次。 

困惑度指的是在文本分析中，训练出来的模型识别某些文档包含哪些主题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数值

越低，不确定性就越小，聚类结果就越好。因此，本文根据不同主题数下的困惑度的边际效用来决定主

题聚类的主题数量，困惑度计算公式如下，公式符号 D 代表语料库中的测试集，d 代表文档，M 代表文

章篇数， dN 代表文档 d 中的词语数量， ( )dp W 代表文档中词 dW 出现的概率。 

( )
( )( )1

1

log
exp

M
dd

M
dd

p W
Perplexity D

N
=

=

  =  
  

∑
∑

                           (1) 

4. 研究现状及改革路径分析 

4.1. 课程思政整体研究趋势 

自课程思政概念提出后，该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历年来整体呈上升趋势，如图 3： 
 

 
Figure 3.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quarterly in the field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3. 课程思政领域论文每季度发表量 

 
从图 3 可以看出，课程思政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启蒙阶段(2016~2018 年)，开始

于 2016 年的第一篇相关论文的发表。随着 2017 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发布，

课程思政相关研究的热度进一步上升，2017 年达到了 333 篇相关论文，2018 年则达到了 973 篇，增长率

达到了 192.1%，而次年的增长率高达 257.3%。在这个阶段，大家的研究中心开始从思政课建设改变为课

程思政建设，研究大多还处于理论探索，主要涉及育人、“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转变、思想政

治课程的设计等。第二阶段则为快速发展阶段(2019~2022)，随着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课程思政

示范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后课程思政的热度再创新高，仅 2021 年四季度发文量就达到了 4317 篇。可

见课程思政这一研究领域相较于概念刚提出的启蒙阶段热度急速上升。这个阶段课程思政研究的实践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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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强，与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结合在了一起，研究者们开始思考研究“课程思政”与新工科、大数据、

职业道德等的联系方式，意在将课程思政融入学生的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 

4.2. 基于计量软件的研究热点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关键词结合时间这个纬度，可进一步分析课程思政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分析关键词在不

同时间段中出现次数上的变化特征，探明课程思政领域的研究演化规律及对应时间节点上的研究现状。 
词频越高，代表研究热度越高。笔者通过 VOSviewer 软件对期刊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到关

键词共现图谱(由于“课程思政”词频远高于其他关键词，本文在共现图谱中选择删除)如图 4。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graph 
图 4. 关键词共现图谱 
 

为分析课程思政每年热点走势，笔者对每年度共现关键词 Top 10 的词频进行梳理，绘制成表 1，除

主题词“课程思政”外，教学改革、思政教育、思政课程、高职院校、教学设计等关键词每年都在前 10，
是课程思政研究领域的热点内容。 
 
Table 1. 2016~2022 list of high frequency words 
表 1. 2016~2022 高频词表 

年份 共现关键词总数 共现关键词 Top 10 (同类关键词合并后按词频排序) 

2016 年 57 思政课程、高职院校、教学改革与建设、实践教学、问题、思想政治教育、

融合、对策、高校、教学方法 

2017 年 732 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思政教育、高校、高职院校、课程改革、思想政治、

教学改革、思政教学、大学生 

2018 年 1539 课程思政、思政教育、思政课程、高职院校、教学改革、思政课、高校、立

德树人、协同育人、新时代 

2019 年 4233 课程思政、思政教育、思政课程、教学改革、高职院校、立德树人、高校、

协同育人、专业课程、思政元素 

2020 年 6900 课程思政、思政教育、教学改革、高职院校、立德树人、思政课程、思政元

素、高校、大学英语、教学设计 

2021 年 11610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立德树人、思政教育、思政元素、高职院校、教学设

计、思政课程、大学英语、高校 

2022 年 14900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立德树人、思政元素、思政教育、教学设计、高职院

校、大学英语、思政课程、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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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至 2018 的关键词为“问题”“对策”“大学生”“新时代”“教学方法”“融合”等，说

明在启蒙阶段，随着课程思政概念提出，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二者关系和实施目的等系列问题成为热点，

而思政元素挖掘作为课程思政改革的重要实施方式，如何使课程思政融入“思政课程”等也是当下研究

的热点话题。 
2019 年至 2022 年关键词“教学设计”“教学改革”“思政元素”“专业课程”，“立德树人”等

词频逐年增加，说明随着《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全面推进“大

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出台，以课程思政建设推进立德树人实践创新也被高度重视，这

推动了立德树人实施的研究和发展。全国各地一线教育者加入课程思政的实践研究以及各大高校建立课

程思政研究与课程设计团队，研究在某个具体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模式逐渐成型。其中，

“大学英语”因其教学环境的优势，非常适合实施课程思政教育，学生在学习英语知识时，可以更近地

接触海量英语材料，从而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文、历史、政治[14]。这与思政教育内容具有相似性，因此进

入并稳定在关键词的前 10 名。这也说明课程思政相关领域以具体的某个学科课程的教学设计研究趋势上

升明显，这对进一步推动课程思政的完善和成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相近的关键词进行聚类，是对研究领域的研究方向的细分。时间线图可以反映每个聚类模块的关

键词随时间变化趋势，它不仅可以表达该领域发展的演变，还蕴含聚类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 CiteSpace
的时间线图功能得到 5 个关键词聚类模块的时间线图谱。如图 5，课程思政关键词的聚类比较集中，#0
高职院校主要围绕课程思政开设主体的相关研究，#1 思政教育、#3 课程思政、#4 思政主要是课程思政

内涵的研究，#5 教学方法主要为课程思政教育改革的相关研究。 
 

 
Figure 5. Timeline map of research topics for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5. 课程思政研究主题时间线图 

 

结合词频，“教学改革”出现的次数仅次于“课程思政”出现的次数，此外“立德树人”的关键词

从 2017 年的第 17 位上升至 2021 年底的第 3 位，说明以课程思政建设推进“立德树人”实践创新被学界

高度重视。而“思政教育”和“思政课程”却呈现了下降的趋势，这与 2016 年起步阶段出现的学者探讨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辩证关系，2018 年一线教育者开展课程思政的具体实践，相关研究从“思政课

程”转移到“路径”“融合”“课程设计”的现象有关。这进一步说明了研究热点逐步从以课程思政的

内涵概念为主逐步变成以教学实践改革研究为主。通过时间线图进一步映证课程思政发展阶段从关键词

角度分析也和发文量总体趋势契合分为启蒙阶段(2016~2018 年)和快速发展阶段(2019~2022)。 
课程思政领域演进脉络的探究可以通过突现词来体现，突现词是指在某一时间段内爆发的关键词，

说明该词语是该时间段内的研究前沿。如图 6 关键词突现前 25 名，都集中在 2016 年~2017 年，说明在

启蒙阶段热主题都比较集中，主要分布在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以及思想教育融入到部分专业课程中，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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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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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全面铺

开，逐渐深入各项专业课程和领域。 
 

 
Figure 6. The emergent keyword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6. 课程思政关键词突现 

 
笔者通过对大量论文的研究发现，课程思政改革涉及的课程一般会在标题中体现，因此，本文通过

查找《课程思政研究文本数据库》标题列含有书名号(如“《”、“》”等)的记录，再进行唯一计数以降

序排列后，共找到 2543 条符合查询条件的结果，这说明自课程思政开展以来，已经至少涉及到了 2543
门课程，其中，2016 年~2021 年这五年涉及的课程共计 1700 余门，而在 2021~2022 年这一年，研究数据

增加了近 800 门课程。由此推断，课程思政正在快速向更多的专业课程展开，且处在快速发展期。将其

数目列的值作为词的出现频率，绘制词云。 
如图 7 所示，涉及课程思政改革多的学科“英语”“管理学”“化学”“数学”“会计”等，可见

当前开展课程思政多的学科共同的特点是比较容易与思政元素结合。另外课程思政也逐步开始涉及到例

如“展览馆与博物馆”“美术欣赏活动”等艺术类学科。总体上看，课程思政开展涉及的课程已经涵盖

了工学、管理学、理学、文学等学科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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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Word cloud for course names 
图 7. 涉及课程的词云 

4.3. 基于主题模型的课程思政改革路径分析 

通过对期刊论文的探讨发现，期刊论文正文中的章节标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期刊全文语义的抽象

概括，章节标题更适合用来做改革路径分析的数据源，如：加强顶层设计提供制度保障，实现课程思政

的统筹规划[15]；“课程思政”设计注重融合性、目标强调潜隐性、过程崇尚自然性、方式凸显暗示性等

[16]。为了进一步分析当前学者提出的课程思政改革相关的实践路径，笔者采取 LDA 主题模型来对改革

路径进行主题聚类，对改革路径进行梳理和深入剖析。LDA 主题模型可以让分析的粒度更细，达到了句

子级别，以更好发现文献中关于改革路径的语义特征。此外，用数据挖掘的方式还有利于解决“思政元

素”难以挖掘等问题。相较于文献计量软件，该方式在数据源的选取上更有针对性，可自定义性强。在

文献选择方面，选取了历年高被引期刊文献作为数据源，其原因是高被引文献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大多数

学者的认可，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本研究根据困惑度的边际效用来决定本次聚类的主题数量设置[17]，通过“肘方法”设置 Topic 数为

4，如图 8。 
 

 
Figure 8. Perplexity at different number of topics 
图 8. 不同主题数下的困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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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设置，基于 Python 实现 LDA 主题聚类[18]，聚类结果如图 9 所示。从整体主题的距离分布

上看，文献文本关于“路径”的研究可分为四个主题，主题 1 与主题 2 的文本表达的语义差异较大，而

主题 3 与主题 4 具有相近的语义特征。进一步分析每个主题下的词频分布，可以将改革路径归纳为四个

方面： 
 

 
Figure 9.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topics 
图 9. 各主题的整体分布 

 
1) 提升教师队伍思政意识。此主题下，出现“思想”“转变”“意识”“专业教师”“思政意识”

等词的概率较高，说明此主题与提升教师队伍思政素质相关。可以概括为此项改革路径的主体为教师，

主要方向是提升教师的育德能力。 
2) 加强课程思政顶层设计。健全课程思政的保障机制，此主题下，出现“顶层设计”“保障”“制

度”“教材”“评价体系”“学校”等词的概率较高，说明此主题与加强课程思政顶层设计，健全课程

思政的保障机制相关。可以概括为此项改革路径涉及的主体为学校，方向是加强学校的顶层设计，包括

建立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的制度保障。 
3) 师资团队建设、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此主题下，出现“培训”“创新”“师资”“教学模式”“教

学评价体系”“课程设置”等词的概率较高，说明此主题与师资团队建设、创新课堂教学模式相关。可

以概括为此项改革路径涉及的主体有教师、课程，方向一是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二是创新教学设计，

在具体的实践中将尝试值得借鉴的经验，并依据学生的反馈来创新课堂教学。 
4) 挖掘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此主题下，出现“融入”“课”“师资队伍建设”“特色”“突

出”“育德元素”“育德目标”等词的概率较高，说明此主题与提炼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相关。可

以概括为此项改革路径涉及的主体有教师、课程，方向是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在教学中融入思政内

容。 

5. 高校课程思政实施路径建议 

根据前述得到的“课程思政改革路径分析”结果，建立对策型石川图的分析框架，见图 10。结合文

本挖掘得到的路径结果并以高校课程思政改革涉及到的实体来看，主要涉及到三类，分别为教师、课程、

学校。其中，教师为高校课程思政改革的主体，课程为课程思政改革的客体之一，而学校这一实体则提

供并营造好有利于促进课程思政改革的校内环境，包括制度保障机制、激励手段等。结合改革分析结果，

针对课程思政当前面临的问题，笔者提出如下课程思政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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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The strategy of the reform path Ishikawa map  
图 10. 改革路径的对策型石川图展示 

5.1. 强化教师课程思政意识，形成教师闭环式课程思政教育 

对于高校的课程思政改革而言，教师队伍的素质是直接关系到改革效果的关键因素。教师是课程思

政改革的主体，因此其专业水平、教育理念和教育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在提升教师队伍素质的过程中，

需要注重思政教育的全方位覆盖。教师队伍包含专业课教师、思政教师和辅导员等类别人员，每一类“思

政从业者”的作用都不可忽视。 
对于专业课教师而言，他们在教学中应注重融入“思政元素”，意识到课程思政的内在价值，并充

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应在自身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深化对课程思政内涵的理解，充分体现思政教育

的全方位性。思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更加注重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需要理解所授课程学生的专业

体系，充分融入专业知识，提升课程思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此外，还应通过与专业课教师和其他思政

教师的沟通交流，吸取成功经验，提高自身教学水平。辅导员在课程思政教育中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作为学生思政水平教育的“一线”人员，应加强与学生的交流，针对学生的特点和需求，采取积

极的思政引导方式，全面引导学生思想道德和政治素质的提升。 
高校的课程思政改革需要注重教师队伍的全面提升。不同类别的教师应协同合作，共同推动课程思

政教育的深入实施，以促进学生思想道德和政治素质的全面发展。 

5.2. 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打造课程思政沉浸式教学平台 

每门课程都包含着对社会、自然和人类思维规律的探索和思考。根据课程的思想政治要求，需要修

订和优化人才培养计划和课程标准，以作为课堂教学的指导。关于将“思想政治元素”融入专业课程，

需要解决融合不足问题。可以借鉴专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类似课程及其有价值的见解，充分挖掘思想政

治元素。例如，可以根据 2020 年 COVID-19 疫情期间专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改革研究，在医学类等

课程中纳入“抗疫故事”。可以通过跨学科教师之间的合作，发掘和利用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并创建适合特定职业或通识教育的教学案例，打造思政教育教学平台。开展差异化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

升培训[19]。 
课程思政课程的创新需要积极应用新技术，如信息化教学，使用雨课堂等互联网教学平台，为学生

提供虚实结合、沉浸式的智慧育人环境。通过有机融入“思政元素”，把“有意义”的课上得“有意思”，

把“最难讲”变“最精彩”，探寻如何在课堂上授课中引发学生的思想共鸣，多采用情景教学，积极探

索行之有效的创新授课形式。在教学工具的选取上也可以选择学生感兴趣的短视频等，而不仅限于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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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PPT 教学。此外，课程思政还应包括和体现在考试、课件、教材的编写等全过程，尤其需要重视教

学反馈，构建完善的教学反馈机制并根据反馈不断完善教学设计等，使整个课程教学效果在 PDCA 的循

环中达到螺旋上升，以此达到“思政”教育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5.3. 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力度，细分课程思政顶层设计粒度 

对于学校，作为校内课程思政改革的环境营造者，首先要加强课程思政的顶层设计，包括确定课程

思政改革的负责人、构建各类有利课程思政改革的机制。从政策支持、条件保障、资源分配等方面深化

体制机制创新，将课程思政建设与参与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同规划、同部署、同落实[20]。其次，

机制的构建包括有以下几点，一是强化监督协调机制、二是构建基于制度保障的激励机制、三是结合课

程思政的具体要求完善教师教学的绩效考核制度、教学评价体系。最后打造出一批优质课程思政课堂。 

5.3.1. 加强组织领导，提高统筹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各级党委

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抓住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支

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21]。” 
在课程思政的建设中，组织部门要在工作思路、政策措施、工作部署方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落实

好党委的主体责任。比如，可以成立校党委书记为组长的课程思政工作领导小组，以此来落实好党委的

主体责任，还需优化组内的成员结构，既需要有分管教学工作的人员，也需要有分管思政工作的人员来

统筹规划好课程思政。帮助解决当前课程思政在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功能上尚未形成协同育人的

格局的重点难题。 

5.3.2. 转变教学评价，健全评价体系 
大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符合新时代需要的人才。有效的质量评价体系是课程思政

教育实施的关键制度保障。良好的评价体系应该具备激励机制，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为确保

课程思政教育的有效性，需要建立多维度的评价体系，全面地对学生每个阶段受教育程度进行评估。把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及实施状况作为考核评估各学院教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22]。
评价标准应该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涵盖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采用分阶段评价的方式，打造持续改进型

的培养模式。 
收集学生反馈是评价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鼓励学生提供对课程不同方面的反馈，包括资源整合、

教学方法、思想教育深度和课程效果等。同时开展教师教学成果的抽查，以定量评估其教学成果，收集

学生反馈和建议以完善教学模式。对于难以量化的评价部分，如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应该进行专家评

价，并生成总结报告。还应引入三方评价和交叉评价，评估学生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交流风格以及相

应变化等。根据评价结果和学生反馈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和教学方法，可以显著提高课程思政教育的有效

性。 

5.3.3. 打造精品示范课程，健全共享机制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加快形成“校校有精品、门

门有思政、课课有特色、人人重育人”的良好局面[23]。示范精品课程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作为教师、教学和学生三者互动的集中体现，思政示范课程是高度浓缩的教学方法，也是包含思政元素

教学方式的高度浓缩。为了加快精品课程的建设，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将专业课程进行分

类，优先选取一门课程作为思政教育示范课；第二步是建立和优化高质量资源共享机制，促进教师之间

在思政教育建设方面的互相学习和灵感启迪。这可以通过交流教学经验、组织观看和学习思政课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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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以及激发创新教学设计来实现。通过建设思政示范课程、将德育融入到每门课程中以及建立体验感

更优质的资源共享机制，在不改变课程原有专业属性的前提下，将德育思维渗透到每一门课程当中去，

实现培养既具备专业能力又具备道德操守的学生的目标。 

6. 结束语 

笔者采用文献计量和文本挖掘技术，对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和改革路径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目前课程思政教育的研究量呈指数增长趋势，主要聚焦于教学设计、教学改革、思政元素、专业课程和

道德教育等方面。基于 LDA 主题模型发现，可以从教师、课程和学校三个方面进行课程思政教育的改革，

具体策略包括强化教师思政意识、创新思政教学模式、加强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力度并建立相应的教学评

价和共享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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