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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助 CiteSpace可视化软件，梳理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以中国知

网（CNKI）数据库中 2019至 2023年五年来关于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的中文文献和核心期刊为

样本，对研究机构、作者、文献关键词等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相关研究文献数量总

体呈现稳定增长趋势；领域内发文作者和发文机构相互合作的密切程度较低；研究热点主要是

集中在该研究领域的内涵、教师队伍、协同育人、创新、优化路径，并呈现出从宏观至中观再

到微观的研究趋势；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更多关注微观，注重衔接、创新研究方法和实现路径，

增强研究的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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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年 3月 18日习总书记指出“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

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

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1]。”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提出，要“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2]。”

这是“思政教育”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展现，同年

1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

建设的通知》，强调要切实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更好地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3]，使我国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工作从理论更好地体现到了实践中。本研究通过可视

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合作机

构、关键词共现、突现等进行可视化分析，以便更加直观地

了解本文研究领域的热点、发展趋势等，为以后深化研究起

参考及借鉴的作用。

1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数据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2019年 1月至 2023

年 12月，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为主题进行检索，

剔除无效文献后，共选取中文文献 1066 篇、核心期刊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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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运用 CiteSpace6.3.R1，生成研究机构合作情况、关键词

共现知识图谱、关键词时区演化图谱、关键词突现情况，揭

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近几年研究热点主题及研究发展

趋势等内容。

2结果与分析

2.1文献发表趋势

历年文献发表数量变化情况，反映该领域研究理论水平

和发展速度，是衡量该领域学术研究情况的重要指标[4]。自

2019年起，中文文献和核心文献发文量均呈快速增长趋势。

2.2作者和机构情况分析

本文分别以 Institution（机构）和 Author （作者）为节

点，设置单个时间区间长度为 1 年，阈值设置为 TOP=50，

生成了高产机构表和作者表。

中文文献有 178个机构、核心期刊共有 117个机构对“大

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各大高校的马

克思主义学院，是本研究的主要力量，起到了领航作用。

中文文献共有 143个作者、核心期刊共有 126个作者进

行了研究（见表 1、表 2），但是他们的中心性都为 0，作者

间联系和合作较少，信息没有进行有效传递，很小概率有该

领域碰撞的火花产生，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该领域持续发展。

2.3热点主题分析

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5]。

运用 CiteSpace对某一研究领域关键词进行分析，可迅速把

握该领域的研究热点[6]。

本文以 Keywords为节点，设置的单个时间区间长度为 1

年，阈值设置为 TOP=50，分别生成了中文文献和核心期刊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 1），生成了 260

个节点和 240条连线，该图谱的分析模块值 Q=0.7772>0.4，

说明该图谱划分的关键词结构具有显著性。除了搜索的关键

词之外，还有节点较大的“新时代”“立德树人”“路径”

“劳动教育”“实践教学”及“课程思政”的中介中心性在

0.2以上，出现频次在 20以上，是该领域中文文献的研究热

点。

核心期刊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 2），生成了 196

个节点和 284条连线，该图谱的分析模块值 Q=0.7772>0.4，

说明本次划分的关键词结构具有显著性。除了搜索的关键词

之外，节点较大的有“立德树人”“新时代”“大思政课”，

其中介中心性在 0.1以上，出现频次在 10以上，是该领域核

心期刊的研究热点。

通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2019年—2023 年“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研究领域的内容相对较为集中，主要就集中

在思政、实践、教育等方面。当研究热点较为集中的时候可

能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该领域有关研究的全面科学发展。

图 1.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图 2.核心期刊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2.4研究热点及趋势

2.4.1突现关键词分析

突现关键词指通过对关键词时间分布的特点进行分析

并筛选出频次变化率较高的前几个关键词，可反映某一领域

动态变化，代表现在或以后一段时间内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

[7]。

对 1066篇中文文献和 437篇核心期刊以“关键词”为

节点进行突现分析，中文文献中最大的节点是 2020 年

——2021年的“体制机制”，最小的节点是 2021年—2023

年的“协同机制”。而“大学”“创新”“优化路径”的突

现时间从 2021年 2023年，说明在未来几年，相关研究仍然

可能是热点。核心期刊中最大的节点是 2019年—2021年的

“教师队伍”，最小的节点是 2021年—2023年的“出路”

和“哲学基础”。“创新”“协同育人”“哲学基础”和“出

路”的突现时间从 2021年 2023年，说明在未来几年，相关

研究仍然可能是热点。

突现开始到突现结束的时间段被称为某一研究领域关

键词的突现时间段，代表了这一领域某一个时间段的研究热

点[8]。由中文文献和核心期刊都能看出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

点和研究趋势可能会是：要在创新的思维下注重“横向”的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协同发展，以及教师、课程、育人等

各个要素的协调发展；还有“纵向”的不同学习阶段、不同

年级，根据教学和学生身心培养等需求的衔接发展。

2.4.2研究时区演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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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核心期刊（左）中文文献（右）时区演化图

研究演进过程能反映某一研究领域在具体每一时间段

的研究热点、主题，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研究领域在当前的研

究热点及未来研究发展趋势，对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有一定的

参考和借鉴作用[9]。制作时区图对年份出现关键词进行分析，

可以更直观地看到相关研究在各个年份前沿的研究及发展

脉络[10]。通过对中文文献和核心期刊的关键词进行梳理，总

结出本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如图 3）。在 2019年前主要研

究的都是“德育”“课程内容”“教师队伍”“教学改革”；

2019年“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在我国首次提出，研究主题

相对是单一的，大多只是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新时代”“课程思政”的较为宏观的大的层面；2020

年研究主题逐步变得丰富起来，开始关注该研究领域的“内

涵”“实践教学”“实践路径”等，也明确了“立德树人”

这一根本任务；2021年、2022年从中观角度出发，从既有

之前研究重点“路径”“思政教育”等，到又有延伸的“协

同育人”“系统论”“大思政课”，关注点更加多样化；到

了 2023年更加注重之前主题的细化，主要主题有“衔接”

“问题”“着力点”等方面。

通过分析结果得出，自 2019年习总书记首次提出“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起，该领域研究经历了从关注内涵、

实践教学到实现路径、协同育人，再到问题、衔接的发展；

同时该领域相关研究虽然时间不长，但每一时间阶段都有它

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并且研究内容也呈现出从宏观到中观，

又从中观不断细化到微观的发展趋势。

3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直观展现了目

前我国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研究领域中文文献和核心期刊

的文献发表量、作者、机构、关键词等多个层面，从而全面

了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相关研究的现状。

通过分析得出：该研究领域成果逐渐增多，文献发表数

量有逐步上升趋势，但该研究领域的作者及机构分布较零散，

各学者及机构间沟通交流意识不强，没有合作研究的态势；

研究热点主要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内涵、教师队伍、

协同育人、创新、优化路径；该研究领域依然会受到持续关

注，将呈现繁荣态势。

对目前该领域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会为未来的研

究提供引领和推动。首先，该领域应多注重量化研究。目前

该领域主要是在理论上的思辨类研究，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是具有教学实践的，针对不同地区和学校会有不同

特征，应多加强实证性研究，深入学校和学生内部，坚持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让该领域研究更具指导性。其次，深入微

观层面的研究。该领域研究内容较广泛，虽近期已有向微观

层面研究的趋势，但作为思政课教学对象的学生，也是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建设主题、评价主体，却较少有学者在

大中小学和一体化的视角下对各阶段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对

于特殊教育院校研究较少，这是我们研究的缺失也是我们未

来可以研究的角度。最后，要加强机构、作者间的合作交流。

研究作者和机构合作交流少，且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各大高

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这样极易形成信息交换差、资源难以

共享、研究单一，今后的研究应该加强合作，不仅加强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作者和机构的合作，更应该加强与教育学、

心理学、社会学等的合作，还应结合新媒体、大数据等角度

研究，共同促进该领域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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