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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课程思政逐步由区域探索扩展到全国范围的实践性研究。本文以“电

工与电子技术”课程为例，通过检索 CNKI知网数据库从 2018-2024年收录的 296篇课程思政文献，采用 CiteSpace 可

视化分析工具绘制知识图谱，从发文量、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和突发词等方面，展示了课程思政的概况、热点和

趋势，以期为后续课程思政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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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regional exploration to practical research on a national scale. In this 

paper, taking the cours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we searched the CNKI Knowledge 

Network database from 2018-2024 for 296 pieces of literature on the ideology of politics in the curriculum, and used 

CiteSpace to draw a knowledge graph, which showed the overview, hotspots and trends of the ideology of politics in the 

curriculum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authors, research institutions, keywords and emergent word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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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求各门课程种好责任田、

守好一道渠，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而行
[1]
。在课堂教

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2-3]

。通过知

网检索，2015 年和 2016 年有关课程思政的文章分别

为26篇和56篇。随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逐步推进，

2017 年课程思政相关文献量为 187篇，2018 年则达到

635 篇。以 2016 年为分界点，早期论文多为各地高校

开展课程思政及类似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经验教训
[4-

5]
。2017 年以来，文献讨论的要点多是课程思政的宏

观方法和实施路径
[6-7]

。2018 年开始，更多一线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加入研究队伍中，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

讨论某个具体课程或学科中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
[8-9]

。随后，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践行课程思政理念，

涌现了一大批讨论课程思政具体实践和改进方法的文

章
[10-12]

。课程思政逐步由区域探索扩展到全国范围的

实践性研究，需对课程思政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

和总结，以推动课程思政的理论研究，深化实践探索。 

“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是高等工科院校非电类

专业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我校的工科专业的所有学

生均要学习这门课程，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及以后从事

工业技术工作打下基础
[13]

。一方面，“电工与电子技

术”开设面广，学生影响大，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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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阵地；另一方面，课程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和

规律，往往也蕴含着人生的哲理，对学生具有一定的

导向作用。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内众多

学者对“电工与电子技术”中课程思政进行了研究和

探索。周鑫等
[14]

针对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的教学需求和

特点，以“电工电子学”课程教学实践为例，提出了

数字化赋能课程思政的教学新模式。张曦等
[15]

设计了

电工电子实验课程思政建设路径，形成了“多线共学”

课程思政模式融入电工电子实验的育人体系。卢飒
[16]

将“课程思政、一流课程建设、互联网+教学”三者有

机融合，构建电工电子“大思政”课程体系，取得了

不错的效果。“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的研究如

火如荼，但现有的研究和探索对课程思政研究现状缺

乏梳理和总结。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该课程领域的

课程思政实践，采用 CiteSpace 绘制知识图谱，从发

文量、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和突发词等方面，展

示了课程思政的概况、热点和趋势，以期为后续课程

思政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为推动“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的进一步深

化和发展，本文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收集和梳理。文中

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 CNKI 中国知网数据库，跨库选择

学术期刊、学位论文和会议，时间限定为 2018 年 1月

1 日至 2024 年 5 月 30 日。数据为在知网中检索“电

工”与“课程思政”关键词所得，剔除掉不相关与重

复的论文后，论文数量总计 296 篇。 

本文采用知识图谱工具 CiteSpace 进行“电工与

电子技术”课程知识图谱分析。在数据预处理方面，

将从知网获取的样本以自定义引文的格式导出，建立

样本数据库，然后将样本数的数据转换为 Wos 格式以

便利用 CiteSpace 进行分析。本文分析的具体方法分

为 3 个部分：首先，定量梳理历年发文量 、核心作者、

主要研究机构等方面的内容，明确“电工与电子技术”

课程思政研究的基本现状；其次，通过关键词知识图

谱分析，获得“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的研究主

题；最后，结合突变词的知识图谱分析，获得“电工

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研究的趋势。 

3  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概况描述 

（1） 发文量分析 

通过对所收集的文献以年为单位进行汇总，得到

了如图 1 所示 2018-2024 年国内“电工与电子技术”

课程思政相关的发文量柱状图，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知，与“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相关研究的发

文量呈现显著增长趋势。在 2018 年和 2019 年，思政

在“电工与电子技术”领域的研究刚刚起步，学术界

对此的关注度有限，仅分别发表了 7篇和 13 篇相关文

献，发文量相对较少。而随着国家政策导向及教育改

革的推动，课程思政在“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中的

重要性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实践，在 2020 年的相关

发文量激增至 42 篇，较 2019 年增长了 2.2 倍。同时，

随着该领域研究的持续热度和深度探索，在 2021-

2023 年课程思政相关文献增长速度有所缓慢，但发表

刊物层次逐渐提高。截止到 2024 年 5月，相关文献已

有 25 篇发表，表明该领域研究的持续发展和关注度并

未减弱。综上所述，“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相

关文献的发文量从 2018 年到 2023 年的持续增加，反

映了该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教育改革的积极推进。

未来，随着国家对课程思政的进一步重视，预计相关

研究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发文量和学术热度。 

 

 

图 1  2018—2024年国内“电工与电子技术”课

程思政相关的发文量柱状图 

（2）核心作者及研究团队分析 

图 2 为作者共现图谱。Citespace 作者共现分析

的作用是通过分析作者之间的共同合作情况，揭示领

域内的合作网络和研究趋势。从作者共现图谱中可知，

主要作者之间并未形成复杂的学术链接网络，大部分

作者均是独自发表，仅有部分教研团队合作发表论文，

如刘迪、王晶、李建海和王成刚这四位作者之间的共

现频率较高，共同发表了 2 篇论文。刘迪发文量最多，

发表了 4 篇论文。花有清等 3 位老师共同合作发表的

《课程思政理念下的电工实训教学改革》和《电工实

训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的实践》，论文从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出发，提出在实践操作类课程引入思政

元素的路径。张月华发表的《“电工电子技术”课程

思政实践与探索》中，从提高教师思想道德水平为出

发点，探索了从全过程育人到全方位育人的方式，将

思政元素和课程教学有机结合，协同前行。 

图 3 为机构合作图谱。机构合作图谱有助于掌握

“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研究的科研队伍及分布

状况。从机构合作图谱中可知，核心研究力量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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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职业学院，如江苏安全职业学院，这说明职业院

校在探讨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以培养兼具专业技能和

思想政治素质的高素质人才贡献了力量。另外，进行

“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的研究机构虽多，但各

研究机构之间还未能建立广泛协作的关系，这说明课

程思政中的教案设计，具体实施等未获得有效地辐射

和应用。 

 

图 2  作者共现图谱 

 

 

图 3  机构合作图谱 

 

3．2  研究主题分析 

在“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领域的知识图谱

分析中，关键词共现与热点分析是揭示研究主题和发

展趋势的重要方法。本文通过构建关键词聚类图谱和

关键词共现图谱，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关键词之间

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 

“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相关文章关键词聚

类图谱如图 4 所示，通过对大量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

聚类分析，可以发现研究热点集中分布于“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互联网+”和“思政元素”。在图 4

展示的“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相关文章的关键

词聚类图谱中，“课程思政”是最核心的研究主题，

研究者普遍关注如何在课程教学中有效融入思政教育，

以实现课程思政的目标。其次是“教学改革”，作为

研究热点的第二位，强调了在思政教育背景下对教学

模式和方法的创新和优化。“互联网+”则表明在信息

化时代背景下，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课程思政教育成

为重要研究方向，体现了科技与教育融合的趋势。“思

政元素”则强调了课程中具体的思政内容和元素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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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融入专业课程的研究。这些内容反映了当前研究

中从总体目标、方法创新、技术应用到具体内容的系

统性思考和实践探索。 

图 5 为“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相关文章的

关键词共现图谱，该图进一步表现了研究主题之间的

相互关联和影响，可以看出“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和“思政元素”显示最为明显。这表明其在整个

知识图谱中的重要性和核心地位。表 1 为“电工与电

子技术”课程思政研究的前 5 高频关键词统计。在所

有的关键词中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和思政元素占据前

三名，出现频次和中心度分别为 166、17、13和 1.25、

0.24、0.08。课程思政与教学改革和思政元素形成了

紧密的共现关系，表明研究者在探讨课程思政时，通

常会同时考虑如何进行教学改革，以及如何有效地融

入思政元素。这种共现关系揭示了当前研究的综合性

特点，即在推进课程思政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整体目

标的实现，还要结合具体的教学改革措施和思政内容

的设计与应用。 

 

 

图 4  “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相关文章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 5  “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相关文章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图谱和共现图谱的分析，可以

更清晰地理解“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领域的研

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研究表明，当前的研究热点集中

在课程思政的整体目标与策略、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以及思政元素的设计与实施上。未

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这些热点，探索更多实际应

用案例和创新方法，以推动“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

思政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这种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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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助于提升课程思政的理论水平，也对实践教学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表 1 “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研究的高频关键词统计 

关键词 出现频次 中心度 

课程思政 166 1.25 

教学改革 53 0.24 

思政元素 17 0.08 

立德树人 13 0.01 

电工电子 10 0.09 

3．3  研究趋势分析 

在“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领域的研究趋势

分析中，通过时区图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时间段内

研究主题的演变和发展。图 6 展示了 2018 年至 2024

年间该领域文献的时区图谱，揭示了各个时间段内关

键词的变化情况和研究热点的迁移。2018 年是“电工

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研究的起步阶段，关键词主要

集中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思政元素”、

“电工电子”和“电工实训”。这些关键词反映了早

期研究对课程思政整体框架和基本理念的探索。到

2020 年，“电工基础”、“新工科”、“探索”和“思

政教学”等热点较为突出，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加注重

基础课程的思政教育和新工科背景下的课程改革。

2022 年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显示出更加多元化和细

化的趋势。“教学设计”、“协同育人”、“教学模

式”和“实践”成为出现频次较多的关键词，这一时

期更加关注课程教学设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多方合

作共同育人的理念以及展示了不同教学模式在课程思

政中的应用和效果研究。在 2023 至 2024 年，关键词

如“教学手段”、“电工教程”、“农工融合”和“平

台建设”开始出现，这表明研究热点更具针对性和实

用性，将思政教育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和应用场景。 

 

图 6  “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思政相关文献的时区图谱分析图 

 

 

图 7  名词术语突发强度图 

进一步地，为了识别在特定时间段内引起注意的

关键词，本文进行了图 7 所示的名词术语突发强度研

究。由分析结果可见，“电工实训”强度一直很高，

这表明在整个分析的时间范围内，对于电工实训的研

究和关注一直很高。这意味着该领域的研究者对于电

工实训的方法、技术和教育改革持续关注和研究。在

2019-2020 年这一时期深化了对思政教育在电工与电

子技术课程中的重要性探讨，强调了系统实施思政教

育的必要性。而在 2020-2022 年，“高职”与“电工

基础”相继成为重要内容，研究者和教育机构更加关

注教育中的课程思政实施与基础课程，以培养兼具专

业技能和思想政治素质的高素质人才。在近两年的时

间中，“教学模式”，“三位一体”“混合式教学”成

为重要研究内容，显示出研究者对教学模式创新和优

化的高度关注，探讨多样化教学模式在课程思政中的

应用，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参与度。这些趋势反映了

研究热点的演变和发展，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

信息技术和跨学科融合，探索更加创新和有效的课程

思政模式，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思想政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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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本文以“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为例，通过检索

CNKI知网数据库从 2018-2024年收录的 296篇课程思

政文献，采用 CiteSpace 绘制知识图谱，从发文量、

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和突发词等方面，展示了课

程思政的概况、热点和趋势，以期为后续课程思政的

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在发文量方面，从 2018 年开始

逐步到快速发展状态，随着国家对课程思政的进一步

重视，预计相关研究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发文量和学术

热度。在核心作者方面，主要作者之间并未形成复杂

的学术链接网络。在研究机构方面，研究机构之间还

未能建立广泛协作的关系，具体课程思政的实施等未

获得有效地辐射和应用。未来的发展中，该领域的学

者可加大资源共享力度，研究机构之间加强合作和交

流，以实现课程思政的多样化和全面化。在关键词方

面，高频关键词和研究热点相对集中，未来的研究可

以进一步深化这些热点，探索更多实际应用案例和创

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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