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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热点主题、演变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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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立项情况、热点主题、关键词聚类等维度，对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教育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立项项目进行分析可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新时代、教学研究、创新等是思政课研究热点。关键词聚类分析发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可分为三大类：第一

大类是偏宏观研究，包括习近平相关重要论述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理论及历史经验研究；第二大类是相关

教学研究，包括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研究、课程体系及教材体系研究；第三大类是聚焦不同对象的研究。未来应

完善思政课理论体系研究，深化问题意识，注重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加强跨学科研究，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专

项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范围开展。 

关 键 词：思想政治理论课；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思政课一体化；大思政课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23)06–0102–07 

 

Hot topics, evolution, and trends of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hin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pecial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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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6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mensions such as project approval, hot topics and keyword clustering，the paper analyzes two  

kinds research projects(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Study in 

Universities,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the Study of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Universities 

Courses). It finds that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tegration,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new era, teaching research, innovation, etc. are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Keywords clustering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is macro researches including Xi Jingping’s thoughts and researches on relevant 

theorie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he second category is related to teaching 

research, including research on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tent, curriculum system and textbook system, and the third 

major category is research that focuses on different object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deepen problem awareness, focu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strengthe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promote the specialized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o be carried out in a broader field and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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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courses; gene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关键课程[1]，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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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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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精神，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理论性、亲和力、思想性和针对性[2]，国家社

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先后设立

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

开始设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起初只面

向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军队院校政治

教员设立，后资助对象扩大到省级以上党校（行政

学院）思政教学科研人员，2021 年后分为重点项目

和一般项目两大类别。2020 年，教育部“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中设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研究专项，并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申报对象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专职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专项分为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一般项

目两大类别。以上两个研究专项自 2019—2022 年

度，共立项重大项目 32 项（2.74%）、重点项目 27

项（2.31%）、一般项目 1109 项（94.95%），年申

报量较大，立项率相对于同类基金的其他专项较

低，两大基金专项年度立项课题数量呈增加趋势，

且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的立项数量也逐年增加。

2019—2022 年共有 543 家研究机构获得过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立项，从研究机构所属系

统看，1168 项专项基金分布在本科院校 1019 项

（87.24%），专科院校 120 项（10.27%），军队院

校 20 项（1.71%），党校系统 7 项，社科院系统 2

项；共有 1152 位专家学者获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或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研究专项立项。北京、广东、山东、浙江、江

苏、湖南等省（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

立项超过 60 项。37 所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所在

高校共立项 179 项专项基金，占总立项数的 15.33%，

获得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立项的单

位有 36 所，立项 5 项及以上的单位有 19 所。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具权威性、最具

影响力的两大基金项目，资助力度大、资助范围广、

产出质量高，代表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研能力的

最高水平，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中占据重

要地位。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能反映出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研究前沿，具有

鲜明的需求导向性和学术权威性，被学界广泛认可[3]。

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领域中已立项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进行分析，

可剖析本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历程、总结各阶段

研究热点、研判未来研究前沿，为新时代高校思政

课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一、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对 2019—2022 年度 625 项国家社科

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2020—2022 年

543 项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

共 1168 个项目进行分析，并参考 2005—2018 年国

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年

度立项项目进行主题演变分析，同时结合基金高被

引 CSSCI 文献进行研究展望。 

（二）研究方法 

首先，对已立项项目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其次，

利用 Python 程序编程并调用中国科学院汉语词法

分析系统，对选取的基金项目名称进行关键词提取

处理，再对研究主题进行修订与合并。再次，通过

科学计量软件 CiteSpace 分析关键词，进行词频统

计及聚类分析。最后，将计量分析与文献分析相结

合进行总结及研究展望。 

二、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热点主题

及演变 

（一）研究主题计量统计 

通过关键词分析共得到 1060 个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研究相关的关键词，通过同类词合并后，词频

出现 10 次以上的有 90 个，词频出现 3 次的有 181

个。词频出现 20 次及以上的热点关键词依次为：

高校（598）、思想政治理论课（515）、融入（244）、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226）、新时代（213）、教

学研究（135）、创新（102）、路径研究（97）、

大学生（91）、教学模式（79）、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论述（69）、机制研究（63）、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60）、红色文化资源（58）、民族（58）、

思想政治教育（53）、实践教学（51）、高职院校

思政课（50）、大思政（49）、协同（49）、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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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46）、课程思政

（41）、提升（40）、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9）、

中国共产党（38）、历史（35）、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35）、评价体系

（35）、意识形态安全（34）、教育研究（3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3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8）、培育研究（27）、思想

道德与法治课（25）、新疆（25）、党史（24）、

抗疫（24）、应用研究（24）、爱国主义教育（23）、

对策研究（23）、四史教育（23）、学习（23）、

理论与实践（22）、历史经验（22）、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课（2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2）、教学

改革（21）、教学体系（20）。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研究专项高频关键词如图 1 所示，关键词词频与

图中心位置呈正相关。 

 

图 1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高频关键词 
 

（二）研究主题聚类分析 

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研究主题聚类可分为三

大类：第一大类是偏宏观研究，包括聚类 1 习近平

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研究、聚类 2 思想政治理论课

相关理论及历史经验研究；第二大类是相关教学研

究，包括聚类 3 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研究、聚类 4

课程体系及教材体系研究；第三大类是聚焦不同对

象的针对研究，包括聚类 5 民办高校及高职高专等

思政课研究、聚类 6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聚类 7 大学生及青年群体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请见图 2。 

聚类 1：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研究。包

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教

育、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爱

国主义教育、党史教育、革命文化、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思维能力、培养时代新

人、青年政治引领、坚定理想信念、崇尚英雄、学

习英雄、关爱英雄、党的历史、少年儿童和少先队

工作、劳动、尊重和保障人权等重要论述研究。另

有研究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

论述的战略思维与实践路径、原创性贡献及学理化

学科化进行阐释。 

聚类 2：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关理论及历史经验

研究。一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建设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等；二是高校思政课的重要作用与地位研究，比如

高校思政课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引领社会思潮研究；三是党的

思想政治工作历史经验研究，如新中国成立以来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历史观教育的演变历程与基本

经验研究等；四是其他问题研究，如加强党对思政

课建设的领导研究，多方协同建设思政课合力机制

研究等。 

聚类 3：思政课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研究。一是

关于各类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研究课题达

244 项，具体主题主要有红色文化、四史教育、党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

革命文化、工匠精神、中国精神、中医药文化、红

色资源、科学家精神、劳模精神、体育文化融入思

政课教学研究等；二是针对思政课具体教学方法及

教学技术相关研究，如实践教学、案例式教学、专

题式教学、翻转课堂、线上线下结合、教学基地、

现代信息技术、新媒体平台等研究；三是针对各门

思政课的具体教学研究，主要是相关理论和精神在

课程中的融入及应用，以及教学设计、案例库和教

材建设等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关课题

31 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相关课题 22 项、“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相关

课题 13 项、“形势与政策”相关课题 7 项、“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相关课题 5 项；四是教学评

价研究，相关研究有劳动教育评价、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评价机制、大数据综合评价、学生思政课学

习投入的评价模型、教学有效性评价、全民国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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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指数评价、“思政课大先生”评价标准、研究生

思政课教学质量评价、学生获得感教学模式评价体

系、思政课过程性评价体系、思政课增值评价体系。 

 

图 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关键词聚类图 
 

聚类 4：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研究。一是

关于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相关研究课题 61 项，

其中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课题 46 项，

涉及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衔接机制、实践教学、教学评估等主题，“本

硕博”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 6 项，另有“党团队”

一体化建设、“馆地校”一体化育人模式等研究。

二是“大思政”研究课题，涉及新时代、创新、教

学模式、教学研究、教育研究、培根铸魂、实践教

学、协同育人等主题。三是课程思政研究课题，涉

及协同机制、体系构建、亲和力、实践探索、路径

研究等主题。四是教材体系建设研究课题，主要围

绕思政课教材体系建设、教材针对性可读性实效

性、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机制、教材插画美育

功能等研究。 

聚类 5：高职高专及军校等思政课研究。一是

关于高职高专思政课研究课题，涉及实践教学、工

匠精神、劳动教育、教学创新、体验式、学徒制、

德法共育、混合式教学、融合式等主题；二是关于

军队院校的思政课研究，涉及习近平强军思想、红

色资源、教学历史经验、坚定历史自信、教员队伍

建设等研究主题；三是关于民办高校思政课研究课

题，对民办高校思政课建设的现实困境与破解机

制、思政课管理机制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建

等开展研究；四是关于其他类型单位的思政课研

究，包括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思政课建设研究，艺术

类、医学类等高校思政课教学，民族高校大学生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边疆地区高校、西部

地区高校的思政课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党

校理论教育党性教育比较研究等。 

聚类 6：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研究。有关

思政课教师的针对性研究课题共 60 项，一是关于

思政课教师能力素质研究，包括教师话语能力、说

理能力、素质能力、教学能力、政治能力、守正创

新能力等研究；二是关于教师培养成长机制研究，

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研究、教师培训体系研究、教师

成长规律研究、教师马克思主义信仰建构、中小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教师队伍与辅导员

队伍协同工作模式、党政领导干部讲思想政治理论

课机制研究、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养、实践研修基

地建设等；三是关于教师评价体系研究，诸如新时

代各类教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高校思政教师

准入、评价、激励与退出机制法治化研究等。 

聚类 7：青年群体思政教育研究。有关学生思

政教育教学的针对性研究课题共 152 项，一是涉及

有关大学生心理特点和认知研究，包括国家认同、

获得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坚定历史自信、坚定文化自信、坚定制度自信、

意识形态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

人生价值观、政治价值观、自主学习能力、精神需

求、民族自豪感等主题；二是相关针对性思政教育

教学研究，包括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引导、认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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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成长规律、传承、思想动

态、家庭教育、价值导向、亲和力等研究；三是针

对不同学生群体的研究，包括少数民族大学生、中

学生、少先队、港澳台学生、来华留学生等主题；

四是主要面向学生群体的信息技术研究，包括数字

时代、网络、人工智能、数智融合时代、网络泛娱

乐主义、微时代、虚拟实践教学、在线学习等主题。 

（三）研究主题演变分析 

通过分析各年度的热点研究主题，可将我国思

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的热点主题演变历程分为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2005—2007 年，相关基金研究处于

起步阶段，有关研究主题的立项项目较少。2005 年

2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明

确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性、指导思想和总体

要求，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建设、课程体系、

教材建设、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教师队伍、组织领

导等方面提出若干加强和改进意见，指出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渠道[4]，此时期主要围绕少数民族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边疆地区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

政治课教师等主题开展研究，立项基金涉及学科领

域主要是马列·科社、党史·党建、教育学。 

第二阶段，2008—2018 年，思想政治理论课研

究受到持续关注，2009 年教育部决定设立“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负责组织实施，特

别是随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

《2017 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专项工

作总体方案》《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

作基本要求》等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发布，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相关研究成果硕果累累，

两大基金相关主题的立项项目数量与质量也明显

提升，但总体基金数量及经费规模不大。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实践教学、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模式、教学改革、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建设、教学方法、主渠道、教学内容、教

学效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生思想政治理

论课等成为热点研究主题，这一时期思想政治理论

课研究内涵不断丰富，覆盖的学科领域也有所扩

大，研究处于不断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2019—2023 年，在原有热点主题研

究的基础上全面深化，2019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同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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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

新提出具体意见；2021 年 3 月，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

要跟现实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断；2022 年 10 月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5]。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

究专项，2020 年教育部设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研究专项，两大基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的资

助投入显著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的地位和作

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

成为学界重要学术热点。此期间，原有热点研究主

题得以深化的同时，思政课程、课程思政、金课、

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混合式教学、教学模式、实

效性、思政课改革、思政课堂、新时代、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论述、高职院校思政课、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立德树人、红色文化资源、四史教育、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抗疫精神、协同育人、国家认同、

新媒体、人工智能、获得感等研究主题成为热点话

题，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类别方面也得到全面丰富，

实证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路径研究、案例

研究明显增多。 

三、研究结论及展望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中

教学研究成果较多且多集中在教学方法、教学形

式、教学技术等方面，理论体系、具体课程的研究

有待加强。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挑战，未来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中还可从以下三方面提升。 

（一）完善思政课理论体系建设研究 

一是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课的研究。在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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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基础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教学体系、教

学标准、实践教学等方面研究有待加强。在“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研

究方面，不同课程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存在的教

学重点难点、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等问题也是未来的

热点研究主题。 

二是加强基于过程性的重点难点问题聚焦研

究。当前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建设缺乏

整体性设计和系统性规划[6]，推进机制受到多元主

体、多重逻辑、多层目标、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7]，

因此需要以战略思维整合为核心要求、以质量思维

实现提质增效[8]；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

建设还需加强不同主体的针对性研究，特别是在中

小学思政课建设研究方面相对薄弱，2022 年 11 月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

课建设的意见》也提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需

深化教学管理创新、丰富课程教学资源、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完善教研工作机制、构建大思政课体系、

落实组织实施等意见[9]，对于中小学思政课创新研

究提出了新要求。另外，对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及

教学内容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专

业化素质能力提升、中小学思政课教学效果提升、

大中小学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提升等方面研

究，还有待开展更深入、更有针对性的研究。 

三是全面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想

政治教育教学工作历史经验，特别是党领导下的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基本经验，加强比较研究，

把学习历史与了解现实相结合，以史为鉴进一步推

动思政课研究的创新发展。 

（二）研究主题紧跟时代发展前沿 

一是加强教学理念、教学内容、组织保障等方

面的创新研究。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一环[10]，有学者提出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还存在对教学内容研

究不充分、对教学改革质量、质量评价及改革反思

关注不足等问题[11]，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

新的关键在于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12]。将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与历史教育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思

想理论教育和高校思政课建设的传统[13]，应进一

步探讨如何及时有效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成就、党的二十大精神等党的最新创新成果融

入思政课教学，在改革创新研究中把握好守正与创

新的关系，在坚守本正要求、用好基础条件的同时

积极推动创新[14]。应继续加强教育强国战略下教

学内容针对性、教学形式创新性、课程思政与思政

课程协同教学、思政课数字化建设、“大思政课”

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等研究。另外，思政课教学研

究开展已久，相关的评价体系、后评价研究应给予

重视，目前还存在评价目标偏重总结性评价、评价

主体相对单一、评价标准相对模糊以及评价方法相

对简单等问题[15]，应探索以评促建、以评促研机

制，重视教学过程评价，探索建立多维度综合教学

评价工作体系。 

二是应加强国内外对比研究，立足世界发展大

势，以国际化视野，科学判断新的国际形势，注重

国家认同、意识形态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

民族认同对比研究，深化和强化中国发展道路的认

同和自信，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

体系。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不断回答时代命题，将理论研究成果

转化落地，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内容、新思想；

又要立足世界发展大势，加强国内外比较研究，将

“四个自信”自然融入课程教学，激发学生由内而

外的家国认同感和自豪感、责任感。 

三是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信息等先进技

术引入思政课教学和研究，加强思政课教学的交互

式、情景式、可视化等信息技术教学研究，提升思

政课教学形式与方法的丰富性与前沿性，增强高校

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16]，并推动研究的科

学化、精准化及动态化升级，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

研究的智能化水平。同时，针对不同主体开展大规

模的问卷访谈调研，提升研究成果的信度与效度。 

（三）加强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培育新发展 

一是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延伸到更多学科

领域，诸如“大思政”研究中需注重马克思主义理

论、党史党建、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

交叉融合。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来完善本研究领

域的基本概念并拓展研究范式，可为解决思想政治

理论课研究领域复杂问题提供更多研究方法和思

路，特别是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的研究，多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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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融合更具可行性。 

二是高校需统筹整合全社会资源，实现学校、

家庭、社会协同形成一体化育人合力[17]，着力构建

高校与社会元素共同参与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协同

机制，使高校内部以及高校与社会元素在实践教学

的内容、形式、管理、机制、功能、保障等方面实

现统一和融合[18]，实现“全社会协同配合”。“大

思政课”是注重“社会即课堂”的现实观照，要义

在于把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19]，其具有

鲜明的整体性、耦合性、开放性、动态性的理论特

征[20]，推进“大思政课”建设需推动课程不断走向

融合、互动、开放[21]。 

三是应该注重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课程

的差异，加强课程思政针对性研究，细化课程教学

研究，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更好地贯穿新工科、

新医科、新农科建设，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研

究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同时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

研究的跨单位、跨机构、跨团队合作，特别是涉及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大思政课”等需多学

科跨单位团队联合攻关的大命题，更需要组建交叉

复合的教学和科研团队以推进系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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