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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入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对于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运

用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软件，对2012年至2023年间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有关的

232篇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展示该领域的整体态势、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当前与本文

主题相关的文献发布呈现下降趋势，发布期刊较为分散，核心学者有19位，相关发文机构主要为各大高

校。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已经形成四大研究热点，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教学能力的内涵与外延、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新形势与承担的新任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教学的现实困境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路径。在此基础上，未来研究应当增加交

流与合作，注重加强实证研究，重点关注新时代思政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深入探究思政课教师教学能

力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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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eply study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his paper mainly uses the visual analysis tool CiteSpace software to make a quanti-
tative analysis of 232 literatures related to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from 2012 to 2023, show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research hotspo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this field.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at present, the publication 
of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topic of this paper presents a downward trend, the publication journals 
are relatively scattered, there are 19 core scholars, and the relevant institutions are mainly uni-
versities.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
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formed four major research hotspots, namely,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new situation and tasks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re facing in 
the new era,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way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is basi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increas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focus on strengthening empirical research, focus 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e new era, and explore 
deeply the path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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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的重要性及思政课教

师应具备的基本素养。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的重要作用是无法取代的，

思政课教师队伍承担着培养时代新人的重大责任。教师作为开展思政课的关键主体，教师的教学能力决

定着思政课的教学质量和水平[1]。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众多机遇与

挑战，思政课教师教学面临着一系列困境，积极探索提升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的路径与方法对于增强思

政课的实效性具有重大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CiteSpace 信息可视化软件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

通过绘制可视化图谱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2]。本文主要使用

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绘制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中作者和机构合作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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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共现图以及关键词时间聚类图，对该领域研究进行全面且客观的综合分析与述评，并对为未来的

研究提出展望。 

2.2. 数据来源 

根据本文的研究主题，以中国知网期刊文献库为目标库进行文献搜集，使用高级检索功能，时间范

围设置为 2012 年至 2023 年，文献来源类别选择为全部期刊，以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不同检索词进行

主题检索。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为检索词，检索结果为 195 篇；以“高校思政课教

师教学能力”为检索词，检索结果为 113 篇。通过阅读初步样本的篇名、摘要和关键词，对每篇文献进

行筛选，排除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度较低的文献，并剔除期刊主题介绍、征文启事等文献，最终得到的

有效文献总数为 232 篇，其中 CSSCI 论文 37 篇。 

3. 研究结果与发现 

3.1. 发文数量分析 

学术论文发布数量在时序上的变化是分析某研究领域发展的重要指标[3]。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自 2012 年至 2023 年的发文数量变化情况如图 1 所示。2017 年以前，该领域的发文

量年度均值为 14 篇，并且围绕均值变化幅度不大。2018 年该领域发文量与之前相比涨幅较大，从 2017
年的 18 篇变为 26 篇，涨幅为 44%。随后从 2018 年至 2020 年，该领域发文量逐年增长，并于 2020 年达

到顶峰，该年发文量为 30 篇。总的来说，以 2020 年为分界线，2020 年以前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

发文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2020 年以后相关文献发文量则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多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教师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学界对于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的

关注也越来越多。但是，随着时间发展，相关学者的注意力被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其他热点问题所分

散，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相关研究则被学界逐渐忽视。 
 

 
Figure 1. Annual trend chart of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on the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图 1. 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发文量年度趋势图 

3.2. 来源期刊分布 

本文统计了各期刊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领域中的刊文量，表 1 列出了刊载 4 篇

及以上文献的期刊，共涉及 10 种期刊。其中，《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刊文量最多，为 9 篇，《思想理

论教育导刊》次之，为 8 篇。从总体上看，该领域的期刊分布较为分散，刊文量为 4 篇及以上的期刊累

计发文量为 54 篇，仅占样本文献总数的 23.28%。从期刊所属类别来看，在刊文量 4 篇及以上的期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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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理论》是政治类期刊、《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社科类综合期刊及《经济研究

导刊》属于经济类期刊，其余 7 种期刊均属于教育类期刊，这些期刊大多以分析并解决教育问题、提高

教育效果，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办刊宗旨。这充分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为实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梦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作用，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应当得到学界高度关注。 
 

Table 1. The top 10 journals in terms of publication volume 
表 1. 发文量前十的期刊 

期刊 篇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9 3.88 3.88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8 3.45 7.33 

教育教学论坛 6 2.59 9.92 

北京教育(德育) 5 2.16 12.08 

教育现代化 5 2.16 14.24 

学理论 5 2.16 16.40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4 1.72 18.12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 1.72 19.84 

经济研究导刊 4 1.72 21.56 

思想教育研究 4 1.72 23.28 

其他期刊 178 76.72 100 

3.3. 发文作者分析 

关注核心作者有助于研究者获得相关领域内较为权威的理论成果和发展动态。本文通过运用普莱斯

定律，对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的核心作者进行分析，普莱斯定律是用于确定某研究领域

内的核心作者的常用方法。普莱斯定律公式为 maxM 0.749 N= ，其中 maxN 是某一研究领域内发文量最多

的作者的刊文量，M 是指该领域内的核心作者发文量的最小值(取整数)，即只有某一作者的发文量大于

等于 M 时，该位作者才能算是相关领域的核心作者。在本文的样本文献中，吴玉才、程翔宇与武晓霞的

发文量最多，为 3 篇。因此，本文的 maxN 取值为 3，通过公式计算可得 M 为 2。由此，高校思政课教师

教学能力研究领域中的核心作者有 19 位，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根据普莱斯定律，当某一研究领域 50%
以上的论文来自核心作者时表示该研究领域已经形成核心作者群。由表 2 可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领域的 19 位核心作者，累计论文有 31 篇，核心作者群体发文量约占论文总数的

13.36%，说明尽管研究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的学者众多，但是每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少，核心作者

群尚未形成。 
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制作出 2012 年至 2023 年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的发文作者合作网络

图，参见图 2。图 2 中共有 310 个节点，116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24。每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节点

的标签大小表示该作者的发文数量，标签越大表示发文量越大。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作者之间存在合作

关系，连线的粗细程度则反映了合作的密切程度，连线越粗表示作者之间的合作越紧密。由图 2 可知，

该研究领域内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交流与合作，如程翔宇与秦弋、彭军林与朱霁等，但是合作程度不深，

而且仍有许多学者在孤立的状态中进行研究。总体来说，在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中，相关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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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合作较少，尚未形成紧密的合作网络。 
 

Table 2. The number of core authors and their publications 
表 2. 核心作者及其发文数量 

序号 作者 篇数 序号 作者 篇数 

1 吴玉才 3 11 朱红晖 2 

2 程翔宇 3 12 朱霁 2 

3 武晓霞 3 13 苏立公 2 

4 单连春 2 14 贾友军 2 

5 孙康 2 15 凌总成 2 

6 张姝 2 16 姜林丽 2 

7 彭军林 2 17 刘勇 2 

8 齐霜 2 18 秦弋 2 

9 陈爱香 2 19 王慧慧 2 

10 王仕松 2    

 

 
Figure 2. Author cooperation network map  
图 2. 发文作者合作网络图 

3.4. 发文机构分析 

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制作出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的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图，参见图 3。由

图 3 可以看出，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机构主要由各大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构成，包括武汉理

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5 篇)、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4 篇)、大连艺术学院思政部(3 篇)、成都理

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 篇)、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 篇)等研究机构。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图包括 238
个节点，34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12，这说明相关研究机构之间进行了一定的合作，但是次数较少且程

度较低，尚未形成紧密的合作网络。其中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海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然而大部分机构

之间缺乏交流与合作，这不利于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的研究资源整合及该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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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ooperation network diagram of issuing agencies 
图 3. 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图 

3.5.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研究主题和核心内容的简明概括，关键词共现分析能够揭示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及

当前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制作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的关键词共

现图，参见图 4，并统计了关键词的出现频次与中介中心性，表 3 列示了出现频次为 10 次及以上和中心

性大于 0.1 的关键词。在图 4 中，每一个节点表示一个关键词，节点和标签的大小代表该关键词出现的

次数，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存在关联。关键词共现图共有 212 个节点，331 条连线，网络密

度为 0.0148，这表明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中，关键词之间联系密切，形成了

紧密的共现网络，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内在逻辑联系，相关研究普遍聚焦于该领域的关键主题和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4. 关键词共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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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问题，且该领域研究已经到达了一定深度。由表 3 可知，关键词“教学能力”、“高校”、“新时

代”、“教师”、“思政课”、“青年教师”、“提升”和“民办高校”出现频次较高，是 2012 年至

2023 年间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的热点议题。如果一个关键词的中心性高于 0.1，说明在关键词

共现网络中，该关键词具有显著的地位和较大的影响力。关键词“教学能力”、“高校”、“教师”、

“思政课”、“教学改革”及“能力本位”的中心性高于 0.1，说明这些关键词具有较高的中介性，与其

他的关键词具有密切关联，是该领域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 
 
Table 3. High-frequency keywords 
表 3. 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教学能力 64 0.43 6 青年教师 13 0.07 

2 高校 35 0.48 7 提升 10 0.01 

3 新时代 18 0.09 8 民办高校 10 0.07 

4 教师 17 0.21 9 教学改革 5 0.16 

5 思政课 13 0.11 10 能力本位 2 0.13 

3.6. 关键词聚类及演进趋势分析 

本文运用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提取聚类标签，将具有一定联系的词汇聚集起来，形成关键

词时间聚类图，参见图 5，从而显示出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图 5 中共有 212 个网络节点，

网络密度为 0.0148，并具有八个聚类标签；Q 值为 0.661，大于 0.3，代表网络结构清晰，聚类效果良好；

S 值为 0.8949，大于 0.7，代表聚类结果具有较高的信度，说明图 5 是合理且可信的。通过分析聚类标签

及其内涵关键词，可以将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热点归纳为以下四点。 
 

 
Figure 5. Keywords temporal clustering map 
图 5. 关键词时间聚类图 

 
一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的内涵与要素，主要聚类包括#0 教学能力、#1 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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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对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的内涵与要素进行研究，并得出各种不同

观点。熊晓琳和李国庆认为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包括政治素质类能力、教学认知类能

力、教学实施类能力及教学交往类能力[4]。孙康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当具备学术阐释能力与

课堂驾驭能力[5]。 
二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新形势和承载的新任务，主要聚类包括#1 思政课、#2 高校。

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建立起

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符合的话语体系与话语权的重任，考验着思政课教师的理论话语建构和解

读能力[6]。 
三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的现实困境，主要聚类包括#0 教学能力、#1 思政课。有的

学者认为，当前思政课教学很少开展实践教学，即使有也是流于形式，无法真正发挥实践教学的重要作

用[7]。有的学者认为，现有的网络平台的功能与思政课教学的要求匹配度不高，思政课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的一些“特别需求”无法实现[8]。 
四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路径，主要聚类包括#0 教学能力、#3 教学、#4

教师主导、#5 理论素养、#06 能力提升及#7 实践教学。多数学者认为，思政课教师要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增强自身的实践能力[9]；要提高政治意识，增强政治敏锐力和鉴别力[10]；要提高新媒体运用能力[11]；
要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做到教学问题科研化与科研成果教学化[12]。 

综上，通过分析关键词时间聚类图，可以发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经过十余年的

发展，呈现出五个方面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一是持续探究思政课在新时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二是

加强思政课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研究；三是加强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研究；四是加强思政课教师教学科

研一体化的研究；五是加强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策略研究。 

4. 结论 

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我国 2012 年至 2023 年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的相关文

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发文量来看，2020 年以来，该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呈逐年递减趋势，相关研究的热度逐渐消

退，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这与相关学者转移研究焦点和研究难度增加有密切关

系。 
第二，从来源期刊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领域的期刊分布较为分散，大多属

于教育类期刊，且多以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办刊宗旨，体现出提升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

在立德树人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三，从研究力量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具有 19 位核心作者，但是研究实力

相对有限，相关学者的个人发文量相对较少，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同时，各学者和机构之间的合作次

数少且程度低，尚未形成密切和成熟的合作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各学者和机构间应当加强交流与合

作，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第四，从研究方法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师教学能力的研究大多为思辨性研究，导致研究有可

能出现脱离现实的缺陷。因此，相关研究应当加强运用实地观察、深度访谈、个案研究等能够切实接触

现实的研究方法，增强研究的实证性。 
第五，从研究热点和研究主题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研究形成了四大热点论域，

即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内涵与外延的研究、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形势

与任务的研究、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实困境的研究以及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81532


林琳 
 

 

DOI: 10.12677/ae.2024.1481532 1144 教育进展 
 

教学能力提升路径的研究，并且各主题领域的研究内容都较为丰富。未来研究可能会持续聚焦于思政课

在新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探究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路径，尤其是思政课教师的信息化教学

能力和实践教学能力，从而有效提高思政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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