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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1529 literatures in CNKI journal database from 2011 to 2020 as sample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uses 
bibliometrics and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to analyze the literatur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Postgraduats in China in recent ten years, draws the knowledge map, and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research Hot topics, Themes and Fronti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r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and there is a lack of strong and stable research group. Postgradu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raduate education, Countermeasures are the main research Hot topics in the field,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wide range of Hot topics, related research is not deep enoug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ree-wide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Foster character and civic virtue and so on are the frontier 
and the focus of future attention in the field.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Postgraduates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ticking to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keeping up 
with the pulse of The Times, and promoting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Postgraduates and related research qual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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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以2011-2020年中国知网（CNKI）期刊库1529篇文献为样本，综合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和信息可视化技术对近十

年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的文献特征进行分析，绘制知识图谱，重点进行研究热点、主题、前沿分

析。结果显示，该领域研究人员、机构众多，缺少强大稳定的研究群体；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校、研究

生教育、对策等是该领域研究主要的热点主题，呈现热点话题广泛、相关研究不够深入的特点；新时代背景下，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51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Reform and

Modern Management (ERMM 2021)

Copyright © 2021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443



三全育人、协同育人、立德树人等是该领域的前沿和未来关注的重点。为此，今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

着重强化理论创新、坚持问题导向、紧扣时代脉搏，促进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相关研究质量的整体

提升。 

关键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图谱，CiteSpace 

1. 前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工作，研究生教育取得长足发展，

仅就规模而言，2020年研究生招生人数已达111.4万人，

在学人数突破300万[1]。2020年7月，全国研究生教育

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培养

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2]。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紧紧围绕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研究生培养和

管理的各个环节，贯穿到研究生培养和管理的全过程，

做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培养紧密结合，努力形成全

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格局[3]。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环境向趋利

化转变、多元社会思潮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大数

据等信息技术全面发展；同时，研究生教育处于改革

期，研究生规模急速扩张、教育多元化、教育管理机

制改革，这些都给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机遇

和挑战[4]。因此，回顾和梳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的进展，把握热点前沿，对分析未来研究趋向，具

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可视化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软件进行

分析研究，分别生成作者合作网络、机构合作网络、

关键词共现等图谱，通过词频分析、聚类分析、时间

演化分析等科学计量方法，分析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的热点、前沿及趋势。 

2.2.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库作为文献资料的

来源，于2021年3月9日进行高级检索：以“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题进行精确检索，时间范围

2011-2020年，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共检索到1639
篇文献。本次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学术论文，结合人工

读审剔除征稿启事、会议综述、新闻报道、人物访谈

等，共得到有效样本文献1529篇，以Refwork格式下

载文献数据，建立本研究的数据库。 

3. 年度产出分析 

发文量代表了科学知识量的变化情况，按照时间

序列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年度文献数量进

行统计见表1，可以从时间角度发现特定主题的发展

历程和受关注程度。从表1可以看出，CNKI数据库每

年收录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献数量相对比

较多，年均153篇，在2013年达到阶段性高点后有小

幅回落，2018年最低119篇。这表明，这十年相关研

究比较活跃，文献产出随年份存在一定的波动，状态

还不够稳定。 

表 1. 年度产出统计表 

年份 发文量/篇 年份 发文量/篇
2011 160 2016 155 
2012 160 2017 129 
2013 190 2018 119 
2014 176 2019 171 
2015 136 2020 133 

4. 研究主体分析 

4.1. 作者及合作网络分析 

运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作者合作网络分析，结果

见图 1。节点大小代表作者发文量多少，节点的连线

表示节点作者存在合作关系。如图所示，“N=2224，
E=1908，网络密度为 0.0008”。这表明，在从事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 2224 位学者中，仅存在 1908
组合作关系，合作松散。有许多单点或简单的线段、

三角形，很少有多边形，这进一步表明在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方面作者之间交流较少、合作松散，个

人独立创作、2-3 人小团队合作是普遍情况，尚未形

成稳定强大的研究者群体。其中，比较大的作者合作

网络有：一是以沈阳农业大学的刘洋、高华、张茂仁

为核心，高云在网络中比较突出；二是华南农业大学

的陈翱为核心，蔡茂华在网络中也较为突出；三是大

连海洋大学的杨舟、肖苏、湛垚垚为核心的团队。同

时，北京林业大学的徐伟、北京交通大学的屈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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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的丁红枫、山东农业大学的牛余凤，也都形

成了一定规模的学术团队。 

 
图 1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4.2. 发文机构及合作网络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机构合作网络分析，结果

见图2，“N=1373，E=385，网络密度为0.0004”。这表

明1373个机构中，仅存在385组合作关系，合作更是

分散。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间的合作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较强的地缘性，一般是相邻或相近的几所高校或

教育机构进行合作，如吉林大学为核心，与中国刑事

警察学院、长春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吉林艺术学院

等的合作；二是一定的学缘性，学科特色相近的高校

间进行合作，比如东北农大和西北农大合作；三是机

构内部合作较多，高校的内设学院、部门之间进行合

作，如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与校内其他部门合作，北

京大学医学部内部合作，等等。统计表明，按署名发

文机构的发文数量进行排序，发文2篇以上的单位均

为高校。这表明，高校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

主阵地，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中的主导地位。 

 
图 2 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5. 研究热点、主题及前沿 

关键词是对文献关键内容、核心观点和主要思想

的高度凝练，分析文献中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能发现

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在CiteSpace中选择节点KeyWord，
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如图3所示，“N=191，E=594，
网络密度为0.0327”。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

的标签越大表示关键词的词频越高；关键词之间的共

现用连线表示，线与线之间的宽度表示关键词共现的

强度，关键词周围的连线越多，说明该关键词与更多

的关键词有关联，进而找到与该关键词关联的其他研

究热点。 

5.1. 研究热点分析 

统计显示，研究生（830）、思想政治教育（803）
频次最高，在数值上具有绝对优势，这和研究主题密

切相关；除此之外，较高的关键词及频数如下：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100）、导师（90）、对策（61）、

高校（61）、辅导员（47）、创新（41）、研究生教

育（40）、研究生辅导员（40）、新媒体（34）、研

究生导师（33）、思想教育（31）、思想政治理论课

（28）、思政教育（28）、实效性（28）、新时代（27）、
思想政治（27）、思想政治工作（25）、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25）、问题（22）、硕士研究生（22）、路

径（22）、队伍建设（21）、党建（20）、教学改革

（19）、高校研究生（15）、立德树人（15）、有效

性（15）、研究生党建（14）、管理模式（12）、现

状（11）、首要责任人（11）、协同育人（11）、三

全育人（10）、教育（10）。 

 
图 3 关键词共现图谱 

运用CiteSpace计算各节点的中介中心性，中介中

心度高的节点代表其在网络中起到战略中介作用，控

制的关键词之间的信息流也就越多。中介中心性高的

关键词分别是思想政治教育（0.47）、研究生（0.35）、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0.29）、高校（0.19）、研究

生教育（0.17）、导师（0.14）、对策（0.12）。 

综合关键词词频和中介中心性分析，这十年间的

研究热点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点，主要集中在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校、研究生教育、导师、对策等

方面；同时，大量低频关键词的出现一方面进一步表

明该领域研究的广泛性，但也意味着在某些方面可能

存在研究不充分、深度不够的问题。 

5.2. 研究主题分析 

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如图4所示，Q=0.4035表
明聚类结构显著，S=0.7632表明聚类合理、令人信服，

呈现出#0思想政治教育、#1辅导员、#2问题、#3新媒

体、#4研究生教育、#5思想政治状况、#6思政教育、

#7高校等8个聚类，表示近十年来，研究生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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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主要围绕以上聚类主题开展，形成了一定的

规模，序号越小，所包含的关键词越多。 

“#0思想政治教育”聚类，直接聚集了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这两个最大的节点，反映出本次研究的聚

焦性；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路径、管理模式、工

作机制[5-7]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关键性、深

层次重点内容。 

“#1辅导员”聚类，聚集了导师、辅导员等反映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方面的关键词。导师、辅

导员是做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最重要的队伍，导师要

发挥首要责任人的作用，导师和辅导员要明确其角色

定位，建立协同机制，形成合力育人的工作模式[8-10]，

这是“辅导员”聚类关注的重点。 

“#2问题”聚类，聚集了对策、问题、实效性、教

学改革、高校研究生、现状等关键词。调研分析当前

研究生思政教育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是我们

研究的基础，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瞄准研究生培养

目标和研究生成长发展需求，梳理问题、分析问题，

拿出科学合理的对策建议，既加强思想引领，也解决

实际困难，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上见实效[11-12]。 

“#3新媒体”聚类，聚集了创新、新媒体、思想教

育、党建、有效性等关键词。研究生思政教育要贴近

研究生思想和学习实际，积极利用新媒体，探索行之

有效的教育方法，提升教育的有效性[13]。加强党建工

作，必须结合研究生的特点，探索合适的组织生活形

式[14]。 

“#4研究生教育”聚类，聚集了研究生教育、新时

代、思想政治工作、立德树人等关键词。人才培养始

终是教育的重要话题，研究生是高层次人才，在新时

代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应重点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做到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15]。 

由图5我们也能看出，“#5思想政治状况”、“#6思政教

育”、“#7高校”等，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关注

的内容，比如，调查分析研究生群体思想政治状况，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等。 

 
图 4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 

5.3. 研究前沿分析 

研究前沿通常是指一定时期内最具发展潜力的新

兴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也可认为是一组突现的动态

概念或潜在的研究问题。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突现

检测，结果如图5，代表近十年来，我国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领域不同阶段的研究前沿。 

2011年—2013年突现的关键词包括：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医学研究生、工作机制、思想教育。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

干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领

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努力拓展新形势下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2014—2017年突现的关键词包括：心理健康教育、

新媒体、就业指导、新形势。该阶段究进一步丰富了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既解决思想问题，又解决与研

究生发展需求密切相关的心理健康、就业等实际问题。 

2018—2020年突现的关键词包括：思想政治工作、

新时代、协同育人、三全育人、立德树人、思政教育、

研究生导师、路径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

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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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

“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

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

人长效机制”。“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

新……完善科教融合、校企联合等协同育人模式”[17]。

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

见》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导师的首要职责，

明确了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职责：提升研究生思想

政治素质、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生实

践创新能力、增强研究生社会责任感、指导研究生恪

守学术道德规范、优化研究生培养条件、注重对研究

生人文关怀七个方面[18]。这对究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

了更新、更高、更全面、更具有时代性的要求，是高

校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依据，也是学者开展相

关研究的热点前沿。尤其是其中“新时代”突现强度最

大，更表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应立足于时代背景，

结合时代特征、研究生群体特征来开展。 

 
图 5 关键词突现图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在研究机构和作者层面，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人员多、高产作者少，作者间合作关系不够密

切、稳定，尚未形成强大的研究团队；研究机构间合

作分散，多以单位内部合作为主，外部合作更倾向于

和地理位置相邻或相近的单位进行合作。 

在研究热点前沿方面，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研究生教育、对策等是该领域研究主要的热点、

主题，呈现出热点话题广泛、相关研究不够深入的特

点；新时代背景下，三全育人、协同育人、立德树人

等是该领域的前沿和未来关注的重点。同时，结合重

点文献审读发现，该领域内一般性理论分析、经验总

结类文章较多，缺少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实证分析、

科学分析类文章。 

6.2. 未来展望 

今后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相关研究，

可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要强化理论创新。

要加强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学习研究，重点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夯实马克思主义理

论基础。一是将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与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结合起来，重点探究新时代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新挑战和新理念，不断提升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理论性、创新性。二是准

确把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涵盖的基本内容，可以从

界定概念、厘清范畴、规范流程等方面入手，重点加

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规律、研究生成长成才规律等方面的理论研究。 

二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

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特征的特征就是问题导向，对加强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非常重要。首先，要树立问

题意识、培育问题思维，实事求是对待问题，科学理

性分析问题，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其次，要开展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状况调研，可以采用问卷调查、实地

考察、深入访谈等多种方式摸清现状，深入挖掘面临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准确剖析问题根源，从根本上提

出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建议对策。 

三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要紧扣时代特征。

面对复杂多变、文化多样的时代背景，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如何紧扣时代主题，紧跟时代步伐，抢占立德

树人的先机，牢牢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和主导

权？面对新时代研究生，如何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帮助他们筑牢思想根基？如何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一方面，要始终坚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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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指导地位，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实现主流意识形

态的政治引领，切实提高研究生的政治素养；另一方

面，要真正了解研究生群体，准确把握新时代研究生

群体的时代特征，在教育理念、内容以及方式方法改

革创新上下功夫，要充分发挥辅导员、导师、研究生

自身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积极探索新媒体、新

技术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让日常教育管理充满时

代感和吸引力，从而促进思想政治育人质量的整体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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