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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 space的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课程思政教学知识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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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时代教育理念指引下，课程思政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培育价值引领课程，不仅是对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积极探索，更

是推动教育内涵式变革的重要实践。本文利用 CiteSpace工具对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思政教学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知

识图谱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思政教学领域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研究热点正在逐步转向跨学科

融合和实际应用。本研究进一步促进了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思政教学和信息化技术课程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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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the new era,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and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cultivation of value-led courses, is not only an 

active explor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nd innov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practice to promote 

connotative education reform. This paper uses the CiteSpace tool to conduct a knowledge map analysis 

o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the Python language programming 

cours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the 

Python language programming course is constantly deepening, and the research hotspots are gradually 

shifting to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the 

Python language programming course and promotes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rriculu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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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在于立德树人，在教育教学中贯彻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性和深入性，这是确保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石，这一

工作关乎教育目标、方法和服务对象等多个关键层面 [1]。旨在开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篇章。2020年5月，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

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不仅将课程思政的构建确立为立德树人战略的关键要素，而且还具体界定了其建设目标和核心内容，并

提出了一个系统化的课程思政教学框架 [3]。该策略的实施意图是将课程思政深入融合到课堂教学的每一个方面，同时根据不同专业的特

性，有针对性地推动课程思政的发展。当前，各高校普遍实施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

近几年，众多专家学者针对教育教学中的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设计以及方法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成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

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在课程思政要素方面，王刚等人提出要把课程思政目标融入整个教学设计中，深入挖掘各门课程思政元素 [4]，

张新长将爱国主义情怀、个人三观树立、社会道德素养、专业伦理意识和职业道德素养纳入思政要素 [5]。在提升教师思政能力方面，杨

光指出应强化教育工作者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意识，提升专业课程教师挖掘思政资源的能力 [6]。张广才、毕鹏飞等人指出要激发教师思政

动力和思政能力，全面发挥专业课程育人功能 [7]。在协同育人方面，郑艳、孔达等人提出思政要与专业课程紧密结合，在专业课程中挖

掘思政要素，实现专业课程的协同育人，有助于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8]。

本文利用 CiteSpace工具对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思政教学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知识图谱分析，旨在探索在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中融入思政教育的思政动力、课程思政元素及育人功能，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提供理论与方法层面的借鉴作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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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在本研究中，选用 CiteSpace可视化学术分析工具，展现学术

界针对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思政教学领域的发展全景 [10]，直

观揭示研究领域的进展，高效提取研究中的热点主题，深入理解

和分析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动态及发展趋势。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依赖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

通过使用“Python”和“思政课”作为搜索关键词，对2018年

至2023年间发表的相关期刊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检索工作，共发现

215篇相关文献。经过筛选，最终筛选出112篇文献作为本研究的

样本。利用 CiteSpace软件的多项可视化功能，最终梳理出了以下

综合性的研究知识图谱。

（三）知识图谱展示

在此研究中， 我们采用了 CiteSpace软件中的“citespace.

alias”功能，对文献中的同义关键词进行了精细的整理和合并，

开展了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11]。在本次分析中，所考虑的数据

节点类型包括作者、研究机构以及关键词。

二、数据分析

 > 图1作者及合作网络知识图谱

（一）作者可视化分析

图1数据表明，这个网络由98个节点和41条连线构成，其整

体网络密度达到了0.0086。从图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作者合作

网络并未出现。

本研究采用了 CiteSpace的 TimeZone（时区图）功能，以时

间序列为基础，探究了不同作者之间的发文关系 [12]。通过对图1.1

的分析，我们注意到，大量发文的作者主要集中在2020至2023

年这一时间段，表明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思政研究逐渐被相

关研究者重视，并且研究成果日益丰富。

 > 图1.1作者时区图谱

（二）研究机构网络

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软件工具的合作网络分析功能，深入探

究了该领域研究力量的空间分布特点，这一分析的核心目的在于

识别那些对研究领域发展起到关键推动作用的机构 [13]。

 > 图2机构及合作网络知识图谱

如图2所示网络知识图谱，展现出了不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

作关系及其合作状况，为未来相关研究的方向提供了坚实的科学

基础。数据表明，研究样本中的合作网络包含了88个节点和9条

连线，网络密度仅为0.0024。结果表明，主要研究机构间合作较

少。基于这一分析，我们列出了发文量排名前十的研究机构，如

表1所示。

表 1  高产机构前十名

名次 机构 年份 发文量 合作度

1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 2018 2 0

22 广州商学院信息技术与工程学院 2022 2 0

33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软件与大数据

学院
2023 1 1

44 信息工程学院 2021 1 1

55 娄底潇湘职业学院信息工程分院 2023 1 1

66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2023 1 1

77 晋中信息学院 2022 1 1

88 成都工业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 2023 1 1

99 成都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 1 1

110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 2021 1 1

表 1数据表明，以院校独立研究为主，大多数机构之间的联

系较为有限，在 python语言设计课程中思政课程教学领域院校与

院校，院校与机构合作力度不够。

（三）关键词共现

从图3中可以观察到，“课程思政”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

词，其次是“教学改革”和“思政元素”[14]。而近期，则出现了

如“三全育人”“人工智能”“立德树人”等新的关键词 [15]，这些

可能预示着未来研究的新趋势。

 > 图3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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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学者关注焦点时，关键词的

中介中心性是一个关键指标。从表2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课程

思政的热点主题，包括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程序设计、人工智

能、立德树人等。

表 2关键词中心性前十（按中介中心性排序）

名次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1 课程思政 86 1.72

2 思政元素 10 0.23

3 高职院校 4 0.08

4 教学改革 15 0.04

5 思政案例 4 0.04

6 案例教学 3 0.04

7 程序设计 9 0.03

8 任务驱动 4 0

9 立德树人 4 0

10 教学设计 4 0

4.关键词聚类

如图4所呈现了七大聚类，主要包括“Python语言程序设

计”“思政元素”和“教学改革”。前五大聚类的平均年份集中在

2020—2021年，表明相关研究在此期间逐渐成熟。

 > 图4关键词聚类图谱

5.时区图

 > 图5关键词时区图谱

从图5数据可知，最大的节点是2018年提出的“课程思政”，

早期高频关键词包括案例教学、大数据、计算思维等，为后续研

究打下了基础。

6.时间线

作为 CiteSpace的一个重要功能，时间线图谱在二维时间轴上

展开文献关键词聚类，帮助研究者探索特定主题聚类的演变历程

和前沿趋势，以及热点主题间的相互联系。

 > 图6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根据图6数据，最大规模的文献聚类是“Python语言程序设

计”，包含33个关键词，关键词呈现出多元化和应用案例的特征，

聚类主要关注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的发展演变。

7.关键词的突现情况研究

表 3关键词突现情况研究表

表3详细展示了近六年来该研究领域的突现词情况，列出了

25个关键词的突现动态，其中起始年标志着关键词频次上升的开

始，而结束年则指其频次趋于稳定的时期。

8.发文量趋势

python语言设计课程中思政课程教学领域方面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为了回应国家层面针对高等院校的具体教学改革的要求，

尤其新工科的的提出，2018年始发文量才有了波动。

 > 图7 历年文献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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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数据表明，2018年至2023年间，共发表了97篇相关文

献。2022年，发文量达到自2018年以来的最高点，共34篇，这

反映了该议题在此期间显示出研究热度的持续上升。

四、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研究发现，Python作为一种编程语言，在课程思政中的应用

逐渐增加，python课程以任务驱动为动力，结合案例教学，展示

了新技术在传统教学方法中的创新应用，达到了三全育人为目标

的设计课程及教学效果。高等院校 Python课程思政教育在思政要

素、思政能力，运用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优势，结合具体情景特

点，开发适合高等教育的优质课程，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与建设者方面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二）展望

课程思政研究不仅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发挥作用，同

时也将扩展至基础教育、继续教育等更广泛的社会教育领域。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为课程思政研究提

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未来的研究将更多地运用这些技术手段来

处理和分析教育数据，从而揭示更深层次的教育规律和社会经济

问题。

综上所述，课程思政的未来发展将是一个多维度、跨学科的

综合进程，它不仅会在教育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也将成为推动社

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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