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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双创教育是新时代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思政教育引领双创教育的价值塑造，亟待全面推进

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以 CNKI 期刊数据库收录的 2001—2021 年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领域的

737 篇文献为分析数据，用 CiteSpace 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结合文献计量法，统计分析文献的发表时

间、机构、作者、期刊、关键词等，探究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的现状、热点及趋势。研究

结果表明：研究机构以高校马克思主义院系为主体，发文作者以高校思政理论类教师为主，发文期

刊以教育类期刊、就业创业类期刊和职业院校学报为主；研究热点可以概括为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

融合的关系辨析、协同育人和深度融合等；研究趋势表现在坚持思政引领、理论结合实践以及学科交

叉融合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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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高校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是提升高校人才

培养质量的两个重要抓手，是实现新时代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的关键路径。2015 年

5 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坚持立德树人，

不断丰富课程体系内容、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和强

化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学生双创的精神、意识和

能力”[1]。2020 年 5 月，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

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调“把思政教育贯

穿人才培养体系，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2]。与此同时，2021 年 11 月，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 2022 届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上强调 2022 年高校毕业生

规模将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1 076 万人，面对的

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要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

业观，大力支持双创，鼓励其到基层就业。因此，

高校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既是高校人才培

养的需要，也是教育引导广大高校毕业生选择多

元化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 

    目前已有关于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

研究成果可总结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关于两

者关系的研究，认为双创教育为思政教育的实践

提供载体，思政教育为双创教育提供价值导向[3]。

其次，分别从双创教育视角设计思政课程教学，

以及从思政教育视角设计双创课程教学，逐渐引

入课程思政的理念，挖掘各类课程的思政元素[4]。

此外，从两者融合的问题、机制与路径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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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推动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原因与举

措。但缺少对于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现

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成果，据此，本研究采用文

献计量法和可视化图谱的方式，全面、深入、系

统地总结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研究成果，

以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在 CNKI 数据库中，使用“高级检索”

功能，检索条件分别设定为：篇名=“创新创业”

或含“双创”并且含“思想政治”，“创新创业”

或含“双创”并且含“思政”，时间=“不限”(检

索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31 日)，来源类别=“全部

期刊”，共检索到 779 篇文献作为分析数据，剔除

资讯、书评等无关文献 42 篇，最后保留 737 篇。 

    (二) 研究方法 

    可视化知识图谱可帮助研究人员掌握相关

研究领域的概况、热点和趋势等。本研究选择

Citespace 可视化图谱分析软件，结合文献计量

法，对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的文献，从

发文的时间、机构、作者、期刊、高被引文献、

关键词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通过系统梳理已

有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的成果，明晰

目前研究的现状和热点，探寻未来研究的发展

趋势。 

    三、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的概况 

    (一) 发文量分析 

    年度发文量的分布情况反映双创教育与思

政教育融合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如图 1 所示，

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是探索阶段(2001—2014 年)，该阶段发文数量

为 12 篇，占比 1.63%。主要研究双创教育与思政

教育融合中的关系辨析、课程设计和协同育人

等。这与 2004 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要求紧密相关。

二是发展阶段(2014 至今)，这期间发文量迅速增

加，发文数量 725 篇，占比 98.37%。研究主题在

延续前一阶段主题的基础上，研究的范畴持续拓

展，重点对课程思政、深度融合和价值引领等进

行研究。这与 2015 年发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2017 年印发

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

以及 2020 年出台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等系列政策高度契合，凸显双创教育与

思政教育融合研究紧跟党中央的政策，具有鲜明

的政策导向性和时代特征。 

 

 
图 1  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发文量分布图 

 

    (二) 发文机构分析 

    机构发文量是评价其在双创教育与思政教

育融合研究领域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本研究统计

分析 737 篇文献中研究人员所属机构情况(见表

1)。表 1 数据显示，发文量在 7 篇及以上的机构

有：东北师范大学、广西财经学院、湖南环境生

物职业技术学院，它们都是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

融合研究领域的核心力量。从院校属性来看，发

文量在 4 篇及以上的机构中，双一流高校仅有 2

所。从地域分布来看，研究机构的地域性差异明 
 
表 1  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机构发文量统计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发文数量 

(篇) 
机构性质 

1 东北师范大学 7 
双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 

2 广西财经学院 7 — 

3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7 — 

4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5 — 

5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5 — 

6 东北林业大学 4 
双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 

7 沈阳工业大学 4 — 

8 吉林医药学院 4 — 

9 桂林理工大学 4 — 

10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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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发文量在 4 篇及以上的机构，东北地区 5 所，

西南地区 2 所，华中地区、华北地区和华南地区

均只有 1 所，而西北地区的研究力量较为薄弱。 

    (三) 发文作者分析 

    发文数量是衡量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

研究领域内研究人员在该主题研究中影响力的

指标。对核心研究人员的测度可参照普赖斯公

式 M=0.749 maxN ，其中 M为核心研究人员最低

发文量，Nmax为该领域研究人员个人最高发文量，

经计算，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的核心研

究人员最低发文量不低于 2 篇。如表 2 所示，

发文量在 3 篇及以上的学者有 8 位，其中王占

仁和宋妍是该领域的权威专家，且形成了较为系

统的研究。核心研究人员所属机构中马克思主义

学院的有 6 名，占比 75.0%，其余研究人员为辅

导员，说明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的核心

力量集中在法学、教育学领域，缺少管理学、经

济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学科交叉研究

有待进一步加强。 

 
表 2  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作者发文量统计表 

序号 姓名 
发文数量 

(篇) 
所属机构 

1 王占仁 5 
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中心 

2 宋妍 4 
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中心、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 

3 杨兆宇 4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4 张净雯 3 吉林医药学院 

5 何林 3 玉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6 杨传勇 3 皖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7 陈斌 3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思政部 

8 赵光元 3 皖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 发文期刊分析 

    统计分析刊载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

究相关文献量不少于 10 篇的期刊发文情况，从

识别该领域的重点期刊。如表 3 所示，发表双创

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成果的期刊主要为教

育类期刊、就业创业类期刊和职业院校学报，且

相关主题发文量在 10 篇以上的期刊中无核心期

刊。一方面，说明该领域研究主力军是思政教育

类、创新创业教育类的研究人员，其他专业学科

类教师较少；另一方面，说明相关主题的高质量

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发表在高水平期刊的研究成

果不多。 

 
表 3  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期刊发文量统计表 

序号 期刊名称 发文数量(篇) 

1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53 

2 智库时代 32 

3 就业与保障 16 

4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16 

5 才智 18 

6 产业与科技论坛 15 

7 教育教学论坛 13 

8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15 

9 科技资讯 14 

10 高教学刊 13 

11 农家参谋 10 

 

    (五) 高被引文献分析 

    文献被引频次是评价论文在相关领域内的

代表性高低的标准之一。依据衡量期刊影响力

大小指标“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文献的被

引频次与期刊影响因子高度相关，高被引文献

越多越能促使期刊影响力提升。本研究选取了

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领域被引频次排

名前 10 的文献，如表 4 所示，说明被引频次高

的文献集中分布在发展阶段(2014—2018 年)，因

为学者们倾向于引用相关领域权威专家的论文

或被引次数多的论文，由此形成“马太效应”，

如被引频次前 10 的文献中，有王占仁、宋妍等

知名专家，其成果有 4 篇，占比 40.0%。此外，

分析高被引文献也体现出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

融合研究重点围绕融合路径、关系辨析和教学改

革等进行，为今后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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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高被引文献统计表 

序号 高被引文献 被引频次(次) 

1 
艾军 , 等 . 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机融合[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4(12): 92−94. 
113 

2 袁小平.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协同育人模式研究[J]. 教育评论, 2014(6): 100−102. 92 

3 
宋妍, 王占仁.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研究的意义与现状[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6(8): 100−103. 
78 

4 姜春英.“互联网+”视域下创新创业教育融入高职思政课路径探究[J]. 职教论坛, 2015(35): 31−34. 77 

5 
王占仁 , 吴晓庆 . 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贡献论析[J]. 思想教育研究 , 

2016(8): 33−37. 
74 

6 余展洪. 创新创业教育导向下高校思政课教学整体设计改革刍议[J]. 高教学刊, 2015(13): 13−15. 61 

7 梅晓宇.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7(1): 125−129. 54 

8 
王占仁. 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论析[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35(1): 111−115. 
51 

9 
宋妍, 王占仁. 试论思想政治教育对创新创业教育的价值引领[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7, 33(3): 

141−144. 
42 

10 
张政 .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深化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 

2015(36): 78−81. 
39 

 

    四、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的热点 

    高频关键词是确定研究领域中热点问题的

主要参考指标。如图 2 所示，将双创教育与思政

教育融合研究相关高频关键词(见表 5)及 10 个关

键词聚类进行归纳形成 3 个热点研究主题，即双

创教育与思政教育关系辨析、双创教育与思政教

育协同育人、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其

中关系辨析包括：聚类#1 创新创业、聚类#2 思

政教育、聚类#6 思想政治；协同育人包括：聚类

#3 高校、聚类#4 大学生、聚类#9 协同育人；深

度融合包括：聚类#0 课程思政、聚类 5#思政课、

聚类#7 路径、聚类#8 创新。 
 

 

图 2  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关键词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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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关系辨析 

    关系辨析研究的关键词有创新创业、思政教

育和关系辨析等。学者们对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

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双创教

育的视角分析其对思政教育的作用和影响，认为

双创教育为新时代背景下的思政教育赋予了新

的时代内容和新的载体，增强了思政教育的实效

性，传承和拓展了思政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

和手段等。二是从思政教育的视角分析其对双创

教育的价值引领作用，倡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塑造双创价值观，具体包括价值目标、价值评

价和价值选择，准确把握双创教育的发展方向，

实现以双创教育培养人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目标[5]。三是从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双向建构

视角，提出以立德树人为共同目标，把课堂教学

和实践教学相结合，强化具有科学性和时代性的

理想信念教育，建立高校、教师、学生以及社会

共同参与的育人体系[6]。 

    (二) 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 

    协同育人研究的关键词有高校、大学生和协

同育人等。学者对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基于协同学

理论、自组织理论等，分析界定协同育人的内涵，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

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认为两者协同有助于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和提升高校核心竞争力[7]。其次，

构建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机制，提出建

立共建共享、协同促进和协同反馈三大机制，即

教育资源、教育内容和教育目标的共建共享，系

统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协同促进，效果评估与反馈

的协同反馈。此外，对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

育人的路径与模式研究，建议从课程体系、师资

队伍、教育环境(校园、家庭和社会)等方面，以

及主体意识、环境认知和实践育人三个层面推进

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8]。 

    (三) 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 

    融合研究的关键词有课程思政、融合和创新

等。学者对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从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

出发，分析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的目标、内容、

任务和方法等，论述两者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主要是双创教育为思政教育提供实践载体，

而思政教育为双创教育提供价值引领，两者互融

互通。第二，发现当前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

过程中存在理念不统一、内容不完善、方式不明

确以及效果不理想等问题，造成问题的原因有教

育目标不同、课程体系不一和师资力量薄弱等[9]。

第三，从多方面提出实现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

合的方法：更新教育理念、将双创教育(思政教育)

纳入思政(双创)课程教学、营造双创校园文化氛

围、培育组建兼具双创和思政知识的师资队伍、

搭建社会实践教学平台等[10−11]。 

 
表 5  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的高频关键词统计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次) 

1 创新创业 183 11 创新 11 

2 思政教育 92 12 互联网+ 10 

3 课程思政 72 13 人才培养 8 

4 高校 70 14 双向构建 7 

5 大学生 70 15 立德树人 7 

6 融合 51 16 实践教学 7 

7 高职院校 45 17 价值引领 5 

8 协同育人 22 18 新媒体 3 

9 思政课 17 19 辩证关系 3 

10 教学改革 12 20 课程建设 3 

 

    五、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的趋势 

    关键词的时间脉络分布图反映相关学者在

不同时间段的研究内容，有助于研究人员掌握相

关研究主题的演变历程。由图 3 可知，双创教育

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的趋势可以归纳为坚持思

政引领、理论结合实践、学科交叉融合三个方面。 

    (一) 价值维度：坚持思政引领 

    早期关于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的研究关键

词有大学生、创业能力和实践等。重点关注从培

养双创能力的角度设计思政课程教学，注重培养

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12]。但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

级，高校就业压力的加大，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宏观背景下，高校对于双创教育的重

视程度日益提升，然而也出现了功利化、利益化

等问题[10]。因此，思政教育在双创教育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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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趋势演进图 

 

价值引领逐渐受到重视，相关关键词有价值引

领、价值内涵和人才培养等。强调要建立针对高

校教师和学生的价值融入、价值引导、价值渗透

和价值干预机制，通过课程教学、实践活动、网

络媒体等[13]，引导其重视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和

价值选择[14]。未来，高校需继续坚持思政教育

对双创的价值引领，确保双创人才培养与国家

建设发展方针政策同步；同时，要以双创实践

为载体，开展思政教学工作，增强思政教育的亲

和力和实效性。 

    (二) 实践维度：理论结合实践 

    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研究在初期比较重视

理论探索，其关键词有思政课、思政元素和协同

育人等，主要从法学、教育学等角度对双创教育

与思政教育进行分析，探寻其内在蕴涵的价值，

为实践工作开展提供理论遵循，但理论研究的广

度和深度还有待提升。此后，双创教育研究热

潮兴起，其关键词有高职、教学实践和实践能

力等，学者更加关注各类双创赛事、项目和教学

等实践活动[15]。将来，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研究

关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构建课堂、校园和社会

协同的实践教学体系，通过课堂案例分析与研

讨，校园公益活动以及社会企业参观实习等多种

途径，让学生将所学专业理论知识应用到双创

或思政实践之中[16]。这既增强了学生的双创意

识和能力，也有助于培养其奉献精神、责任意识

和职业道德。 

    (三) 创新维度：学科交叉融合 

    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呈现跨学科

的趋势，最初对两者融合研究的关键词有高校(高

职院校、独立学院)、大学生(高职学生、研究生)

和思政教师等，研究的主体对象是从事思政教学

的教师或从事双创教育的教师，以及相关学生群

体[4]。一方面，从事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相关工

作的主体对象包括高校、政府、企业等组织机构，

以及属于以上组织机构的个人或部门，其参与的

主体具有不同学科教育背景，奠定了交叉学科研

究的基础。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广泛应用，直播

带货和短视频创业等热潮的出现，给双创教育与

思政教育带来了新的研究热点内容，如何运用新

闻传播学、心理学、思政教育学等学科的知识，

发挥网络的正向价值引导功能，弱化泛娱化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17]。学习强国、青年大学习和中国

大学生在线等网络平台也为双创教育与思政教

育融合提供了新的途径，延展了其理论与教学实

践空间。今后，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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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范畴界限将淡化，涉及的关键词有课程思

政、三全育人和生态链等。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

的形势下，不同学科领域的双创活动都要融入思

政元素，做到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相统一，形成

三全育人的价值生态体系[18]。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可视化知识图谱和文献计量的

方法，对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研究领域的文

献进行系统分析，发现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

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结果显示：第一，从文献时

间分布来看，在 2014 年以前研究成果较少，此

后研究成果大幅增加，呈波动上升趋势，研究热

度逐渐提高。第二，从发文机构和发文作者分布

来看，当前研究力量主要以高校为主体，具体包

括高校的思政理论课教师、辅导员、党政部门领

导等；地区差异明显，且单位、人员间合作关系

不强。对此，应鼓励跨学科、跨机构合作研究。

第三，从发文期刊分布可知，基本以教育类期刊、

就业创业类期刊和职业院校学报为主，其他专业

类型的期刊和核心期刊发文量较少，高被引论文

发表的期刊质量普遍较高。这反映出研究人员的

学科领域以思政教育类和创新创业教育类为主；

期刊的影响力与文献被引频次紧密相关。未来，

应积极推动不同学科领域学者对双创教育与思

政教育融合展开交叉综合性研究，提升其理论与

实践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第四，分析关

键词的聚类和发展脉络，可将双创教育与思政教

育融合研究的热点主题概括为关系辨析、协同育

人和深度融合，研究趋势表现在坚持思政引领、

理论结合实践以及学科交叉融合等方面。 

    (二) 研究展望 

    随着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改革，双创

教育和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是高校贯彻落实立

德树人任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路径。今后

的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持续推进。 

    第一，培育双创教育和思政教育融合研究队

伍。一方面，要强化研究主体的协同，形成高校、

政府、企业等跨组织机构的研究力量，了解高校

双创人才培育、企业双创项目研发和政府双创政

策制定与实施等，提升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另一方面，要组建以双创教师和思政教师为核

心，党团部门、辅导员、专业教师等多方参与

的研究团队，将双创教育的能力培养和思政教

育的价值引领有机融合，提升研究的专业性和

科学性。 

    第二，开设双创教育和思政教育融合研究专

栏。一方面，教育类、思政类领域核心期刊可以

长期设置双创教育和思政教育研究的专题栏目，

鼓励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扩大研究成果的影响

力。高校的学报可以通过刊发本校在双创教育和

思政教育融合的典型案例，为其他学校实践开展

提供参考。另一方面，经济类、管理类等领域的

专业期刊定期开展双创教育和思政教育融合研

究专题征稿，号召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视角对其

进行研究，吸引不同学科研究人员发表高质量的

研究成果。 

    第三，拓展双创教育和思政教育融合研究主

题。一方面，立足于新时代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

求，围绕双创教育和思政教育融合过程中的课程

思政建设、专业队伍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

方式改革等方面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要挖掘互

联网+、挑战杯、创青春等赛事，以及五四青年

奖章先进人物、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最美基

层高校毕业生等人物事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和

双创元素，进行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的实施意见[EB/OL]. (2015−05−04) [2021−10−30].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5/13/content_97

40.htm.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 (2020−06−01) [2021−10−3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

03_462437.html. 

[3] 宋妍.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研究[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4] 吴修娟.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

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5] 王占仁. 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论析[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35(1): 111−115. 



                                                                                           2022 年第 13 卷第 2 期 

 

86

 

[6] 钟强 , 刘月秀 . 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关系

论[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7(22): 80−82. 

[7] 袁小平.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协同育

人模式研究[J]. 教育评论, 2014(6): 100−102. 

[8] 梁齐伟, 王滨. 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协同发

展机制及路径[J]. 广西社会科学, 2019(2): 174−178. 

[9] 金伟琼, 陈永霖, 吴蕾蕾.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

治教育的融合[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 2018, 37(6): 

68−72. 

[10] 李兰晶. 对创新创业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

考[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8(10): 79−81. 

[11] 王宇, 李成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

合途径研究[J]. 思想教育研究, 2019(10): 138−141. 

[12] 彭金玉. 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探索—— 基

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视角[J]. 中国电力教育, 2011(22): 

93−94. 

[13] 宋妍, 王占仁. 试论思想政治教育对创新创业教育的价

值引领[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7, 33(3): 141−144. 

[14] 段焱. 高校思政教育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路径

探析[J]. 理论导刊, 2019(12): 116−121. 

[15] 张政.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深化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5(36): 78−81. 

[16] 夏雪花. 新时代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

合的途径探析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 2021(8): 

136−140. 

[17] 张卓然. 新媒体时代开展创新创业型人才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有效途径[J]. 新乡学院学报, 2020, 37(10): 

63−65. 

[18] 顾美霞, 欧阳倩兰. 课程思政视角下的高校创新创业

课程建设[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24): 71−72.   
 

 

Hotspots and trends of the integr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NKI database literature 
 

YANG Jie, LUO Ju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Arts, Civil Aviation Flight University of China, Deyang 618307, Chin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t is urgent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ecau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eads to shape 

the valu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data of 737 articles in the field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2001 to 

2021 collected in CNKI journal database, this paper draws a visual knowledge map with CiteSpace, 

statistically analyzes the time, institution, author, journal and key words, etc, with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and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hotspots and trend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mainly Marxism departments, the authors are mainl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ers, and the 

journals are mainly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vocational college journal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re summarized as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deep 

integration, etc. The research trends are shown in adhering to the guidance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etc.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hotspots; trends 

[编辑：何彩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