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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驱动与范式重构:广告学专业课程改革热点演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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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 ＣＮＫＩ 数据库中 １９８６ 年—２０２４ 年关于广告学专业课程改革的相关研究文

献ꎬ采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ꎬ绘制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知识图谱ꎬ直观呈

现该领域的热点主题、发展脉络以及前沿取向ꎮ 研究发现ꎬ广告学课程改革紧密契合行业发展

需求ꎬ重点聚焦于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创新、实践环节强化以及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ꎮ 在技

术与教学内容深度融合的背景下ꎬ广告学专业课程改革需紧密围绕数字技术赋能、课程思政渗

透、实践教学创新、跨学科融合、注意力经济导向等议题ꎬ着力于人工智能优化创意教学、大数据

提升策划能力ꎬ以及跨学科课程设计的多元化探索ꎬ以进一步推动广告学专业教育的创新发展ꎬ
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复合型广告人才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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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媒体、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

快速发展ꎬ广告行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ꎮ 广告传

播的形式、渠道和受众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ꎬ广告

学专业课程改革面临教学模式和内容更新的迫切

需求ꎮ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变

化ꎬ对传统广告教育提出挑战的同时ꎬ也提供了改

革的广阔空间ꎮ 因此ꎬ广告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成为

教育界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ꎮ 现有研究围绕教学

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创新、实践环节强化等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果ꎬ但对该领域教学改革的历时演进和

研究热点的系统梳理仍相对不足ꎮ 为全面理解广

告学教学改革的演变脉络ꎬ揭示研究重点与趋势ꎬ
本文从文献计量的视角出发ꎬ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生成广

告学专业课程教学研究的知识图谱ꎬ旨在提供新的

视角与思路ꎬ助力广告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ꎮ
一、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为了全面了解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领域

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ꎬ本研究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

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来源ꎮ 作为中国权威的学术

文献数据库ꎬ该平台的文献检索为研究提供了可靠

的数据支持ꎮ 为确保资料的完整性与相关性ꎬ检索

关键词包括广告教学、广告课程、广告学、广告实践

教学ꎬ并限定字段为“篇名”和“主题”ꎬ以提取与广

告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相关的学术文献ꎮ 检索时

间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ꎬ初步获取文献 ７４３ 篇ꎮ 为进

一步保证数据质量与研究相关性ꎬ对文献逐篇进行

人工筛选ꎬ并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数据进行格式转

换、去重和清洗ꎬ最终确定有效样本文献为 ６５１ 篇ꎮ
此文献数据集的构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准确且全

面的基础ꎬ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可信度ꎮ
(二)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与文本分析的方法ꎬ对广告

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领域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ꎮ
文献计量法通过可视化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６.３.Ｒ１ 处理

文献数据ꎬ以揭示研究主题的广度和深度ꎮ 具体操

作包括将时间区间设定为 １９８６—２０２４ꎬ时间切片为

１ꎬ数据提取范围覆盖标题、摘要和关键词ꎬ节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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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作者、机构和关键词ꎬ数据筛选阈值设为

Ｔｏｐ５０％ꎮ 运行软件后生成关键词聚类、作者、机构

共现等知识图谱ꎬ为研究提供直观的主题分布与合

作网络视角ꎮ 同时ꎬ内容分析法用于深入挖掘文献

内容ꎬ理解研究者的核心观点、论证逻辑和研究结

论ꎮ 通过对文献的细致解读ꎬ揭示广告学教学改革

中的具体策略、方法与成效ꎬ以及这些研究对广告

教育实践的影响ꎮ 两种方法的结合ꎬ不仅揭示了研

究主题的结构与演变趋势ꎬ还为广告学教学改革领

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学术见解ꎮ 研究结果能

够为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在教学策略制定、课
程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创新等方面提供科学依据ꎬ
助力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ꎮ

二、研究数据分析

(一)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历史脉络

追溯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历史脉络对

理解其学术演进至关重要ꎮ 从 ２０ 世纪末学科初建

阶段的理论探索ꎬ到 ２１ 世纪初教学内容与方法的革

新ꎬ再到当前教学模式创新与课程思政融合的实

践ꎬ本领域研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ꎮ 这一发

展过程不仅反映了广告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ꎬ也
体现了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ꎬ为深入理解广告学教

学改革的动因提供了重要线索ꎮ 为揭示广告学专

业课程教学改革的演化历程ꎬ通过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

件的“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Ｖｉｅｗ”功能ꎬ绘制关键词时间线知识

图谱(见图 １)ꎮ 该图谱通过展示关键词在特定时间

范围内的出现频率与趋势ꎬ清晰呈现研究领域的演

变路径、主要研究热点及新兴趋势ꎮ 根据图 １ 的节

点转化和研究主题的时序分布ꎬ可进一步勾勒广告

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历史阶段ꎬ为该领域的深化

研究提供了系统性参考ꎮ

图 １　 广告学专业课程改革时间线图谱

１.学科形成与基础构建阶段 (１９８６ 年—２００５
年)

自 １９８３ 年厦门大学创办国内首个广告专业以

来ꎬ中国当代高等广告教育正式拉开发展序幕ꎮ 从

图 １ 可以看出ꎬ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广告教

育的基础探索ꎬ包括学科建设、教学模式以及案例

教学等相关领域ꎮ 潘惠德指出ꎬ广告案例教学法被

广泛视为培养学生深入理解广告理论并将其应用

于实际问题解决的有效手段ꎮ 这一方法不仅显著

提升了学生的创新能力ꎬ同时也在组织能力、表达

能力等多方面促进了综合素质的发展ꎬ是一种注重

多维度能力培养的重要教学策略ꎮ 赛来西阿不

都拉等认为ꎬ广告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思维的

过程ꎬ广告专业人员的创造性素质直接影响广告活

动的成败ꎮ 因此ꎬ激发和培养广告人才的创造性思

维已成为广告教学的重要研究方向ꎮ 戴烽等基于

项目教学模式(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ＰＢＬ)提出ꎬ
构建创新的教学框架应以实现 “通过实践学习”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ｄｏｉｎｇ)和“为实践目标学习”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ｏｉｎｇ)为核心教育目标ꎮ

２.教学创新与实践深化阶段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１５
年)

这一时期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研究发展迅速ꎬ
该阶段的研究数量显著增加ꎬ研究视角也呈现多元

化趋势ꎮ 学者们从教学实践、教学体系、媒介融合

和学科竞赛等不同角度深入探讨广告学课程的教

学改革ꎮ 这一时期ꎬ广告学课程教学研究与新课程

改革的纵深发展相结合ꎬ为研究领域提供了全新的

视角和发展方向ꎮ 谢诗敏认为模拟实战教学模式

非常适合应用于广告策划课程的教学中ꎬ该模式能

够有效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和竞争意识ꎬ从而实现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目标ꎬ达到知行合一的教学

效果ꎮ 铁翠香探讨了“渗透式双语教学法”在广告

专业教学中的可行性ꎬ并结合双语教学原则与广告

专业特点ꎬ提出了按“词汇渗透—整合式渗透—全

方位渗透”的思路实施该教学法的具体策略ꎬ以更

好地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与双语应用能力ꎮ
３.课程思政与学科交叉融合阶段(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４ 年)
这一阶段广告学专业课程研究快速发展ꎬ研究

成果多注重媒介融合、课程思政、新文科建设等内

容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ꎬ同年 １１ 月ꎬ教育部新文科建设

工作组在山东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ꎮ 这一时期

的广告学专业课程改革研究ꎬ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和国家政策的双重推动下ꎬ呈现出积极的发展趋

势ꎮ 丁洁围绕专业基础、创新创意与创业就业三大

领域ꎬ实施广告学特色课程的“集群化”设计ꎬ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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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ꎬ坚持“广告须具导向

性”的原则ꎬ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ꎮ 孟茹等将家

国情怀、文化素养、职业理念、法律意识和道德修养

融入课程专业知识ꎬ通过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以

及真实实践项目的设计ꎬ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

观ꎬ为广告学专业课程的思政教学改革提供参考ꎮ
(二)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空间

分布

１.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是在研究领域发展中发挥较大作用、
具有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ꎬ其研究方向一般代表了

该领域的研究重点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ꎮ 深入识

别并理解核心作者的研究轨迹和思想脉络ꎬ对于深

化对该学科领域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文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样本文献数据进行处理ꎬ对广告学

教学改革领域的样本文献进行深入的知识图谱分

析ꎮ 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节点设置中ꎬ特别指定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作为关键节点类型ꎬ以便集中分析和识别

在该领域内具有重要学术贡献的核心作者群体ꎮ
其他参数则保留软件的默认配置ꎬ以确保分析结果

的普遍性和可比性ꎮ

根据普赖斯定律计算公式:Ｍ＝ ０.７４９ Ｐｍａｘ ꎬ其
中 Ｍ 表示在样本文献统计时间段内高产作者最低

发文数量ꎬＰｍａｘ在样本文献统计时间段内高产作者

最高发文数量ꎮ 依据普赖斯定律的计算公式ꎬ样本

文献中高产作者的发文数量标准为 １.８ 篇ꎮ 因此ꎬ
发文量达到 ２ 篇及以上的作者被认定为高产作者ꎮ
经统计分析ꎬ样本文献中符合该标准的高产作者共

有 ９４ 位ꎬ共发表论文 ２１１ 篇ꎬ占样本文献总量的

３８％ꎮ 这一数据表明ꎬ尽管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研

究领域尚未形成规模庞大且稳定的高产作者群体ꎬ
但已有部分学者凭借其持续性的学术贡献ꎬ在该领

域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ꎮ 这些高产作者的频繁

发文不仅彰显了其在该领域的深厚研究积累和持

续学术关注ꎬ还在推动学科发展、深化学术对话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其研究成果不仅反映了广告

学专业课程教学研究的前沿动态与核心议题ꎬ也为

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ꎬ推动

该领域的知识体系不断完善ꎮ 广告学专业课程教

学研究的前 １０ 位高产作者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研究高产作者统计(前 １０ 位)

序号 发文数量 年份 作者 序号 发文数量 年份 作者

１ ６ ２００９ 孙会 ６ ５ ２０１７ 于剑昀

２ ６ ２０１３ 关松涛 ７ ５ ２０１４ 梁燕

３ ６ ２００６ 孙文清 ８ ５ ２００６ 李艳平

４ ５ ２０１０ 周华清 ９ ４ ２０１４ 胡明宇

５ ５ ２０１１ 李德团 １０ ４ ２００９ 刘晓静

　 　 ２.研究机构分布

对特定学术领域内的研究机构合作模式进行深

入分析ꎬ能够揭示该领域内的主要研究力量及其分

布状况ꎮ 这种分析不仅能够识别出关键的研究集群

和学术中心ꎬ还能够反映出跨机构合作的模式和趋

势ꎬ从而为理解该领域的研究动态和知识生成过程

提供宏观视角ꎮ 许振宇等提出分析某领域研究的主

要研究机构、核心作者及发文量ꎬ可以帮助学者对该

领域的研究现状及研究实力有更为清晰的了解ꎮ 本

文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ꎬ节点类

型设置为“机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其余为默认值ꎮ
由表 ２ 可见ꎬ湖南科技学院以 ２４ 篇发文量位居

榜首ꎬ在广告学课程教学改革领域取得了重要研究

成果ꎬ反映出其在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创新方面的突

出贡献ꎮ 该学院在深入分析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现

状的基础上ꎬ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教学模式ꎬ旨在提升

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ꎮ 面对“新文科”背景

下的人才培养需求ꎬ学院对广告学专业课程进行了

系统化改革ꎬ围绕核心能力培养ꎬ优化教学目标ꎬ调
整课程内容ꎬ并创新教学方法ꎬ以适应行业发展的新

趋势ꎮ 从地域分布来看ꎬ广告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研

究力量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集中性ꎬ其中湖南、广西、
吉林等地区的研究机构在该领域具有较强的集聚效

应ꎬ这一现象与教育资源分布、学术传统及地方政策

支持密切相关ꎮ 然而ꎬ从机构合作网络来看ꎬ样本文

献涉及 ２９４ 个研究机构ꎬ但机构间的连线仅 １６ 条ꎬ
合作网络密度仅为 ０.０００４ꎬ表明当前广告学课程教

学改革研究仍以独立研究为主ꎬ跨机构合作较为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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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ꎮ 这一现象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协同度仍有较大

提升空间ꎬ加强高校及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ꎬ将
有助于推动广告学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ꎮ

表 ２　 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研究核心发文机构统计(前 ４ 名)

序号 发文数量 机构名称 所在地 区域属性

１ ２４ 湖南科技学院 永州市 华中

２ ２１ 广西艺术学院 南宁市 华南

３ １８ 吉林动画学院 长春市 东北

４ １７ 衡阳师范学院 衡阳市 华中

　 　

图 ２　 广告学专业课程改革关键词共现

(三) 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热点

探寻

关键词共现图谱作为一种文献计量学中的重要

工具ꎬ为研究者提供了深入分析特定学术领域研究

热点及其发展轨迹的独特视角ꎮ 通过可视化展示关

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ꎬ研究者能够识别出领域内的

主要研究热点、 趋势以及潜在的知识结构ꎮ 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ꎬ设置节点类型为“Ｋｅｙｗｏｒｄ”ꎬ时间切片

为“１”ꎬ阈值为 Ｔｏｐ５０ꎬ生成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改

革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２)ꎮ 图谱包含

４０５ 个节点和 ８８５ 条连线ꎮ 如图 ２ 所示ꎬ实践教学、
教学模式、教学改革、产教融合、课程思政、新文科等

高频关键词密集分布于图谱中心ꎬ表明这些主题构

成了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核心研究热点ꎬ并
在该领域内形成了较强的学术聚焦效应ꎮ

表 ３ 基于关键词共现图谱整理了高频关键词的

频次及中心性统计数据ꎮ 分析表 ３ 可知ꎬ实践教学、
教学改革、教学模式、新媒体等关键词的出现频率较

高ꎮ 剔除广告学、广告教学、广告教育、网络广告等

研究对象类高频关键词后ꎬ实践教学、教学改革、教
学模式、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新媒体、互联网＋、教学

实践、产教融合、创意思维成为频次排名前十的关键

词ꎬ表明这些主题是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领域

的研究重点和热点ꎮ 中心度能够反映关键词在整个

研究网络中的桥梁作用与影响力ꎬ因此进一步计算

关键词的中心度ꎮ 如表 ３ 所示ꎬ实践教学、教学改

革、教学模式等关键词的中心度较高ꎬ表明其在该领

域的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ꎮ 同时ꎬ课程思政、创新能

力、新文科、翻转课堂等关键词的中心度高于频次相

近的其他关键词ꎬ说明它们在推动广告学课程教学

改革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ꎬ并在学术研究

中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传播能力ꎮ

表 ３　 关键词频次和中心度(频次≥９ 次)

序号 中心度 频次 首现年 关键词 序号 中心度 频次 首现年 关键词

１ ０.９９ ２４４ ２００２ 广告学 １１ ０.０３ １７ ２０１７ 互联网＋

２ ０.２７ ８７ ２００７ 实践教学 １２ ０.０７ １５ ２０１５ 翻转课堂

３ ０.１７ ８５ ２００８ 教学改革 １３ ０.０２ １５ ２０１８ 产教融合

４ ０.１４ ４１ ２００４ 教学模式 １４ ０.０３ １５ ２００８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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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３

序号 中心度 频次 首现年 关键词 序号 中心度 频次 首现年 关键词

５ ０.１ ３７ ２００５ 广告教学 １５ ０.０３ １５ ２０１５ 创意思维

６ ０.２６ ３１ ２０２１ 课程思政 １６ ０.０３ １４ ２００８ 案例教学

７ ０.１３ ２８ ２００２ 广告教育 １７ ０.０７ １４ ２０２１ 新文科

８ ０.０４ ２７ ２００８ 教学方法 １８ ０.０６ １１ ２０１４ 创新能力

９ ０.０５ ２１ ２０１５ 新媒体 １９ ０.０３ ９ ２００２ 广告设计

１０ ０.０４ １８ ２０１４ 网络广告 ２０ ０.０１ ９ ２０１４ 以赛促学

　 　 本文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的“Ｂｕｒｓｔｎｅｓｓ”功能ꎬ对
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突显词检测(如图 ３)ꎮ 该方法

通过时间段颜色的深浅变化ꎬ直观呈现关键词在不

同年份的突变趋势ꎬ揭示研究焦点的动态变化ꎮ 这

种视觉化的手段不仅增强了对研究领域随时间演变

的洞察力ꎬ而且有助于识别学术研究中的关键转折

点ꎮ 由图 ３ 可见ꎬ在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领域ꎬ“课程思政”以最高突显强度(２０.３)成为最受

关注的研究前沿ꎻ“翻转课堂”紧随其后ꎬ突显强度

达 ４.１８ꎬ表明该阶段学者对广告学课程改革的探讨

多以翻转课堂模式为基础ꎮ 翻转课堂因其能够提升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批判性思维ꎬ在培养广告学

专业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ꎮ 从突现时间来看ꎬ“课程思政”“新文科”等关键

词在 ２０２１ 年呈现明显的研究热度ꎬ反映出学界对其

在广告学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应用及融合给予了高度

关注ꎮ 结合课程思政与新文科建设的政策背景ꎬ
２０２０ 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及«新文科建设宣言»ꎬ为广告学专业课程改革

的研究方向带来了重要转变ꎬ并进一步推动了课程

体系与教学模式的深层优化ꎮ

图 ３　 广告学专业课程改革关键词突现图谱

(四) 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主题

聚类

关键词聚类分析是一种将复杂的关键词共现网

络通过统计学聚类方法进行简化的技术ꎮ 这种方法

通过识别和归纳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模式ꎬ将大量关

键词划分为数目较少、特征明显的几个类别ꎮ 本文

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关键词按照“ＬＬＲ”(对数似然

比)算法进行聚类分析ꎬ生成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ꎬ
如图 ４ 所示ꎮ 该知识图谱聚类效果显著ꎬ其模块化

系数(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 Ｑ)值为 ０.５４６２ꎮ 模块化系数 Ｑ 值

高于 ０.３ 即表明聚类结构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

性ꎮ 该图谱的平均轮廓系数(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 Ｓ)为０.８２９８ꎬ
一般而言ꎬ轮廓值 Ｓ 大于 ０.５ 即认为聚类结果是合

理的ꎬ而当 Ｓ 值超过 ０.７ 时ꎬ则意味着聚类效果不仅

合理ꎬ而且具有较高的信服力ꎮ 图谱中共显示了＃０
广告学、＃１ 创新、＃２ 教学改革、＃３ 实践教学、＃４ 广告

教育、＃５ 教学实践、＃６ 教学模式、＃７ 教学方法、＃８ 创

意、＃９ 课程思政、＃１０ 实战教学、＃１１ 案例教学、＃１２
市场驱动、＃１３ 教学体系 １４ 个聚类类别ꎬ包含了广

告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领域内的主要研究

主题ꎮ

图 ４　 广告学专业课程改革关键词聚类图谱

基于聚类分析ꎬ进一步导出关键词聚类表(见表

４)ꎮ 其中ꎬ聚类号越小ꎬ聚类体积越大ꎬ且所有聚类

的轮廓值均大于 ０.７ꎬ表明聚类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定

性和合理性ꎮ 依据表 ４ꎬ可将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

改革的研究重点归纳为广告学教育与课程体系革

新、教学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教学方法与模式探

索、课程思政与价值引领四大主题ꎮ 这四个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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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仅涵盖了广告学教学改革的核心领域ꎬ还突出

了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创新、实践教学的关键作用、课
程思政的深度融入以及教学与市场需求的契合ꎮ 通

过对这些主题的深入探讨ꎬ不仅能为广告学教学改

革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ꎬ也有助于推动

广告学专业教育的系统优化和可持续发展ꎮ

表 ４　 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关键词聚类

编号 聚类名称 聚类大小 轮廓值 聚类关键词

＃０ 广告学 ６４ ０.９０１ 广告学 广告教学 广告教育 应用型人才 新文科

＃１ 创新 ４４ ０.７６５ 创新 教学 实践 新媒体 广告

＃２ 教学改革 ４１ ０.８６３ 广告教学 广告创意 实践能力 广告理论

＃３ 实践教学 ４１ ０.７２１ 实践教学 实验教学 体系构建 学科竞赛

＃４ 广告教育 ３８ ０.８０５ 广告教育 应用型 慕课 大数据 变革 新文科

＃５ 教学实践 ２６ ０.８３４ 教学实践 双语教学 学科建设 创新模式

＃６ 教学模式 ２４ ０.８０３ 教学模式 多媒体 建构主义 模拟制

＃７ 教学方法 ２１ ０.８６３ 教学方法 改革 理论课程 艺术类课程

＃８ 创意 １４ ０.９０５ 广告设计 案例 数字媒体时代 互动式广告

＃９ 课程思政 １４ ０.９２ 思政元素 改革依据 教学案例 价值引领

＃１０ 实战教学 １０ ０.９４５ 广告策划 案例分析 广告教改 专业定位

＃１１ 案例教学 ９ ０.９５８ 情境体验 以赛代练 问题分析法 交互模式

＃１２ 市场驱动 ５ ０.９９５ 市场驱动 教师驱动 三位一体 实践性教学

＃１３ 教学体系 ５ ０.９９６ 信息技术 师资结构 教学培养模式 内容更新

　 　 广告学教育与课程体系革新已成为学界关注的

重要议题ꎬ主要包括＃０ 广告学、＃４ 广告教育和＃１３
教学体系三个聚类ꎬ涉及的关键词有广告教学、广告

教育、应用型人才、新文科、慕课、大数据等ꎮ 在深入

分析广告行业人才需求、学科定位及实践资源配置

的基础上ꎬ李德团等学者揭示了本科院校ꎬ尤其是地

方高校广告学专业教育面临的三大主要挑战ꎬ并从

教学内容优化、实践教学强化及数字技术融合等维

度探索改革路径ꎬ提出数字营销传播的实战教学将

成为未来广告学教育的重要转型方向ꎮ 陈红初从高

校广告设计教学的普遍问题出发ꎬ强调以创新思维

的形成机制为核心ꎬ提出通过分析教学目标、重构教

学内容、分级实践项目、完善评价体系等手段ꎬ构建

“教、演、评、创”四维协同的融合教学创新模式ꎬ从
而提升广告设计课程的系统性与实践性ꎮ 整体来

看ꎬ广告学教育的改革趋势正在向数字化、实践导

向、跨学科融合及创新教学模式演进ꎬ以更好地适应

行业发展需求和复合型广告人才培养目标ꎮ
教学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是广告学教育改革的

重要方向ꎬ主要包括＃１ 创新、＃２ 教学改革、＃３ 实践

教学、＃５ 教学实践、＃１０ 实战教学、＃１１ 案例教学六

个聚类ꎬ涉及的关键词有创新、实践能力、教学实践、
学科竞赛、体系建构等ꎮ 赵立敏指出ꎬ地方院校的广

告学实践教学存在教学内容比例失衡、技术更新滞

后等问题ꎬ建议院校应优化广告实训内容、增强市场

化运作实践ꎬ并及时跟进技术发展ꎬ以提高教学的适

应性和有效性ꎮ 因此ꎬ广告学专业教学改革正向实

践导向、技术融合、学科竞赛驱动、案例教学深化等

方向演进ꎬ以提升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ꎬ推动广告学

教育与行业需求的有效衔接ꎮ
教学方法与模式的创新构成了广告学教育改革

的关键支撑点ꎬ主要包括＃６ 教学模式、＃７ 教学方法、
＃１２ 市场驱动三个聚类ꎬ涉及的关键词有建构主义、
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市场驱动、三位一体等ꎮ 张娴

等认为ꎬ项目教学法通过构建真实项目情境ꎬ使广告

教学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ꎬ不仅帮助学生理解市场

需求ꎬ增强实践经验ꎬ同时有效提升创新能力与社会

适应能力ꎬ对现代广告教学改革具有重要促进作用ꎮ
广告学专业的教学方法与模式正朝着实践驱动、创
新引领、市场导向的方向演进ꎬ强调教学内容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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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项目制教学的深化及多元化教学策略的应用ꎬ
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战能力与行业适应性ꎮ

课程思政与价值引领已成为广告学教育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ꎬ主要包括＃９ 课程思政一个聚类ꎬ设
计的关键词主要有思政元素、价值引领、改革依据

等ꎮ 黄薇指出ꎬ高校广告学专业在培养应用型创新

人才时ꎬ虽然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的提升至关重要ꎬ
但仅凭技术能力难以满足行业发展的综合需求ꎮ 广

告教育应更加注重人文素养与思想政治素养的培

养ꎬ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专业信念ꎬ从而增

强行业适应力和社会责任感ꎮ 张天懿结合教学实

践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广
告学概论»的课程体系划分为六大板块ꎬ并从视野

性、顶层性、导向性、时效性和深入性五个维度ꎬ对课

程思政进行系统分析与教学设计优化ꎬ以推动课程

思政的有效融入和实践应用ꎮ 广告学课程思政改革

正朝着体系化、实践化、价值引领的方向发展ꎬ强调

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ꎬ以培养具备

社会责任意识、文化自信和创新精神的新时代广告

人才ꎮ
三、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 ＣＮＫＩ 数据库中 １９８６ 年—２０２４ 年广告

学专业课程改革相关研究文献为研究对象ꎬ运用文

献计量学方法ꎬ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ꎬ并绘制

了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知识图谱ꎮ 通过

分析文献数据ꎬ本文揭示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热点、
关键主题及发展态势ꎮ 研究表明ꎬ广告学专业课程

改革的研究趋势与行业发展需求高度契合ꎬ反映了

学术界对教育内容更新的敏锐关注和前瞻性思考ꎮ
当前广告行业正处于数字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变

革期ꎬ广告学专业课程改革需紧密围绕数字技术赋

能、课程思政渗透、实践教学创新、跨学科融合、注意

力经济导向等关键议题展开ꎮ 首先ꎬ数字化转型与

智能技术融合已成为广告行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ꎬ
广告学课程需引入计算广告、社交媒体营销、数据分

析等内容ꎬ以培养具备数字技能与智能广告策略能

力的复合型人才ꎮ 其次ꎬ课程思政与价值观教育的

融入日益受到关注ꎬ强调在广告策划与创意实践中

强化社会责任意识ꎬ如通过公益广告实践培养学生

的社会洞察力和道德判断力ꎮ 与此同时ꎬ实践教学

模式的创新成为改革的核心方向ꎬ推动校企合作与

项目制教学ꎬ构建跨院系、跨学科的联合创作模式ꎬ
以提升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ꎮ 第三ꎬ教学内容的多

元融合亦是广告学课程体系优化的重要趋势ꎬ通过

引入虚拟现实(ＶＲ)、增强现实(ＡＲ)等新兴技术ꎬ拓
展广告传播的媒介形态ꎬ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

和创新思维ꎮ 最后ꎬ在信息过载的传播环境下ꎬ注意

力经济的兴起促使广告策略更加精准化ꎬ广告学课

程需强化对受众心理、传播机制及创意优化策略的

研究ꎬ使学生能够在注意力资源日益稀缺的环境中

提升广告策划与执行能力ꎮ 综上ꎬ广告学专业课程

教学改革需顺应行业发展趋势ꎬ通过技术驱动、思政

引领、实践深化、多学科协同等方式ꎬ构建符合未来

广告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ꎮ

参考文献:
[１]潘惠德.广告案例评析课教学实践研究[Ｊ] .教育与职

业ꎬ２００５(２０):７７－７８.
[２]赛来西阿不都拉ꎬ梅文杰.广告教学中创造性思维

的激发与培养[Ｊ] .当代传播ꎬ２００５(５):７１－７２.
[３]戴烽ꎬ罗先诚ꎬ杨艳红.简论广告策划课的教学模式

创新[Ｊ] .江西社会科学ꎬ２００３(１０):２０７－２０８.
[４]谢诗敏.论模拟实战教学模式在广告策划教学中的

具体运用[Ｊ] .东南传播ꎬ２０１０(４):９０－９１.
[５]铁翠香.“渗透式双语教学法”在高校广告专业教学

中的应用[Ｊ] .当代教育论坛(管理研究)ꎬ２０１０(１０):６５－６６.
[６]丁洁.广告学特色课程“集群化”设计与课程思政建

设探索[Ｊ] .新闻传播ꎬ２０２３(１５):７９－８１.
[７]孟茹ꎬ顾杨丽. 广告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

索———以«整合营销传播实务» 为例 [ Ｊ] .今传媒ꎬ２０２２ꎬ３０
(１１):１４５－１４８.

[８]蒋红星ꎬ肖宗娜.国内混合式学习的文献计量和知识

图谱分析———基于 ＣＮＫＩ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数据[Ｊ] .广西师范大

学学报ꎬ２０１６ꎬ５２(５):４３－５３.
[９] Ｄｅｒｅｋ Ｊ. ｄｅ Ｓｏｌｌａ Ｐｒｉｃ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Ｂｉ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３.
[１０]许振宇ꎬ吴金萍ꎬ霍玉蓉.区块链国内外研究热点及

趋势分析[Ｊ] .图书馆ꎬ２０１９(４):９２－９９.
[１１]马云征ꎬ李雨聪.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文献纪录片研究

热点及趋势分析[Ｊ] .中国电视ꎬ２０２４(６):９９－１０６.
[１２]陈悦ꎬ陈超美ꎬ刘则渊ꎬ胡志刚ꎬ王贤文.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知

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Ｊ] .科学学研究ꎬ２０１５ꎬ３３(２):２４２－２５３.
[１３]李德团ꎬ杨先顺.广告学专业教学的三大问题与突破

路径[Ｊ]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ꎬ２０１７(１):１０６－１１９.
[１４]陈红初.广告设计课程四维协同创新教学模式探析

[Ｊ]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ꎬ２０２２(４):８３－８５.
[１５]赵立敏.广告学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Ｊ] .

新闻世界ꎬ２０１７(２):８９－９１.
[１６]张娴ꎬ王焱.项目教学法在高校广告教学中的实施运

用[Ｊ] .艺术教育ꎬ２０１３(９):１５９－１６０.
[１７]黄薇.基于“课程思政”教育模式的广告学专业课教

学改革研究———以公益广告课程为例[ Ｊ] .传媒ꎬ２０１９(９):

３０２



２０２５ 年第 ６ 期(总第 １８ 期)第 ２ 卷 教育科学文献 ＩＳＳＮ: ２９５８－２８９Ｘ

８３－８６.
[１８]张天懿.广告学概论课程思政探索与思考[ Ｊ] .大学

教育ꎬ２０２２(７):２４－２６.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ｔｓｐｏ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ＹＵＥ Ｐｅ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ꎬ Ｂｏ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ｏｚｈｏｕ Ａｎｈｕｉ ２３６８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ｉｎ ＣＮＫＩ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６ ｔｏ ２０２４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ｒａｗｓ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ａｎｄ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ｓ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ꎬ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ꎬ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ｄｅｓｉｇｎꎬ ｓｏ ａ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ꎻ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ꎻ ｈｏｔｓｐｏｔꎻ ｔｒｅｎｄꎻ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

４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