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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文献计量学和可视化工具，对我国 2001-2015 年间教育实验研究的趋势、类型、热点
聚类进行梳理，分析了我国新世纪以来教育实验研究热点的演变情况，并对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教育
实验研究的适切性问题应受到关注，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是教育实验研究开展的理论基础，具体学科的
教育实验、乡村教育、社区教育是未来教育实验研究关注的重点，新技术为教育实验研究的开展提供方
法和手段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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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实验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分析
———基于 CSSCI（2001～2015）数据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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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思想是近代科学的一大支柱， 我国的教
育实验研究最初源于对国外教育实验的借鉴，20
世纪初从日本移植单级教学，20 世纪 20 年代引
进美国的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我国第一个测
验量表《小学国文毛笔书法量表》编制者俞子夷是
开展教育实验的先驱，之后廖世承、陈鹤琴从教育
心理和儿童心理视角开展了教育实验研究； 陶行
知、晏阳初等进行的教育实验严谨而又不拘成法，
注重研究实效。 [1]教育改革随着 1978 年的改革开
放大潮迈出了历史性步伐。 [2]在社会发展要求和
科学人文精神的引领下， 教育实验焕发出独特的
生命力。 [3]进入 21 世纪，我国教育实验研究在新
历史阶段的发展如何？实验研究的类型有哪些？实
验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的梳
理可以较为系统地把握新世纪以来我国教育实验

研究状况，为后续教育实验研究的开展提供借鉴。

一、研究设计
以“教育实验”为关键词在 CSSCI 数据库中进

行精确匹配，时间设定为 2001～2015 年。共检索到
文献 263 篇，剔除无效文献，共获得文献 247 篇。
由于 CSSCI 期刊对刊发文章有着较高的质量要
求， 因此所检索的文献基本上可以客观地反映我
国教育实验研究的进展情况。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内容分析法，
辅以 Excel2007、文献计量可视化工具 CiteSpaceⅢ
和书目共现分析系统 Bicomb2.0 进行数据处理。
CitespaceⅢ可以用来绘制领域发展的知识图谱，
直观地展现领域的信息全景， 识别领域中的研究
热点。 [4] Bicomb2.0 可以进行关键词的频次和共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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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5]借助于上述工具从文献来源分布、实验研
究类型统计、研究热点聚类、高频关键词演变等方
面对我国教育实验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

二、我国教育实验研究的统计分析
（一）研究关注度呈下降趋势
教育实验研究发文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如图

1 所示。 以教育实验为主题的文献数量在 2001～
2010 年间呈波动式上升之势，2011～2015 年文献
数量则呈下降趋势。分析其原因，一是由于教育实
验研究对实验环境及变量的严格控制造成其外在
效度不高，实验效果不理想等因素，研究者对基于
科学主义的实验研究在教育中的应用态度更加理
性化。 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吸取了质性研究的一
些理念和思想， 将实验变量进行综合或整合, 综
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对教育的影响。 [6]二是随着研
究方法和手段的丰富， 研究者不再拘泥于实验研
究方法，行动研究、民族志研究等质性研究也成为
研究者青睐的方法， 实验研究与其他研究方法的
融合日趋广泛。 研究者应从系统论视角认识实验
研究在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运用系统方法开
展教育实验研究。

图 1 发文量年度分布图

（二）研究类型呈多元化趋势
对文献进行分析发现， 我国教育实验研究文

献的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①对实验研究理念
及理论进行阐述的理论分析； ②对某一具体实验
案例或经典教育实验进行介绍和评述的案例分
析；③根据一定目的开展的具体教育实验；④对某
类实验研究的形式或内容进行分析梳理的综述等
类型。 本研究采用两个评判员相互协商沟通的方
法对所检索的 247 篇文献的研究方法类型进行归

类统计，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不同研究类型的比例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1 世纪以来我国的教
育实验研究类型呈现多元化趋势， 理论分析在实
验研究中占的比例最高（29%），表明我国教育实
验研究注重实验的基础理论研究，严谨性强。研究
综述和案例评述性文章比例也比较高 （25% 、
24%）， 两类文献数量约占总文献量的二分之一，
教育实验经过上世纪 80、90 年代的快速发展后，
教育研究者开始理性认识实验研究及其作用，通
过对实验案例的梳理和分析评述， 更加客观地把
握实验研究方法的作用。 开展具体实验的文献比
例偏低（18%），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教育研
究中实验研究方法的薄弱， 研究者对实验研究的
重要性认识不足，教育实验研究水平有待提高。

三、我国教育实验研究的主题分析
（一）研究热点聚类
利用文献计量学软件 CitespaceⅢ的关键词聚

类对我国教育实验研究的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
选取每年文献中被引为前 10%的数据作为节点，
去掉特征关键词“教育实验”对生成的热点图谱进
行优化，如图 3 所示。图中关键词字体的大小表示
中心性的高低，字体越大中心度越高，表示该关键
词在共现网络图谱中与其他关键词同时出现的几
率越高。 [7]中心性可理解为术语或文献在众多节
点中的重要性， [8]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研究领
域的热点。分析发现，我国的教育实验研究主要围
绕教育理论、教育改革、社区教育等核心关键词，
以中国教育学会为平台和依托， 形成了教育改革
与实验的推进及学校学科教育实验和社区教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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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教育实验研究热点图谱

验等热点领域，且各领域交叉融合，相互影响。
在有关教育研究、教育创新的各类话语中，教

育实验与教育改革是两个紧密联系的概念。 [9]教
育实验既是教育科研方法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实
践活动， 教育改革一般以一定规模的教育实验开
始，寻求教育的发展规律，进而进行更大规模的改
革实践。进入新世纪以来，教育实验聚焦新一轮教
育改革。 [10]关注的重点包括革新教育内容、创新教
育实践、 积极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等。 例如上海
2008～2010 年间开展了资优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的实验研究， 探索了高中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
与方法。 [11]《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
年颁布， 同年 9 月教育部在全国 28 个省确立了
38 个首批新课改实验区，开始了新世纪以来影响
较大的大规模教育实验，其中语文、数学等基础性
学科受到了教育实验的持续关注。

农村教育和社区教育也是我国教育实验研究
关注的热点。作为农业大国，农村教育一直是我国
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乡村教育运动， 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是通过
乡村教育实验的形式开展， 这种做法值得当前农
村教育改革借鉴。 [12][13]教育实验研究应基于我国
农村教育的特点， 遵循教育实验的基本规律与要
求，逐步解决农村教育发展中的难题，形成有中国
特色的农村教育实验的方法与路径。 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推进和终身教育理念的深入， 我国的社区

教育发展迅速，当前的社区教育定位已经由 20 世
纪 80 年代的社区支援学校阶段，90 年代的学校
回报社区阶段， 发展到当前的社区与学校双向互
动、互惠互利阶段。 [14] 2000 年教育部出台第一个
社区教育专门文件《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
育实验工作的通知》，并先后设立了 100 多个国家
社区教育实验区， 实验成为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
主要路径和特色。 [15]作为终身教育的有效方式，社
区教育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美国作为社区教育
先行者， 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与特
色， [16]而我国的社区教育还处在发展初期， [17]模式
不成熟，社会影响力较低。

（二）研究趋势分析
结合我国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的年度区

间，利用 BICOMB2.0 对所检索文献的高频关键词
进行跨时段统计， 分析我国教育实验研究的热点
变迁情况。

表 1 不同时段前十位关键词排序表

将每个时段内除“教育实验”以外的前 10 位
关键词进行排序，如表 1 所示。 教育理论、教育改
革、教育研究和社区教育频次一直较高，是各时段
的研究热点。“中国教育学会”作为关键词出现在
每个阶段的高频关键词表中， 表明中国教育学会
作为有影响力的教育中介组织， 是教育实验开展
的重要支撑平台。农村教育在十五期间不是热点，
在十一五期间逐渐受到关注， 在十二五期间热度
迅速上升，成为教育实验研究的新热点。在十二五
期间出现了如课堂教学、 数学教学等突变性的关
键词，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为更清晰地把握我国教
育实验研究热点的演变情况， 需要对各阶段的高
频关键词进行演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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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频关键词演变分析
在一个研究领域， 有些高频关键词经过一段

时间发展后仍然是高频关键词，是研究的热点，可
称之为恒星关键词； 有些关键词经过一段时间发
展后频次减少或消失，称之为流星关键词；有些关
键词前期没有出现，在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后出现，
热度和频率迅速升高，称之为新星关键词。 [18]

由图 4a 可以看出，在三个时间段内，教育研

究、教育改革、实验学校和社区教育等关键词的频
率一直较高，是教育实验研究中的恒星关键词。教
育研究是教育实验开展的理论基础， 教育改革是
实验开展的动力， 实验学校和社区教育是实验开
展的实践场域。 教育实验研究的科学设计与顺利
开展离不开深入的理论研究、 经典教育思想和教
育改革方针政策的指引。 如杜威在芝加哥大学的
教育实验及其实用主义思想对教育技术实验研究
中的技术选择、 实验科学性的处理等方面产生了
深远影响。 [19]实验学校是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和示
范者，但当前存在一些问题，如实验学校没有开展
实验、真实验失语而假实验热闹等问题。 [20]社区教
育在新世纪已经逐渐成为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
对社区教育开展实验研究有助于探索出适合中国
教育发展特点的社区教育模式。

由图 4b 的流星关键词可以看出， 十五期间，
平民教育、教育质量、双语教学和方法论等关键词
是教育实验研究关注的热点。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
加快教育发展，提高全民素质的要求；同时把加强
基础教育放在重要位置，提高国民教育普及程度。
惠及大众的平民教育成为教育实验研究的关注热
点。十五规划提出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培养规模，保
证教育质量， 教育质量成为这一时期教育实验研
究关注的热点。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英语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双语教学成为教育实验研究
关注的热点。随着对国外研究理论、方法的引介与
借鉴力度的不断加大， 研究者开始关注教育研究
方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等问题。 研究方法可分为
经学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两大类, 教育
研究中经学的成分大于科学的成分。 [21]进入十一
五后，双语教学依然是教育实验研究热点，平民教
育、教育质量和方法论等关注度迅速下降，进入十
二五后上述关键词的热度普遍降低。 无论是平民
教育问题还是教育质量问题都不是短期的教育实
验研究所能有效解决的， 因此教育实验研究者转
向了更适合于实验研究的内容和领域。

由图 4c 的新星关键词可以看出， 农村教育、
数学教育、课堂教学、教学理论等关键词在十一五
期间得到关注，十二五期间成为研究热点。我国十

a.恒星关键词

b.流星关键词

c.新星关键词

图 4 教育实验研究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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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加快发
展农村教育， 农村教育受到教育实验研究者的关
注，研究热度在十二五期间进一步加强，成为实验
研究的热点之一。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实施
素质教育，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改
革教育内容、 方法和评价制度， 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 这一时期的教育实验研究聚焦于具体教学层
面，以教学理论为指导，课堂教学和具体学科教学
为实验研究的核心，研究更加务实，具有较强的针
对性和实践指导价值。 如杨小微团队以科学实验
方法变革基础教育实践，并在班级层面、学校层面
和区域层面推进“卓越学区”和“卓越学校”现代
化建设，并以此为依托开展海外合作，将有中国特
色的教育实验推向世界。 [22]

2.教育实验研究趋势预测
恒星关键词、 流星关键词和新星关键词分析

直观地反映了我国教育实验研究热点的演变过
程， 可以对我国教育实验研究的发展趋势做如下
预测。

从恒星关键词看， 教育改革等宏观教育背景
依然是教育实验研究关注的重点， 教育实验研究
在未来的发展中依然需要在大的教育研究体系中
进行定位、反思和发展。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
进，社区教育必将继续成为教育实验研究的热点，
通过高质量的实验研究规范我国的社区教育，提
高社区教育质量。 实验学校仍然是教育实验研究
的主战场，随着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教育形式和手
段正在发生变化， 教育实验研究应该以实验学校
为阵地，以适应教育发展和社会需求为指导，开展
科学规范的教育实验研究。

从流星关键词看， 教育实验研究将更加关注
实验研究方法在具体研究实践中的适切性问题，
一些不适于教育实验研究的热点和领域逐渐淡出
教育实验研究的视野。 随着教育现代化步伐的加
快，平民教育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双语教学及教学
方法等方法论层次的探讨已经融入到具体的研究
行动中。质量提升是教育一直追求的目标，只有通
过多方因素，长时间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有效提高。
教育实验研究未来的关注领域将更加理性， 同时

需要对实验研究方法在教育领域的适切性与最优
化等方面进行探索。

从新星关键词看，数学教育、课堂教学等具体
学科教学形态成为教育实验研究关注的重点；农
村教育是未来教育实验研究关注度不断加大的领
域。随着各级教师教学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教育
实验研究将成为一线教师改进教学方法、 提高教
学效果的手段之一，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升。我国
的教育科学实证研究应更多地关注学科教学论的
变革与创新，以更好地为国家各级各类教育，尤其
是基础教育的深化改革服务。 [23]可以在具体学科
中开展以校本实验为主, 以一线教师为实施主体，
变量相对简单、周期短等特点的微教育实验。 [24]随
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型农村的进一步发展， 农村留
守儿童等教育问题受到更多关注， 农村教育在未
来的几年中仍然是教育实验研究的热点领域。

作为基本的教育研究方法， 实验研究属于实
证研究范式，具有实证主义的鲜明特征。在心理科
学、学习科学等相关理论指导下，在大数据、可视
化等技术的有力支撑下， 对于探索基于过程的学
习、基于学习者认知规律的教学、基于体验的个性
化学习等方面的研究有较大的潜力与价值。 实验
思想已经渗透到教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中，
引导教育改革更加尊重学生个体差异、 个别化需
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教育实验研究未来的发展
应以社会发展需要为背景， 以教育改革发展需要
为动力，以新的教育和学习理念为指导，以社区教
育、农村教育、具体学科教育实践等为重点 ,不断
促进教育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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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答辩会：一次有意思的研修尝试
近些年，浙江省衢州市教科所在“实效研究”“草根研究”的基础上，在课题开题论证、中期检查、成果答辩等环节进

行多种形式的尝试，让课题研究过程变得更接地气、更加专业、更有意义、更有意思。
2016 年 12 月 19 日，市教科所借助入选重点课题一等奖的候选课题答辩之机，开展了一次特别的课题成果研修活

动，70 余人参与了活动。 其特别之处在于举办地点、研修形式、参与对象和活动功能与以往不同。 举办地点是借水亭古
街一方书房，在散发着文化气息的场所，在弥漫着书香的氛围中，让老师们读懂教育科研的背后是阅读和交流；转变研
修形式，采用开放式答辩，邀请教师观摩，改变了以前封闭式答辩的做法；参与对象有层次，专家组、课题负责人、教科研
骨干老师三方共话教科研；调整活动功能，从筛选功能转向诊断、改进的功能，特别引导老师们发挥科研团队的“伙伴研
修功能”，达到以答辩促推广、以交流促成长的目的。

总的来说，此次活动是在搭建互动交流平台基础上，尝试进行的一次研修活动。 结合课题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市教
科所建议课题组要在成果的提炼方面下功夫，在研究过程中要做到精心打磨题目、理清研究思路、提炼操作要点和弄清
对应关系，从而提高成果的质量、提升成果的推广价值。

（浙江省衢州市教科所 郭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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