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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可视化分析是共词分析、聚类分析和多维尺

度分析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旨在研究大规模非数

值型信息资源的视觉呈现，如学科领域的发展与

演进、科学知识的扩散与传播、载文作者的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１］。当前，通过可视化技术对期刊

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已在图书馆情报学、科学计量

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得到应用。根据

布拉德福文献离散规律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Ｌａｗ），大多数关键论文通常集中发表在

少数权威期刊上［２］。权威期刊集学术性、综合性、

前瞻性为一体，载文质量高，被看作是学科研究

的重要参考［３］。因此，对 ＣＳＳＣＩ数据库中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年教育技术研究的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可
以直观地显示近十年来教育技术研究的现状、特

征和趋势，这对把握我国教育技术研究的进展和

动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来源。数据全部来自于 ＣＳＳＣＩ数据库。
ＣＳＳＣＩ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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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方法从全国２７００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
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

源期刊，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文献信息查询

的重要工具［４］。基于 ＣＳＳＣＩ的高级检索方式，载
文年度限定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篇名限定为 “教育

技术”，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５日，剔除书评、
会议论文、编辑社论、广告等非学术性论文后，

共检索出符合条件的１２４８篇论文。
数据处理。（１）书目共现分析系统Ｂｉｃｏｍｂ２０１

软件，该软件能对文献信息进行快速扫描、准确

提取并统计、实现矩阵分析等，为进一步研究提供

全面、准确的基础数据［５］。本文运用Ｂｉｃｏｍｂ２０１对
载文年度、作者、关键词和参考文献进行统计。

（２）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该软件可以用于探测学科领域
的研究前沿变化趋势［６］。本文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对
载文机构进行知识图谱分析。（３）Ｇｅｐｈｉ０８２。该
软件是一款用于各种网络和复杂系统、动态和分

层图的交互可视化与探测工具［７］。本文运用

Ｇｅｐｈｉ０８２对载文学科和来源期刊进行分析。（４）
Ｕｃｉｎｅｔ６。该软件是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挖掘数据
之间深层次关系的可视化工具［８］。本文运用Ｕｃｉｎｅｔ
６对高产作者、高频关键词、高频参考文献进行网
络图谱分析。（５）ＳＰＳＳ２２。该软件可用于做数据挖
掘、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等［９］。本文运用 ＳＰＳＳ２２
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载文计量分析

１．年度分析。将检索到的１２４８篇论文的年度
分布绘制成图 （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载文年度分布 （单位：篇）

图１显示，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以来教育技术研究
的年载文量略有起伏，平均每年发表１２５篇论文，
其中，２００７年经历了一个小高峰，此后年载文量
有所下降，但从趋势线看，整体保持稳定态势。

２．机构分析。通过对载文机构分布分析，可
以发现教育技术研究的主要力量。运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Ⅲ绘制载文机构知识图谱 （见图２）。图中圆圈代

表机构，圆圈越大表示机构的发文量越多，圆圈

之间的连线代表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

图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载文机构知识图谱

图２共有３００个节点，３０条连线，整个网络
的密度值为００００７，说明机构之间的合作比较少，
合作密度低。图２只显示了５组合作关系：第１组
是西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第２
组是河南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第３组是南京大学
与沈阳师范大学；第４组是东北师范大学与北京师
范大学；第５组是华南师范大学与南京大学。从图
２还可看出，载文机构主要集中在师范类院校，如
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等。

可见，师范类院校是教育技术研究的主要力量，

是教育技术研究成果的主要产出地，但这些师范

类院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够紧密。

３．学科分析。运用 Ｇｅｐｈｉ０８２对 １２４８篇论
文的载文学科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如图３所示的
网络图谱。

图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载文学科网络图谱

图３显示，１２４８篇论文分布在教育学、语言
学、管理学等１１个学科领域。这说明教育技术研
究聚集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不过，教育学类

论文有１２３２篇，占所有学科载文量的９８％，其他
学科载文量只有２％。这意味着教育技术研究主要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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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教育学学科，今后需要融合其他学科的最

新研究成果。

４．期刊分析。运用Ｇｅｐｈｉ０８２对来源期刊进
行可视化分析，得到如图４所示的网络图谱。

图４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来源期刊分布网络图谱 （单位：篇）

图４显示，载文量排名前 １０的期刊共发文
９９３篇，占总数的８０％，因此，这１０份期刊是教
育技术研究影响力很大的期刊。其中，《电化教育

研究》、《现代教育技术》和 《中国电化教育》是

教育技术研究影响力最大的期刊，分别刊载了３４１
篇、２９６篇和１９４篇论文，是我国教育技术研究最
具影响力的期刊。

５．作者分析
（１）高产第一作者分析。根据普赖斯定律［１０］

进行统计，发文量 ５篇以上的作者为高产第一作
者，共２７位 （见图５）。图中圆形节点表示作者，
方形节点表示发文量。

图５　高产第一作者发文量网络图谱 （单位：篇）

图５显示，以何克抗、杨开城和蔡建东为代表
的２７位作者为教育技术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根据
洛特卡定律［１１］，当发文量为１篇的作者数低于所有
作者数的６０％时，会形成核心作者群。在教育技术
研究领域，发文量为１篇的作者有５８５位，占全部
作者人数的７３９５％，高于洛特卡定律值６０％。这
说明在教育技术研究还未出现核心作者群。

（２）高频合作作者分析。１２４８篇文章共涉及
２２６５位作者。根据普赖斯定律统计，发文量在 ７

篇以上的作者为高频合作作者 （共３８位），运用
Ｕｃｉｎｅｔ６绘制高频合作作者网络图谱 （见图６）。图
中圆点代表作者，连线表示作者之间具有合作关

系，连线的粗细代表合作密切程度，连线越粗，

表示作者之间合作越密切，连线上的数字代表合

作次数。

图６　高频合作作者网络图谱

图６显示，３８位高频合作作者有２１位有合作
关系，１７位没有合作关系，合作率 （合著论文总

数／论文总数）约为５３％。这说明教育技术研究论
文作者比较注重合作。从合作关系看，桑新民、

梁林梅和郑旭东组成了三人合作团体，属于同一

机构内部的师生或同事合作。此外，还有９组两人
合作团体，在这９组两人合作团体中有７组属于跨
机构的合作。他们分别是刘美凤 （北京师范大学）

和马晓玲 （宁夏大学）；王以宁 （东北师范大学）

和何克抗 （北京师范大学）；蔡建东 （河南大学）

和黄荣怀 （北京师范大学）；焦建利 （华南师范大

学）和秦炜炜 （南京大学）；杨改学 （西北师范大

学）和汪基德 （河南大学）；郑忠梅 （黄冈师范学

院）和赵呈领 （华中师范大学）；祝智庭 （华东师

范大学）和郭炯 （西北师范大学）。另外两组属于

同一机构内部的同事合作，分别是李芒 （北京师

范大学）和孙立会 （北京师范大学）；沈书生 （南

京师范大学）和李艺 （南京师范大学）。从合作次

数看，合作８次的有１对，４次的有３对，３次的
有１对，２次的有２对，１次的有５对。总的来说，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较为密切，

其中跨机构合作是最普及的合作方式。不过，论

文作者之间的合作次数并不多，这不利于教育技

术研究向纵深方向推进。

（二）关键词分析

对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可明确某一研究领域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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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点［１２］。把频次９次以上的关键词作为高频关
键词 （共５０个），接着运行 Ｕｃｉｎｅｔ６绘制高频关键
词共现网络图谱 （见图７）。图中的节点代表关键

词，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节

点间的连线代表关键词之间有共现关系，连线的

粗细代表共现次数的高低。

图７　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图７显示，“教育技术学”的节点最大，“现
代教育技术”、“信息技术”、“教育信息化”、“教

学设计”和 “教育技术能力”等关键词的节点也

较大。说明这些关键词是近十年来我国教育技术

研究的热点。为了更加精确地探究关键词之间的

关系，把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转换成相异矩阵后

导入到 ＳＰＳＳ２２中，得到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图
（见图８）。

图８　高频关键词聚类图

图８显示，５０个高频关键词被分为６大聚类，
涉及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研究、教学研究、课程研

究、教育技术学科研究、人才培养研究和网络教

育研究６个方面。
聚类１：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研究，包括教育

技术能力、中小学教师和高校教师等关键词。教

育技术能力指 “对有合适技术支持的教学过程与

教学资源进行设计、开发、运用、管理与评价的

能力，也就是在有合适技术支持的教学环境下进

行教学设计并有效地组织与实施教学活动的能

力”［１３］。教育技术能力是中小学和高校教师必须

要掌握的能力。要提高教师教育技术能力，除了

开展培训之外，还需要将其纳入教师教育体

系中。

聚类２：教学研究，包括信息技术、课程整合
和教学模式等关键词。建构主义是信息化教学的

理论基础，由此带动了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

推动了教育技术专业的发展［１４］。随着现代教育技

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教育技术逐渐与课程整

合，出现了新的教学模式［１５］。

聚类 ３：课程研究，包括现代教育技术、网
络课程和精品课程等关键词。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可以优化课程设计和配置课程资源，带动网络课

程、精品课程等建设。新课改要求基于现代教育

技术，建立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教学形式，因

此必须进行教学改革，使之与新课改理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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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聚类４：教育技术学科研究，包括信息化教
育、教育技术学和研究方法等关键词。“教育技术

作为一门学科，必须有稳定的、高层次的发展方

向，只有这样才能拥有自身公认的、稳固的学术

地位”［１６］。为此，学术界从如下方面开展研究：

（１）本体论研究，如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
（２）认识论研究，如信息化社会中的教育技术学
的地位；（３）方法论研究，如教育技术学的一般
方法和专门方法。

聚类５：人才培养研究，包括培养模式、人才
和教育技术专业等关键词。运用教育技术培养人

才已纳入到国家战略规划蓝图中，“鼓励学生运用

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增强运用信息技

术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１７］。为此高校要充分运用

优质资源和先进技术，创新运行机制和培养模式，

构建先进、高效、实用的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

以此提升学生的信息化素养。

聚类６：网络教育研究，包括远程教育、课程
开发和教育技术标准等关键词。网络教育指 “课

程至少有 ８０％以上的内容以在线方式进行传递，
且基本不安排面授知识讲解方式”［１８］。自我国明确

提出 “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

略，超前部署教育信息网络”［１９］以来，网络教学效

果和教育质量备受民众关注。远程教育作为网络

教育的一种，其可持续发展与课程质量开发和质

量标准制定息息相关。

（三）参考文献分析

“文献被引频次反映了该文献的质量及学术影

响力”［２０］。ｈ指数是用来衡量参考文献被引频次的
指标［２１］。根据 ｈ指数，教育技术研究共有被引次
数较多的１６篇代表性文献 （见表１）。

表１　高频参考文献统计

频次 篇　名 作者 出版日期

７８ 教育技术学 何克抗 ２００２

４７ 教育技术学导论 尹俊华 ２００２

４２ 电化教育学 南国农 １９９８

３９ 教学技术：领域的定义和范畴 西尔斯·巴巴拉 １９９９

３９ 现代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创新研究 桑新民 ２００３

３１ 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与思考 何克抗 ２００５

２７ 信息化教育概论 南国农 ２００４

２７ 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问题研究 刘美凤 ２００６

２６ 现代教育技术：走进信息化教育 祝智庭 ２００１

２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等 １９７２

２２ 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 李克东 ２００３

２２ 技术———教育———人的发展 桑新民 １９９９

２１ 正确理解 “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的目的、意义及内涵 何克抗 ２００６

１８ 教育技术学科建设：中国道路 南国农 ２００６

１７ 教育技术学 章伟民 ２０００

１６ 中国教育技术学专业建设的发展道路 南国农 ２００５

　　表１显示，在１６篇文献中，南国农的成果有
４篇，占高频参考文献总数的２７％，何克抗的成果
有３篇，占高频参考文献总数的２０％。这说明南
国农和何克抗两位学者的成果在教育技术研究领

域具有重要的地位。为了更加清晰地显现高频参

考文献之间的内部关系，运用 Ｕｃｉｎｅｔ６绘制高频参
考文献共现网络图谱 （见图９）。

图９显示，通过分析高被引文献的内容，教育
技术研究参考文献可分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

论三大聚类：

　　本体论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我国教 育技术学指明了发展方向；《技术———教育———人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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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高频参考文献共现网络图谱

的发展》提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础是技术哲学

和教育哲学；何克抗的 《教育技术学》和 《关于

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与思考》探讨了教育

技术学的逻辑起点，描述了国内外教育技术研究

与应用状况；《电化教育学》介绍了各种教育技术

与教学和课程进行整合的原则； 《信息化教育概

论》对信息化教育的概念、基本理论、技术和方

法做了系统的阐述；《教育技术学导论》涵盖了教

育技术学的目的任务、发展历史、性质特点、概

念定义、对象范畴、理论基础、实践领域和研究

方法等方面；章伟民的 《教育技术学》对教育系

统技术、教育传播技术、教育媒体技术、电声媒

体及其教学应用、计算机的教育应用等进行了全

面的介绍。可见，上述文献从本体论层面为教育

技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认识论文献。 《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问题研

究》主要从教育技术的含义和意义、教育技术学

学科的研究范畴以及未来发展进行探究；《中国教

育技术学专业建设的发展道路》和 《教育技术学

科建设：中国道路》指出中国教育技术学专业建

设要 “有借鉴、有改造、有创新”［２２］；《现代教育

技术学基础理论创新研究》对我国教育技术学的

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审

视。上述文献对教育技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政策

建议和科学的发展依据。

方法论文献。《现代教育技术：走进信息化教

育》论述了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运用的方法；

《正确理解 “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的目

的、意义及内涵》分析了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

力培训的目的及其意义，并区分了教育技术能力

培训和信息技术培训。《教学技术》探讨了教育技

术对教学技术产生的影响、教学技术的定义和教

学技术的实践；《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介绍了教

育技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上述文献为

教育技术研究提供了可靠、全面的方法论指导。

四、结论

对１２４８篇文献的载文年度、载文机构、载文
学科、来源期刊、高产作者、高频关键词、高频

参考文献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１教育技术研究论文产出呈平稳趋势，年均
发文量约为１２５篇。以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
学、华南师范大学等为代表的师范类院校是教育

技术研究的主要机构。但这些机构之间相互联系

不紧密，合作较少。因此，研究机构需要加强彼

此之间的合作。

２教育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学领域，其
他学科领域分布很少。因此需要开展跨学科交叉

研究，以便产出更多教育技术研究成果。

３《电化教育研究》、 《现代教育技术》和

《中国电化教育》是教育技术研究的权威性期刊，

刊载了众多高质量的教育技术研究论文。

４以何克抗、杨开城和蔡建东为代表的２７位
高产第一作者为我国教育技术研究做出了卓越贡

献。由于教育技术研究没形成核心作者群，需要

扩大作者的规模，提高作者的产出量。教育技术

研究论文的作者虽然合作关系较密切，但合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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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还不够大，应进一步加强作者之间的沟通协作。

５教育技术研究涉及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研究、
教学研究、课程研究、教育技术学科研究、人才

培养研究和网络教育研究６大热点主题，今后还需
要学者投入较多时间和较大精力对这些主题加以

探究。

６教育技术研究涉及三大类参考文献：本体
论文献、认识论文献和方法论文献。这三大类文

献体现在１６篇高被引文献中，这１６篇文献是我
国教育技术研究重要的理论支撑、实践探究和方

法运用的知识基础，需要学者在今后深入地

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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