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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大学生军训是我国国防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基于信息可视化视角，借
助ＢＩＣＯＭＢ、Ｅｘｃｅｌ、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软件对大学生军训相关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及可视化图谱展示，分
别从文献数量与年代分布、来源期刊、资助基金情况、高被引论文、作者合作、研究机构合作、

关键词共现等七个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直观呈现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的现状，整体揭示

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的发展轨迹，为我国大学生军训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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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军训是我国国防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
问题之一，其研究成果对国防教育的实践具有重

大的指导价值，对进一步完善国防教育理论体系

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选用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作为数据源，并限定 “大学生军训”为主

题词进行检索，开始时间不做限定，截止时间选

择２０１５年，通过人工筛选、去重、删除与大学生
军训研究不相关的文献后，得到有效研究论文７５７
篇。本文首先利用 ＢＩＣＯＭＢ、Ｅｘｃｅｌ软件的文献计
量功能，对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７５７篇论文的文献
数量与年代分布、来源期刊、基金资助、高被引

论文等方面进行分类统计、量化分析；其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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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软件对大学军训研究领域的数据分
别进行作者合作、机构合作、关键词共现等分析

（时间范围选择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时间切片默认为 １
年，节点类型分别选为以上三个节点，数据筛选

是选择ｇ－ｉｎｄｅｘ＝５，在控制面板中，进行手动调
控）。通过传统文献计量与科学知识图谱的结合研

究，直观呈现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的现状，整体

揭示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内的发展情况，为我国

大学生军训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文献数量与年份分布

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的论文在时间上的分布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该主题研究的理论水平与发

展速度［１］。本文以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论文的年

发文量作为分析单元，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１９８２年—２０１５年）关于大学生军训的 ７５７篇研
究论文进行分段量化分析，具体如图１所示。

图１　大学生军训研究论文年发文趋势图

　　如图１显示，大学生军训作为研究主题开始于
１９８２年，王增炳、陈昭逸在 《高教战线》１９８２年
第９期上发表了题为 《怎样搞好大学生军事训练

———厦门大学军训情况调查》一文，该篇论文成

为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首个公开发表的学术

成果。１９８３年到２００６年间，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
的发文量比较平稳，都在２０篇以内 （年平均发文

量约９篇）。数据表明，在这个时期大学生军训已
经进入了学术界的研究视域，逐渐引起学者们的

关注和重视，但研究受重视程度还不高，研究得

还不够广泛、深入，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５年，大学生军训研究论文发文
量大幅增长，２００７年论文发文量突破２０篇，２０１３
年发文量达到最高值，共发表７２篇。导致大学生
军训研究成果数量大幅增长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我国国防战略的调整和实施。国

防教育是国家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而国防教育

的发展也离不开对大学生军训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第二，国家的政策支持及制度支撑。国家的政策

支持及制度支撑是大学生军训研究的重要推力，

能够进一步推进国防教育并解决目前大学生军训

中存在的问题；第三，研究者们主观能动性的发

挥。学者们在大学生军训研究过程中不断提高自

觉意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也是一个重要的

原因。

上述研究成果量的变化说明我国大学生军训研

究成果的多少与国家对此类问题关注度以及重视度

的高低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方面，大学生军训是

国防教育的实践基础；另一方面，国家对国防教育

问题的关注是大学生军训研究的巨大动力。

二、来源期刊分布分析

通过对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研究论文的来源

期刊的分布进行分析，不仅可以确定该领域相对

集中的期刊，为文献收集和管理提供依据，而且

是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一种重要情报源［２］。

大学生军训研究论文来源期刊统计如表１所

３２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总第１８４期）

示，统计出７５７篇论文共发表在４３１种期刊中，期
刊分布较为分散。过于分散的期刊群阻碍了大学

生军训研究成果影响力的提高，不利于大学生军

训研究核心期刊群的形成，同时，也对该研究领

域的学者快速掌握情报源产生不便。对大学军训

研究领域期刊分布进行研究，分析表明：高等教

育、军事类期刊是大学生军训研究关注的主阵地，

其次是学报等综合类期刊。

表１　大学生军训研究论文来源期刊发文量分布表

序号 期刊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１ 国防 ２６ ３．３６７９ ３．３６７９

２ 中国高等教育 １７ ２．２０２１ ５．５６９９

３ 中国民兵 １６ ２．０７２５ ７．６４２５

４ 学理论 １５ １．９４３０ ９．５８５５

５ 中国校医 １４ １．８１３５ １１．３９９０

６ 科技信息 １２ １．５５４４ １２．９５３４

７ 中国学校卫生 １０ １．２９５３ １４．２４８７

８ 才智 ９ １．１６５８ １５．４１４５

９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８ １．０３６３ １６．４５０８

１０ 北京教育（德育） ７ ０．９０６７ １７．３５７５

１１ 科技资讯 ７ ０．９０６７ １８．２６４２

１２ 中国电力教育 ７ ０．９０６７ １９．１７１０

１３ 中国校外教育 ７ ０．９０６７ ２０．０７７７

１４ 教育与职业 ７ ０．９０６７ ２０．９８４５

１５ 科技视界 ６ ０．７７７２ ２１．７６１７

１６ 思想教育研究 ６ ０．７７７２ ２２．５３８９

１７ 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 ６ ０．７７７２ ２３．３１６１

１８ 成功（教育） ６ ０．７７７２ ２４．０９３３

…… …… …… …… ……

４３１ 兰州学刊 １ ０．１２９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三、基金资助分析

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科研论文是否获得各类

科学研究基金资助，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大学生军

训学术研究的背景和质量［３］。

通过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导出的７５７篇论文
的基金资助题录信息，利用 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统计，
得出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有１８篇论文获得了资助
基金，其中国家教育科学规划、国家自然科学、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基金资助项目合计６篇；省部
级、市厅级基金资助项目共１２篇。具体情况如下

图２所示。
从图２基金分布的总体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大

学生军训研究受到国家、政府等部门的基金资助

率不高，国家级基金项目论文 （６篇）占大学生军
训研究成果整体的０７９％，省部级、市厅级基金
资助项目论文 （１２篇）也仅占该领域研究论文的
１５９％，这说明了大学生军训研究无论是国家政策
层面、还是社会关注度方面都尚未受到足够的重

视。同时，大学生军训研究论文基金资助率高低

也与该领域研究者的自身学术能力有关，目前我

国大学生军训研究成果的基金支持率较低也反映

出该研究领域研究者的学术能力有待提高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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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大学生军训研究论文资助基金分布图

四、高被引论文分析

文献被引频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利

用文献和吸收信息的能力，也反映了学科的成熟

水平和完善程度。文献被引用的次数越多，说明

文献的应用价值和参考价值越高，在本领域内的

影响力也越高［４］。

　　为了解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权威论文与学者
的情况，将在 ＣＮＫＩ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的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以 “大学生军训”为主题的７５７篇
学术论文按照被引频次降序排列出前１０篇高被引
论文。通过分析显示，这些高被引论文的研究重

点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军训的内容、现状、意义、

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如表２所示。

表２　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高被引论文表

序号 高被引文献题名 作者 作者单位 文献来源
发表

年份

被引

频次

１
大学生国防教育的意义、内

容及其素质教育功能

罗立新；

丁飞

安徽电子工程学校；人民

解放军海军蚌埠士官学校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学报
２００３ ３８

２
当前大学生军训存在的问题

及其对策
杨虎智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 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２００６ ２４

３
大学生军训的思想政治教育

资源探析
熊静 深圳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２００５ ２２

４
促进大学生军训和思想政治

工作良性互动的探索与实践
朱凌云 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工作部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２００７ ２０

５
大学生军训成果长效性的思

考与探索：基于浙江省内四

所高校军训成果的调研报告

邬红波；

俞党跃
宁波大学

成都大学学报 （教

育科学版）
２００７ ２０

６ 学生军训与高校素质教育 陈远 青海师范大学军事教研室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３ １９

７
大学生军训与素质教育有机

结合的探索
陈桂刚 北京石油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 ２００２ １９

８
大学生军训思想政治工作

探讨
傅伦旭 中南大学军事教研室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２００６ １８

９
高校军训工作现状及对策

探析
刘宝昌 潍坊教育学院学生处 潍坊教育学院学报 ２００５ １８

１０ 提高大学生军训质量的思考
王永福；

刘金星
赣南师范学院军事教研部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０２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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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２可以看出，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高被引
论文发表时间大多集中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之间，且
被引用情况差距不明显：罗立新、丁飞的论文被

引用３８次，位居第一；杨虎智的论文被引２４次，
熊静的论文被引２２次，分别位居二、三名；朱凌
云、邬红波、俞党跃的论文被引２０次，位居第四
名；陈远、陈桂刚的论文被引１９次，位居第五名；
傅伦旭、刘宝昌、王永福、刘金星的论文被引１８
次，位居第六。而且这些高被引论文大部分来源

于一般的普通期刊，这也说明大学生军训研究领

域的高被引用论文对整个大学生军训研究的影响

力尚不明显。

五、核心作者合作分析

研究性文献的作者是学科发展的主体。通过

对文献核心著者的分析，可以有效探测我国大学

生军训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初步了解学界

当前研究现状［５］。通过作者合作网络还可以了解

目前学术界在大学生军训研究过程中的合作关系

现状。

节点类型选择作者，运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生成的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中，共选择出２００位作者以及作
者之间的３８条连线，如图３所示：

图３　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作者合作网络图

　　从图３所示的作者合作情况可以看出，王玉
祥、倪东业、刘楠、刘后跟、林元礼、范双利、

念克俊的发文量都是３篇，并列排在第一位，紧随
其后的是江雄（２篇）、张杰（２篇）、顾瑛琦（２篇）、
张美纪（２篇）、郭有峰（２篇）、祖燕飞（２篇）、张
国青（２篇）、胡杰（２篇）、孙季林（２篇）、郭萍（２
篇）、叶冬青（２篇）、陈雅婷（２篇）、熊静（２篇）、
罗宁（２篇）、张妙方（２篇）、张玉军（２篇）、孙炳
海（２篇）、刘承亮（２篇）、王玫（２篇）、李霞（２
篇）、徐光兴（２篇）、李张兵（２篇）、张赛宜（２

篇）、刘晓鲁（２篇）、徐永利（２篇）等。
这些作者是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的重要学

者，他们大都是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的专家，长期

以来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利用不同方法对大学

生军训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形成了大量

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对推动我国大学生军训

研究的持续发展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后人进

行的大学生军训研究发挥了较强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此外，结合图３可以分析得出，发文量大于２篇的３
人以上的学术研究团队仅有一个，它是由顾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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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燕飞、陈雅婷、徐光兴组成的四人合作团队，这

表明目前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作者合作网络尚

不明显，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学者之间的合作

关系比较稀疏，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还未形成

具有固定规模的研究团队。

六、核心研究机构合作分析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一方面揭示了对前沿问题

的研究需要借助多方力量，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前

沿问题研究所投入的力量分布格局。大学生军训

研究机构可视化图谱分析可以看出该领域研究的

主要贡献力量、各类力量的分布情况及其变化

趋势。

节点类型选择机构，运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生成的
机构合作的网络图谱中，共选择出１９６个研究机构
以及机构之间的８条连线，如图４所示：

图４　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

　　从图４可知，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的研究
机构主要分布在各大高校，其中福建师范大学人民

武装学院发文量 （６篇）排名第一，此外，大学生
军训研究比较突出的高校研究机构还有：中国矿业

大学 （４篇）、南京铁道医学院 （３篇）、北京工商
大学 （３篇）、吉首大学 （３篇）、江西农业大学军
事体育部 （３篇）、哈尔滨工程大学国防教育学院
（３篇）、北京联合大学 （３篇）等。以上所提及的
高校及科研机构都是目前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的重

要研究机构，发文量较多，成果质量也相对较高，

在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显示出

了较强的科研实力。从地理位置分布来看，我国大

学生军训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北京、江苏、福建、

湖北、广东、上海、浙江等省、直辖市，这些省市

基本都是大学生军训经验比较丰富或者在军事理论

课教学等领域走在前列的地区。

七、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凝练了作者研究的焦点，是一篇论文

的核心与精髓，因此通过对关键词的共现分析，

可以发现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６］。

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统计出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领
域的高频关键词，如表３所示。由高频关键词表可
以看出，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与大学生、大学生

军训、国防教育、军训工作、学生军训、大学新

生、思想政治教育、军训训练、组织纪律性、素

质教育、新生军训等密切关联。表３中所列高频关
键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体现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

领域的重点及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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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大学生军训研究高频关键词表 （频次≥１０）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年份

大学生 １８７ ０．１５ １９９８

大学生军训 １３１ ０．３９ １９８８

国防教育 １１１ ０．２１ １９８８

军训工作 ６６ ０．２５ １９８２

学生军训 ６１ ０．１ １９８７

大学新生 ５７ ０．１３ ２００２

思想政治教育 ５３ ０．０７ １９９４

军事训练 ３５ ０．０９ １９９７

组织纪律性 ３３ ０．１ １９８４

素质教育 ３１ ０．０３ ２００３

新生军训 ３０ ０．１３ １９９６

军事技能 ２３ ０．０２ １９８５

国防意识 ２３ ０．０４ １９９１

思想政治工作 ２２ ０．０２ １９９１

军事理论课 ２２ ０．０５ １９８８

思想教育 １９ ０．０１ １９８２

国防观念 １７ ０．０１ １９９０

军事课 １６ ０．０１ １９８５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年份

教育内容 １６ ０．０１ １９８８

青年学生 １６ ０．０２ １９８９

“四有”人才 １６ ０．０３ １９８７

军事理论 １４ ０ １９９１

爱国主义教育 １４ ０ １９９１

高等学校 １３ ０ ２００７

学生军事训练 １３ ０ １９９４

辅导员 １３ ０．０１ ２０１２

养成教育 １３ ０．０１ １９９１

军事理论教学 １２ ０ １９９２

集体主义观念 １２ ０ １９８８

军事技能训练 １２ ０．０１ ２００７

高校国防教育 １２ ０．０２ ２００６

政治素质 １１ ０ １９８９

军事教学 １１ ０．０２ １９８７

普通高校 １０ ０ ２０１３

高校军训 １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２

　　为了更直观、精准的反应我国大学生军训研
究的热点及重点领域，将节点类型选择为关键词，

运行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共选
择出３３２种关键词以及关键词之间的５６０条连线，
如图５所示：

根据高频关键词表３的词频统计结果，结合图
５中形成的关键词共现聚类网络，可以归纳总结出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热点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大学生军训基础理论研究。这一研究领域
包括大学生军训的特点、意义、主体、机制等理

论研究。关于大学生军训的特点，万成海在归纳

美、俄、英、印等国地方高校学生军训的特点后，

又总结出了我国高校军训的特点： （１）从目标选
择上看，我国高校军训侧重于育人； （２）从训练
对象上看，我国高校军训具有全员性特征； （３）
从活动性质上看，我国高校军训是大学生社会实

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４）从组织主体上看，我国
高校军训以学校为施训主体［７］。关于大学生军训

的意义，张俊从国家发展和个人发展这两个不同

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对于国家，大学生军训有助

于增强国民身体素质，有助于加速人民解放军现

代化建设，有助于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有助

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对于个人，大学生军训有

助于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质，有助于大学生养成

良好的习惯”［８］。关于大学生军训的机制，姜宁提

出了 “五个结合”的运行机制，即 “统一领导与

分级管理相结合；集中训练与分散教学相结合；

技能训练与德育教育相结合；严格训练与心理调

适相结合；短期训练与跟踪问效相结合”［９］。

２．大学生军训与大学生素质教育研究。具体
来说，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大学生军训中的思想政

治教育、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研究。

姚念龙、张博、何永淼在归纳我国大学生军训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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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军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高校军训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参考模式 “一、统筹各学段军训工作，提升

思想教育深度；二、寓教于乐，以丰富多彩的活

动引导学生；三、加强学生思想引导，让学生从

思想上军训；四、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性，启发学

生自我教育”［１０］。高延龙在总结延安大学军训实践

经验的基础上提出 “创新军训模式，有利于提升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具体来说，延安大学

军训模式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强

化军训教学职能；二、夯实军训教学组织基础；

三、规范军训教学过程；四、拓宽军训教学宣传

途径；五、强化军训教学理论研究”［１１］。郑展鸿认

为大学生特别是９０后大学生的军训和思想政治教
育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它们的良性互动应该体现

在四个方面：“第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

领９０后大学生军训工作；第二，在军训中提高学
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第三，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渗透到军训的全过程；第四，针对参训学生心理

特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１２］。对于如何解决大学生

军训中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问题，柳真虎提出

“一要健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构建合理的思想政

治教育队伍结构；二要提高大学生军训思想政治

教育队伍的素质；三要建立大学生军训思想政治

教育平台；四要根据个体差异做好学生的思想政

治教育”［１３］。

３．军事理论课研究。军事理论课作为大学生
军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成了军事学术界研究的

热点。李国杨对军事理论课教学方法的创新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 “授课教师精心设计、认

真备课，是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

准确把握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是改进

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１４］。对于军事理

论课教学方法的改进，刘承亮、吴乾平、丁一认

为要结合当代大学生的特点 “运用启发式教学，

加深大学生对军事理论知识的理解；实施趣味性

教学，调动大学生对军事理论课的学习热情；贯

穿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

神”［１５］。刘丽莉、肖建宗、朱灿平以贵州大学为

例，总结了大学生军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军事

理论专题模块式教学方式 （简单来说，专题模块

式教学就是利用军训两周期间每天晚上３节课的时
间组织学生进行军事理论学习，授课教师以专题

讲座的方式进行授课），他们认为 “军事理论课模

块化教学模式的应用，较好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

的结合，增强了课堂教学吸引力，提高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１６］。

结束语

本文将大学生军训列为研究对象，运用科学

知识图谱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对所选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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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对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领域的文献数量与

年份分布、来源期刊分布、基金资助、高被引论

文、核心作者合作、核心研究机构合作、关键词

共现等七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我国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大学生军训研究现状如下：

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在经历了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
这２４年的初步探究阶段后，自２００７年起相关研究
的文献量大幅增加，体现出现阶段国家对国防教

育和大学生军训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支持。但是通

过对来源期刊和基金资助的分析结果可见，大学

生军训研究成果质量参差不齐，研究不够深入，

基金支持率相对较低；同时，我国大学生军训研

究领域学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比较稀疏，还未形成

具有固定规模的研究团队。总的来说，目前大学

生军训研究呈现以下的特点：大学生军训实践研

究多，理论研究少 （例如大学生军训的目标、功

能、载体等方面研究的文献就相对较少）；国防教

育专家研究多，跨学科交叉研究少 （作者多数是

国防教育战线的工作者或者学校的分管领导，未

能形成社会合力；在学科方面，除了少量与心理

学结合研究的文献，其他的跨学科研究几乎少

见）；大学生军训的机制研究多，对大学生自身的

主体性研究少。大学生军训是加强国防后备力量

建设、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途径，应该综合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来进行研究、

探索，因此，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提高

科学性、完整性以及理论性。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所取数据样本只以

ＣＮＫ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再加上
受学术水平、理论深度和研究方法所限，笔者对

我国大学生军训研究现状的分析自然存有一定的

局限性，有待后期进一步的深入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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