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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国防教育研究热点综述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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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近二十年国防教育研究热点进行回顾，有利于明确前沿方向。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
件，作出国防教育研究的核心作者、核心机构、关键词时区、关键词共现等图谱，提炼出该领

域的高频热点关键词，并厘析国防教育研究的六大热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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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末以来，国防教育越来越受到国家及
全社会的重点与广泛关注，随之国防教育研究也

取得了新的进展。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近二十

年国防教育研究状况做出客观与理性的回顾，谋

求更大突破。实际上，已有一些学术论文对此作

相关研究。例如，厦门大学军事教研室的郑宏副

教授以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９年全国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
术研讨会论文为分析文本，对中国普通高校国防

教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前瞻［１］；西安交通

大学军事教研室的李科副教授基于ＣＮＫＩ（２００２年

—２０１１年）的统计分析明确了我国国防教育研究
现状与前瞻［２］；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毛雪梅与任春

梅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对中国近二十年 （１９８７年
—２００７年）国防教育研究概况进行全景式、多层
面的梳理［３］。这些研究着手于不同层面与时间段

对国防教育研究进行了充分综述，指明了前进方

向。但是，他们或是文本分析与主观评价，或是

简单的量化统计，其客观性与直观性稍显不足。

本研究将弥补这一不足，摒弃传统的文献综述方

法，利用当前主流的可视化分析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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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热点进行总结与分析，为当前国防教育

研究助力。

一、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有相关文献与数据来源均为中国知

网 （ＣＮＫＩ）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
“国防教育”作为主题搜索二十年间的学术论文，

共得６６１１条结果，其中多数论文学术层次较低，
更有许多论文根本与国防教育不相关。经多次不

断调试，最终将检索条件缩小为：主题为国防教

育 （精确匹配），时间来源为 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６年，
文献来源为ＣＳＳＣＩ期刊。共得２８８篇学术论文，剔
除学校简介、期刊征稿、人物及事件纪实等无关

数据，最终得到１８０篇学术论文。这些期刊论文大
多学术性较强，且与主题相关，适合作进一步分

析。将１８０篇学术论文的题目、作者、作者机构、
关键词、摘要从中国知网中导出，即得到原始数

据 （Ｒｅｓｗｏｒｋｓ格式）。有必要指出，本研究以下所
有讨论均基于这１８０篇高水平论文，并不涉及超出
该范围的学术论文及其他类型文献。

（二）分析工具

本研究所运用的分析工具主要是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
件。该软件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研发，

专门用于分析某一领域或学科的热点与前沿，并

能以直观的可视化知识图谱的形式表现出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的功能主要包括核心作者分析、核
心机构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作者共被引分析、

文献共被引分析等［４］。本研究将利用其部分功能，

做出研究核心作者、研究核心机构、关键词时区、

关键词共现等图谱，并利用软件的提示加以分析。

特别指出的是，利用该软件分析的优点是：能同

时处理大量数据并将结果以直观的形式表达出来，

从而避免了主观判断的失误。但它也有一定局限

性，比如只能处理可识别的特定文献、对取样过

程要求较严格等。

（三）操作步骤

１．转换数据
数据的来源如前所述，但中国知网输出的数

据 （Ｒｅｓｗｏｒｋｓ格式）并不能直接被该软件识别，
必须将其转换为可识别的格式。具体做法：打开

软件，点击 Ｄａｔａ，输入原始数据，输出待分析数
据 （Ｗｏｓ格式）。

２．新建项目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新建一个名称为 “国防教育研究热点”的项

目，将待分析的数据导入其中，并保存新建项目。

３．时区分割 （ＴｉｍｅＳｌｉｃｉｎｇ）
在分析之前，必须对时区进行分割。由于本

研究主要是针对近二十年，检索到的数据也是近

二十年，因此，将时间定为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６年，单
个时间分区定为１年，共计２０个时间分区。
４．节点类型 （ＮｏｄｅＴｙｐｅｓ）选择
根据要分析图谱的类型，选择不同节点类型，

本研究将先后选择作者、作者机构、关键词等节

点类型。

５．标准选择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阈值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ｉｎｇ）选择将 （ｃ，ｃｃ，ｃｃｖ）

定为 （２，２，２０），以关键词共现图谱为例，表示
关键词满足出现次数大于２，关键词共现次数大于
２，关键词间相似系数大于０２０。

６．运行软件
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可以运行 “国防教育研

究热点”的项目，并生成相关图谱，对图谱不断

调整以使清晰度更高。整个过程可以根据需要选

择不同节点类型，不断重复以得到更多类型图谱。

二、二十年之研究概况

（一）文献出版量

仅就学术论文的发表来看，国防教育研究领

域低层次学术论文较多，但高层次学术论文非常

有限，近二十年才１８０篇左右，平均每年约为 ９
篇，说明该领域未受到相应的重视或学术论文的

发表较为困难。这与国防教育研究领域缺乏专业

性学术性期刊的客观现实相吻合。但纵观二十年

间的发文量，大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表明国防

教育研究至少在持续进行并取得一定进展。此

外，２００６年的发文量有明显的上升，此后十年间
论文发表量虽有波动，但基本保持在每年 １０篇
以上，说明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５年是国防教育研究的
“黄金十年”。但２０１５年与２０１６年发文量又呈现
出直线下降趋势，国防教育研究者应有一定的危

机意识 （图１）。
（二）研究的核心作者

国防教育研究领域缺乏高水平的学术期刊论

文，与研究人员的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多数研

究者学历较低，学术研究的底子薄弱，一部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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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国防教育高层次学术论文发文量历史曲线

者学术意识淡薄，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与熏陶，

只有少数学者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并积极投身国

防教育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节点类型选择 “作者”，得到国防

教育研究的核心作者图谱 （图２）。从图谱中可以
解读出以下信息：所在节点与字体最大的是吴温

暖，说明其发表高水平论文最多 （５篇），其次是
郑宏、陆华、李科、叶欣 （各有４篇）所在节点
也比较大，说明发表论文频次高，再者范双利、

恽安平、张伟 （各有 ３篇）也较为突出，成果较
为丰硕，最后，廖文科、张正明、谢素蓉、蔺玄

晋、李有祥、熊忠辉、周永卫、宋军生、宋逸成、

冯萌、周学益、贺幸平、韦荣道、周艳玲、刘志

民、王联斌等人 （各有 ２篇）也位列核心作者，
有一定的学术成就。另外，从图谱中还可以解读

出核心作者的合作关系，例如，吴温暖与郑宏、

谢素蓉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张正明与李科存在合

作关系等。但总的来说，各核心作者之间的合作

较少，多是 “单兵作战”，独立研究，而且，多数

核心作者的发文量也不容乐观，这与国防教育研

究现状一致。

图２　国防教育研究核心作者图谱

（三）研究的核心机构

研究机构是研究者安身立命之地，进行学术

研究的重要载体，各个研究机构的发展与合作对

国防教育研究至关重要。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节
点类型选择 “机构”，得到国防教育研究的核心机

构图谱 （图３）。由图谱可知，东南大学军事教研
室的发文量频次最高 （１８篇），是国防教育学术研
究氛围最浓厚、最活跃的研究机构之一。厦门大

学军事教研室发文量 （８篇）位居第二，在国防教
育研究上取得一定突破，其中，该机构发表的数

篇论文的引用率更是高居不下，表明其研究得到

学界一致认可。西安交通大学军事教研室与河海

大学军事教研室紧随其后，发表高层次论文的频

次也较多。还有一些研究机构，如教育部体育卫

生与艺术教育司、武汉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福

建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研究机构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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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机构图谱，其他未显示的机构尚不能称之为

核心研究机构，故无列出。综合可见，国防教育

研究领域的核心机构多为核心人员所在机构———

各个高校军事教研室 （或武装部等）。但这些核心

机构所在节点之间并未见明显连线，表明它们之

间没有合作发文或很少合作发文。很多研究机构

还只是内部学者间有一定学术联系，但缺乏机构

间的合作，缺乏学术的交流与研讨。

图３　国防教育研究核心机构图谱

三、研究热点演变

二十年间，国防教育研究的热点不是一成不

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实践的发展不断演

变。关键词有效地反映一个研究领域和论文内容

的精髓，高频关键词更是反映研究领域内的热点

问题和核心问题［５］。因此，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绘
制关键词时区图谱，并查找出高频 “突变词”，以

此反映出二十年来高校国防教育的热点及其演变。

根据关键词时区图谱 （图４），大致将二十年的国
防教育研究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１．国防教育研究重心在国防与军事 （１９９７年
—２００１年）。从图谱中可看出，这一时期出现了
“国防意识”、“国防建设”、“国防人才”、“国防

精神”、“军队建设”、“军事技能”、“军事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 “战斗作风”、 “军训”等诸多

与国防与军事相关的关键词。表明这一阶段国防

教育研究尚处于萌芽时期，探讨一些基本问题，

如国防教育是什么、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与

大学生军训相关的内容等。

２．军训与军事理论成为研究热点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５年）。这一阶段出现了 “学生军训”、 “军事

理论课”、 “人才培养”、 “高校 （普通高校）”、

“现代教育”等关键词，不难看出，其研究重心由

“国防”与 “军事”转到 “教育”上，也就是如

何做好国防教育，尤其是如何做好高校国防教育

研究，军事理论与军训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两部分

研究内容，而且，对军事理论课的关注度还要更

高一些。这与当时国家政策及规定也是一致的，

即：２００２年６月，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
联合制定下发了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

纲》，“军事课”的概念得以首次明确提出［６］。

３．大学生国防教育及国防教育基本理论构建
成为研究重点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３年）。一方面，“大
学生”、“高校国防教育”、“普通高校”、“高等教

育”、“培养”等关键词出现，表明高校国防教育

的研究持续升温，成为国防教育研究最重要的研

究点之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对高校国防教育的

研究不再局限于军训与军事理论教学，而是高校

国防教育课程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图谱中出

现的关键词 “国防教育学”值得注意，说明一些

研究者已经在思考国防教育基本理论体系的研究，

这是极有长远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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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国防教育研究关键词时区图谱

　　此外，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检测出的 “突现

词”也可以证实这一时期大学生国防教育成为绝

对热点 （图５）。突变词是指在特定时期内研究成
果骤然增加及得到研究者广泛关注的热点关键

词［７］。其中 “国防教育”在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间突
现，突现率为 ３２２２７， “大学生”在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３年突现，突现率为３９５１２。高频关键词的突
现主要是受到当时政策的影响，例如，２００６年，
教育部组织专家对 ２００２年颁布的教学大纲进行修
订，２０１１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
《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

要求：“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国防

教育工作”［８］。因此，国防教育尤其是高校国防教

育工作及研究获得较大发展。但由出现频次的历

史曲线 （图６、图 ７）也能看出， “大学生”与

“国防教育”的历年出现频次极不稳定，且呈趋弱

型下降趋势。

４．以问题为导向的国防教育研究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２以后的国防教育研究陷入 “高原

期”，即国防教育研究陷入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的时期。此时的研究多以问题为导向，探究新时

期国防教育存在的问题、应对之策、改革方向等，

但同时国防教育与国防教育研究也陷入了 “反思”

与 “迷茫”，比如，围绕 “国防教育如何才能在大

学站稳脚跟并获得一个稳定发展地位”产生了两

种观点：课程路线和学科路线［９］。一边倒向课程

路线的学者就认为不需要进行太多国防教育研究，

多数学者在两者之间徘徊，反映出国防教育研究

者与国防教育研究界的 “集体沉思”。

图５　国防教育研究高频突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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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国防教育”出现频次历史曲线

图７　 “大学生”出现频次历史曲线

四、研究热点分析

两个或更多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同时出现

称为关键词共现［１０］。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绘制出国
防教育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８），可以清晰
而直观地找到该研究领域的热点与前沿。透过图

谱，发现 “国防教育”、“普通高校”、“大学生”、

“全民国防教育”、“军事理论”、“高校国防教育”

所在节点最大，表明其出现频次最多。 “军训”、

“国家安全意识”、 “思想政治教育”、 “美国”、

“爱国主义教育”、 “国防意识”、 “国防建设”、

“国防精神”、“国防观念”、“国家安全”、“民族

精神”、“对策”、“国防教育法”等关键词也较为

突出，成为近二十年炙手可热的前沿研究点。表１
将出现频率排名在前２０位的关键词整理在表格中，
它们集中反映出国防教育研究的热点，其中，它

们有很多是近义词或同义词，按照某种标准将其

划分为六个小类，实际上就是当今国防教育研究

的六个热点与前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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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国防教育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１．第一热点领域 （＃１）：高校国防教育与全
民国防教育。这一领域汇聚的高频关键词有：国

防教育、普通高校、大学生、军事理论、高校国

防教育、军训、对策、青年学生、全民国防教育

等。根据这些关键词，将国防教育研究分为两个

层次：全民国防教育与高校国防教育。显而易见，

学者们更偏向于对高校国防教育进行研究，而对

全民国防教育的研究较少。高校国防教育的研究

则主要是对大学生的军事理论课与军训的研究，

具有明显的实践及问题倾向，往往是提出问题与

解决对策。例如，张正明、李科、问鸿滨的 《高

校国防教育课程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１１］，吴温暖

的 《高校国防教育的切入点》［１２］，许庆书、周艳

玲的 《新时期高校国防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思

考》［１３］，何庆文、康玉唐的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

课程设置与保障》［１４］等，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

术论文。

２．第二热点领域 （＃２）：国防教育与思想政
治教育。这一领域汇聚了 “思想政治教育”、 “爱

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热情”等

关键词。研究此类热点的学者一般认为国防教

育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功用，可以通过国防教育

培养学生或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与热情等。比如，

表１　国防教育研究高频关键词 （前２０位）

序号出现频次 突现率 关键词 年份 聚类号

１ ８８ ３．２２ 国防教育 １９９８ ＃１

２ １９ 普通高校 １９９９ ＃１

３ １４ ３．９５ 大学生 ２００７ ＃１

４ １４ 全民国防教育 １９９９ ＃１

５ １０ 军事理论 ２０００ ＃１

６ １０ 高校国防教育 ２０００ ＃１

７ ９ 军训 ２０００ ＃１

８ ８ 国家安全意识 ２０００ ＃４

９ ７ 思想政治教育 １９９９ ＃２

１０ ７ 美国 ２００７ ＃６

１１ ７ 爱国主义教育 １９９８ ＃２

１２ ７ 国防意识 １９９９ ＃３

１３ ６ 国防建设 １９９８ ＃３

１４ ５ 国防精神 １９９８ ＃３

１５ ５ 国防观念 １９９９ ＃３

１６ ５ 国家安全 ２０００ ＃４

１７ ５ 民族精神 １９９９ ＃２

１８ ５ 对策 ２０００ ＃１

１９ ５ 《国防教育法》 １９９８ ＃５

２０ ４ 青年学生 ２０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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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光与曲涛认为，国防教育是新时期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和载

体［１５］。李科与张正明指出，普通高校国防教育与

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国防教育学科内部的军事理

论教学与军事技能训练之间能够形成在概念、理

论、方法上的交叉与互补［１６］。甚至有学者提出了

“促进国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的有机融

合”［１７］。但国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终究不

同，目前对它们进行深层次区分的研究还比较

不足。

３．第三热点领域 （＃３）：国防教育与国防。
这一领域汇聚的热点关键词主要是 “国防建设”、

“国防观念”、 “国防意识”、 “国防精神”等，这

类研究主要为了突出国防教育的重大意义，即提

高公民的国防意识与国防观念，加强国防建设。

当然，学者们多从不同层面来反映这个主题的，

例如，周学益与孟庆瑞分析了当代大学生国防观

念状况并提出相应的对策［１８］，吴燕从电视剧 《狼

烟》论及国防教育、国防建设、国防观念及它们

之间的关系［１９］，匡璧民指出，强大的国防实力、

优秀的国防人才、全体公民强烈的国防观念，都

离不开国防教育［２０］。

４．第四热点领域 （＃４）：国防教育与国家安
全。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是 “国家安全”与 “国

家安全意识”、 “国家安全教育”等。前面的第三

热点领域提到，国防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公民国防

意识、国防观念或加强国防建设等，但在另一些

学者看来，国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

例如，苏世忠认为，“现代国防是政治、经济、军

事、外交、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多方面的

综合防务”，从事国防教育的人，应该建立起这种

大国防的观念［２１］。这种 “大国防观”与近两年的

热词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精髓是一致的，

故而也有学者将国防教育与总体国家安全观或非

传统国家安全联系到一起。其实，早就有学者提

出疑问，“能否将安全教育和生命教育的有关内容

纳入高校国防教育，进一步丰富高校国防教育的

内涵”［２２］？但是，至今国防教育研究界没有给出令

人满意的答案。

５．第五热点领域 （＃５）：国防教育与 《国防

教育法》。《国防教育法》是国防教育研究领域的

一个热点，也正是因为有 《国防教育法》等法律

法规的保障，国防教育工作才得以正常而系统地

开展，国防教育研究才有了实践依托与法律依据。

多数研究者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阐述国防教

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如，廖文科指出，我国

先后颁布的 《兵役法》、《国防教育法》都对高等

学校开展学生军训有明确的原则性规定和方向性

要求，对推进学生军训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２３］。

此外，更多学者是从中美对比的角度来研究 《国

防教育法》，下面将论述。

６．第六热点领域 （＃６）：国防教育的中外对
比。这一领域的热点关键词是 “美国”与 “美国

高等教育”等，说明我们在进行中外对比的时候，

选择的主要对比对象是美国。其一是中美 《国防

教育法》的对比，代表性论文有：胡光喜与陆华

的 《中美两国 ＜国防教育法 ＞比较》［２４］，郑宏的
《美国＜国防教育法 ＞的制定及其历史作用》［２５］，
续润华的 《美国 ＜国防教育法 ＞与其高等教育的
跨越式发展》［２６］，韩家炳的 《美国１９５８年 ＜国防
教育法＞颁布的原因》［２７］等。其二是外国 （主要

是美国）国防教育的实践经验与启示，代表性文

章如，刁莹等人的 《美俄高校国防教育的现状及

启示》［２８］，蔺玄晋和吴忠国的 《论中美高校后备

军官培养体系的本质差异》［２９］，汪平的 《美国依

托地方普通高校培养高素质国防人才研究》［３０］，李

志强的 《美国青少年国防教育略览与思考》［３１］，

范国强的 《美国近现代重大教育政策与综合国力

提升关系考论》［３２］，刘秀红的 《冷战时期美国教

育的改革》［３３］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解读这

些文章发现，美国的国防教育总是与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联系到一起，颇为教育学界研究者值得

深思。此外，目前的研究缺乏对除美国以外的国

家国防教育的探讨，如俄罗斯、英国、法国等，

这可能会是国防教育研究未来的学术增长点之一。

五、结论

综上所述，近二十年国防教育研究界涌现出

了一大批国防教育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取得了一

定的学术成果，但国防教育研究并不成熟，仍然

处于 “生长期”。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国防教

育基本理论建构、高校国防教育、国防教育政策、

比较国防教育等会成为研究的前沿领域。针对这

些热点研究，笔者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尝试运

用多种研究方法探究国防教育。国防教育研究本

身就是一个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但以往的研究

方法过于单一，今后当不吝运用军事学、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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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哲学、法学、经济学、国家安全学、情

报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使其成

果更加丰硕。第二，研究机构及研究者要加强合

作研究的意识。某种意义上科研合作的强弱代表

了一个领域内 “生态环境”的良好程度，强有力

的合作与交流可以促进国防教育研究的创新及国

防教育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这对国防教育研究的

可持续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当然，最终要取得长

足发展，国防教育学科的建立有重大意义，从毛

文戍与兰书臣提出 “国防教育有学”［３４］，距今已

３０年，从吴温暖等人 “论国防教育学科的创

生”［３５］，距今已１０年， “国防教育学科”仍然处
于 “初创期”，这的确值得每一位国防教育研究者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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