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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借助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杂志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２０年十年
间发表的７７９篇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回顾近十年国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了解研究
的焦点、热点及趋势。研究结果显示，该领域研究开展较为广泛，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研究优势

明显，但南非、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正在逐步成为重要的研究力量，研究的国际合作趋势明显，

不同国家的机构间开展了密切的科研协作，“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跨境与留学生教育”“教

学方法研究”“学生心理关注”“通用教学设计”“批判性反思”等是重要的研究热点。后期我

国可以从 “推进学段衔接”“改革教学路径”“关注教师发展”“提升全球影响”等方面全面推

进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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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蕴，等：国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进程、热点及启示

　　随着教学学术的重要性成为普遍共识［１］，教

学研究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主题和核心内容

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它是提升高等教育质

量的重要抓手，对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学术论文是呈现学术研

究的重要载体，通过对某一学科代表性论文的追

踪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研究的发展脉络［２］。随

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推进，系统追踪国际高

等教育教学研究代表性论文，了解该领域国际研

究的进程和热点，对于推进我国相关研究具有重

要的参考和启示意义。图书情报学领域的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定律显示，某一专业的核心论文集中发表在本专

业少数顶尖期刊上，通过这些论文可以基本反映

本领域的研究概况［３］。基于该理论，部分学者利

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对国际高等教育

领域重要期刊发表的论文进行了研究。汪雅霜等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发表的６９２篇
文献进行了分析，发现了国际高等教育评估的三

大研究热点和前沿领域［４］；高瑞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
件对 《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年
至２０１７年发表的５３１篇文献进行了分析，对南非
高等教育核心科研机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进

行了追踪［５］。当前针对国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文

献的追踪研究还较为鲜见，本研究拟对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近十年发表的文献进行全面
梳理，以了解研究的进程、热点及趋势，为推进

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由于教学研究的内涵丰富，无法通过少数主

题词进行全面检索。依据布拉德福定律，本研究

选取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这本唯一被
ＳＳＣＩ收录的国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专刊作为文献

来源，以该刊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２０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为
研究对象。检索时，进入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
平台中选取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数据库，使用
基本检索功能，以 “出版物名称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文献类型 ＝Ａｒｔｉｃｌｅ，时间跨
度－自定义年份范围 ＝２０１１至２０２０”为检索条件
进行检索，共获得文献７７９篇纳入本研究。

（二）工具和方法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是一款用于计量和可视化分析的软
件，能够识别和显示某一领域科学发展的前沿动

态，准确、高效地分析和可视化共被引网络［６］，

本研究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５７Ｒ５版本对纳入文献
进行分析。将检索获取的文献以 “ｒｅｆｗｏｒｋｓ”的格
式导出，以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ｘｘｘ”命名后导入软件中。
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分别以“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Ｋｅｙｗｏｒｄ”“Ｃｉｔｅ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等节点进行
分析。同时，使用 Ｅｎｄｎｏｔｅ导出纳入文献基本信
息，建立数据库，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的统计结果进
行数据交叉校验。

二、文献的来源与核心作者

（一）来源国家及机构

我们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以 “Ｃｏｕｎｔｒｙ”为节点
进行了统计，有８个国家发表的论文数量超过３０
篇，分别是：英国 （２２８篇，２９３％）、澳大利亚 （１２７
篇，１６３％）、美国（１０６篇，１３６％）、南非（６２篇，
８０％）、苏格兰（５１篇，６５％）、中国（４７篇，６０％）、
加拿大（３６篇，４６％）、新西兰（３６篇，４６％）。然后
以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为节点进行统计，共有１５个机构
发表的论文数量达到１０篇。其中，来自英国、澳大
利亚各５个，新西兰２个，苏格兰、南非、中国香
港各１个 （见表１）。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以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为节点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看见该领域形成了

两个相对明显的科研集群，不同国家 （地区）的

机构间开展了相对密切的科研合作 （见图１）。

表１　国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论文发表机构

机构 国家 （地区） 发文数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爱丁堡大学） 苏格兰 ２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伦敦大学） 英国 ２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ｐｅＴｏｗｎ（开普敦大学） 南非 ２１

Ｄｅａｋ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迪肯大学） 澳大利亚 １５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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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机构 国家 （地区） 发文数

Ｍｏｎａｓ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蒙纳士大学） 澳大利亚 １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ｎｄｏｎ（伦敦大学学院） 英国 １３

Ｏｐ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ＵＫ（英国开放大学） 英国 １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ｔａｇｏ（奥塔哥大学） 新西兰 １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谢菲尔德大学） 英国 １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香港教育大学） 中国香港 １１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ｕｒｒｅｙ（萨里大学） 英国 １１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奥克兰理工大学） 新西兰 １０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格里菲斯大学） 澳大利亚 １０

ＬａＴｒｏｂ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拉筹伯大学） 澳大利亚 １０

Ｍａｃｑｕａｒｉ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麦考瑞大学） 澳大利亚 １０

图１　发表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二）论文作者

论文发表是评价科研人员创造性工作的重要

指标，而合作发表论文可以反映该领域学术团队

的组成状况［７］。纳入本研究的７７９篇论文共有作
者１５７６人。其中，１４６９人仅发表论文 １篇，占
比９３２％。以第一作者为统计指标，共有７０２人
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有 １１人发表论文最
多，均为３篇。其中，英国５人、澳大利亚和加
拿大各２人、中国香港和南非各１人 （见表２）。
从合作发文来看，共有２８１篇由１位作者独立完
成，４９８篇由２位及２位以上作者合作发表，论
文的合著率为 ６３９％。署名作者总人次达到
１６９８，论文的合作度为２１８，合作者最多的论文
由１３人共同完成。

三、研究热点与前沿演进

（一）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论文中最能揭示研究主题、反应主

题信息特征的词汇或短语。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的

统计，可以分析出某一领域的总体特征［８］。我们

使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以 “Ｋｅｙｗｏｒｄ”为节点进行统
计，频次达到２０次的关键词共有２２个，且中心性
均在 ００３及以上 （见表 ３）。其中，频次较高的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１５次）、ｓｔｕｄｅｎｔ（９３次）、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８４次），虽然不能展现研究的具体主
题，但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印证纳入文献与本研究

想要了解的主题相一致。一些高频关键词如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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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国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论文作者情况统计表

作者 所属机构 国家 （地区） 代表性作者关键词

ＫＧｒａｖｅｔｔ 萨里大学 英国 卓越教学、学生体验、学生参与

ＬＭｃＡｌｐｉｎｅ 牛津大学 英国 职业研究者成长、研究员身份建构

ＪＨｏｒｄｅｒｎ 伦敦大学 英国 知识分化、知识价值、课程

Ｊ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牛津大学 英国 全球公民、知识生产、学术写作

ＥＦ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华威大学 英国 博士流动、导师角色、女性主义

ＤＪａｃｋｓｏｎ 埃迪斯科文大学 澳大利亚 研究生就业能力、工作整合学习

ＭＲｙａｎ 昆士兰科技大学 澳大利亚 反思能力、转化学习

ＬＭｅｒｃｅｒＭａｐｓｔｏｎｅ 麦克马斯特大学 加拿大 师生合作、性别平等

ＥＭａｒｑｕｉｓ 麦克马斯特大学 加拿大 师生合作、学生体验、探究式学习

ＭＹａｎｇ 香港教育大学 中国香港 自主性学习、博士教育、对话反馈

ＫＢｅｈａｒｉＬｅａｋ 开普敦大学 南非 社会文化变迁、卓越教学

表３　国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高频关键词统计表

关键词 中心性 频次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２７ ２１５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０１８ ９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１３ ８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０１８ ４９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００６ ４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００７ ４６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０１３ ３８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００６ ３３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００７ ３１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００３ ３１

ｔｅａｃｈｅｒ ００６ ３０

关键词 中心性 频次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００８ ２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００６ ２７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００３ ２５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００５ ２５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００３ ２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００４ ２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００５ ２２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７ ２２

Ｅｍｏｔｉｏｎ ００６ ２１

Ｉｍｐａｃｔ ００４ ２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 ００５ ２０

反馈”“学术素养”“身份认同”“教学评估”“学

生心理”“国际学生” “教学经验” “课程设计”

“知识体系”等可以反映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由于单独的主题词分析较为模糊，难以聚焦

具体内容，为了更准确地把握研究的热点，我们

使 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 件 的 聚 类 分 析 功 能，以
“Ｋｅｙｗｏｒｄ”为节点进行分析，共获得９个聚类群，
分别是：＃０ｆｉ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４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５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ａｐｔｕｒｅ；＃６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８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见图２）。由于该软
件的聚类分析功能是针对数据源的相似性进行分

布的，可能会引起聚类的交叉重复，所以需要对

各聚类所包含内容进行综合分析来确定主题［９］。

通过对各聚类所包含的代表性文献进行追踪，进

一步了解近十年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共归纳

出７个研究热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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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

１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
不同教育阶段的协同与贯通是人才连续性培

养的基本保障。高中与大学教育的有效衔接可以

促进学生思维发展，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Ｍ托尔贝克等以大学入学前十周的学生
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教学方法、技能发展、学生

对中学和大学教育之间的适应性与学生成绩的关

系，发现了教学方法通过技能发展和感知的适应

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生第一年的成绩［１０］。Ｒ麦
克菲尔介绍了一个昆士兰州推广的嵌入大学预科

课程计划，该计划为中高年级 （１０－１２）学生提
供了支持经验，向他们介绍了真实的大学生活，

帮助他们建立了与大学的联系，并发展了与同龄

人的关系。定性数据表明，该计划让学生对大学

生活有了更现实的期望，为从中学到大学的过渡

做好了准备［１１］。

２跨境与留学生教育
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跨境教

育和留学生教育因此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也从关注本土学生进一步向关

注国际学生延伸。Ｄ皮维斯通过一项澳大利亚在
中国大学的跨国教育项目的教育质量调查，认为

当前跨国高等教育中教育质量形成的方式助长了

教育扩展主义，会抑制当地的教育传统，应该改

变指导方针和做法，采用符合当地实际的质量衡

量标准［１２］；ＲＴＨ陈在一所中国台湾高校对１０
名英语授课课程 （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ａｕｇｈｔｃｏｕｒｓｅ，简称
ＥＴＣ）教师进行了跟踪访谈，了解他们在 “国际教

室”英语授课的体验。研究发现，由于 ＥＴＣ课程
对于教师的英语能力和跨文化技能具有很高要求，

经验丰富的ＥＴＣ教师与初任的 ＥＴＣ教师存在截然
相反的体验，英语能力的缺乏使得初任教师产生

了不好的体验［１３］。

３教学方法研究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师生为了完成教学任

务、实现教学目标，在教学活动中所采取的行为

方式的总称，主要围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

学组织形式三个核心要素。教学路径的优化与改

革一直是教学方法研究的重要内容。Ｍ格兰姆等
基于跨国教育存在的文化差异对学习概念的不同

理解，以丹麦大学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为对象，

评价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简称 ＰＢＬ）教学方
法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加深了对这些学生在丹麦

ＰＢＬ环境中的生存技能、应对策略和学习成果的理
解［１４］。ＡＴ斯汀·乌塞姆等在挪威高校进行了试
验，第一学期进行翻转课堂授课，第二学期进行

讲授授课，选取１２名学生跟踪进行质性访谈。结
果显示，在翻转课堂里，学生获得了更积极的学

习体验和更高的参与度，学生参与的情感维度尤

为突出［１５］。

４教师身份认同
随着教师职业专业化的推进，教师发展成为

教育关注的重要内容。与物质制度等外界保障相

比，自身的情感认同对于教师自主发展专业意义

更为重要，它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追求和奋斗

目标。Ｃ特劳特温通过情景式访谈和教学档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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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探讨了８名教师对身份认同的变化，总结出教
师身份发展的三个阶段：承担教师角色、融入教

师角色和寻找新的教师角色。研究结果显示，认

同发展的过程对于教师个人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并且会对教学质量产生影响［１６］。Ｓ麦克诺顿
等关注了高等教育语境变迁中高校教师角色和身

份的转变。研究表明，成功应对身份转换对于个

人和职业的连贯性至关重要；而缺乏对环境变化

的集体响应造成了教师身份转换在制度层面上被

忽视。在当下的变革中，要进一步讨论调整大学、

专业和个人的教学目标［１７］。

５学生心理关注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关注学生的心理情感对

于促进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探究学生心理的积

极变量和消极变量，有利于教师更好地设计教学

策略。Ｐ洛维关注了学生学习中的敏感性问题。
研究采用社会学专业学生的调查数据。尽管学生

有时会感到困难，但学生们珍视在学习中探索敏

感问题的体验，通过反复接触课堂上的敏感问题，

学生会逐渐变得更加自在。降低敏感性的过程是

通过高等教育进行情感之旅的重要组成部分。良

好的学生体验并不一定总是积极的情绪［１８］。Ｃ艾
奇逊探讨了女博士生的经历以及情感在博士生申

请过程中的作用。研究使用了在澳大利亚悉尼一

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女性的经验，认为关注情

感的研究为学生攻读博士期间的体验提供了更好

的见解［１９］。

６通用学习设计
通用学习设计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简称ＵＤＬ）是一种旨在满足所有学习者学习需求
的新型课程设计框架。其通用性、多元性的设计

理念对融合教育质量提升具有积极作用［２０］。Ｐ汉
兹沃斯等借助通用学习设计 （ＵＤＬ）和文化可持
续教育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ｅｄａｇｏｇｙ，简称 ＣＳＰ）
理论发展了实践和组织变革的类型。这种分类法

着重于提高所有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尤其是关注

那些在现有评估体系中被边缘化的学生，改进和

提高他们的教育经验和学习成果［２１］。Ｓ埃弗雷特
介绍了一项由学生自主为同龄的残疾同学开发通

用学习设计的项目，并对参与该项目的１０名同学
进行了质性访谈，发现学生在亲身参与的过程中

改善对残疾同学的看法，并且改变了对无障碍措

施的态度［２２］。

７批判性反思
批判性反思是一种自我警示、自我激励式的

认识活动，要求打破旧有的思考和行动框架，形

成新的思想指导实践［２３］，具有 “批判性”“内隐

性”“顿悟性”“自省性”和 “创造性”等特征［２４］。

Ｅ史密斯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批判性反思模型，
包括不同目的 （思考、学习、评估自我和社会系

统）和不同形式的反思 （个人、人际、语境和批

判性），认为批判性反思培养可以使学生认识和协

商复杂的专业和道德问题，这给课程设计、评估

和专业发展带来挑战［２５］。Ｓ里帕蒙蒂等认为，批
判性反思是高等教育的基础，不仅要让学生学习

技术知识，还要为他们将来的专业实践发展提供

支持。他聚焦学生的实习阶段，通过对一个实习

项目的案例研究，分析什么样的辅导条件支持批

判性反思在实习中的发展［２６］。

（三）研究前沿及演进

研究前沿是指某领域研究的转折点或者新发

现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受到了广泛关注［２７］。

Ｃｉｔａｓｐａｃｅ软件可以利用突变检查算法提取凸显词，
辨识和追踪研究前沿和趋势。凸显词的变化特征

可以更准确地分析研究动态［２８］。利用该软件的突

发检测 （Ｂｕｒｓ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功能对关键词进行挖掘，
寻找不同时间段被突出引用的关键词，将阈值设置

为２０，获取排在前２０位的凸显词，绘制可视化图谱
（见图３）。通过图谱可以看到，研究主题随时间发
展不断变迁。对教师的关注从 “教师教育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扩展到教师的 “从教动机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职 业 认 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满 意 度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等方面。对高等教育类型则从单独
关注 “本科教育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变得
更加多元。在研究发展的过程中 “学术素养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社会公平 （ｓｏｃｉ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
等新的主题不断涌现，反映了高等教育教学研究

不断满足学术发展需求、关注社会发展热点的特

征。而近年来凸显的关键词 “大学生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观点表达 （ｖｏｉｃｅ）”反映了研究对象从
教师转向了学生，重视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和学生观

点。“阈值概念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ｃｏｎｃｅｐｔ）”“模型 （ｍｏｄｅｌ）”
“信度 （ｃｒｅｔｉｖｉｔｙ）”等则反映了量化研究作为该领
域的主流研究范式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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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凸显词可视化图谱

四、引文共现揭示的知识基础

如果说科技论文的发表展现了研究的发展进

程，那么这些论文的参考引文就构成了研究的知

识基础。通过对共引文献研究内容、学科结构及

相互关系的深度挖掘，可以更清晰地把握研究热

点的 本 质［２９］。我 们 利 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 “Ｃｉｔ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功能对纳入文献进行分析，形成了 Ａ
库克·萨特 （２０１４）、ＭＱ帕顿 （２０１５）、Ｍ希
利 （２０１４）、Ｋ梅顿 （２０１４）、Ｅ史密斯 （２０１１）、
Ｌ托马斯 （２０１２）、Ｄ鲍德 （２０１３）等７个明显节
点，对应的文献包括５本著作和２篇期刊论文 （见

表３）。这些文献的共被引频次均达到１０次以上。
其中，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是 Ａ库克·萨特于２０１４
年出版的 《让学生成为学习和教学的伙伴：教师

指南》（《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ｓ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ｉ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ｇｕｉｄｅｆｏｒｆａｃｕｌｔｙ》）。该书聚焦师生合作
关系，致力于为大学的管理者、教师和学生提供

发展 “学生 －教师伙伴关系”所需的理论基础和
实践指南，以此进一步支持和改进高等教育中的

教学。中心度最高的是 Ｌ托马斯于２０１２年出版的
《在变革时期建立学生对高等教育的参与和归属

感》（《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ａｔｉｍｅｏｆｃｈａｎｇｅ》）。该书对
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１１年由保罗哈姆林基金会 （Ｐａｕｌ
Ｈａｍｌｙ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资助实施的 “学生保留和成功

计划”所产生的关键信息、调查结果和影响进行

了总结，并进行了有效案例研究，提出了相应的

对策建议，为英国提高学生高等教育参与度和归

属感提供了参考。这７篇共被引文献从 “学习参

与理论” “批判性教学反思” “学习反馈模式”

“教育社会学”和 “质性研究方法论”等多个角度

为本领域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知识基础。

表４　国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高频共引文献

文献名称 第一作者 年份 中心值 频次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ｓ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ｉ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ｆａｃｕｌｔｙ ＡＣｏｏｋ－Ｓａｔｈｅｒ ２０１４ ００５ １３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４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Ｐａｔｔｏｎ ２０１５ ０１９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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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文献名称 第一作者 年份 中心值 频次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ｓ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ｉ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Ｈｅａｌｅｙ ２０１４ ０２６ １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Ｋｎｏｗｅｒ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Ｒｅａｌｉｓｔ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Ｍａｔｏｎ ２０１４ ００２ １１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Ｓｍｉｔｈ ２０１１ ０１５ １１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ａ
ｔｉｍｅｏｆｃｈａｎｇｅ ＬＴｈｏｍａｓ ２０１２ ０２７ １０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ｆｏ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ｆｄｅｓｉｇｎ ＤＢｏｕｄ ２０１３ ０１７ １０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对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这本被ＳＳＣＩ收录的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专刊近十年
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发

现了该领域国际上活跃的研究机构和核心作者，

了解了他们的研究方向和重点主题，为更好地追

踪国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提供了参考。从国际分

布来看，发表论文最多的八个国家除了英国、澳

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外，还有中国、南非等

发展中国家，说明相关研究受到普遍重视。从研

究机构来看，可视化图谱显示了该领域形成了两

个稳定的科研集群，国际间的科研合作状况良好，

这对于推进多中心研究、大样本调查、实证研究

和比较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从论文作者来看，

作者总数达到１５７６人。其中，仅发表１篇论文者
占比９３２％，远高于洛特卡定律［３０］中的作者分布

的推断，反映了研究开展的广泛性。虽然没有形

成特别突出的引领性学者，但是仍然有一定规模

的学者群体聚焦相关研究。同时，他们的研究主

题分散，促进了研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研究的

热点聚焦 “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跨境与留学生

教育”“教学方法研究”“学生心理关注”“通用教学

设计”“批判性反思”等主题，同时从教和学两个

方面、教师发展和学生发展两个层面关注教学，

对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而高频

次共被引文献除了为研究热点主题提供了知识基

础外，还包含了质性研究方法的著作，体现了研

究方法论的发展和研究范式的转型。

通过对国际研究的深入分析，也可以为我国

相关研究提供以下启示：

（一）基于学生发展，推进学段衔接

通过对国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的分析可以看

到，关注高中阶段课程与大学阶段课程的有效衔

接，一直是研究的重要内容；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的学者对此最为关注。从国外的教学实践来

看，美国的 ＩＢ课程、双学分课程、英国的 Ｉｌｅｖｅｌ
课程等都是在高中进行的大学先修课程，这些课

程不以知识传授为目标，重点培养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团队合作意识等，可以很好地促进学生在

未来大学学习阶段的适应性。随着我国进入高等

教育普及化发展新时代，我国的高中教育也不应

该再将升学率视为核心目标，而应该更加关注教

育本身的价值取向，进一步完善教育的内在过程，

坚持以关注学生发展为价值导向，创建 “高中”

与 “大学”之间资源共享的新机制，促进学段间

的有效衔接，关注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问题意

识、批判思维、合作能力、志向抱负等，提高学

生后期的学习适应性和发展后劲，使每一个学生

能够得到全面的、和谐的、多样的、健康的、终

身的可持续发展。

（二）基于学习能力，改革教学路径

通过教学改革，特别是教学路径的改革，提

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也是国际高等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探索的重要内容。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

展和终身学习社会的来临，提高大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是当代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基于促进自主

学习能力的教学改革被广泛开展。ＰＢＬ是以问题为
导向的教学方法，由麦克马斯特大学的 ＨＳ巴罗
斯教授于１９６９年提出［３１］，它改变了传统教学中先

理论学习再解决问题的顺序，以教师提出专业问

题为起点，学生寻求解决方案为过程。翻转课堂

（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也称颠倒课堂，是通过对知识
传授和知识内化的颠倒安排来改变传统教学中的

师生角色，对课堂时间进行重新规划［３２］。“ＰＢＬ教
学”和 “翻转课堂”都是通过对传统教学路径改

革 （见图４），实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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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内在动机目标的。我国高校应该更加关

注教学路径改革，全面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

培养，进而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

“创新中国”注入澎湃动力。

图４　教学路径比较图

（三）基于教学学术，关注教师发展

随着教学学术成为普遍共识，教师的角色定

位和专业发展也成为了国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的

重要内容。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使得教师从

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促进者，这对于教师教学

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高等教育领域对于教师的

角色定位、身份认同、教学方法、教学设计、批

判思维都给予了很高的关注度。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美国前任教育部长、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任

主席欧内斯特·博耶提出了 “教学学术”思

想［３３］。作为新的学术范式，教学学术成为教师专

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受到了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视。

教师要通过持续的专业学习、教学实践反思、课

程发展行动与教学规律探究，提高教学专业的意

识、知能和精神，以实现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的卓

越教学［３４］。教师发展是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和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高校应该在提高思想

认识、完善顶层设计、健全培养机制、强化保障

措施等方面形成促进教师发展的合力。同时，要

进一步发挥考核评价的导向作用，引导教师对自

身职业科学定位，激发教师发展的主观诉求，避

免大学学术功利化的倾向。

（四）基于国际趋势，提升全球影响

国际大学联合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简称 ＩＡＵ）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
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科

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３５］。国际

化是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从研究

热点可以看到，跨境教育和留学生培养是当前国

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从论文

来源来看，以南非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也开始在

国际学术舞台崭露头角。虽然我国发表的论文总

数排名第六，但主要是因为香港地区高校研究的

国际化程度较高，内地高校和学者的学术影响还

需要进一步提升。随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的建构和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我国将更加

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境内高校应该基于国际

研究发展趋势，加大对跨境教育和国际学生等方

面的关注，积极参与国际研究，发表高水平论文，

全面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研究的全球影响力。

六、不足与展望

由 于 本 研 究 仅 以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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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未对一
些综合性期刊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追踪，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选择性偏移，数据来源的有限性可能

会对结论的全面性产生影响。但是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作为被 ＳＳＣＩ收录的唯一的高等
教育教学研究专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示范性，

研究结果可以为同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

鉴。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拓展纳入研究文献的范围，

如扩大非ＳＳＣＩ收录期刊、通过手工检索进一步补
充其他期刊发表的文献等，以期能更好地展现国

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的发展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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