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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育模式研究的脉络、概况和热点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宋锐彪　孙　蓉　化存才　康晓霞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基于知识图谱可视化的方法，以中国知网数学教育模

式主题文献为统计分析信息源，对年度发文量、作者、刊发机构、

关键词、合作网络图谱和研究聚类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并采用

文献计量学、引文分析、统计等定量评价指标，从多角度、多维

度分析数学教育模式研究研究脉络、热点和趋势。研究发现我国

数学教学存在学生任务重、效率低、重传授轻应用等现况不足，

结合新加坡数学教学模式研究内容分析我国数学教学模式面临着

融合与衔接、师资与人才、标准与机制的挑战。结合教育教学改

革趋势，从数学教育模式的顶层设计、文化建设、科学普及、融

合教育等方面提出建议框架，以期为我国数学教育模式的发展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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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紧跟数学教育改革的方向进行教学，如何基于教学模式

指导教学活动，如何调整、选择教学模式来更好地适应数学教育

形势的发展等研究选题一直是数学教育领域的关切热点。周魁生

于 2018 年对我国数学教育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深入说明了我国当下

的数学教育现状与问题；李祥林等人在 2019 年也对我国数学教育

现状及应对措施给出了自己看法。类似地，还有祁全武、钟家清

都从其他的角度对我国数学教育现状与问题进行说明。对其他国

家优秀数学教学模式的汲取与学习，也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以

新加坡数学研究为案例，有金海月等人早在 2017 年就对其展开

研究，近期也有张一鸣学者于 2022 年对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加坡

STEAM 教育进行研究体现其价值所在。这也说明，数学教育的发

展一直都是许多学者热衷的研究方向，学者们不断从各途径进行

对比研究，希望能有效改善我国数学教育模式，这其中也取得了

许多研究成果，对我国教育发展都具有较强的启示与参考作用。

但各类笔者所述观点大多表现为主题离散、观点混杂。因此，本

文基于 CiteSpace 软件，对研究新加坡数学教育模式、我国数学教

育模式等两类学者的研究观点与内容分别进行分析研究，综述归

纳了几点有关当下我国数学教育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未来发展

启示。

一、研究结果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 CNKI 数据库，以“新加坡数学教育模式”“我

国数学教育”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检索年份为 1985-2022 年，

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1 日，共得到原始样本数据文献 1789 篇，

人工筛除 156 篇无效文献。利用 CiteSpace 检索获取研究文献的作

者单位、关键词共现、合作网络等内容，并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

以期得出当下热门的研究前沿方向与发展趋势。

（二）结果统计与分析

1. 研究作者分布

对研究作者的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从事数学教育相关

研究学者相对较少，学者平均发文数量为 2 篇，发文最早开始于

1991 年。学者查有梁、石循忠、刘春惠、俞宏毓等人发文量为 3 篇，

同时，可注意到这类学者的发文高峰期均为 2010 以前，为早期我

国数学教育研究的主要学者。其次，自 2020 年以来，最近发表相

关文 2 篇及其以上的学者有：陈昱池、唐骏、王燕等人，也是近

期较为突出的部分学者。总体来看，我国从事数学教育相关研究

学者以及发文量还是相对较少，可以看出我国的核心队伍尚未形

成，数学教育研究体制与未来发展方向还在探索寻究之中。

2. 研究机构分布

其次，通过 CiteSpace 软件绘制的研究机构知识图谱，易知数

学教育模式的研究人员主要以高等院校且为师范院校为主，如：

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天津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南京

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央民

族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等，同时也是发文量较多

单位。特别地，其他研究机构多为独立研究，合作研究较少。通

过 CiteSpace 软件对研究机构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西北大学

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西安文理学院数学系、吉林师范大学数

学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为研究突现机构，发文的突

现时段分别是 2005—2007 年、2009—2010 年、2011—2013 年和

2017—2020 年。这也表明在一定时期内，不同研究机构对数学教

育研究的关注程度。综合分析可知，比较数学教育模式发文机构

的分布，研究我国数学教育模式相关机构分布较为分散，说明我

国的数学教育模式是较大范围关注的问题。而以上海为中心的相

关机构对新加坡模式的探究更为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区域

的教育水平和经济文化的影响。

3. 研究关键词分布

文献的关键词及频次分析更易得出当下研究的热点主题。因

此，本文基于 CiteSpace 软件，对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生成关键词知识图谱和关键词突现图谱。在我国数学教育模式相

关研究中，大多学者研究人群主要于小学、初中。小学数学共现

次数高达 184 次，初中数学有 123 次，而高中数学相对较少（83 次），

高等教育阶段就更少仅有 44 次。侧面也表明数学教育模式对中、

高学生影响相对较小，这也与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相吻合。其次，

在统计中还可发现：教学改革、翻转课堂、信息技术、核心素养

也成为了热门关键词。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与课堂的融合成为

了探究热点，对教育的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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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书比较、比较这类关键词出现较多，说明了我国对新加坡数学

教育模式的主要探究手法，教科书、课程 标准这类关键词说明了

主要研究内容，初中数学、中等数学这类关键词则反映了主要研

究层次，可见学者们十分重视对新加坡数学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学

习。

（三）讨论与归纳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文献计量分析，本文又对该领域突出贡献

者的文献进行解读归纳。研究人员对我国数学教育现状与问题从

学生、教师、教法等方面深刻的进行了阐述，这也是我国存在的

教学困境，如何打破困境也成为了部分学者关切问题，可以发现

其他国家的数学教育模式对我国数学教育模式或现状的整改也具

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因此，将其他国家的数学教育模式优势与我

国的教育现状进行融合思考，也会是解决我国数学教育问题的另

一出路。本文基于新加坡数学教育研究进行归纳，易知新加坡数

学教育模式具有以下特点：与众不同的分流制度，在教学中以学

生分流制度为主，针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差异与日后不同的生活需

求进行分流教学，极大程度实现了学生价值。其次，完善且适宜

的课程框架：做到以数学问题的解决作为课程中心，注重通过概念、

技能、过程、元认知和态度的发展来解决数学问题，在此过程中

重视对数学概念、思想方法、过程策略的掌握和应用。独特的“CPA”

教学法与 STEAM 教育模式也成为新加坡的数学教学亮点，采用建

模思维进行教学，将抽象概念具体化，极大程度做到简化问题、

厘清思路。新加坡数学教育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数学教育中的

问题，但在改善的途中如何融合我国的国情形成另一特色化的教

学模式是值得数学教师与学者深思问题。本文基于上述问题与新

加坡数学教育优势综述了部分学者的几点建议：第一，注重数学

文化的建设。在对学生的学习调查中发现，学生对数学的喜爱程

度、教学氛围都极大程度的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发展潜力。

因此，数学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通过数学文化的渗

透、数学思想的熏陶，营造良好、贴切的数学学习氛围。对数学

的深入教学是十分重要的。如：数学史融入、学科交叉知识的普

及等。第二，情景构建与过程探索双核驱动。数学的学习可粗略

分为：理解——记忆——应用三个阶段，在轻松理解与记忆数学

过程中，数学情景的构建、数学过程的探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如何有效的构建数学教学情景，与生活实际联系是每一位数

学教师应该探索与挖掘的教学方法，这对学生的进一步加深学习

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多学科交叉构建 STEAM 模式。基于新加坡

的 STEAM 教学模式作为一类教学方法而不是一门课程进行教学，

这更接近我国的智慧教学模式，也更符合 STEAM 跨学科教学的本

意，从而也能实现 21 世纪学生发展所需技能的培养。

第四，问题导向的教学模式，注重问到思的过程。有效的教

学问题引导，极大程度的加强学生对数学的独立思考、合作交流、

数学思维等能力的发展。学生也更易理清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实现知识的迁移与思维的转换。因此，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

也是学生深度学习数学的必要途径之一。从层次化、生活化、链

条式等角度进行教学，做到以“问”导“思”的模式进行数学问

题的探索，这对数学发展也是具有重要意义。

二、结语

本文基于 CiteSpace 软件，对 CNKI 数据库中 1985-2022 年间

收录 1633 篇数学教育模式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意在厘

清我国目前数学教育状况，并归纳总结了当下我国数学教育模式

的研究热点与未来发展启示。首先，我国数学教育模式存在知识

传授、题海技巧、应试为主等不足，数学思想启发、思维激发和

学习发展等核心生长点有所忽略。数学教育在不同教育学段存在

学习任务重、压力大而效率低，重知识而轻应用，重技巧而轻理解，

重结论而轻过程等问题。其次，纵观新加坡数学教育模式存在可

借鉴和参考的优势做法。第一，有效的教学体制（学生分流制度）。

基于学生的差异与不同需求进行分流教学，极大实现学生价值；

第二，数学课程框架方面以解决数学问题为核心，强调概念、技能、

过程、元认知等方面来解决问题，注重学生对数学概念、思想方法、

过程策略的掌握和应用以及独特的“CPA”教学与综合的 STEAM

教育模式都体现了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基于我国数学教学现状

与新加坡数学教育优势的类比，建议在人才培养框架中注重数学

文化建设、情景构建与过程的探索、多学科交叉构建 STEAM 模式、

问题导向的教学模式，注重问到思的过程等。最后，国内数学教

育教学领域的研究以理论、解读和进展综述类为主，并且基础教

育学科与高等教育研究相对独立和分离，在幼学前教育、基础教

育和高等教育不同学段的研究也鲜有交叉，国际研究趋势倾向于

信息化赋能的量化研究、质性研究以及交叉研究等。我国具备一

线教学的真实情境优势，加强本土原创性理论、实证研究和融合

交叉研究可以更加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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