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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发展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聂玲

西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1120

【摘要】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青年观领域的研究达到高潮，文献数量增加，2019年达到高峰。本文利用
citespace软件对 1983-2019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 304篇关于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研究发现，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领域的文献量自十八大以来不断增加，优秀成果不断涌现；高校是本领域研究的主力，未形成核

心作者群体。本领域的文献还存在着研究机构单一，研究内容不足等问题。牢牢把握时代发展的主题，鼓励研究力

量之间相互合作，丰富研究内容，重视新的研究热点发展等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青年观领域的研究，促进马克思

主义青年观引领青年与青年工作的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中国化；知识图谱分析

青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青年工作的发展

对青年发展具有能动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

虽未对青年问题和青年工作形成系统的论述，但是对青

年的高度重视可以散见于他们的著作中。列宁在马克思

恩格斯的青年理论基础上对青年的历史使命、青年教

育、青年组织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推动了青年观的

发展。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后，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与

中国青年运动激烈碰撞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青年

观，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认识不断

深入，青年工作也适应时代不断创新，产生了不同历史

时期的青年观。学界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研究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工作的开展和青年观的发展，因此梳

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以及学界对本

领域的研究现状，总结历史经验，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

结合新时代背景开展青年工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方法背景
（一）数据来源

为了探讨学界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领域的研究发

展与现状，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为主题的文

献为研究对象，用文献计量法统计在 CNKI 网站公开发

表的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相关研究文献，分析从 1983 年

文献良在《青年研究》发表的第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青

年观的文献到 2019 年发表的所有以“马克思主义青年

观”为主题检索的期刊文献。

（二）研究工具及方法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软件 CiteSpace 是一种基于 JAVA

编程的可视化软件，主要借助关键词演进分析，能够通

过大数据可视化，直观地展现出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发展

领域的信息全景，进而更深层次地探究本领域内的研究

热点和发展发展，并通过一系列的可视化图谱绘制探测

本领域的发展前沿，结合文献研究法对本领域进行更全

面的分析，进而探求马克思主义青年观领域的研究热点

和发展态势。

二、结果分析
（一）发文趋势分析

本文分析以 CNKI 官网“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为关

键词进行期刊检索，截至 2019 年，共检索到 312 篇相

关文献，筛选剩下 304 篇有效文献，现针对此相关文献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得出发文时间以及发文数量的变化

趋势（见图 1）。

图 1 本领域研究的发文量趋势
作者简介：聂玲（1995-），女，汉族，重庆巫溪人，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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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年代分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领域的发

展趋势，从文献的年代分布趋势来看，关于马克思主义

青年观领域的文献第一篇于 1983 年发表，文献良发表

在《青年研究》上的文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观》，

标志着本领域研究的开端。根据图 1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

的发文量趋势，大致可以将本领域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83 年—1992 年，这个时间段属于

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初期探索阶段。这十年里

文献量较少且发展不均衡，平均每年发文量不足一篇，

研究内容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虽然毛泽东和邓小平已

经有很多关于青年的理论，但是这时候的“马克思主义

青年观”并未广泛地进入大众视野，邓小平在 1983 年

为张海迪题词提到要学习张海迪，做“四有青年”，所

以学者们在研究的时候还带有一定意义的倡导性，如李

益文的《正确认识青年的理论指南：学习马克思主义青

年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产生和发展 , 使

青年研究成为真正的科学，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才能保证青年研究的正确方向。[1]

第二个阶段：1992 年—2003 年，马克思主义青年

观领域的研究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虽然有关于此的文

献年产量少，但是相比之前的十年已经进步很多，平均

年文献量近两篇。研究的主要内容也由最开始“马克思

的青年观”、“毛泽东的青年观”向“邓小平的青年观”

和“江泽民的青年观”展开研究。

第三个阶段：2003 年—2012 年，属于研究的波动

发展阶段。文献年产量增多，但年产量不均，波动较大。

2004 年、2006 年以及 2010 年文献量超过了 10 篇，但

2005 年和 2008 年有下降到 2 篇，研究成果数量波动较大。

第四个阶段：2012 年—2019 年，马克思主义青年

观的研究进入了持续上升阶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的开展与青年的发展，在多次重

要会议、讲话中对青年给予充分的肯定，鼓励青年努力

学习，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领导共青团工作，为青

年排忧解难，促进青年发展。习近平对青年的关注以及

对青年工作的指导使学界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对马克思主

义青年观的最新发展成果的研究，研究成果不断增加。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

战略要求，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最新成果再次成为研究

热点，本领域的研究成果跃升，于 2019 年到达文献产

量峰值。

（二）核心作者统计

核心作者对于学科领域的发展起着重要的话语导向

作用，了解马克思主义青年观领域研究的核心作者有助

于窥见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研究的水平与趋势。统计分析

显示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研究领域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为毛

俊，以独著和第一作者名义发表相关文献 8 篇（见图 2），

根据普赖斯定律 749.0
maxNM = （M 代表核心作者的数量，

Nmax 代表该领域发文量做多的作者的发文数）计算核心

作者数，得出 M ≈ 2.12，取整数为 3，确定发文量高于

或者等于 3 篇的作者即为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研究领域的

核心作者，共计 7 人。普赖斯定律还指出，当核心作者

发文量达到该领域的 50% 时，可证明该领域存在核心

作者群。[2] 在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研究领域中，7 名核心

作者共发文 27 篇，仅占该领域文献量的 8.88%，距普

莱斯定律的发文量还有很大的差距，可见该领域未形成

核心作者群。

图 2 本领域研究的核心作者

（三）主要发文机构统计

研究机构以科学研究为主要目的，是各个领域学术

成果输出的重要平台。数据统计显示，在研究马克思主

义青年观的机构中，武汉大学排在首位，发文量为 10 篇；

其次是西南大学和广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电子科技

大学等（见图 3）。从研究机构的性质来看，对马克思

主义青年观进行研究的主要机构为高校，表明高校的学

术力量和资源为开展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研究提供了有

力支撑。但是根据统计图可以看出本领域的发展较为不

平衡，关于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文献除高校之外仅中国

青少年研究中心这一机构有成果产出。

图 3 本领域研究的主要发文机构

三、基于 CiteSpace 软件分析马克思主义青年观
研究的历史进程
（一）研究热点分析

以 1983—2019 年为一个时间段，马克思主义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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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图谱如图 4 所示。关键词频率最

高的是“青年观”，其次是“习近平”“马克思主义”“青

年”“马克思主义青年观”“青年工作”“习近平青年

观”“思想体系”等。关键词聚类共现图谱的节点为十

字，节点越大，关键词字体越大，说明该关键词总体频

次越高，有些关键词之间有线条连接，这表示相应的关

键词经常出现在相同文献中，线条越粗，共现的频次就

越高。[3] 表 1 列出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关键词频次超过

10 的基本情况。

图 4 关键词共现信息分析图

表 1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研究的关键词频次及中心度

从图 4 和表 1 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于马克思主义

青年观领域的研究较为集中，出现频次超过 10 以上的

关键词的中心度都较高，均超过 0.1。[4] 说明这些词是

本领域的研究热点，高频关键词之间联系也比较紧密，

因为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

的。关于青年以及青年工作的观点很早之前毛泽东、邓

小平等领导就有提出并且有很多与此相关的论述和理

论。“青年观”一词首次出现于 1983 年文献良的文章《学

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观》，“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一词

首次出现于 2010 年，“习近平青年观”一词首次出现

于 2017 年，时间线狭长，说明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青

年观以及中国化发展的研究过程较为缓慢，而且前期文

献数量也较少，从十八大之后，本领域的研究飞速发展，

所得成果丰富，文献量激增，研究多以“习近平青年观”

为主题，从习近平青年观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基本

特征和时代价值等方面进行研究。

（二）时区线信息分析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是一个连续的发展着的理论体

系，不是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思想，而是由马克

思恩格斯创立、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的理论。

在本领域的研究中，对于马恩的青年观研究较少，据了

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著作中没有对青年观进行过系

统地论述，他们的青年思想散见于诸多著作中。由图 5

可以看出，关于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研究重点在中国化

方面，早期关于青年观的研究主要以毛泽东的青年观为

中心，2002 年以前文献量少且研究内容单一，未出现

新的关键词。2002 年之后出现了以“思想政治教育”“马

克思主义青年观”“科学发展观”等新的关键词，并发

展为研究热点。十八大以来，时区线上关键词数量增幅

较大，主要以“习近平”和“习近平青年观”等关键词

进行研究和拓展。

图 5 时区线信息分析图

（三）突现词分析

“突现词是指某一领域的研究频率在短时间内突然

增加或使用频率明显增加的关键词术语。”[5] 马克思主

义青年观领域研究初期很长一段时间内（1984 年—2004

年）学界的关注点都集中于毛泽东的青年观，2006 年

开始，科学发展观、青年论坛、思想体系等词的突现度

较大，学界将党的领导人的思想理论与青年问题相结合

进行研究，切合时代主题。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青

年化、习近平、习近平青年观等成为新的突现词，综合

突现度达到 16，“习近平青年观”是新的研究热点，

未来的研究会继续根据这些热点展开，并且会集中出现

针对中国梦、实践路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方面的

热点研究。

图 6 突现词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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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内容分析

从图 5 的时区线信息和图 6 的突现词信息显示可以

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研究内容分为五个部分，分别对

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青年观与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中

国化的不同发展阶段。

1.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青年观形成和发展的

研究

本文研究分析的文献是以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为主题

词搜索而来，但是本文所参考的 304 篇文献中对于马克

思恩格斯的青年观研究非常少，仅有少数文章，多为马

克思恩格斯对青年的认识。文献良指出，我们要学习马

克思主义的青年观，必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把青年的现状、特点、趋向结合到实践当中去研究。[6]

学者田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的认识具有鲜明的

时代性、阶级性和革命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

况》一书中就比较关注工人阶级后代的健康成长，认为

工人阶级应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为自己以及后代的生

存、发展和教育权力做斗争。他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

还非常关注青年知识分子问题，针对青年知识分子当时

暴露出的一些特征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认为青年应该在

政治上幼稚、思想上偏激、行动上激进、方法上简单这

些方面提高觉悟。[7] 列宁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青

年理论，对青年的多方面思想形成了列宁的青年观，学

者称列宁的青年观主要内容有青年理想观、青年学习观、

青年人才观和青年组织观。[8] 列宁指导下的青年工作促

进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发展，学界的对列宁青年观的

研究主要从青年定位、青年教育，青年组织以及如何实

现青年组织等方面展开。

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研究——关于毛泽东

的青年观研究

毛泽东的青年思想极为丰富，毛泽东思想里关于青

年的论述也数不胜数，所以促进了学者们对于马克思主

义青年观中国化的研究。从文献量分布来看，1983 年学

界才开始将目光投放到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中国化发展

领域，而且连续二十年间，本领域研究的文献量非常少，

也没有出现新的研究热点，但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中国

化从新民主义革命时期便开始发端形成，毛泽东青年观

已经确立并且在继承中深化发展。[9] 毛泽东一生都是坚

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青年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有学者称毛泽东青年观于 1910 年—1921 年

萌芽，于 1921 年—1949 年确立与发展，于 1949 年—

1976 年发展成熟。[10] 学界对毛泽东的青年观研究较多，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多从毛泽东青年观的主要内

容、基本特征和对当代青年工作启示等方面进行研究。

3. 关于邓小平的青年观研究

邓小平的青年观在毛泽东青年观的基础上得到了进

一步发展，但是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中国化的研

究从 2002 年才刚开始活跃起来，2002 年出现了新的研

究热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育”“思想工作”“政

治思想工作”等词都出现的较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以及中国革命党的领导人都曾在著作或讲话中使用过此

类词语。但“思想政治教育”一词是于 1950 年在中华

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四届第二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

首次提出，会议指出，“中国学生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

育的学习，从而更好地掌握进步的文化科学知识，完成

历史所赋予的使命”。[11]“思想政治教育”一词经过长

时间的发展被广泛应用于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并于 1984

年开始在高校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因为高校是青年

接受教育、培养共产党事业的接班人的阵地。邓小平的

青年思想涵盖青年工作的各个方面，主要内容包括对青

年的认识、青年的定位以及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12]

邓小平重视青年发展，提出了“四有”新人的青年发展

目标，重视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以学界对邓小平青

年观的研究也始终围绕着这些思想。

4. 关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青年观研究

江泽民和胡锦涛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中国化的发展

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学界首次对江泽民青年观进行研究

是兰刚的《江泽民青年观略论》，发表于 1999 年，文

章对江泽民青年观的本质、特征、基本思想和重要意义

进行了深入探究。[13]1999 年后近十年的时间里，学界对

江泽民青年观的研究不断深入，主要从江泽民青年观的

重要进展、主要观点、基本特征、理论价值等方面展开

研究。

学界对胡锦涛的青年观研究始于 2006 年，第一篇

关于胡锦涛青年观的文章是胡建军的《试析胡锦涛的青

年观》，他认为胡锦涛的青年观是与马克思主义青年观

是一脉相承，有充分吸收了毛泽东青年观、邓小平青年

观、江泽民青年观的理论成果和科学方法，并且结合当

代情况将青年观向前发展了的。[14,15] 学界研究胡锦涛的

重要思想，将青年观与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观结合起来，进行青年问题的探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

青年观中国化研究的发展。

5. 关于习近平青年观的研究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及青年工作的

指示较多，青年观发展迅速，学界研究习近平青年观的

成果也比较多，本文所参考的文献中，十八大以来关于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文献超过了 1983 年—2011 年的文

献总和，关键词如“新时代”“中国梦”“习近平青年观”“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青年思想”等也成为了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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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青年观中国化新的研究内容。学界关于习近平的

青年观主要是围绕着青年的定位与历史使命、青年的教

育与成长成才、青年的工作与未来发展等多发方面进行

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指导思想不

仅完善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中国化的理论系统，而且带

动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中国化的关注与研究，促

进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中国化研究的创新性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研究领域的发展展望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结合中国具体实际问题，形成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青年观。马克思主义青年观

致力于解决中国青年问题，指导中国青年工作，要把青

年培养成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社会主义

建设而不断奋斗的新时代青年。根据以上图文分析，“马

克思主义青年观”一词从 1983 年被运用到学界研究开

始，总体来说本领域的文献量较少，还未形成核心作者

群体，研究机构集中于高校，研究发展速度较为缓慢；

以理论研究居多，研究内容还有待增加。马克思主义青

年观作为中国青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引领青年与青年工

作的发展，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将尝试根据以上分析

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研究的发展进行展望，认为学界研

究还应加大力度，形成专业的核心作者群体促进青年观

纵向发展、鼓励跨学科机构合作促进青年观研究横向发

展、增强研究内容的全面性，结合新时代特征促进青年

观研究的新发展。

通过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核心作者图可以发现，马

克思主义青年观研究领域还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体，学者

毛俊以 8 篇文献量居于首位，是本领域的核心作者之一，

还有郭超、张春枝等共 7 人，发文量在 3 篇以上，他们

属于本领域研究的中坚力量，但是要形成核心作者群体

还有很大的差距。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推动社

会发展的主要力量，青年观是引领青年发展的指导思想，

应该对此加大研究力度，拓展青年观研究作者群体，鼓

励学者之间、学校之间以及其他研究机构之间的相互合

作，拓宽研究思维，创新研究角度，推动马克思主义青

年观研究向前发展。

第二，通过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发文机构图可以发

现，绝大部分成果都是高校作为研究主力在进行本领域

的研究，武汉大学、西南大学、广西大学以及北京师范

大学等高校是研究主力，高校是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的主要阵地，诸多高校培养青年的思维和模式能够相互

借鉴相互引用，所以少有质的区别，研究观点的拓展范

围较小，研究多以理论研究为主，缺乏一定的新颖性和

实践性。为促进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横向发展，未来的研

究中应该鼓励各高校的研究力量间能够相互合作，除高

校外，青少年研究所是研究青年的重要机构，青年观与

青年本就联系紧密，各地区青少年研究所也应该加入到

本领域的研究队伍中。还应该鼓励跨学科研究，如统计学、

政治学、法学等与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研究的结合，多种

学科机构之间也应加强合作，使研究内容多元，研究方

法多样，拓宽本领域的研究力量。

第三，通过关键词共线信息图和时区信息图发现，

本文分析的 304 篇关于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文献中，“青

年观”作为研究的中心，共现频次最高，其次是关键词

“习近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毛

泽东”等，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

青年思想和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向前发展，但是关于马克

思恩格斯的青年观研究却非常少；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之一，对青年观的发展贡献也非常大，但是关于

列宁的青年观研究也不多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观

到毛泽东青年观再到新时代习近平的青年观，青年理论

起源时间较早，发展时间较长，并在不断向前发展着，

相对于时间线来说本领域的文献量比较少，从图中可以

看出主要是最近几年的文献量出现跃升，十八大以来关

于青年观的研究主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青年观展开。

习近平总书记的青年观理论非常丰富，涵盖了青年认识

观、成才观、教育观等，关于青年问题和青年工作方面

的指示也很多，学界根据这些指导思想进行了大量深入

地研究，文献量便向上跃升。但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包

含内容甚广，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青年观以及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几代领导人的理论成果，尤其是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青年思想，是作为马克思主义青年

观以及中国化的重要思想起源，应该对起源思想进行深

入的研究，才能从根本上了解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对目前

我们国家青年发展乃至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和可传

承性，只有深入地理解了青年观的起源与发展历程，才

能更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时代意义，为更

深入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第四，通过时区线信息和突现词可以发现，马克

思主义青年观目前以“习近平青年观”为研究热点，未

来的研究会继续根据这些热点展开，并且会集中出现针

对中国梦、实践路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方面的热

点研究。马克思主义青年观领域的研究要根据青年不同

时期的实际问题进行探索，还应思考解决问题的指导方

法，使研究具有较大的可实践性，需要与青年和青年工

作的创新发展紧密结合，积极探索促进青年全面发展的

路径，使本领域的研究具有更深刻的意义。青年的全面

发展涉及广泛，目前此领域已有的文献相对较少，关于

青年发展的全面性还略显不足，如青年文化精品工程、

青年体质健康提升工程、青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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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青年观领域的研究应结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2025 年）》，将规划内青年道德、教育、健康、

婚恋、就业创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逐项细化，为青年

工作提供可实践的观点和发展路径，促使新时代青年理

论结合实际，多项协调，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 益 文 . 要 重 视 马 克 思 主 义 青 年 观 的 研 究 [J]. 青 年 研

究 ,1984(05):1-6.

[2] 董新良 , 张盼盼 . 我国网络暴力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 [J]. 少年儿童研究 ,2020(01):48-55.

[3] 田雪 . 我国农村教育研究热点及前沿演进的可视化分析 [J].

教育导刊 ,2018(09):22-28.

[4] 谢作渺 , 丁可 , 弋生辉 . 我国民族生态环境研究的发展脉络

与趋势——基于近 20 年 CSSCI 文献的 Citespace 可视化分

析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5(05):58-

68.

[5] 李豆豆 , 杨斌 . 改革开放 40 年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文献计

量和可视化分析 [J]. 当代职业教育 ,2019(04):95-103.

[6] 文献良 .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观 [J]. 青年研究 ,1983(05):9-

13+60.

[7] 田杰 .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观 [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

报 ,2004(06):1-7.

[8] 陈跃 , 蒙云龙 . 列宁青年观及其时代价值 [J]. 重庆邮电大学

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4,26(04):1-4.

[9] 巩永丹 , 胡颖 .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经验

启示 [J].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3,29(01):32-37.

[10] 王盈达 . 毛泽东的青年观及其现实启迪 [J]. 才智 ,2019(06): 

186+188.

[11] 倪愫襄 . 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历史演进 [J]. 思想教育研

究 ,2012(11):16-19.

[12] 俞光华 , 黄瑞雄 , 赵红 .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向探析

[J]. 广西社会科学 ,2018(08):201-207.

[13] 李诗懿 , 林绍玲 . 邓小平青年思想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6(S1):77-79.

[14] 兰刚 . 江泽民青年观论略 [J]. 毛泽东思想研究 ,1999(05):74-76.

[15] 胡建军 . 试析胡锦涛的青年观 [J]. 思想教育研究 ,2006(07): 

24-27.

基金：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科

研创新项目成果（批准号：XZMYYJS2020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