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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 Space的师范生素养研究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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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中国知网（CNKI）检索师范生素养相关的论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借助Cite  space和

Excel工具软件，对2014-2024年关于师范生素养研究的文章进行了可视化分析。从研究热点和研究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统计

和梳理，总结出了目前我国师范生素养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这些研究结果可以为其他研究者快速了解我国师

范生素养的研究现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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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教育部门高度重视师范生素养的培养和发

展，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旨在提升师范生的综合素质

和专业能力。在2018年6月29日，教育部一中移动“师范生

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与培养模式实证研究”课题组颁布了

研究成果《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此文件的颁布

对于规范和引导我国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具有重要

的意义。《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包括基础技术素

养、技术支持学习、技术支持教学三个维度[1]。为进一步加

强师范类专业建设，建立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制度，

教育部在2021年5月印发了《中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

能力标准（试行）》等五个文件。明确了师范生四大能力

即师德践行能力、教学实践综合能力、综合育人能力和自

主发展能力[2]。2022年国家颁布了《教师数字素养》标准，

规定了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

数字社会责任、专业发展五个维度的要求。对教师数字素

养的评价和培训确定依据[3]。该标准的颁布使得研究师范生

数字素养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参考文件。这些政策不仅关注

师范生的知识储备和教学技能，更强调其在数字环境下对

于技术运用于课堂能力的要求。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确

保师范生在毕业后能够胜任教师这一职业，为我国的教育

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1 219 1.17 2016 师范生 13 9 0.04 2016 科学素养

2 131 0.41 2017 核心素养 14 8 0.01 2020 人才培养

3 40 0.08 2016 信息素养 15 7 0.03 2020 新时代

4 19 0.05 2018 培养路径 16 7 0.01 2018 现状

5 14 0.00 2019 数据素养 17 7 0.00 2021 师德素养

6 13 0.01 2021 数字素养 18 7 0.00 2020 人工智能

7 13 0.02 2018 培养策略 19 6 0.02 2020 培养

8 12 0.04 2019 教师教育 20 6 0.00 2019 提升策略

9 11 0.03 2020 专业素养 21 6 0.00 2020 人文素养

10 11 0.00 2021 教学能力 22 5 0.00 2021 大数据

11 10 0.05 2017 职业素养 23 5 0.00 2016 新课标

12 10 0.02 2019 学前教育 24 5 0.03 2021 提升路径

表1  关键词频次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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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过程与方法

Cite space主要是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计量，以呈现

某一学科领域研究结构和发展趋势的软件。本文借助Cite 

space软件对师范生素养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

关键词共现等可视化分析，探究国内关于师范生素养研究

的热点和研究趋势。本研究选取中国知网（CNKI）中的文

献，以其中的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为数据源，将检索主题

设置为“师范生”和“素养”进行检索，剔除与研究主题

无关的文章，最终获得492条有效文献数据。

3  研究热点分析

为体现我国师范生素养的研究热点，借助Cite Space 

软件对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将 Cite Space 的节点类型设

置为关键词 Keyword之后运行，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接着

对关键词的频次、中心性以及年份等信息进行统计，根据

频次从大到小依次排序，最终得到的关键词频次统计结果

如表1所示。

根据表中所示信息可得出，出现频次最高的10个关键

词为“师范生”、“核心素养”、“信息素养”、“培养

路径”、“数据素养”、“数字素养”、“培养策略”

、“教师教育”、“专业素养”、“教学能力”，并且具

有较高的中心性，但是有些关键词的频次高中心性较低，

如教学能力、数据素养、师德素养等关键词的中心性都小

于0.1，说明这些关键词的引用频次高但是热度比较低。

根据上述分析说明说明我国师范生素养的研究主要针对核

心素养、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等素养的研究，同时也对提

升师范生的素养提出了培养路径和培养策略。对于学段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等阶段的

研究，相信以后对师范生素养的研究会遍布在各个学段的

研究。

同时，关键词共现图谱也可以代表当下的研究热点内

容。关键词是根据研究课题主要观点所凝练出的重点词

汇。用 Cite Space软件绘制出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1所

示。每个圆形的节点代表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代表该关键词

出现的频次,节点越大,说明这个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

相对的中心度也会越高,表明其为该研究的热点领域[4]。从

图1可以发现,“师范生”“信息素养”“数字素养”“核

心素养”“培养路径”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较高,并且中心

度较高。这表明在师范生素养的研究中，师范生是研究的

主要对象,数字素养、核心素养、信息素养是师范生素养研

究的主要内容，同时针师范生素养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培

养路径，以期提升师范生的素养能力。

4  研究内容分析

聚类分析侧重探究聚类空间的结构特征，聚类编号数

字越小，代表聚类规模越大，所包含的关键词越多[5]。将 

Cite Space 的节点类型设置为关键词Keyword之后运行，再

次聚类得到关键词聚类图普，模块值 Q=0.497，大于

0.3说明聚类结果可信，结构显著，平均轮廓值S=0.842，

大于0.7，表示聚类结构信度高。综合考虑去掉Count<1的

聚类，得到如图2所示的10个聚类。关键词出现次数最多是

师范生（0）、核心素养（1）、信息素养（2）、数据素养

（3）、科学素养（4）、策略研究（5）、数字素养（6）

、新师范（7）、专业素养（8）、现状（9）。进一步分析

师范生素养聚类的详细热点，可以得到当前国内关于师范

生素养的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在以下四个方面。

图1  关键词共现图

图2  关键词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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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师范生核心素养及策略的相关研究

2014年4月，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首次提出“核心素养”这

一概念，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6]

。在教育领域中，师范生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他们不仅是

知识的汲取者，更是未来的教育引领者。因此，对于师范

生而言，核心素养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这种素养不仅关

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更关系到未来教育事业的繁荣与进

步。然而，在培养师范生过程中还存在着高校教师对核心

素养理解不深刻、教学理念转变不到位，导致课程设置与

中小学教学脱节、人才培养目标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教育

实习的实效性不强，学生实训意愿不足等诸多问题[7]。针

对以上这些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策略：高校教师要转变教

学理念，梳理核心素养的观念；提高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

并不断地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注重师范生的教育实践，

能够深入到当地学校当中去，并结合实际行进教学。总的

来说，关于师范生核心素养的培养离不开高校教师的引

导，同时师范生自己也要重视实习的实践过程，能够深入

研究教学内容后在进行教学，不断地学习，提升自身的核

心素养。

4.2 关于师范生数字素养的研究

研究学者已经探讨了师范生数字素养框架及策略研

究，特别是师范生数字素养框架的研究。他们主要聚焦于

对国外教师数字素养框架的研究及我国《教师数字素养》

标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得出师范生数字素养的

框架。

近年来，师范生数字素养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影响因素方

面逐渐受到学界的青睐。在国内，郭星[8]在师范生数字素养

研究方面综合借鉴欧盟数字素养框架和我国教育部师范生

信息素养框架，自主设计了《师范生数字素养调查问卷》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师范生数字素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在于

数字素养总体水平较低；有较强的安全意识但又缺乏隐私

的保护；现有的数字素养不能支持教学活动，针对这些问

题从国家、高校、个人三方面提出策略。赵雨晴[9]则通过

文献研究法梳理了国内外数字素养的现状研究界定数字素

养的内涵及师范生数字素养的框架应遵循的本土性与国际

性、角色性与关联性、实用性与情境性几大原则，最终确

定由“数字化意识”、“数字化学习力”和“数字化教育

能力”三个一级维度以及七个二级维度、二十个三级维度

加具体描述构成的师范生数字素养框架。

4.3 关于师范生信息素养的研究

对于信息素养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有

对师范生信息素养测评工具的开发研究、信息素养提升策

略的研究、师范生信息素养评价及培养的研究、师范生信

息素养课程构建的研究等内容。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对于师范生信息素养的研究内容

比较广泛，但是对于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较多。在国内，

魏塞亚[10]通过梳理国内外信息素养的内涵，借鉴的想过量

表并结合《小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

》等内容构建了小学教育专业师范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

系，根据德尔菲法对题目进行了修改并作为预测试工具，

最终确定师范生信息素养的测评指标。田欣雨[11]梳理国内

外信息素养定义与测评指标,结合国内教师能力标准、师

范生培养方案及专家建议,对师范生信息素养进行了概念界

定,构建了师范生信息素养理论模型与测评量表。

4.4 师范生数字素养策略的研究

对于师范生数字素养提升策略的研究学者们从多个角度

出发，有学者研究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公费师范生

的培养策略，还有学者基于师范生数字画像提出教学策略

的研究等内容。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对师范生数字素养策略的研究

内容多样，依据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提升策略。在国

内，郑国等通过对乡村教师在数字素养方面存在的问题进

行分析，对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高校公费师范生提

出培养目标新定位革新公费师范生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

法、强化公费师范生教学实践体系、重视公费师范生数字

化意识培养及教师职业道德感的培育[12]。郑雪薇等通过对

学习通平台中的数据分析，从数字理论知识、数字操作技

能、数字专业技能、数字安全技能和数字竞争力 5 个方

面构建师范生数字素养个体画像，并利用 K-means 聚类

生成群体画像，将师范生分为“有待加强型”“均衡发展

型”“技能欠缺型”和“数字保守型”4 个类群。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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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画像对师范生的数字素养进行评价，从师范生、

教师、教学平台等视角出发，提出提升师范生数字素养水

平的教学策略[13]。

5  总结

基于关键词进行共线和关键词突现图谱分析结果可知，

在关键词共线知识图谱分析可知师范生是研究的主要对象,

数字素养、核心素养、信息素养是师范生素养研究的主要

内容，同时针师范生素养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培养路径，

以期提升师范生的素养能力。对关键词突现图谱分析可知

在2014-2019年这一阶段对于信息技术的研究持续的时间最

长。在2019-2024年这一阶段侧重关注师范生素养的影响因

素、培养策略以及教学策略，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主要聚

集在“培养”“教学改革”“影响因素”“教学策略”“

培养对策”等内容的研究。其中“乡村教育”“体育素

养”“教师教育”“培养对策”仍是接下来一段时间师范

生素养研究的重要热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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