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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数学发展新时
代，新时代社会提倡终身学习，现代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有
自学能力的学生，当然数学阅读能力作为自学的一部分是现代人
必备的素质之一，日渐数学化的社会让人们意识到数学阅读在日
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颁布的《义务教育数学课
程标准（2011年版）》与《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都
强调，应该提倡阅读自学的学习方式，教师也应该指导学生进行
阅读自学；本文对近27年的数学阅读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以及未来
研究发展热点和趋势进行预判，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数学阅读的
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期刊的时效性比一般的研究报告和论文要强很多，它能够及

时地反映出某一研究热点的研究状况与发展方向。本研究主要以中
国知网为检索平台，在高级搜索的主题框内输入“数学阅读”，共
检索文献865条（检索时间为2021年10月15日）。在此基础上，经
过两人按照一定筛选标准逐条筛选，最终得到有效分析文献624条。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研发的

CiteSpace 软件作为主要研究工具，对搜集的资料做可视化分
析[1]。主要是对数学阅读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和相关文献作者等
信息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此来了解目前数学阅读研究状况、研
究的热点，然后通过对关键词突现以及时区图谱分析未来数学
阅读的研究方向。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研究态势与核心作者

（1）研究态势。年度发文量的变化可以反映出数学阅读研究
领域的整体发展态势以及不同年份数学阅读的大致研究状况。根
据知网总库样本，探索不同年份文献量的变化，关于数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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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核心作者分析。发文量是作者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

度量，发文量的多少是判断是否为核心作者的先决条件，因此核心
作者一直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美国科学计量学专家普赖斯

（Price D.S.）在洛卡特的洛特卡定律（Lotka’s Law）的基础上对
其深度和广度进行了扩展形成了普赖斯理论，因此发文量大于等于
3的作者为核心作者。此外我们发现，在624篇数学阅读研究的有效
文献中，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学者仅9位，发文量在两篇以上的
学者也只有22位，具体见表一，但中介中心性都是0.00，说明数学
阅读研究领域缺乏持续关注该领域的核心作者以及研究群体[2]。

表1      核心作者发文频次及中心性统计

数学阅读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由杨红萍，田小现，高文君
等学者为中心的学术团体。杨红萍和喻平，田小现和高文君，
田小现和韩连郡，洪云和林来顺等已经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但从连线的情况看，研究者的合作次数大多数都为1 次，而且
合作主要集中在师生或者同事间的合作，暂时还未形成一支稳定
的科研队伍。此外各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关联度比较低，科研机
构合作分散，几乎全部处于独立状态，暂时还未形成强大的科
学的数学阅读研究团队。跨机构的有效合作或许会成为未来数学
阅读研究的一个方向。

2.2基于关键词共现的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中心性

1 杨红萍 8 0.00 

2 高文君 7 0.00 

3 田小现 6 0.00 

4 郑大明 4 0.00 

5 韩联郡 4 0.00 

6 喻平 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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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学阅读研究热点分析。为了更进一步找到数学阅
读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识别出数学阅读研究领域的热点，对关
键词的频次和中介中心性进行排名，“数学阅读”被高度聚焦，
中介中心性高达0.77，远远高于其他关键词。其次“阅读能力”

“阅读”是仅次于检索主题词的中心性关键词，中心系数分别为
0.26和0.21，从研究对象来看，小学数学的相关研究文献比初
中数学相对较多。研究者依然关注阅读能力、数学语言、阅读材
料、学生阅读、小学数学、数学课堂等。

（2）数学阅读研究趋势分析。数学阅读研究的突现词图谱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数学阅读研究主题的一个变化趋势，帮助我们
了解各个时间阶段出现的较多或者使用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并以
此判断数学阅读研究领域的研究发展趋势。

关键词“数学阅读”从1994 年开始突现到2008 年终止，
说明在这一时期“数学阅读”受到多数研究者的重视，成为研究者
早期研究的主要方向；在1994-2014年期间，关键词“阅读提纲、
指导策略、阅读教材、培养学生、阅读课本等”突现程度一般，突
变强度参差不齐，但研究范围广泛，该阶段的研究热点转移到数学
阅读的方法、数学语言以及数学的学习之上，主要体现了该阶段数
学阅读研究者对课本教材以及对学生阅读指导的重视；2014年，关
键词“小学数学”“小学生”“培养策略”开始突现，突现程度较高，
其中“小学数学”高达11.13，并且突变持续至今，说明近几年数
学阅读研究者对小学数学阅读的关注度很高，很可能是未来几年数
学阅读研究者持续关注的方向及主要研究方向。

3　结论与展望
3.1研究结论
通过对1994 到2021 年的数学阅读研究的统计与分析发现，

数学阅读已经广泛引起人们的注意，在科研领域形成一定的成
果，为进一步研究数学阅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但也不难
发现，近些年来有关数学阅读的文章数量持续增加，但是从论
文发表的期刊来源来看，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数目较低，普
通期刊的论文数量较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研究时区图谱和关键词突现词图谱表明，从1994 年至今国
内数学阅读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从开始的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阅读策略到之后的注重数学阅
读和学生的学习相结合，再到现在的注重基于核心素养下关注小
学生的数学阅读，这将是今后数学阅读研究发展的重要走向。

3.2未来展望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我们要重视学生的数

学阅读能力和应用能力，同时指出学生应该掌握处理实际问题的
能力，而数学阅读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数学阅读在日渐数学化的社会显得尤其重要，我们每天都在与数
学信息打交道，数学阅读就是获取信息的基本途径，同时相关
研究指出，拥有较高的数学阅读能力的人要比较弱的人更快的适
应当前的社会化环境。因此，培养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是新课
程改革下对学生的基本要求。

（1）深入拓展数学阅读的研究内容。相对于国外，我国对数
学阅读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内容和方向偏狭窄，主要集中在对
阅读现象和规律的探索，缺乏以数学语言为载体的研究；研究多
停留在经验层面，关于数学阅读的研究缺乏理论指导，缺乏实证
研究。扩大数学阅读的研究范围，从心理学角度揭示数学阅读的
过程，通过心理现象探讨数学阅读规律；从教育学角度推测数学
阅读的心理活动，深层揭示数学阅读现状。将数学阅读紧密结合
心理学研究和教育学研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所需。

（2）培养核心力量引领的学术共同体构建。研究力量的多
元化可以促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基于核心作者共现图谱和研究机
构分布图，研究机构主要以少数核心作者为主，几乎没有核心研究
机构，并且研究人员与研究机构彼此与相互之间并未形成紧密的合
作关系。数学阅读研究的研究人员大多为理论研究者，我们可以培
养核心研究机构，通过举办相关学术会议加强机构间的相互联系，
扩大研究团体；我们要鼓励跨界交流，鼓励不同研究机构的协同合
作；再者我们要强化研究主体的自我规范意识，倡导创新倡导争鸣
与批判，从而引领数学阅读研究不断创新。总之，我们要形成规范、
高效、核心的研究团体，促进数学阅读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3）基于核心素养培养小学生数学阅读能力。随着社会不
断的社会化、信息化、数学化，我们发现培养学生的数学阅读能
力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我们更要注重小学生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
数学是一门高度抽象、逻辑复杂的学科，但是处于小学阶段的学
生逻辑思维能力暂时还不够完善，很难消化数学知识，因此必须
要通过阅读来帮助学生了解所学习的知识，这对学生成绩的提升，
阅读能力的培养都有积极意义。想要提高小学生的数学学习水平
和学习能力，就需要教师立足于核心素养培养小学生的数学阅读
能力，带领学生在不断的训练过程中提升数学阅读能力，培养学
习数学的良好学习习惯是未来研究发展的趋势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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