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 (1)2023,1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91

文化自信多维视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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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 CNKI 核心期刊文献为数据来源，运用 CiteSpace 文献计量工具，从发文量和发展趋势、载文期刊、研究机构、研究热点

和研究前沿等维度，对2002-2022 年期间文化自信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提出后续的研究视角、研究方向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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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bibliometric	tools,	a	software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this	study	makes	a	visual	analysis	of	papers	published	
in	CNKI	o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from	2002	to	2022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ublication	volume	and	research	trends,	published	journals,	research	
institutions,	hot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	frontiers	and	so	on.	At	last,	it	proposes	follow-up	research	angle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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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引言
文化自信是指文化主体对身处其中的作为客体的文化 , 通过对

象性的文化认知、批判、反思、比较及认同等系列过程 , 形成对自
身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确信和肯定的稳定性心理特征（刘林涛，
2016 ；孙良瑛，2018 ；李建威，2020 ；李国庆，2020）。文化自信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
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2010）。“文化自信”一词由骥
焚于 1998 年在《吴泽洲重树民族文化自信》一文中首次提及 ；罗
渊于 1999 年发表的《文化自信与现代汉语教育》是国内最早的	“文
化自信”的研究文献 ；2014 年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
学习会上公开提出“文化自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我国文化自信研究始于 1999 年，之后在文化、高等教育、新
闻与传媒、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思想政治等领域逐渐受到关注。
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文化自信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一
定的规模，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挖掘，可以使我们更
加全面、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文化自信研究的现状、进展以及更深
层次的内容。近年来，有关文化自信的会议综述、研讨会综述占比
较多，仅有位数不多的几位作者对文化自信的研究论文进行了分析。
周鹏（2018）利用 CiteSpace 对文化自信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并提出
研究前景和展望 ；徐茜妍（2020）从文化自信的内涵、文化自信构
建必要性及其路径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阳雪等（2021）从文化自信
的内涵概念、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培育途径以及提升对策等三个方
面对大学生文化自信研究内容进行综述。但以上研究仍存在局限之
处：从内容上看，其分析内容大多停留在研究现状和进展概述层面，
缺乏对文化自信研究热点的总结与发展趋势的探讨 ；从方法上看，
以主观的内容解读为主，运用文献计量、知识图谱等方法进行客观
分析的不多。

为全面把握国内文化自信的研究热点及其发展脉络，本文尝
试以当前学界比较认可的科学计量软件 CiteSpace 作为研究工具，
对文化自信相关研究文献的题录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展示国内
文化自信研究的研究历程、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在中国知网（CNKI）高级检索条件下，以	“文化自信”

作为篇名检索条件，期刊来源类别选择“北大核心”和“CSSCI”，
发文年代设为“不限”，文献检索及下载时间截止 2022 年 3 月 5 日，
检索方式为“精确”，共检索到 1503 篇核心期刊。对检索到的研究
文献进行初步筛选，除去会议论文、书评、论文评述、综述、会
议摘要、征稿启事等无关文献 143 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去重后，
最终获得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有效文献 1360 篇。鉴于首篇文献出现

在 2002 年，故刊发时间设定为 2002 年 1 月至于 2022 年 3 月。
2.2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主要基于科学计量学领域的知识图谱理论，即将应

用数学、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与计量学、引文分析、共现分析等方法结合，并利用可视化的图谱
形象地展示学科的核心结构，发展历史、前沿领域以及整体知识架
构的现代理论（陈悦等，2015）。

CiteSpace 软件是由陈超美博士开发的一款在 JAVA 环境下进
行运行的可视化工具，在科学计量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是当前该
领域普遍采用的新工具。本文采用 CiteSpace.5.8.R2 版本软件对文
化自信研究现状进行定量分析，绘制文化自信知识图谱以探寻其研
究热点演化的关键路径与知识拐点，更好地把握文化自信研究进展
和前沿。

3. 多维视角对比分析“文化自信”研究态势
3.1 年发文量分析
与某一研究主题相关的发文数量可以反映学界对该主题的关

注程度和发展趋势，发文数量越多，表明相关研究越活跃。本文
运用 Excel 工具对 1360 篇论文进行统计，得到 2012-2022 年文化
自信年发文数量统计图（图 1）。通过分析发现，文化自信研究大
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缓慢发展期（2012-2015 年）。
相关研究较少，其中，最早涉及“文化自信”的文献是由邱柏生于
2012 年发表的《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需要对待的问题》；第二阶
段是快速发展期（2016-2019 年）。从 2016 年起发文量逐渐上升，
呈现井喷态势，至 2018 年达到顶峰，这可能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文化自信”概念有关。文化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现实需要（史守林，
2020），因此文化自信研究在这一时期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第三阶
段为平稳回落期（2019-2022年）。可能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自 2019 年呈现缓慢下降的态势，但每年的发文量仍在 100 篇以上，
说明学界对文化自信研究仍保持着一定的关注度。

图 1　2012-2022 年文化自信年发文数量统计图
为更加真实地反映国内文化自信研究的学术发展趋势，笔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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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自信相关论文的年累积发文量进行统计，并尝试用 Excel
对其进行函数曲线拟合，其中拟合度 R2=0.056, 拟合公式为 y=7E-
153e0.1758x。拟合结果如图 2 所示。根据图 2 中的拟合曲线可以清
楚地看出，未来几年内我国文化自信的累积发文量曲线预计会呈现
稳步上升趋势，表明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度在逐步回暖。

图２	我国文化自信学术发展趋势拟合曲线图
3.2 载文期刊分析
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 Bicomb 软件对 2012-2022 年间关于文化

自信研究文献进行载文期刊频次分布统计，载文量大于等于 10 篇
的期刊有 29 家，结果如图 3 所示。其中载文数量排在前 10 位的期
刊的载文量占全部文献的 30.147%。仅就载文期刊关注领域来看，
文化自信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政教育领域。

图 3　	2012-2022 年载文期刊频次分布图

图 4	研究机构分布图
3.3 研究机构分析
为有效地反映论文的机构来源，笔者采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

Bicomb软件对期刊论文的作者单位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如图4所示。
其中，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河海
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和山东大学对文化自先研究做出了突出
贡献，且作者所在院系都是马克思主义学院。

3.4 研究热点分析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文化自信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以可视

化形式呈现其聚类分析结果，得出关键词共现图谱。研究热点问题
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强国等。

随着“四个自信”的提出，“文化自信”成为该课题研究中强
度最高的突显词。学界对文化自觉、文化认同、文化强国与文化
自信的关系开展了丰富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只有坚持文化自觉与
文化自信的双重统一，才能在文化自信中实现文化自强（	殷冀锋，
2020）；有学者认为新时代大学生要探寻文化自信丰富蕴含 , 把准
文化自信主旨要义 , 厘清文化自信之路 , 才能实现文化强国（张志
伟，2020）；也有学者认为要实现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是前提（张婷，
2021）。

3.5 研究前沿分析
利用 Citespace 突显词检测功能来预测前沿研究动态，发现文

化自信领域的前沿方向为中医文化自信。从相关文献来看，主要采
用思辨式研究方法探讨了中医文化自信或中医药文化自信的现状以
及对策。毛志强（2018）指出目前存在着“中医非科学论”和	“中
医超科学论”两种评价论，前者的实质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全
盘否定 ；后者是因认识局限而产生的妄自尊大和盲目自信 ；丛日坤

（2021）等指出医学院校学生缺乏中医文化自信会使中医文化有效
传承与广泛传播受到阻碍与影响 ；杨宜花等（2021）认为应以提高
辨证论治诊疗技能和中医文化自信为目标 , 既关注中医学生能力技
能的传承 , 又实现对中医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 ；段志光（2022）提
出要改革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一个融合共生和共享共用的现
代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杨婕等，2022）。

4.0 结语
综上，学界对大学生文化自信的研究比较匮乏，后续应关注

大学生文化自信现状，完善文化自信融入机制，优化文化自信培育
路径，构建文化自信育人体系以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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