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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近十年的发展，SPOC课程从理论到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为了从宏观上把握我国SPOC课程的

研究热点，本文选择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提取1998年—2020年的SPOC研究文献为研究样本，

采用词频分析、共词聚类和多维尺度方法对SPOC领域的知识结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初步揭示了我国SPOC
课程研究现状和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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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私播课）是阿

曼多•福克斯（Armando Fox）在 2013 年提出的概念[1]。

与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型开放式网

络课程）平台相比，SPOC 平台要求学员必须积极参与

课堂讨论，保证足够的学习时长，按时完成作业和测验

等，因此学员对课程的学习黏性更强，学习情感投入更

多，学习体验更好[2]。目前学术界对我国 SPOC 课程研

究热点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研究数据都来源于中国

知网数据库，论文内容良莠不齐，数据代表性不强[3-5]。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被称为核心期刊中的核心——中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该数据库刊登的论

文代表了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因此本文

在数据代表性上更有优势。为更准确地把握我国 SPOC
领域当前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本文使用文献计量

学分析工具，从 CSSCI 中选择 1998 年—2020 年的 SPOC
领域研究文献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高频关键

词进行共词分析，为我国未来 SPOC 课程应用研究提供

借鉴[6，7]。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样本来源 
文献题录数据收集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在 CSSCI

中采用检索策略为“篇名（词）=SPOC”或“关键词

=SPOC”，发表时间为 2000 年—2020 年。检索到文献 66
篇。从文献类型来看，文献中包括论文 65 篇，其他 1 篇。 

1.2  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 
目前对特定知识领域研究热点分析主要采用研究方

法有共被引分析和共词分析，考虑到 SPOC 在内容上属于

新兴学科，因此本文采用共词分析法对近十年 SPOC 研究

论 文 的 主 题 进 行 归 纳 [7] 。 在 研 究 软 件 上 ， 主 要 使 用

CITESPACE、BICOME、SATI 和 SPSS 进行数据处理，

利用 NET draw、PAJEK 和 GEPHI 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和展

示。本文在借鉴前人经验基础上，使用共词分析法判断研

究主题，使用 SATI、SPSS 进行数据分析和展示，结合

Excel 电子表格数据透视表进行辅助分析[8]。 

2  数据分析与讨论 

2.1  关键词词频分析 
 关键词是对论文内容的提炼和总结[9]。本文从 CSSCI

下载的 66 篇文献中提取出频数排名前 30 的关键词共现矩

阵，并利用 EXCEL 数据透视表制作出我国 SPOC 研究的

高频关键词表（限于篇幅中只列出前 10 位，如表 1 所示）。

表 1 基本能反映出近 10 年来我国 SPOC 领域研究的热点。

可见除了 SPOC 主题关键词，排名前十的高频关键词依次

是 MOOC、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混合学习、深度学习、

高校图书馆、差异性分析、教学实践、大学英语和混合式

教学。 
表 1 我国 SPOC 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表（部分） 

关键词 频次 累计百分比 

SPOC 54 35.06% 

MOOC 21 13.64% 

翻转课堂 20 12.99% 

教学模式 8 5.19% 

混合学习 5 3.25% 

深度学习 4 2.60% 

高校图书馆 3 1.95% 

差异性分析 3 1.95% 

教学实践 3 1.95% 

大学英语 3 1.95% 

混合式教学 3 1.95% 

2.2  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词频分析可以初步反映 SPOC 研究热点，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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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展示关键词间的关联[10]。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以进

一步了解研究现状并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通过 SATI 生

成长和宽均为 30 的关键词相似矩阵（如表 2 所示）。相似

矩阵中的数据越大，说明数据间间距越小，数据的相似度

越高。由表 2 可见 SPOC 和翻转课堂的相似系数相对较大，

说明翻转课堂教学理念的实施离不开 SPOC 的辅助；

SPOC 与 MOOC 的相似系数次之；而教学模式与 SPOC
分属不同领域内容，因此相似系数很小。 

表 2 高频关键词相似矩阵（部分） 

关键词 SPOC MOOC 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 混合学习 深度学习 

SPOC 1.000 0.316 0.300 0.148 0.059 0.074 

MOOC 0.316 1.000 0.129 0.059 0.095 0.013 

翻转课堂 0.300 0.129 1.000 0.056 0.010 0.013 

教学模式 0.148 0.059 0.056 1.000 0.025 0.031 

混合学习 0.059 0.095 0.010 0.025 1.000 0.000 

深度学习 0.074 0.013 0.013 0.031 0.000 1.000 

聚类分析是通过聚类算法将关系密切的主题聚集成

团（研究领域）的过程，用来揭示特定知识领域的研究主

题[1]。将关键词共现矩阵导入 SPSS 进行层次聚类分析，

得到如图 1 所示的高频关键词聚类树状图[11]。由图 1 可见

SPOC 的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三类。 

 

图 1 高频关键词聚类树状图 
2.3  高频关键词多维尺度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是通过测定关键词之间的距离来发现

主题结构。它能将高维数据变换为二维数据仍能近似保持

原数据间关系[1]。本文将关键词共现矩阵导入 SPSS 进行

多维尺度分析，得到高频关键词多维尺度图谱（如图 2
所示）。经过比较聚类树状图（图 1）和多维尺度图（图 2），

可以将我国 SPOC 研究主题分为三类：一是教育导向研究

包括创客式教育、认知行为、混合式教学、教学模式、在

线学习等主题关键词；二是学习导向研究包括深度学习、

混合式学习、教学实践、翻转课堂、学习资源、二阶序列

分析等主题关键词；三是绩效导向研究：包括差异性分析、

教学有效性、学习绩效、学习成效等主题关键词。 

 

图 2 我国 SPOC 领域高频关键词多维尺度图谱 

3  结论与启示 

本文应用共词分析法对国内 SPOC 科学文献的研究

主题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得出以下二点认识：首先，国内

SPOC 的三大研究领域中，教育导向和学习导向研究相对

成熟。从借鉴他山之石，学者们对 SPOC 相关理论和实践

的认识逐渐深入；从 MOOC 和 SPOC 概念辨析，到翻转

课堂教学理念和实践探索，最后结合国情、校情对具体课

程翻转课堂教学理念的实施总结，都体现了我国教育界对

先进教学理念、方法和手段的重视、消化和吸收。其次，

现有的绩效导向研究主题相对分散，理论思辩偏多，实证

研究资料偏少。目前绩效导向研究切入点主要有学习者心

理视角[13-15]和知识管理视角[16，17]，今后要加强对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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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习绩效交互规律和交互原理的实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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