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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核心素养研究的动态图谱化分析 
◆杨  峰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  510006） 

 
摘要：近年来核心素养研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门领域。为探究

我国核心素养研究的脉络图景，运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的方法，以

在中国知网中检索到的关于核心素养的期刊文献为研究样本，借助

CiteSpace 软件，从研究作者、研究机构、研究主题三个方面绘制了我国

核心素养研究的科学知识谱。研究发现，核心素养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

基本已经呈现，但研究作者间的合作较少；有众多研究机构投入到核心

素养的研究中，但研究机构分布较分散；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核心素养

的理论研究、核心素养的实践研究、核心素养的国际经验介绍研究。基

于上述发现展开反思，提出注重研究协同性，推动核心素养研究共同体

的建设；注重对核心素养测评的实践研究；注重核心素养研究国际经验

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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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核心素养是近几年来在教育领域持续发酵的一个时代热词，

作为课程改革的 DNA，它是为应对知识经济、科技发展等多项
诉求而构建出来的能力与素养系统，蕴含着适应未来发展所必需
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美
国 21 世纪学习联盟(P21)等多个国家推出核心素养框架以来，我
国于 2014 年颁布《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明确地指出研制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以使学生适应社会发展和自身终身发展的需
求。由此核心素养一词进入人们的研究视域，成为众多专家学者、
一线教师关注的焦点，2016 年北师大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总体框架之后，核心素养这一话语不断升温，学术界展开
了关于核心素养的大讨论，并且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鉴于此，
本文拟利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相关文献资料，
借助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技术，绘制 2013—2019 年关于核心
素养研究的知识图谱，以期为将来进一步地研究提供借鉴。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数据 
为了廓清核心素养这一研究主题的进展情况，就需要保证研

究数据的权威性与时效性。为此，本研究选取 CNKI 数据库中的
期刊论文作为数据的来源，以“核心素养”为篇名，时间跨度为
2013—2019 年，文献来源分别选择核心期刊、CSSCI，进行检索，
共获取到 3883 篇文献，检索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15 日。在此基
础上，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筛查和整理，确定检索到文献有 3784
篇符合研究要求，即这 3784 篇文献为本次研究的样本。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具有知识图谱可视化功能的 CiteSpace 软件,对核

心素养的相关研究进行多维扫描，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核心素养
领域的研究进程和结构关系。CiteSpace 软件是由陈超美开发的
一个可视化软件，主要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
识拐点，以关键论文为代表，并通过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
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1]作为一
款专门用于科学文献计量的软件，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
质与特征，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2]可用于核心素养研究动态
的图谱化分析。 

3 研究内容 
本研究以核心素养领域的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从研究群体、研究机构、关键词维度对目
标领域的文献信息进行深度地挖掘，以此全面展现我国核心素养
研究的前沿热点、演化路径和发展趋势。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核心素养研究的发文量分析 
 
 
 
 
 
 
 
 
 
 
 
图 1  2013-2019 年核心素养研究的发文趋势分布图① 

为了清晰呈现核心素养研究的进展情况，对所选时间范围内
的样本文献进行描述性分析（如图 1），可以发现核心素养研究
相关文献的数量总的趋势在逐年增加，其中 2013——2014 年增
长较为缓慢且文献数量较少，表明核心素养的研究尚处于探索起
步阶段；2015 年发文量增长较为明显，这可能与教育部颁布的
《意见》中强调加快核心素养体系的建设有关，可见学术研究的
焦点话题与国家的方针、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2016 年核心素
养的总体框架正式敲定，对其基本内涵与表现等方面做了详细的
阐述，进而激发人们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于是这一阶段的研究
文献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2017 年核心素养文献量呈现出爆发
式增长，核心素养的研究进一步纵深发展，进行了诸如核心素养
如何与课程结合、如何通过具体学科培育核心素养，以及如何评
测学生的核心素养等方面的探索；2018 和 2019 年核心素养文献
量持续增进，并根据对文献的分析，发现研究逐步转向对学科领
域核心素养的探讨。据此可以推测：今后一段时间内核心素养将
持续受到关注，激发出新的思想火花。 

4.2 核心素养研究的作者群分析 
对核心素养研究的作者群进行统计分析，既可探知该研究领

域的核心作者，又作为判断研究共同体是否形成的凭据。本研究
借助 Citespace 软件绘制作者知识图谱，其分析结果如下图 2，表
1 所示，借以分析核心素养领域作者的发文数量情况以及相关作
者间的合作研究状况。 

 
 
 
 
 
 
 
 
 
 
 
 

图 2  核心素养研究作者群分布图谱 
表 1  核心素养研究的高产作者分布情况 

序号 作者姓名 首发时间 发文频次 
1 辛涛 2015 15 
2 刘霞 2016 14 
3 褚宏启 201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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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崇德 2016 12 
5 蔡清田 2015 12 
6 刘坚 2016 10 
7 魏锐 2016 7 
8 刘晟 2016 6 
9 周平艳 2016 5 

10 陈有义 2016 5 
11 师曼 2016 5 
12 姜宇 2015 4 
13 余发碧 2016 4 

从图 2 的分析结果来看，核心素养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呈现出
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即本领域内大部分学者较少有与其他学
者的合作研究，仅有的学者中合作关系较为密切是林崇德、辛涛、
刘霞、姜宇，刘坚、师曼等，可见目前我国核心素养的研究力量
并不集中。大部分学者仍是各自为阵，尚未形成明显的核心作者
群，然而核心素养研究热潮兴起的时间较短，不同学者之间的对
话，沟通与合作还需要时间的积淀，况且从上述作者的合作年限
发现：合作研究的时间大部分集中于 2016 年和 2017 年，表明众
多研究者已经有意识的开展彼此间的合作探究，随着核心素养研
究的深入推进，这种交流也将愈加频繁， 终促成该领域研究共
同体的形成。 

依据美国科学计量学奠基人——普赖斯指出：在同一主题
中，半数的论文是一群高生产力的作者所写，这一作者集合约等
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1]即强调了根据研究领域 高产作者
的发文量来确定核心作者范围，其具体的计算可以用公式表述为
M=0.749* ，其中 nmax 为核心研究者中 高产作者发表的
论文数，M 为核心研究者中 低产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通过表 4
中给出的作者发文数量从高到低的部分排序，可以测算出核心素
养研究中核心作者的发文数量应在 3 篇及以上，经过统计分析，
发现发文量在 3 篇及其以上的作者共有 15 人，占发文作者总数
的 23.4%，满足普赖斯定律关于核心作者界定，表明核心素养研
究领域的核心研究团队已经形成，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将起到引
领作用。 

4.3 核心素养研究的机构分析 
研究机构是研究力量的重要集聚地，对研究机构的考察可以

了解当前研究的主要力量分布。运用 CiteSpace 软件的分析，发
现核心素养研究的前沿阵地主要集中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几个高等院校，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
基础教育质量协调创新中心有望成为核心素养研究领域的领跑
者，然而，各高校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结并不密切，缺乏必要的合
作研究与交流，但是高校研究机构内部之间的合作网络较为密
集，如北京师范大学存在基础教育协同创新中心与心理学院、化
学学院等多个学院间的联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课程与教学研
究所和教育学部结成研究团队，因此应适当的拓展合作空间，避
免重叠交叉研究，紧跟研究前沿，协同推动核心素养研究进程。 

 
 
 
 
 
 
 
 
 
 
 
 

图 3  核心素养研究机构分布图 
4.4 核心素养研究的主题分析 
文献关键词是文章主要内容的凝练呈现，通过抽取索引文献

中的关键词来归结核心素养领域的研究焦点，借以知悉该领域研
究主题的分布。借助 C iteSpace 软件绘制关键词知识图谱（如图
4）可以发现：学者们紧紧围绕核心素养这一焦点话题，从课程
改革、学科核心素养等方面展开论述。从关键词共现图谱中看出，
不仅核心素养研究的主题领域有所拓宽，而且研究深度层面也有
增强。比如学者们从学科核心素养引申出具体的语文、数学核心
素养；从学生核心素养深入到素养评价，既有宏观层面的顶层设
计、课程改革、教育改革，又有微观层面的课堂教学变革、学校
教育改进。从图 5 中的分析结果来看，关键词突现和研究主题基
本吻合，说明落实立德树人是开展核心素养相关研究的指向标与
根本目的所在，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相对稳定的研究热点。 

 
 
 
 
 
 
 
 
 
 
 
 

图 4  核心素养研究主题分布图 
 
 
 
 
 

图 5  核心素养关键词突现分析 
通过对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可以探测核心素养研究的主要分

布领域，借助 CiteSpace 工具绘制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共得到
7 个分类标签，从大到小分别是：三维目标（#0）、国家认同（#1）、
学习活动（#2）、核心素养（#3）、信息技术（#4）、审美鉴赏（#5）、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6）。其中三维目标主要围绕育人模式、学
科教育、人才培养、知识结构进行探讨；国家认同、学习活动、
信息技术、审美鉴赏属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具体层面的研究；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侧重于评价标准的制定和培育路径的确立；核心
素养主要涉及国外核心素养实践经验的介绍。在此基础上研读相
关文献， 终梳理出核心素养的研究主要围绕三大核心主题展
开：核心素养的理论研究，学生核心素养的实践研究、核心素养
研究的国际经验介绍。 

 
 
 
 
 
 
 
 
 
 
 
 

图 6  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 
（1）关于核心素养的理论研究 
核心素养的理论探究是实施核心素养研究的先导。这一研究

领域主要涉及核心素养的内涵与本质、三维目标与核心素养、研
究核心素养需要关注的问题、核心素养体系的构建等。在核心素
养的内涵本质方面，褚宏启教授把核心素养的内涵界定为：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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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 21 世纪的社会变革，人所应该具备的关键素养；[4]张华从核
心素养与基本技能等方面的关系入手把核心素养理解为人解决
复杂问题和适应不可预测情境的高级能力；[5]三维目标与核心素
养方面，余文森认为从三维目标走向核心素养，是学科教育高度、
深度和内涵的提升，是学科教育对人的真正的回归。[6]核心素养
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方面，辛涛教授从“核心素养与学科核心素
养”等视角来思考如何将核心素养融入到新课标中；[7]在关于核
心素养体系的构建方面，姜宇从理论层面来阐述如何通过对课程
标准、课程实施等领域改进将核心素养的育人目标体系，落实到
具体的教育和社会活动中去；[8]对于数学学科的核心素养，朱立
明建议从强化数学文化熏陶、完善教学质量评价来搭建数学学科
的核心素养体系。[9] 

（2）关于核心素养的实践研究 
关于核心素养实践层面的研究是以实证调的方式来开拓核

心素养的研究路径。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核心素养与学科核心素
养的调查研究、核心素养与课程结合的实践探索。针对核心素养
与学科核心素养的研究，何莉对于语文学科提出以多样化古诗文
学习为切入点，经历情感地感染，文化的熏陶，切实提升学生的
语文核心素养；[10]对于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尤江龙在物理课程
的各个环节，着力实现情境与内容的密切结合，让物理教学真正
实现回归生活情境、回归学生， 大限度的促进学生物理素养的
形成；[11]在核心素养与课程的实践探索方面，张静波，蔡国英力
图以学生综合实践活动为突破口，对当前学校综合实践开展的内
容窄化、评价模糊化问题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促进学生在知识、
能力与情感方面核心素养养成的有力抓手。[12] 

（3）关于核心素养的国际经验介绍 
关于核心素养的国际经验介绍是核心素养研究的主要关注

点之一。阅读相关核心素养文献发现，在国际经验介绍这一领域，
学者们的集中于介绍国外核心素养的框架要素、学科核心素养的
教学、核心素养课程的实施、核心素养的测评四个核心论域。在
核心素养框架要素层面，姜亚洲、黄志成对欧盟国家以跨文化理
论为基础建立的核心素养调整框架地阐释，指出欧盟将以行动者
取向文化观为核心的跨文化素养植入核心素养框架，对当下我国
强调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大背景下如何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提
供了思考方向；[13]在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层面，李金云对美国阅
读教学中致力于积极阅读者的培育目标导向，关注阅读全过程的
多样化教学活动与教学支架的教学方式取向，进而对我国语文阅
读教学中的原点审思、阅读教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展开思考。[14]

在核心素养的课程实施层面，周佳伟通过对芬兰国家教育核心基
础课程解读探究，发现其课程领域分为人与工具、人与自己和人
与社会三大方面，并形成了垂直连贯学段、水平统整学科的课程
结构体系；[15]在核心素养的测评层面，王俊民对澳大利亚科学素
养测评框架的研究分析，指出对新一代我国学生核心素养的评价
要从情境创设、题型构建方面进行评价形式的改进；[16]在经验介
绍的基础上，吕君,韩大东针对韩国核心素养改革的现实，从课
程理念、课程评价与培养目标方面进行了全面地透析，以此为我
国核心素养背景下的新课程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17]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1）注重研究协同性，推动研究核心素养研究共同体的建

设 
通过对核心素养研究领域中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分析，发现

虽然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形成核心的作者，但是不同作者之间的合
作研究明显缺乏，同样在机构方面合作仅限于高校内部的研究单
位之间。研究对话的欠缺，既造成了研究众多低水平的重复研究，
又影响核心素养研究的创新和持续的深入推进，更不利于学术研
究共同体的形成。因此不论对研究者还是研究机构而言，走出对
自我的迷恋，增强与外部的联系，交流合作，形成对核心素养清
晰、完善、有深度的认知。 

（2）注重对核心素养测评的实践研究 
通过素养测评来促进核心素养的落地生根是实现育人目标

的有力抓手。回顾我国在上一轮课程改革中，素质教育轰轰烈烈，
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依然存在，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学生测评改进
没有跟上。学生测评犹如课程改革中的一面旗帜，对学校的育人
目标、教师的教学目标，考核方式等都会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
因此，面对当前我国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不仅要探究如何把核心
素养落实到教学和课程中去，更要在借鉴国外先进的测评经验的
基础上，开发出我国学生核心素养的测评体系，为核心素养的改
革提供指引。 

（3）注重核心素养国际研究经验的本土化 
国际上众多国家、地区和组织的研究行动为我国核心素养的

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对于开拓研究视野、拓展研究
思路、丰富研究内容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我国学生的发展
特点，社会发展的诉求，又有着不同于他国的独特之处，这就使
得在引进国外关于核心素养研究的经验时，注重联系本国的实际
情形，切实推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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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注：2019 年数据资料截止到检索日（2019-3-15）为止，

2019 年发文量仍在不断增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