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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我国自 2000 年以来的 665 篇以“教师教育”为关键词的已有文献为研究对象，基于文献计量相

关方法，对我国教师教育领域的研究情况进行基于作者、被引期刊以及关键词等信息的系统梳理。研究发现:

( 1) 我国教师教育领域的研究文献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 2) 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较多，且主要集中在师

范院校，但作者间的合作程度较低; ( 3) 期刊共被引分析印证了《教师教育研究》为该领域的核心期刊，且我

国教师教育研究具有显著的国际化趋势; ( 4) 关键词共现分析揭示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为课程改革、教师专业

化和师范院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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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 Analysis on Teacher Education in China
( From 2000 To 2012)

LI Pan-pan，YU Xiao-min
(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

Abstract: By using bibliometric analysis method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ping，this research try to detect the current sit-
u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China by analyzing 665retrievaled literatures in teacher education．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

First，the number of articles in this reseach field is growing． Second，the number of authors is large and most of them are in
normal colleges but little cooperation in this research field． Third，Teacher Education Ｒesearch is inthe core position．
Fourth，thehotspot domains in past 13 years lies on the keywords of“curriculum reform”，“teacher specialization”，“nor-
mal colleges”，“universities transformation”and so on．
Key Words: Teacher education; Keyword mapping; Hotspot domains; co-operation analysis; co-citation analysis

教师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立足的根本。建国以

来，我国经历了以培育师资为主和以培养高等学校

师资和科研人才为主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1］。从量

变到质变，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2001 年 《国

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阐述

了“教师教育”概念［2］。至此，“教师教育”脱离

了原有“师范教育”的范畴，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步入研究者的视野。 “2004 年，教育部在 《2003 －
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阐述了构建

教师教育体系的任务; 同年，权威刊物《高等师范

教育研究》更名为 《教师教育研究》，标志着教育

界关于‘教师教育’的系统理论研究全面展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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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 用 文 献 计 量 相 关 研 究 方 法 对 我 国 自

2000 年以来教师教育领域的已有文献进行研究，

以期梳理并揭示我国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发展路径

与相关现状。

一、文献来源与分析方法

我国教育学领域有 37 种期刊被 CSSCI 收录。
本文以中国知网 ( CNKI) 为检索平台，选择该 37
种期刊为检索边界，以 “教师教育”为关键字，

以 2000 － 2012 年为检索时间范围，展开文献的检

索工作。检索得到 1375 篇文献，其中包括实证研

究、定性研究、会议论文、征稿启示以及大量关于

教师进行教育活动研究的文献。经过滤与筛选，共

得到 665 篇符合研究要求的文献。
作为一种倍受各领域学者关注的研究方法，科

学知识图谱能基于文献的基本信息，采用统计学的

基本思想，实现对已有文献的归纳、分析，从而获

得所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演化路径［4］。因

此，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学中的科学知识图谱分

析方法对收录的文献进行分析。

二、数据分析

( 一) 文献基本情况分析

本研究首先对纳入分析的 665 篇文献进行了基

于期刊刊载量的基本情况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1
所示。

首先，2000 － 2012 年期间，教师教育领域的

相关研究数量呈上升趋势。其次，从总量和年均刊

载量来看，《教师教育研究》一直是我国教师教育研

究领域的核心，其刊载量占文献总量的 19． 69% ; 位

居第二位的是 《外国教育研究》，该期刊主要刊载

了对国外教师教育政策、制度、体系等研究的文

献，刊载量占文献总量的 12． 31%; 《比较教育研

究》与《教育研究》分别排在第三和第四位，刊

载量占文献总量的 9%和 7． 06%。以上四种期刊刊

载的教师教育领域文献数量占据全部文献的 48%，

说明该四种期刊是教师教育领域学者发表自己观

点、进行学术交流的主要平台。

表 1 文献分布列表

期刊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2012
合计

教育研究 3 2 1 4 4 6 4 7 4 5 7 47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 1 3

高等教育研究 2 1 3 3 2 3 2 3 1 3 23

电化教育研究 3 1 1 2 1 1 3 12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1 2 3

开放教育研究 3 2 2 1 1 1 10

中国电化教育 1 2 4 3 3 1 1 15

比较教育研究 1 3 2 8 5 2 2 5 2 8 2 9 11 60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 1 1 3

教育与经济 1 1 2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0

中国高等教育 0

教师教育研究 4 4 10 15 11 12 7 10 11 6 13 15 9 127

教育研究与实验 2 2 1 3 8

教育发展研究 1 2 4 1 3 4 2 17

教育学报 2 2 1 1 1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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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2012
合计

远程教育杂志 1 2 1 1 5

中国高教研究 2 3 7 1 1 2 1 17

教育科学 1 1 1 2 1 4 3 2 1 16

复旦教育论坛 1 1 2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1 1

课程． 教材． 教法 5 2 3 6 5 3 4 7 7 4 3 49

全球教育展望 1 1 6 7 7 7 1 5 7 4 46

现代大学教育 1 1 3 5

高教探索 1 3 2 1 2 2 1 12

江苏高教 1 1 3 2 2 3 1 1 1 15

现代教育技术 1 1

中国教育学刊 1 2 2 2 2 2 3 2 16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0

中国大学教学 3 1 1 2 2 9

中国特殊教育 1 1 1 1 1 5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报 1 1 1 3 2 3 1 4 3 19

现代远距离教育 1 1

外国教育研究 1 2 5 6 7 5 5 8 8 8 6 9 12 82

大学教育科学 1 1 1 1 5 1 3 2 1 16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1 1 2

研究生教育研究 1 1 2 1 5

小计 6 11 31 49 46 60 50 63 71 69 60 75 74 665

( 二) 作者情况分析

为清晰地展示我国教师教育学者的情况，本文

对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作者分析将从作者机构、作

者发文量以及合作情况三个角度展开:

1． 作者机构分析

本文对文献作者所属机构的分析基于该文献第

一作者。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发文数在 10 篇以上

的机构有 13 个，如下表所示:

表 2 机构频次列表

位次 第一机构 署名次数

1 北京师范大学 92

2 华东师范大学 70

位次 第一机构 署名次数

3 东北师范大学 42

4 浙江师范大学 20

5 西南大学 19

6 华南师范大学 18

7 福建师范大学 17

8 首都师范大学 15

9 南京师范大学 13

10 湖南师范大学 11

11 安徽师范大学 10

12 西北师范大学 10

13 浙江大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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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13 家机构中除浙江大学外均为师范院

校，可见师范院校是我国 “教师教育”研究的主

力军。这主要得益于师范院校浓厚的教育学底蕴及

强大的学术研究能力［3］。其累计发文量为 337 篇，

占总发文量的 50． 6% ; 其次，在众多师范院校中，

北京 师 范 大 学 位 居 榜 首，发 文 量 为 92 篇，占

13． 8%。北京师范大学是较早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

建设硕士层面教师教育专业的院校之一［5］，且北京

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是全国唯一从事教师教

育研究的国家重点研究单位［6］。良好的教师教育研

究背景成就了其在我国教师教育领域的影响力。
2． 作者发文量和合作分析

本文对文献作者署名情况进行了基于频次的统

计分析①，对署名超过 3 次的作者姓名及人数列表

如下:

表 3 作者频次列表

署名次数 作者姓名 人数

12 朱旭东 1

10 洪明、周钧 2

8 姜勇 1

7 饶从满 1

6 张斌贤、黄甫全、钟启泉、鞠玉翠 4

5 王艳玲、马云鹏、申仁洪、陈时见 4

4 顾明远、钱小龙、李广平等 11

3 谢安邦、荀渊、华东师范大学课题组等 31

由上表可知: 发文数在 3 次以上 ( 包含 3 次)

的作者为 54 人。可见，教师教育研究领域中较为

活跃的学者数量较为可观。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的

朱旭东教授署名 12 次，且署名文献被引频次也相

对较高，是我国教师教育研究领域具有影响力的研

究者。
为清晰地反映高产作者间的合作情况，本文借

助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UCINET 绘制了作者合作知识

图谱，结果如下所示:

从合作紧密程度看，东北师范大学的马云鹏、
赵冬臣，南京大学的钱小龙和汪霞合作较为紧密;

从合作群大小看，华东师范大学作者群最大。另

外，从合作次数来看，55 位署名超过 3 次的作者

中有 25 位存在合作关系，但合作次数不多，且多

数合作是来自同一学校的师生或同事间的合作，其

余作者均以独立作者身份出现。可见，我国教师教

育领域作者合作并不频繁，且跨机构跨领域交流合

作较少。

图 1 作者合作知识图谱

( 三) 期刊共被引分析

期刊共被引分析能确定某一研究领域的核心期

刊，有利于反映某研究领域中期刊间的学术或专业

联系性［7］。本文以单篇文献为研究单位，基于 Bi-
bexcel 软件进行期刊被引频次分析，选择被引频次

在 10 次以上的期刊绘制知识图谱 ( 图 2) 。
另外，本文统计了被引率排名前 27 的期刊的

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结果如表 4 所示:

首先，从被引频次来看，《教师教育研究》处

于第一位，其次为 《教育研究》。同时，在期刊共

被引网络关系 ( 图 2 ) 中 《教育研究》与 《教师

教育研究》紧密相联，度中心性大小相同，成为该

领域的中心点，说明该两种期刊居于教师教育研究

领域核心地位。并且，它们在期刊间的桥梁作用和

控制信息流的作用也是最强的。这也佐证了《教师

教育研究》为教师教育领域核心期刊这一教育界普

遍认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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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期刊共被引知识图谱

表 4 期刊频次、中心性列表

位次 频次 期刊 度中心性 中介中心性 位次 频次 期刊 度中心性 中介中心性

1 128 教师教育研究 100 3． 472 15 17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69． 23 0． 91

2 97 教育研究 100 3． 472 16 16 教育研究与实验 53． 85 0． 271

3 60 比较教育研究 88． 46 2． 622 17 15 外国中小学教育 30． 77 0． 019

4 51 外国教育研究 76． 92 1． 257 18 14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73． 08 1． 127

5 50 全球教育展望 96． 15 3． 151 19 14 中小学教师培训 65． 39 0． 627

6 44 课程． 教材． 教法 92． 31 2． 253 20 14 中国高教研究 53． 85 0． 32

7 39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73． 08 1． 205 21 14 中国电化教育 46． 15 0． 141

8 33 高等教育研究 88． 46 1． 593 22 13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57． 69 0． 353

9 33
Teaching and Teach-
er Education

73． 08 0． 989 23 12
Teachers College
Ｒecord

65． 39 0． 625

10 31 教育发展研究 80． 77 1． 869 24 11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61． 54 0． 509

11 28 教育理论与实践 84． 62 1． 845 25 11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

50 0． 13

12 27 中国高等教育 53． 85 0． 394 26 11 电化教育研究 42． 31 0． 081

13 22
Harvard Educational
Ｒeview

80． 77 1． 394 27 10 教育科学 53． 85 0． 24

14 20
Educational
Ｒesearcher

80． 77 1．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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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期刊度中心性排序来看，《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和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
cation》两种外文期刊进入了排名前十序列，且这

两种外文期刊是国际教师教育领域的学术专刊［8］。
可见，我国教师教育领域的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国

际化趋势。

为清晰地展示我国教师教育研究在不同阶段的

期刊共被引情况，本文将期刊共被引情况分为两个

时间段 ( 2000 － 2006 年以及 2007 － 2012 年) 来考

察。其共被引知识图谱 ( 以被引率排名前 20 的期

刊为分析对象) 分别如图 3、图 4 所示:

图 3 2000 －2006 年期刊共被引知识图谱

图 4 2007 －2012 年期刊共被引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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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文来源看，2000 － 2006 年，我国教师教

育领域文献的引文来源期刊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

《教师教育研究》、《教育研究》、《外国教育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和 《全球教育展望》等期刊。外

文期刊有 3 种 ( 图 3 ) ，节点相对较小，且外文期

刊与中文期刊同时被引的几率不高，说明该领域学

者在这一阶段对外文期刊引用与关注较少，研究的

国际化程度较低; 2007 － 2012 年，我国教师教育

领域的研究者开始将视角转向国际［9］，尝试把全球

化的理论成果与我国现实状况有机结合［8］。该阶段

的期刊共被引网络 ( 图 4 ) 较前一个阶段更为复

杂，外文期刊引用数量增至 6 种，与中文期刊共被

引频率增加，说明我国教师教育领域的研究在这一

阶段的国际化趋势更为明显。另外，这一阶段的各

期刊节点大小相差不大，说明我国教师教育领域文

献的引文来源期刊更为多样。
( 四) 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学术论文的精髓，它反映了论文研究

的主要领域和核心内容。因此，对关键字的分析，

有利于客观反映某领域的研究热点。
1． 关键词的总体分析

本文对该 665 篇文献进行了基于关键字词频的

统计分析，对频次在 3 次以上 ( 包含 3 次) 的关键

词按表述意思进行归类，并使用 UCINET 软件绘制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 5 所示:

图 5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本文将出现频次在 9 次以上的关键词及其随时

间的数量变化列表，如下表 5。这些高频关键词反

映了 2000 年以来我国教师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
从表中可以看出，教师教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与不

同时期的教育政策息息相关。
( 1) 课程改革

我国传统的教师教育课程分为基础课程、学科

专业课程和教育专业课程［10］。长期以来，师范院

校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学科专业课程上，对

塑造教师形象起重要作用的教育专业课程却得不到

应有的重视，其教师教育课程就显得相对落后。基

于这样的背景，加强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迫在眉睫。
2001 年，我国启动了新一轮也是建国以来最具影

响力的一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教师教育课程的改革［11］。2005 年，教育部委托

华东师范大学制定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旨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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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上规范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12］。2011 年，

教育部出台《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

革的意见》。上述课程改革的相关政策，不断向学

者传达教师教育课程的重要性。因此，从 2002 年

开始出现与课程相关的关键词，如 “课程改革”，

且这类研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 2) 教师专业化和教师教育一体化

教师专业化不仅有利于教师质量的提高，也有

利于教师地位的提升。因此，教师专业化一直是各

国教育组织努力的目标。按照教师教育的概念，教

师专业发展离不开教师职前、职后一体化教育。但

我国的师范教育一直沿袭着 “一次性”的教育理

念，使得我国的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分离，阻

碍了教师的终身学习［13］。因此，如何明确教师专

业化的目标，加快教师教育一体化进程成为政府和

教师 教 育 研 究 者 关 注 的 焦 点。2002 年，教 育 部

《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中首次提出了 “教师专业发展”的概念，同时指

出“教师教育是在终身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按照专

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教师的职前培养、入职教育

和在职培训的统称”。之后的政策文本中也多次出

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及 “提高教师专业水平”
的词语［14］。因此，从关键词趋势列表可以看到，

2002 年以后，以“教师专业化”和 “教师专业发

展”为核心的相关研究开始涌现，但近几年此类研

究数量有所下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教师专业

化的研究逐步走向成熟。

表 5 关键词频次及数量趋势列表

关键字 频次
出现

时间

出现时间段和持续时间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课程相关 43 2002 0 0 2 0 2 4 5 5 6 6 3 3 7

教师专业化 41 2001 0 1 7 7 4 8 4 1 4 0 1 2 2

师范院校 31 2000 1 0 0 3 5 3 5 4 0 3 3 2 2

教师专业发展 29 2001 0 1 3 2 2 4 4 2 3 2 1 3 2

课程改革 24 2002 0 0 2 2 0 1 3 1 5 0 2 4 4

师范生与师范教育 24 2001 0 1 0 1 2 4 2 3 1 4 2 0 4

教师培养模式 24 2001 0 1 1 0 0 4 1 3 6 4 0 3 1

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22 2000 1 0 2 4 2 1 1 1 5 0 1 3 1

教育实践 17 2004 0 0 0 0 1 0 4 1 4 1 2 1 3

教育改革 12 2002 0 0 1 1 0 1 0 1 4 2 1 0 1

教师教育一体化 12 2000 1 2 1 2 1 1 2 0 0 2 0 0 0

教师发展 12 2002 0 0 3 0 2 0 0 1 2 1 3 0 0

信息化 12 2002 0 0 1 1 2 0 0 0 2 2 0 1 3

教师职前教育 10 2003 0 0 0 3 0 0 0 0 1 0 2 1 3

基础教育 9 2003 0 0 0 1 0 2 1 0 0 1 2 0 2

转型 9 2001 0 2 0 3 0 0 0 0 0 1 0 2 1

综合性大学 9 2001 0 1 1 1 1 2 0 1 0 0 1 1 0

实践反思 9 2002 0 0 1 1 0 0 1 2 1 1 2 0 0

中小学教师 9 2004 0 0 0 0 1 0 1 1 2 1 1 1 1

免费师范生与师范生免

费教育
9 2008 0 0 0 0 0 0 0 0 2 0 0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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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师范院校

2000 年至今，我国师范教育经历了从传统封

闭式、定向型向开放性、市场化的转变。随着师资

供大于求的出现，人们对高素质教师的需求日渐迫

切［15］。师范院校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型为我国探索

多样化的教师培养模式带来了更大的空间［16］，而

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工作又使教师聘用制度市

场化［17］，从而为有志和适合从事教育事业的优秀

人才走上教师岗位创造了条件。2001 年，国务院

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中第 28 条规定: “完善以现有师范院校为主体，其

他高等学校共同参与、培养培训相衔接的开放的教

师教育体系［18］。2003 年，《教育部 2003 年工作要

点》再次强调，要 “加快建立开放灵活的教师教

育体系，提高办学层次，推进师范院校改革，鼓励

综合性大学开展教师教育”［18］。
因此，由图 5 可知: “师范生与师范教育”、

“综合性大学”、 “转型”、 “教师培养模式”以及

“师范院校”成为 13 年来我国教师教育领域联系较

为紧密的关键词。其中， “师范生和师范教育”、
“综合性大学”、 “转型”和 “教师培养模式”从

2001 年开始出现，而“师范院校”则从 2003 年开

始涌现。
( 4) 信息化

教师教育信息化关注的是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和

信息素养，对促进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19］。2002 年《教育部关于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

建设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加强师范院校信息技术和

教育技术等专业建设; 2003 年教育部公布 《关于

实施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的指导意见》，开

始着手实施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20］。因此，

信息化是我国教师教育研究的主要关键词。由表 5
和图 5 可以看出，信息化从 2002 年开始出现，主

要与教育技术、终身学习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相连。
( 5) 免费师范生

免费师范生教育是政府为改变我国长期存在的

教育不公平现象、培养和造就优秀教师和教育家的

重要举措［21］。2007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

过了《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

法 ( 试行) 》，此文件明确规定六所部属师范大学

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22］。从本研究对关键词的分

析来看，从 2008 年开始，就有学者关注 “免费师

范生与师范生免费教育”，且与其同时出现的关键

字主要是“政策”，说明在师范生免费教育的研究

中，政策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
2． 关键词中的国别分析

本文对关键字中出现的国籍及其频次进行统

计，将出现 3 次 以 上 ( 包 括 3 次) 的 国 家 列 表

( 表 6) ，并按年份绘制出国家数量随时间变化趋势

图，如图 6 所示。

图 6 国家数量趋势图

由图 6 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国外教师教育关

注开始呈现多元化，由最初的西方国家 ( 如美国、
英国) 和亚洲少数发达国家 ( 日本等) 扩展到南

亚和非洲等地区。虽然学者关注的国家数量增加，

但针对各个国家教师教育研究的文献数量并不多

( 如表 6) 。
首先，美国是我国学者关注时间最早也是关注

程度最高的国家 ( 频次 57 ) 。另外，从内容上看，

学者试图通过研究美国在教师教育领域的做法，反

思自我，为我国教师教育提供意见或建议。因此，

学者对美国教师教育的关注较为全面，包括教师专

业化、教师专业标准、课程改革、教师教育大学

化、教师教育市场化等; 其次，英国的教师职前培

养、教师教育课程也是学者关注的热点; 第三，学

者对日本在 2000 年以后制定并实施的教师教育政

策［23］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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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国家出现时间和频次列表

国家 出现时间 频次

美国 2000 57

英国 2002 14

澳大利亚 2005 10

南非 2005 8

日本 2001 7

德国 2004 5

印度 2007 4

俄罗斯 2001 4

芬兰 2010 3

土耳其 2009 3

荷兰 2006 3

除上述三个主要的研究国别外，德国的教师教

育标准、澳大利亚的教师质量及教师教育课程的标

准、南非的教育政策体制改革、印度的教师质量评

估和教师教育课程变迁等也都是我国学者教师教育

国际化研究的关注点。

三、结论

本研究对 2000 年以来我国教师教育领域的已

有研究进行基于文献计量的统计分析，主要研究发

现如下:

首先，从文献刊载量来看， 《教师教育研究》
在该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第二，我国教师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众多，主要

集中在师范院校，其中北师大以及华东师大是我国

教师教育领域较为活跃的研究机构;

第三，教师教育领域的期刊共被引情况证实了

《教师教育研究》为该领域核心期刊。此外，该领

域的引文来源期刊逐渐多样化，外文期刊被引频次

逐渐上升;

第四，教师教育政策始终引领着该领域的研究

热点，2000 年以来教师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有:

课程改革、教师专业化、师范院校转型、信息化。
从热点的演变趋势可以看出: 我国教师教育由

片面注重职前教育向职前、职初、职后教育一体化

方向发展，更加注重教师的终身学习和职业的专业

化; 师范院校正由以培养教师为单一目的的院校向

综合型师范院校转型; 综合型大学也在加紧设立教

育学科，参与教师培养工作; 同时教师教育的改革

和发展也对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提出更高的要求。
但教 师 教 育 领 域 中 不 可 避 免 的 存 在 一 些 问 题:

首先，作者间的合作不够，跨机构合作更是屈指可

数; 其次，被引外文期刊数和频次非常有限，对国

际教师教育形势的关注较少。因此，有必要在该领

域的研究中提倡沟通与合作，甚至鼓励跨机构、跨

学科的创新性研究。另外，实时追踪国际前沿也是

该领域研究者的重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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