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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以来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热点与前沿
———基于１８种 ＳＳＣＩ期刊的可视化分析

兰国帅１，２

（１．河南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２．河南省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摘要］　本研究采用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方法，运用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绘制《计算机
与教育》（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等教育技术领域１８种ＳＳＣＩ期刊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探测国际教
育技术研究热点主题，包括用数字技术进行学习和大学教学质量研究、远程教育中在线学习与探究式学习研究、

认知负荷理论相关问题研究、建构主义的情景化学习和知识建构研究、信息技术接受相关研究。研究还发现国

际教育技术研究渐强型前沿有在线社交网站的社会资本问题研究、ＴＰＡＣＫ和多元数据分析方法研究；渐弱型前
沿有技术接受和创新扩散问题、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和数字化游戏学习研究；最新前沿是关于在线社交网站的

“大五人格”问题、多元数据分析方法研究和虚拟学习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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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寻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热点和前沿对指导我国
教育技术理论创新和实践研究，深化教育技术改革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应用当前国

际科学计量学领域最新研究方法对国际教育技术权

威学术期刊的文献数据进行知识可视化分析，绘制

该领域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展现国际教育技术研

究的热点主题和前沿演进，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决

策依据和数据支持。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专业学术刊物，尤其是公认的权威学术刊物可

被视作学科知识的主要载体。《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简称ＳＳＣＩ）是目前国际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
权威的引文数据库。其来源期刊发表的研究文献反

映了国际研究的主流与前沿。鉴于此，本研究结合

教育技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ＳＳＣＩ
数据库所收录的国际教育技术领域１８本权威期刊
的１５０９６条来源文献进行分析，内容涉及标题、作
者、关键词、摘要、来源出版物和参考文献等。

文献共被引关系反映了研究方向或研究主题的

关联，两篇文献共被引的频次越多，说明它们所代表

的学术研究方向的关联性越强。由此推之，由多篇

文献间的共被引关系形成的文献共被引聚类，反映

了聚类文献间共同的研究方向和关注的热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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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图谱表现出来的文献共被引聚类，揭示了

科学知识领域中主流研究的热点主题及其知识结

构。由信息可视化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 系统绘制的分
时、多元、动态网络图谱可揭示科学知识领域的研究

热点和前沿演进（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并使研究者
能够直观地辨识相应学科领域的经典文献及学科前

沿的演化路径（侯剑华等，２００７）。本研究采取定量
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文献共被引的聚类

图谱和时间线图谱分析等方法对文献进行定量研

究，并在可视化分析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

图１　国际教育技术研究文献的共被引网络聚类图谱（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二、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的热点主题

从文献计量学角度看，某领域的研究热点和主

要方向可从文献共被引网络的聚类结构分析（侯剑

华等，２００９）。本研究利用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对上文确定的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
析，得到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的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

（见图１），该图谱包括６６３个节点，２９８条连线。
本文选取节点排名前５的聚类并采用对数似然

比（Ｌｏｎ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Ｒａｔｉｏ）算法计算进行分析。在标
识词（来源施引文献关键词）的列表中，权值最大的

代表相应聚类的主要研究热点主题。从５项聚类中
选取权值最大的标识词，并结合施引文献分析发现，

当前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的热点主题包括用数字技术

进行学习和大学教学质量研究、远程教育中在线学

习与探究式学习研究、认知负荷理论相关问题研究、

建构主义情景化学习和知识建构研究、信息技术接

受研究等。

从聚类结果看，第一个研究热点主题是排名首

位的聚类（Ｃｌｕｓｔｅｒ０），该聚类包含３１个节点。结合
聚类标识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和Ｍｉｎｄ是最大标识词），我
们发现这一聚类是关于用数字技术进行学习和大学

教学质量问题的研究。通过二次文献法并结合施引

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戴安娜·劳瑞劳德（Ｄｉａｎａ
Ｌａｕｒｉｌｌａｒｄ）、查尔斯·克鲁克（ＣｈａｒｌｅｓＫ．Ｃｒｏｏｋ）、吉
丽·萨曼（ＧｉｌｌｙＳａｌｍｏｎ）等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学
者。戴安娜·劳瑞劳德（Ｌａｕｒｉｌｌａｒｄ，１９９３）探讨了技
术媒体在有效改善学生学习与教学方面的潜能，为

教育技术的设计、开发与实施建构了实践方法论，定

义了一种所有教学方法都必须遵守的标准。通过二

次文献法可以发现，查尔斯·克鲁克（Ｃｒｏｏｋ，１９９６）
基于维果茨基文化历史心理学理论，探究了新技术

怎样促进学与教的相互作用，指出计算机能提供有

效合作的条件和增强教育的社会功能，从而为计算

机的教育应用提供系统框架和方法论工具，也为小

学到大学的协作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个研究热点问题是排名第二的聚类（Ｃｌｕｓ
ｔｅｒ１）。该聚类包含２９个节点，聚类的最高标识词
为探究社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Ｉｎｑｕｉｒｙ）和学习策略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研究主题是远程教育中的在线
学习与探究式学习。通过二次文献法并结合施引文

献分析可以发现，兰迪·加里森（Ｒａｎｄｙ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特里·安德森（Ｔｅｒｒｙ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阿尔弗雷德·
罗瓦伊（ＡｌｆｒｅｄＰ．Ｒｏｖａｉ）、迈克尔·穆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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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Ｍｏｏｒｅ）等为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兰迪·加里
森是在线教育领域探究式学习和探究社区理论研究

的代表，提出了交互控制理论、三代教育技术和三代

远程教育理论及批评性思维等，对批评性思维、自主

学习与传播技术使用等作出了杰出贡献。加里森和

安德森（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１）的《远程教育中
的批判性思维、认知性存在和计算机会议》一文，介

绍了批评性探究社区模型，界定了模型中的核心概

念“认知性存在”，并用实证数据进行了验证。事实

证明，认知性存在可创建并支持在计算机会议环境

进行适当的教学性存在和社会性存在。２００３年，加
里森和安德森（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集中探讨
了转型时期的网络远程教育、在线学习及虚拟学习

共同体的构建。２００５年，他们（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Ａｎｄｅｒ
ｓｏｎ，２００５）又采用调查研究法，通过聚焦四门远程教
育课程在线交互的本质评估在线学习的深度。研究

发现，课程设计、课程结构和课程领导是影响学生在

线学习交互和学习方式的主要因素，为远程教育在

线学习交互影响因素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穆尔

（Ｍｏｏ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提出的交互距离理论，也对在
线学习的交互进行了系统阐述。总之，这些文献在

研究主题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论述了远程教育

中在线学习和探究社区问题，折射了２１世纪以来国
际教育技术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远程教育中的在

线学习探究社区问题，且具有逐渐增强之势。

第三个研究热点问题是排名第三位的聚类

（Ｃｌｕｓｔｅｒ２），该聚类包含２６个节点。结合标识词分
析，最大标识词为认知负荷（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ｏａｄ），我们
发现该聚类研究主题是关于认知负荷理论相关问

题；通过二次文献法并结合施引文献分析可以发现，

相关研究主要聚焦认知负荷理论、认知负荷与多媒

体学习、认知负荷与教学设计等；进一步分析发现，

约翰·斯威勒（ＪｏｈｎＳｗｅｌｌｅｒ）、理查德·梅耶（Ｒｉｃｈ
ａｒｄＥ．Ｍａｙｅｒ）、约翰·安德森（ＪｏｈｎＲ．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斯拉瓦·卡柳加（ＳｌａｖａＫａｌｙｕｇａ）、艾伦·佩奥（Ａｌｌａｎ
Ｐａｉｖｉｏ）等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和领军人物。约
翰·斯威勒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育心理学

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认知负荷理论。理查德·梅

耶是多媒体学习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提出

了著名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该理论融合了学习

科学和教学科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由基本假设、学

习科学、教学科学及应用领域构成的严谨科学体系，

使得学习与教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互惠关系。

梅耶（Ｍａｙｅｒ，２００２）的《多媒体学习》一文，探讨了多
媒体信息设计的七个原则和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

对共同使用词语和画面促进人类理解的潜能研究进

行了系统总结，初步构建了多媒体学习理论框架。

２００９年出版了《多媒体学习》的第二版，系统论述了
多媒体学习的前景，阐释了十一种多媒体学习认知

与教学设计原则。这些成果堪称研究多媒体学习及

多媒体教学设计的奠基性文献。斯拉瓦·卡柳加在

学习者专门知识的反转效应、多媒体学习中的冗余

效应、快速在线诊断性评价方法的发展、裁剪教学的

不同自适应过程对学习者专门知识水平的效力影响

等领域贡献巨大。约翰·安德森提出了认知心理学

领域著名的思想与理性自适应控制认知架构模型，

理性地分析了理论框架及分解假设。

排名第四位的聚类是Ｃｌｕｓｔｅｒ５，包含２０个文献
节点。该聚类代表的第四个研究热点是建构主义情

景化学习和知识建构研究，最大标识词为建构主义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通过二次文献法并结合施引文献
分析可以发现，让·莱夫 （ＪｅａｎＬａｖｅ）、爱丁纳·温
格（ＥｔｉｅｎｎｅＷｅｎｇｅｒ）、马琳·斯卡达玛丽亚（Ｍａｒｌｅｎｅ
Ｓｃａｒｄａｍａｌｉａ）、卡尔·贝莱特（ＣａｒｌＢｅｒｅｉｔｅｒ）、维果茨
基、萨莎·巴拉（ＳａｓｈａＢａｒａｂ）、基思·索耶（Ｒ．
ＫｅｉｔｈＳａｗｙｅｒ）等为该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让·
莱夫是情境学习理论与实践社区的提出者与开创

者，他和温格（Ｌａｖｅ＆Ｗｅｎｇｅｒ，１９９１）的《情景学习：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提出了情景学习的概念，完善

了该理论体系，将学习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实践共同

体中学习者的社会性参与，并将参与作为学习的关

键，创造性地将情景学习理论及其概念应用到基于

实践社区的学习领域。这些观点体现了做中学的思

想，反对抽象、去情境化的知识传递，重视情境脉络

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温格（Ｗｅｎｇｅｒ，１９９８）从社会
学习理论视角探讨了促进学习的创新方法，提出了

实践社区理论模型，为该主题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琳·斯卡达玛丽亚和卡尔·贝莱特从学习科学的

角度对知识建构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实践等进行了

系统研究，为知识建构研究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排名第五位的聚类是 Ｃｌｕｓｔｅｒ１１，共包含１８个
节点，最大标识词为信息技术。该聚类代表的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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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国际教育技术研究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中突现节点文献列表（部分）

序号 频次 突现率 作者 年份 关键节点文献 聚类

１ １６４ ３８．００ 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ｔｅｉｎｆｉｅｌｄ ２００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中“老友记”的益处：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在线
社交网站的使用》

１８

２ １０１ ２７．５２ Ｖｉｓｗａｎａｔｈ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 ２００３ 《信息技术用户接受：面向统一视角》 ９

３ ７１ ２５．１８ ＲｉｃｈａｒｄＥ．Ｍａｙｅｒ ２００２ 《多媒体学习》 ７

４ １００ ２５．１１ ＪａｍｅｓＰａｕｌＧｅｅ ２００３ 《视频游戏教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与素养》 １１

５ ８３ ２１．５８ ＣｒａｉｇＭ．Ｒｏｓｓ ２００９ 《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使用有关的个性与动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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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研究热点主题是关于信息技术接受方面的研究。

二次文献法分析发现，弗雷德·戴维斯（ＦｒｅｄＤ．
Ｄａｖｉｓ）、伊塞克·阿耶兹（ＩｃｅｋＡｊｚｅｎ）、维斯瓦纳
特·文卡特斯赫（Ｖｉｓｗａｎａｔｈ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马丁·菲
什拜因（ＭａｒｔｉｎＦｉｓｈｂｅｉｎ）、埃弗雷特·罗杰斯（Ｅｖｅｒ
ｅｔｔＭ．Ｒｏｇｅｒｓ）、戴维·葛芬（ＤａｖｉｄＧｅｆｅｎ）等为该研
究领域的权威学者；结合施引文献分析可以发现，信

息技术接受研究主要集中在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

为理论、技术接受模型（简称ＴＡＭ１）、技术接受扩展
模型（简称 ＴＡＭ２）、技术接受整合模型（简称
ＴＡＭ３）、整合技术接受模型与计划行为理论的模
型、整合技术接受和使用理论模型（简称 ＵＴＡＵＴ）、
动机模型、计算机可用性模型、社会认知理论、创新

扩散理论。ＴＡＭ１提出了一个简约模型，为后续研
究奠定了基础；ＴＡＭ２通过拓展 ＴＡＭ１，探究了感知
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决定因素的来源，为ＵＴＡＵＴ和
ＴＡＭ３模型提供了支撑；ＵＴＡＵＴ是在整合包括
ＴＡＭ１等八个模型主要元素的基础上提出的整合与
改进模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扩展空间；ＴＡＭ３又整
合其它模型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信息技术接受和使

用决定因素的综合模型，是对ＴＡＭ２的延伸与拓展。
与上述其他模型相比，其主要优势在于它既有全面

性，又有潜在的可操作性。不难发现，从 ＴＡＭ１到
ＴＡＭ３始终围绕着一根主线，即使用意向决定使用
行为。这些理论模型主要研究包括个人信念和使用

意向的关系及信念的构成因素；以个人对使用信息

技术的信念为自变量，以使用意向或使用行为为因

变量，阐述了个人对信息技术的接受和使用过程是

一个涉及行为、行为意向和态度等多方面因素的认

知发展过程。个人信念决定着使用意向和使用行

为，反之，个人的使用经验又会修正行为信念，并决

定未来的使用意向。与此同时，使用意向也取决于

外部强加给个人的社会压力，如单位制度的硬性规

定必须使用某种特定技术。从这一视角看，个人对

信息技术的接受和使用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影响的

过程。

三、国际教育技术研究前沿演进

研究前沿必须在分析突现文献和突现词的基础

上，结合对施引文献的分析，进行综合判断和探测。

本文根据突现文献被引突现的时间和趋势，将研究

前沿的概念划分为三种，即渐强型研究前沿、渐弱型

研究前沿和最新研究前沿，结合相关突现词（来源

关键词）和施引文献信息，并深度剖析这些突现节

点文献（见表一）的被引数量，进一步厘清国际教育

技术领域近年研究关注的前沿问题及其演进。

（一）渐强型研究前沿—在线社交网站的社会

资本问题、ＴＰＡＣＫ和多元数据分析方法的研究
本文分析的渐强型节点文献主要在高突现率文

献中，被引频次从整体上看处于上升趋势，其中包含

本研究中突现率最高的节点文献，即查尔斯·斯坦

菲尔德等人（Ｅｌｌ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的《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中
“老友记”的益处：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在线社交网站

的使用》一文。作者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视角探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社交网站，指出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使用者能够维持
他们的社会资本，并探究了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在线社交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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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资本的形成与保持之间的关系。该文从

２０１２年开始出现被引频次突增，２０１４年达到第一个
被引频次高峰２３次。查尔斯·斯坦菲尔德（Ｓｔｅｉｎ
ｆｉｅ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等人又发表《社会资本、自尊和在
线社交网站的使用：纵向分析》一文，对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在
线社交网站用户的固定样本数据进行纵向分析，探

究了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使用强度、心理健康的措施和弥合社
会资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情景支
持能够帮助减少低自尊学生在形成社会资本来源的

各种大型异构网络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该文从

２０１３年开始出现被引频次突增，２０１４年达到第一个
被引频次高峰２７次。

突现率位于第七位的节点文献是丹娜·博伊德

（ＤａｎａｈＢｏｙ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等人的《社交网站：定义、
历史与研究》一文。作者描述了社交网站的特点，

提出了社交网站的定义，呈现了社交网站的演变历

史，总结了现有社交网站的研究现状，还探讨了未来

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该文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出现被
引频次突增，２０１４年达到第一个被引频次高峰 ３２
次。突现率位于第十位的节点文献是蒂法尼（Ｔｉｆｆａ
ｎｙ）等人的《大学生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社交网站上的经验》一
文（Ｐｅｍｐｅ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该文报告了一项关于Ｆａ
ｃｅｂｏｏｋ的研究，探讨了社交网站的使用对身份和同
伴关系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

每天使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时间约３０分钟，倾向使用一
对多的交流风格，充当向朋友传播内容的创造者角

色，更倾向于花较多的时间阅读和浏览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
的内容；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最常用于学生之间的社交传播，内
容除了表现如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和工作等经典的

“成人初显期”身份标识外，也常用媒体偏好表达自

己的身份。该文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出现被引频次突增，
２０１４年达到第一个被引频次高峰２６次。突现率位
于第二十一位的节点文献是科斯纳等人的《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和学业表现》一文（Ｋｉｒｓｃｈ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主
要探究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使用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提供
一份关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使用的探索性调查。结果表明，
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非使用者相比，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使用者学业平
均成绩较低，每周学习时间较少。该文从２０１２年开
始出现被引频次突增，第一个被引频次高峰达到１２
次。突现率位于第十二位的节点文献是塞巴斯蒂

安·巴伦苏埃拉（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Ｖａｌｅｎｚｕｅｌａ）等人的《社

交网站中有社会资本吗？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使用和大学生的
生活满意度、信任与参与》一文（Ｖａｌｅｎｚｕｅｌａ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主要探讨了美国最受大学生欢迎的社交网
站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是否与提高个人社会资本的态度和行
为有关。调查发现，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使用强度与学生的生
活满意度、社会信任、公民参与之间均存在正相关，

表明在线社交网络并不是应对青少年脱离公民责任

和民主的最有效解决方案。该文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出
现被引频次突增，２０１４年达到第一个被引频次高峰
３０次。

上述六篇文献从２００７年开始被引频次出现突
增，至 ２０１４年有的文献被引次数增至 ７３次和 ３６
次。这些文献在研究主题上高度一致，都是探讨在

线社交网站的社会资本问题，折射了２１世纪以来国
际教育技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沿：在线社交网站的

社会资本问题，且有逐渐增强之势。

另一个渐强型节点文献是突现率位列第十六位

的朋亚·米什拉（ＰｕｎｙａＭｉｓｈｒａ）和马修·科勒（Ｍａｔ
ｔｈｅｗＪ．Ｋｏｅｈｌｅｒ）的《技术教学内容知识：教师知识
的一种框架》一文（Ｍｉｓｈ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６）。该文以
李·舒尔曼（ＬｅｅＳ．Ｓｈｕｌｍａｎ）提出的“学科教学内
容知识”概念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教师专业发展的

教育技术概念框架———“基于技术的学科教学知

识”（简称ＴＰＡＣＫ），并将ＴＰＡＣＫ框架延伸到教师专
业发展领域，以强调教师知识的复杂性、多面性和情

境性等特征。从被引情况看，该文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出
现被引频次突增，２０１１年达到第一个被引频次高峰
２８次，２０１２年稍有下降，从２０１３年再次出现被引频
次突增并达到新的被引频次高峰３４次。这也说明
了ＴＰＡＣＫ的相关研究自２００６年以来一直是国际教
育技术领域的研究前沿，近年来出现增强态势。此

外，小约瑟夫·海尔（ＪｏｓｅｐｈＦ．ＨａｉｒＪｒ．）等人的专
著《多元数据分析（第六版）》是一本面向应用的经

典多元数据分析教材（Ｈａｉ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６）。结合相关
突现词和施引文献的信息及文献被引情况发现，

“多元数据分析方法的研究”是国际教育技术研究

领域具有增长趋势的重要前沿。

（二）渐弱型研究前沿———技术接受和创新扩

散问题、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和数字化游戏学习

研究

本文界定的渐弱型研究前沿主要指由被引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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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下降趋势的节点文献所反映的研究主题。需要

说明的是，渐弱型研究前沿文献并不代表相关研究

渐弱，其所反映的研究主题仍是国内外研究热点。

其中，突现率列第十位的是文卡特斯赫和戴维

斯（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Ｄａｖｉｓ，２０００）的《技术接受模型的理
论拓展：四个纵向领域研究》一文，开发与测验了一

个技术接受模型的理论拓展，即技术接受扩展模型

（ＴＡＭ２）。这一模型以个人行为意向为研究对象，
以ＴＡＭ为基础，细化了影响信念的构成因素，并依
据社会影响和认知工具流程两个复合变量维度解释

感知有用性和使用意图。随后，文卡特斯赫等人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又发表了《信息技术的用户
接受：面向统一视角》一文，该文在文献共被引网络

中的中介中心性为０．１３，突现率为２７．５２，表明该文
在网络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是国际教育技术研

究领域的基础文献。从被引频次看，两次被引频次

的高峰分别出现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从２０１２年开
始，呈现减弱趋势。根据前文关于研究前沿的探测

方法，以技术接受为关键词进入ＳＳＣＩ数据库搜索十
八种期刊文献，发现从２０００年以来相关研究也呈下
降趋势，因此我们认定“技术接受研究”属于２１世
纪以来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渐弱型研究前沿。

此外，埃弗雷特·罗杰斯的专著《创新扩散（第

五版）》（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３），系统考察了创新扩散的进
程和影响因素，总结出创新事物在社会系统中的扩

散规律，提出了著名的创新扩散Ｓ－曲线理论，引起
学界高度关注。从被引频次看，该书两次被引频次

的高峰分别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９年，从２０１２年开始，
呈现减弱趋势。

梅耶（Ｍａｙｅｒ，２００１）的《多媒体学习》一书，初步
构建了多媒体学习理论框架，提出了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该著作自出版以来，

２００９年出现被引频次高峰，达到２６次，２０１０年以来
出现被引减弱趋势。结合１８种期刊的施引文献及
突现词信息，可进一步验证国际上多媒体学习认知

理论研究属于渐弱型研究前沿。普连斯基（Ｐｒｅｎ
ｓｋｙ，２００１）的《数字化游戏学习》，探讨了数字化游
戏学习的相关问题，提出了“数字土著”和“数字移

民”概念，以表征当代人与前人在数字化技术方面

的巨大差异，并用５０多个研究案例说明数字化游戏
是如何促进所有年龄段学习者学习的。这篇文献

２００９年出现被引频次高峰，达到十多次，２０１０年以
来出现被引减弱趋势。此外，詹姆斯·吉（ＪａｍｅｓＰ．
Ｇｅｅ）的《视频游戏教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与素养》
一书（Ｇｅｅ，２００３），界定了什么是好的游戏学习及游
戏设计者所面临的问题，认为好的视频游戏设计应

该符合学习科学所支持的有效学习原则。该文献

２０１１年出现被引频次高峰，达到３７次，２０１２年以来
出现被引减弱趋势。因此，结合１８种期刊的施引文
献及突现词信息，可以进一步验证国际上数字化游

戏学习研究属于渐弱型研究前沿。另一个渐弱型节

点文献是教学设计和学习设计研究。戴安娜·劳瑞

劳德的《反思大学教学：教育技术有效使用框架》

（Ｌａｕｒｉｌｌａｒｄ，１９９３）和《反思大学教学：学习技术有效
使用对话框架》（Ｌａｕｒｉｌｌａｒｄ，２００２）等著作，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出现被引减弱趋势。

最后一个渐弱型节点文献是大学教学质量问题

研究。比格斯和唐（Ｂｉｇｇｓ＆Ｔａｎｇ，１９９９）的专著《大
学教学质量》，指出教育发展规划如何改进教学过

程中的内隐性理论和周期性实践问题，详细介绍了

教师应如何关注并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提出了建

设性组合模型及观察学习结果结构分类模型等，用

于设计教学活动、评估教学任务，同时将学习本质的

建构主义理解与结果导向的教育教学一致性设计进

行了完美的嫁接。从被引频次看，该书两次被引频

次的高峰分别是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５年，从２００８年开
始，呈现引用减弱趋势。以大学教学质量为关键词

进入 ＳＳＣＩ数据库搜索 １８种期刊的文献，发现从
２０００年以来该领域研究呈下降趋势，可以认定“大
学教学质量”属于 ２１世纪以来国际教育技术的渐
弱型研究前沿。

（三）最新研究前沿———在线社交网站的“大五

人格”问题、多元数据分析方法研究和虚拟学习环

境研究

本文的最新研究前沿（最新走向）指２００９年以
来发表的，且被引频次突增的节点文献所反映的研

究主题。

突现率位于第五位的节点文献是克雷格·罗斯

（ＣｒａｉｇＭ．Ｒｏｓｓ）等人的《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使用有关的个
性与动机》一文（Ｒｏｓ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作者采用测验
五因素的大五人格量表（ＮＥＯ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ｖｅｎｔｏ
ｒｙ），考察人格结构五因素模型（“大五人格”）与 Ｆ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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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ｂｏｏｋ使用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人格因素
对交流工具的选择影响不大，沟通动机对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选择起重要作用。该文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出现被引
频次突增，２０１４年达到第一个被引频次高峰３６次。
突现率位于第二十二位的节点文献是瑞安（Ｒｙ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等人的《谁在使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五大人格特
征、害羞、自恋、孤独和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使用之间的关系调
查》一文，旨在调查人格如何影响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使用。
结果表明，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非使用者相比，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使
用者更倾向于外向和自恋，缺乏责任心与社会孤独。

该文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出现被引频次突增，２０１４年达
到第一个被引频次高峰２２次。因此我们认定在线
社交网站的“大五人格”问题属于 ２１世纪以来国际
教育技术研究的最新前沿。

突现率位于第十九位的节点文献是海尔等人

（Ｈａｉ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的统计学著作《多元数据分析
（第７版）》，介绍了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并通过实例
演示其应用，还阐述了结构方程建模等。文献被引

分析发现，该专著两次被引频次高峰分别在２０１３年
和２０１４年，并呈现增强趋势。此外，芭芭拉（Ｂａｒｂａ
ｒａ，２００７）的著作《多元统计使用（第５版）》同样引
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呈现增强的被引趋势。结合相

关突现词，通过二次文献法并结合施引文献分析，以

《多元数分析》为关键词进入ＳＳＣＩ数据库搜索１８种
期刊的文献，发现从２０１０年以来相关领域研究呈增
强趋势，因此，我们认定“多元数据分析方法的研

究”属于 ２１世纪以来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的最新
前沿。

此外，梅耶（Ｍａｙｅｒ，２００９）的《多媒体学习》（第
二版）一书，论述了多媒体学习的前景，系统阐释了

一致性原则、信号原则、冗余性原则、空间临近原则、

时间接近原则、分割原则、形态原则、多媒体原则和

多媒体设计原则等十一条多媒体学习认知与教学设

计原则及其对多媒体教学的意义。该书从２０１１年
开始出现被引频次突增，２０１４年达到第一个被引频
次高峰２７次。埃里克·范（ＥｒｉｋＭ．ｖａｎＲａａｉｊ）的
《中国虚拟学习环境的接受与使用》一文（ｖａｎ，
２００８），在批判性评估了 ＴＡＭ１、ＴＡＭ２及 ＵＴＡＵＴ的
基础上，采用结构模型方法，建立了一个解释学生对

虚拟学习环境的接受与使用水平个体差异概念模

型。研究表明，感知有用性对虚拟学习环境的使用

有直接影响，感知易用性和主观规范通过感知有用

性对虚拟学习环境的使用产生间接影响，个人创新

和计算机焦虑仅对感知易用性有直接影响。该文献

曾出现四次被引频次高峰，分别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和２０１４年，并呈现增强的被引趋势。

四、结论与反思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教育技术领域１８种 ＳＳＣＩ期刊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的分析发现，相对于国
内教育技术研究偏宏观领域而言，国外教育技术研

究更注重微观研究，既关注具体问题的理论模型构

建，又不忽视对实证研究的归纳和演绎。相关学者

针对以前研究者建构的经典理论模型，通过实践不

断修正使之完善是国外教育技术研究的一大特点。

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的主流多集中于“学生”这一教

育主体上，围绕学生学习等相关问题展开。２１世纪
以来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的热点主题有用数字技术进

行学习和大学教学质量研究、远程教育中的在线学

习与探究式学习研究、认知负荷理论相关问题研究、

建构主义情景化学习和知识建构研究、信息技术接

受研究。国际教育技术研究渐强型前沿有在线社交

网站的社会资本问题研究、ＴＰＡＣＫ和多元数据分析
方法研究；渐弱型前沿有技术接受和创新扩散问题、

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和数字化游戏学习等研究；最

新前沿是在线社交网站的“大五人格”问题、多元数

据分析方法和虚拟学习环境等研究。

（二）研究反思

对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研究热点主题和前沿演进

进行分析，对我国教育技术研究具重要意义。

第一，动态监测教育技术学科知识结构的分化，

面向实践需求及时调整研究主题，以缩小国内教育

技术研究与国际同行的差距，破解国内教育技术研

究实证求真精神缺失等现实问题。比较国内外教育

技术研究主题与前沿热点可以发现，国内教育技术

研究热点关注信息化学习环境与教学资源建设，技

术视角下的教育技术基本理论，学生信息素养与教

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信息化环境下的学习方

式变革与教学模式创新，网络学习与远程教育，教育

信息化发展战略，政策与措施，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价

等七个方面（熊才平等，２０１５）。因此，研究者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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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技术发展实际，动态调整教育技术研究的

主题和热点，才能更好地破解国内教育技术研究缺

乏整体性、全局性、全球性视野问题。

第二，重新定位教育技术学科的学术价值与学

术地位，体现教育技术研究特定的知识领域，并进行

本土化创新研究。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的热点主题和

前沿分析表明，教育技术研究蕴涵着“大学问”与

“高深知识”，特别是在教育科学学科群中，自有其

独特知识领域。对此展开探究有助于为国内教育技

术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建构新的教育技术理

论和思想。我国教育技术研究可从多学科视角切

入，吸收心理学的实验研究与实证研究、神经认知科

学的脑成像核磁共振、科学教育、学习科学、人工智

能等跨学科理论给养，探寻学科的交叉节点，提升教

育技术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学科地位，凸显教育技术

学科强调优化教育教学、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的学

科定位与功用，明确教育技术学特定的知识领域和

学科边界，从根本上消除教育技术学科面临的归属

感和认同感危机、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危机等身份

危机问题。

第三，熟悉教育技术领域的国际学术群体和领

军人物，进行学术权威人物思想解读。教育技术研

究领域涌现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系统解读、评论和研

究他们的学术思想，不仅是教育技术学科基础理论

研究和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桑新民，

２０１０），也是学习和了解本专业学术历史的必修课，
培养和孕育专业人才的重要舞台和必经之路（丁煜

等，２００５），更是一个学科日趋成熟的表现。对教育
技术领军人物学术思想和实践的系统研究，有助于

搭建国内外学者学术交流的桥梁，促进学术思想的

扩散与传播，满足国内教育技术研究者，尤其是青年

学者渴望了解国外教育技术学术发展的思想基础与

源泉（焦建利，２００９）。根据国外教育技术领域权威
学者群的聚类图谱，对理查德·梅耶等权威学者及

其学术思想进行历史和逻辑的考察与解读、批评与

阐释，也是教育技术理论研究重点聚焦的一个研究

方向。

第四，建设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教育技术学

术群体，构建学术共同体。教育技术学术共同体是

教育技术研究的核心力量。建设这一共同体有助于

凝聚学术团队，提高研究人员的整体学术水平，形成

学术研究共识，发挥学术团队国际影响力。学术共

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往往依赖于特定学科的研究传

统、话语体系和研究人员的学科信念和思维方式

（陈时见，２０１０）。本研究发现，国际教育技术领域
已形成以蔡今中、黄国帧、马琳·斯卡达玛丽亚等为

核心的主流学术群体，国外教育技术领域已形成了

以迈克尔·普洛瑟、兰迪·加里森、约翰·斯威勒等

为核心的主要学术共同体派系，他们构成了多个高

产与高被引权威学者学术共同体，这对我国大陆教

育技术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有重大启示。在教育技术

研究不断变革、突破与创新的过程中，中国教育技术

学者应具有学科“主体自觉”意识，积极加入国外教

育技术研究的主流学术群体，参与教育技术研究的

国际交流与对话，增添“中国元素”、传播“中国文

化”（孙立会，２０１６），形成坚定的学科信念、独特的
话语体系以及中国教育技术学派。

第五，引入科学的知识图谱分析等量化研究方

法，开展系统的教育技术方法论元研究，拓展教育技

术研究方法多元发展渠道。教育技术已形成了调查

研究法、实验研究法、行动研究法、思辨研究法、内容

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混合研究法等较为规范的常规

研究方法，还借用了人类学与民俗志、深度访谈、解

释学、叙事研究等社会科学理论与技术。知识图谱

分析方法可为我国教育技术研究提供可供选择的新

方法与新技术，还可提高研究内容的信息化处理水

平。知识图谱分析方法主要借助信息技术手段，以

可视化的表现形态揭示学科发展的知识图谱，并对

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轨迹与脉络进行历时性与共时

性分析，聚焦教育技术研究的前沿课题与热点，讨论

教育技术与临近学科的知识网络关系，发现教育技

术研究的学术群体与学术贡献，重建教育技术的知

识基础、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蔡建东，２０１３）。国
外教育技术研究方法已经出现明显转向，开始从注

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应用”

转换到“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和独特研

究方法范式的构建”，以便形成教育技术研究的基

本立场和学术规范，丰富教育技术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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