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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我国师德发展的现状研究
———基于Citespace软件的文献计量分析

田 园 园,洪 松 松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710062)

摘 要:通过Citespace软件对2000-2016年以“师德”和“教师职业道德”为题名检索的1328篇核心

期刊和硕、博士论文进行数据处理,从发文量时间、关键词知识图谱和关键词聚类分析三个角度揭示我国师德

发展的研究现状。研究发现:当前师德主题属于研究热点;高校教师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有高

校师德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师德教育、师德规范和师德修养研究,师德建设的价值理论研究,不同视

野下师德建设及长效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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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即教师职业道德,是教师在从事教育劳动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和必备的道德品质。它是

社会职业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教师行业特殊的道德要求。关于“师德”的研究由来已久,自

2012年10月24日,浙江温岭城西街道蓝孔雀幼儿园教师颜某“虐童”事件被报道以来,近几年关

于教师“虐童”的事件频频曝光,师德的话题再度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关于师德问题的研究也迎来

了一个新的高潮。从纷繁复杂的文献中了解当前师德问题的研究发展现状、把握该主题的研究热

点,如果单纯依靠手动进行文献检索和阅读,难免耗时过长,难度很大,同时容易掺杂研究者的个人

主观因素,从而使研究结果产生偏差,缺乏数据和信息的完备性和科学性[1]。
在此背景下,一种用于计量分析的、较为客观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始进入研究者们的视线,即

基于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发展起来的文献计量分析法。利用该方法可以很好地探讨某一学

科或某一领域的结构和发展趋势,可以把文本的信息转换为数据信息进行定量统计和计量分析。
因此,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从发文量时间、关键词知识图谱和关键词聚类分析三个角度进行研

究,全面揭示21世纪以来师德研究的发展现状。

一、研究数据与研究工具

(一)研究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简称“CNKI”)。布拉德福文献离散规律表明,大部

分的关键文献都集中发表在核心期刊上[2],因此检索文献的期刊来源均为核心期刊。为了突出检

索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分别以“师德”或“教师职业道德”为篇名,期刊来源选择“核心期刊”,
期刊年限设置为“2000-2016年”(2016年检索的截止日期是7月15日),分别检索到940篇和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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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核心期刊的论文;又分别以“师德”和“教师职业道德”为题名,时间限定为“2001-2016年”
(CNKI硕、博士论文的收录时间从2001年开始),分别检索到硕、博士论文115篇和98篇。综合所

有检索文献,共计1328篇。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是Citespace软件。该软件是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原理而研发的引文分析软

件,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华人学者陈超美博士与大连理工大学 WISE实

验室联合开发的,在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科技政策等方面都得到广泛应用。它以一种多元、分时、
动态的引文分析以及可视化技术来绘制知识图谱的软件,能够将一个知识领域的演进历程集中展

现在一幅引文网络图谱上,并把图谱上作为知识基础的引文节点文献和共引聚类所表征的研究前

沿,自动标识出来。

二、我国师德研究发展现状

(一)发文量时间分析

发文量时间分布能反映出某一研究主题论文发表时间与数量之间的变化关系,从而揭示出该

主题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见图1)。

图1 2000-2016年发文量的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2000-2004年发文量比较平稳,围绕着50篇上下波动,整体来说数量比较

少;从2005年开始,发文量急速上升,至今依然保持很高的水平。2006年曾达到一个小高峰,联系

教育界2006年的新闻事件发现,2006年北京大学孟二冬教授的先进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胡锦涛总书记发文号召全社会学习孟二冬教授“为人师表,品德高尚”的优秀道德品质,从而在学术

界掀起了师德研究的高潮。自此师德问题一直成为研究的热点。2008年9月2日,教育部颁布了

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9年达到21世纪以来师德主题发文量的高点;2012年以

后,随着教师“虐童”事件的持续报道,师德问题再次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最近几年发文量也持续稳

定在100篇左右。由于2016年检索日期截止7月,中国知网更新进度也有推迟,因此只检索到34
篇文献,预计2016年发文量会有下降但降幅不会太大。

(二)关键词知识图谱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主题的高度概括。对某个领域一段时期内的关键词出现频次进行高低排序,
某个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表明该领域对其的关注度越高,高频关键词通常可用来确定某个研究

领域的热点状况[3]。
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检索的所有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时间跨度设为

2000-2016年,单个时间分区为1年,节点类型确定为关键词(Keyword),阈值选择ThresholdIn-



terpolation方式,数值设定为3,3,5;3,3,5;3,3,5。采用 MinimumSpanningTree算法,其他采用

系统默认的格式,绘制文献关键词的共现知识图谱(见图2)。

图2 2000-2016年我国师德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

如图2所示,圆圈表示节点,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大小,节点越大,文字就越大,
说明关键词的受关注度越高。图2中,“师德建设”关键词的节点最大,说明在这17年里“师德建

设”作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最高,关于该主题的研究文献也就越多。结合表1来看,“师德”“高校”
“师德教育”“师德规范”“职业道德”关键词的出现频次都在100次以上,因为本研究以“师德”和“教
师职业道德”作为检索词筛选文献,因此在文献中多以这些词作为关键词。表1中,“师德建设”虽
然频次达到了302篇/次,远远高于其他关键词,但是中心性①只有0.10,说明关键词出现频次高并

不意味着中心性也高。相对来说,“师德规范”“职业道德”“高校教师”“道德品质”“教育工作者”等
关键词的中心性达到了0.20以上,说明对该主题的研究多围绕这些方面展开。

总体来说,从研究对象来看,“青年教师”“高校教师”“教育工作者”成为研究的主体,“中学教

师”“小学教师”“幼儿教师”等也有涉及但是文献不多;从研究范围上看,主要围绕“对策”“问题”“现
状”“原因”等方面,旨在指明当前“师德”出现的问题,进而分析原因从而提出解决措施;从研究内容

来看,主要涉及“师德建设”“师德规范”“师德修养”“师德师风”“师德教育”“师德水平”等方面;从研

究时间来看,这些高频关键词(见表1)大多集中在2005年以前,说明2005年以前的师德研究内容

多围绕这些方面展开,之后有所突破,开始拓宽新的研究内容。

① 中心性,被定义为衡量网络中的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与地位的指标,数值越高的中心性节点,对其他节点之间的联系所

起到的控制作用就越强,体现了其在整个网络中的重要地位。参见赵丹群《基于Citespace的科学知识图谱绘制若干问题探讨》,载于《情

报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10期,第56-58页。



表1 2000-2016年我国师德研究文献的前20位高频关键词①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师德建设 302 0.10 2002 教师职业道德 69 0.07 2000
师德 185 0.15 2000 高校师德建设 49 0.10 2002
高校 140 0.10 2003 教育事业 48 0.07 2000

师德教育 134 0.14 2000 道德品质 47 0.23 2000
师德规范 131 0.22 2000 师德师风 46 0.16 2001
职业道德 123 0.25 2001 教育工作者 45 0.21 2000

教师 87 0.12 2003 师德水平 40 0.09 2002
青年教师 76 0.25 2000 道德修养 39 0.17 2000

对策 72 0.10 2005 师德问题 35 0.09 2002
高校教师 70 0.23 2005 教师职业道德 69 0.07 2000

  图2和表1都是基于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而绘制的。从中可以粗略地了解“师德”主题研究

的几个方面,但尚不清楚每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故本研究进一步对所有文献进行了聚类分析。聚

类分析方法以“物以类聚”的思想为基础,将距离较近的主题词聚集起来,形成一个个概念相对独立

的类群,使得类群内属性的相似性最大、类群间的相似性最小[4]。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表明某一个

研究领域的各个研究主题的组成状况[5]。
(三)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Citespace软件的Clusters功能导出节点排名前4位的关键词聚类列表(见表2)。表2按

照每个聚类中的节点数进行排序,标识词来源于所有文献的关键词,标识词前的数字表示权值的大

小。权值越大,说明该词在此聚类中出现的频率越高;反之亦然。图3中聚类就以每个聚类权值最

大的关键词且与其他聚类有鲜明差异的关键词命名。
表2 2000-2016年我国师德研究关键词聚类

聚类

ClusterID
容量

Size
剪影度

Silhouette
标识词

Label(TFIDF)

0 32 0.713 (10.27)“策略”,(9.42)“问题”,(9.07)“现状”,(8.77)“教师”

1 24 0.683 (8.22)“师爱”,(7.69)“教师在职培训”,(7.69)“人民教师”

2 17 0.622
(4.99)“价值理论”,(4.99)“思想道德建设”,(4.99)“师德素质”,(4.99)“邓
小平理论”,(4.99)“指导思想”

3 7 0.662
(7.03)“长效机制”,(4.99)“科学发展观”,(4.99)“思政课教师”,(3.94)“高
职院校”

  本研究对1328篇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参数设置与知识图谱设置相同,共得到2000—2016
年我国师德研究所选文献关键词的8个聚类。图3显示了聚类清晰且关键词聚类节点排名前4位

的聚类,该图的聚类指标模块性ModularityQ=0.4817,MeanSilhouette=0.643②,这表明该8类聚

类各自内部清晰,相互之间界限分明。图中聚类命名采用“TFIDF”③算法命名方式,红色字体是聚

类命名,黑色字体代表该聚类所属的关键词(见图3)。

①

②

③

表1所示的前20位高频关键词的频次是17年来的累计频次,年份是该关键词初次出现的年份。表中所示关键词出现年份

都在2006年以前,频次≧69,说明在2005年以后出现的新型关键词频次都低于69。

ModularityQ即模块性Q,模块性Q是Citespace中的重要指标,用来测量网络可以形成独立的、界限清晰的聚类的程度,模

块性取值在0~1之间,最佳取值区间为0.4~0.8。MeanSilhouette即剪影度,剪影度表示在解释聚类的性质时需要考虑不确定性,剪影

度值数的变化范围是-1~1,1代表一个聚类与其他聚类之间的界限分明。当S值在0.7时,聚类是高效率令人信服的,若在0.5以上,

聚类一般认为是合理的。见Chen,C,etal.TheStructureandDynamicsofCo-CitationClusters:AMultiple-PerspectiveCo-CitationA-

nalysis.JournaloftheAmericanSocietyforInform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2010(7)。

TFIDF=TermFrequencyInverseDocumentFrequency,是一种统计方法,用以评估一个字词对于一个文件集或一个语料库

中的其中一份文件的重要程度。如果某个词或短语在一篇文章中出现的频率高,并且在其他文章中很少出现,则认为该词或短语具有

很好的类别区分能力,适合用来分类。



图3 2000-2016年我国师德研究关键词聚类

本研究结合图3和表2,再参照二次文献的剖析,来分析21世纪以来我国师德研究的现状。

1.高校师德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结合图3和表2,从聚类结果来看,排在首位的是Cluster0,共有32个节点,剪影度为0.713,表
明该聚类与其他聚类之间界限分明。“策略”成为权值最大的关键词,“问题”“现状”“教师”等关键

词受关注度也很高。通过二次文献索引和分析发现,该聚类涉及内容很广,但主要是调查高校教师

师德建设的现状、分析问题、提出解决策略。
早在2000年,张硕勋就着眼于高校教育改革,着重从高校师德滑坡与重建师德环境因素方面

来分析[6]。在调查高校师德现状时,很多研究者总结当前高校教师师德整体状况良好,肯定了高校

教师坚持党的领导、思想积极[7]、授课认真、科研与教学均衡发展等优点[8],但同时也指出很多共同

的问题,如个人素质不高;重学术轻教学[9];育人使命感低、对学生关爱不够;对待科研态度浮躁、急
功近利[10];为人师表意识欠缺、团结协作意识弱、治学态度不严谨等问题[11]。在原因分析方面,主
要归纳为3点:(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道德意识的多元化;(2)高校管理制度不完善[12];(3)教师

自身职业道德认识缺乏等[13]。为此,研究者也多从社会、高校和教师3个方面提出解决策略,如创

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14];完善高校制度、加强管理监督;教师坚持学习、提升修养[15]。除此之外,
吴岚对近十年教师职业道德的文献进行分析之后,提出师德建设的“四大基本原则”“六大基本策

略”“五个科学化”,切实地为各级教育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16];张世敏从教师的角度出发,通过调

查发现,反思性学习的能力对教师师德问题的处理态度、教育满意度、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都会产

生影响,这为师德建设提供了一种新思路[17]。

2.师德教育、师德规范和师德修养研究

Cluster1有24个节点,剪影度是0.683,权值最大的关键词是“师爱”,从图3可以看出,该聚类

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有“师德教育”“师德规范”“师德修养”“师德问题”等,通过二次文献索引发现,该
聚类主要研究的内容包括师德教育、师德规范和师德修养3个方面。



第一,在师德教育研究方面,陈翠岚提出了在新形势下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应包括素质教育的教

育观、新型的师生关系、正确的美育道德观等内容[18];宁敏肯定了师德教育对师范生从业的重要

性[19],对该问题的研究,研究者关注的也多是师范生群体,而当前师范生的师德教育存在着诸多问

题:课程设置不合理[20];教育形式和途径单一[21];师资素质低等[22]。针对这些问题,研究者们达成

了一些共识,如设置合理的师德课程、选编科学的师德内容、优化教学方法等[23]。除了高校的改革

之外,贺春湘也强调了社会和教师自身的重要作用[24]。
第二,在师德规范研究方面,吴文华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总结人民教师师德规范应该包括:关爱学生、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严谨笃学[25]。然而当前我

国的师德规范过于理想主义、缺乏人文情怀、偏重于价值约束[26],而在师德规范的制定过程中应更

关注教师的主体性、完善师德规范的内容、建立师德规范的长效机制[27]。
第三,在师德修养研究方面,廖蓉从师德师风、爱岗敬业、教学态度、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以及

思想道德素质5个方面对高校教师的师德修养进行了调查。虽然整体状况良好,但是爱岗敬业相

对欠缺[28]。也有研究者指出,高校教师对师德修养的重视不够、积极性不高,需要社会、高校和教

师自身共同努力,从提高意识做起[29]。

3.师德建设的价值理论研究

排在第3位的是Cluster2,节点是17个,剪影度是0.622,权值最大的关键词是“价值理论”,该
聚类与Cluster3内容存在交叉,为了区别这两部分的研究,本研究将涉及价值取向和价值体系的

文献也列入此部分的论述。
当前学校频发教师虐待学生、科研剽窃等现象,王本陆指出根本问题是价值取向出现偏差或错

误而导致的,因此重铸教育之魂才是解决师德困境的根本之道[3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构

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也应成为师德建设的核心内容[31]。研究者们一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视为我国师德建设的价值理论体系,例如黄美蓉强调将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思想作为招聘

教师和评判教师的重要标准[32];谭霖指出以人为本思想的融入表现为教书育人和关注教师需

求[33],而社会主义荣辱观应作为师德建设的引领思想[34]。教师应改变传统的奉献精神唯上的观

念,树立“生命本位”的思想,实现人生的价值[35]。

4.不同视角下师德建设及长效机制研究

Cluster3内容相对较少,权值最大的关键词是“长效机制”,与Cluster2部分内容进行分离整

合后,可以概括为不同视野下的师德建设及长效机制的研究。
该聚类从科学发展观、生存论、内涵发展、育人为本、开放社会理论、专业劳动、目标管理等视角

探究师德建设的途径。从科学发展观[36]、生存论[37]和内涵发展[38]可以看出,师德问题的频发与高

校只关注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而忽视教师本身内在的需求有很大关系,强调以教师为主体构建

师德建设的长效管理机制;专业劳动视角看到了教师劳动对象与普通劳动的区别,主张充分发挥教

师作为专业劳动者的主体价值,增强教师的幸福感[39];开放社会理论关注了个体发展的多样性,提
倡给予教师理想与现实的弹性空间,适当放宽约束,渐进性地完成师德建设[40]。

三、结论与讨论

对21世纪以来我国师德发展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有助于厘清该主题所要研究的问题,为后

期的研究提供借鉴。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以下3点。
第一,总体来说,21世纪以来我国师德发展研究呈上升趋势,近10年来一直是研究热点,说明

受到研究界的广泛关注。
第二,高校教师成为该主题的主要研究群体,“师德建设”是主要的研究内容,研究者多关注师

德发展的现状、发现问题、分析原因进而提出解决措施,且高频研究内容多集中在2005年以前,之



后研究范围开始拓宽,但是研究内容相对分散。
第三,21世纪以来关于师德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有4个方面:高校师德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

策研究;师德教育、师德规范和师德修养研究;师德建设的价值理论研究;不同视角下师德建设及长

效机制研究。
从总体分析可以发现,关于师德发展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涉及师德建设、规范、教育、修养等方

面,特别是师德建设和师德教育的研究比较全面,研究者也要为指导实践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研究者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探讨指导师德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并积极地将理论融入实践,为根本解

决师德问题提供理论支持;特别是在后期,研究者渐渐摆脱传统研究的桎梏,不再将教师看作是完

美的理想化身,更多地关注教师自身的内在需要,开始基于不同的视角去认识我国的师德发展,用
全新的理念去诠释当前存在的问题,为该主题的研究开辟了新方向。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所述,我国师德发展的研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研究结论多有雷同,特别是关于师德建设现状的研究,多采用文本分

析和实证调查,得出的结论相似性太大,对策的提出也只局限于社会、高校和教师方面。
第二,关于师德修养、师德规范等其他方面的研究太少,研究也尚未形成共识,需要研究者更加

深入细致地探讨。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师德建设的主流指导思想,然而关于该体系的要义尚未被充

分挖掘,研究面过于狭窄,不够深入。
第四,新理念的融入为该主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但多是认识上的探讨,尚未结合实践,实效

性较差,仍需后期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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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arching1328corejournalsandmasterspaperswiththetitleofwhichis“ethics”and
“teachersprofessionalethics”,theauthorcarriedoutdataprocessingthroughCitespacesoftware,
andrevealedtheresearchsituationofChineseteachersethicsdevelopmentFromthreeangles:thea-
mountofpublishedpapers,thekeywordsknowledgemap,andthekeywordsclusteringanalysis.The
studyhasthefollowingfindings.Thecurrentteachersethicsdevelopmentsubjectisinthetrend;col-
legeteachersbecomethemainresearchobject;themainresearchcontentsarethestatus,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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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helong-termmechanismresearchofteachersethicsconstructionunderdifferen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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