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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中国大学生心理研究的
科学知识图谱

———基于CiteSpaceV的可视化分析

廖 友 国1,林 木 明1,何 伟2

(闽江学院1.学工处;2.创新创业学院,福建 福州350108)

摘 要:采用可视化知识图谱考察近二十年中国大学生心理研究的演进历程、主要研究力量与发展动

态。以中国知网CNKI与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为检索源,选取CSSCI来源期刊论文和博硕学位论文共

7448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借助CiteSpace5.1.R6软件,揭示出研究演进历程、核心作者及团队、核心研究机构、

主流研究方法、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未来研究要积极回应国家社会急需,增强跨学科与机构的协同创新,以

问题为导向整合研究范式、方法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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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指出,青年兴则民族兴,青年

强则国家强。促进青年更好成长、更快发展,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

重要力量,据教育部《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

3699万人。加大对大学生群体心理的基础性研究,把握当代大学生心理发展特点,是精准施策解

决大学生现实问题和迫切需求,促进大学生更好成长、更快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国大学生心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心理

学发展走过的重建期、稳步成长期和快速发展期[2],大学生心理研究也取得长足进展,积累了丰硕

成果。在对心理学学术期刊刊载的2003-2014年共31531篇次文献的分析发现,青年大学生是

我国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主要组成部分[3-4]。综观现有成果,大学生心理研究是以大学生个体心理与

社会心理为研究对象,涵盖认知、动机和情绪、能力和人格,以及大学生在不同社会情境中与他人相

互作用形成的个体过程、人际过程和群体过程,如社会认知、人际关系与态度转变等内容,涉及普通

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咨询心理学等众多心理学分支学科领域。全面把握

大学生心理研究领域的学术生态,分析知识演进的属性与特征,对于全面理解并深入推进该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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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科学知识为对象,通过空间表征法,综合运用科学计量学、信息可视化技术、

图形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揭示科学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技术[5],对于探索某一研

究领域知识网络、知识流动与知识演化等知识进化的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用价值。近年来,

科学知识图谱在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日益增多,如研究者基于 WebofScience(WOS)数据库,借
助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绘制了2004至2013年间国际军事心理学研究的知识结构框架图与发

展进程谱,并揭示了1998至2011年间国际心理测量学的学科知识基础和发展演化趋势[6-7]。另又

基于CSSCI数据库的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增进了对1998至2015年间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

热点、演进阶段及发展趋势的认识[8]。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及可视化方法,运用知识网络分析工具CiteSpace绘制大学生心理研究

的科学知识图谱,全景再现我国大学生心理研究的演进历程、研究力量的知识结构、研究热点及发

展趋势,以期为深化大学生心理研究提供知识参考。

二、对象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与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通过多次预检索确定最终检索

策略以实现文献查全率最大化。文献来源分三个部分。一是在CNKI中将来源期刊分别设置为

《心理发展与教育》《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心理学报》《心理学探新》《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国

临床心理学杂志》《应用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以上9种心理学学术期刊均为CSSCI
(2017-2018)收录(含扩展版)来源期刊。二是在CNKI中将来源类别设置为CSSCI来源期刊,文
献分类目录选择心理学,排除上述9本期刊的重复文献。根据布拉德福文献离散规律,大部分的关

键文献都集中发表在少数核心期刊,以上两类期刊刊载的论文是我国心理学领域高质量研究成果

的集中展示,能够较好反映国内大学生心理研究的全貌与最新进展。三是纳入博硕学位论文,先在

CNKI博硕论文库检索,后用万方学位论文库进行查漏补缺,学科分类均选择心理学。上述所有检

索的条件均设定为“篇名”,检索词为“大学生”,时间范围为1997-2016年。论文检索时间为2017
年5月22日。经手工去重,去除会议征稿、会议纪要、书评、演讲稿、研究机构介绍等,最终获得有

效研究报告7448篇。其中,9本心理学学术期刊论文2916篇,其他CSSCI期刊论文872篇,知网

博硕论文2866篇,万方博硕论文794篇。
(二)分析工具

美国德雷克赛尔大学陈超美团队开发的CiteSpace软件,是一款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和信息可

视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引文可视化的Java应用程序,已成为信息分析领域中影响力较大的信息可

视化软件。该软件分析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并通过可视化的图形呈现出来。它可以

实现作者、机构的合作网络分析,主题、关键词的共现分析,文献、作者、期刊的共被引分析等功

能[9]。本研究使用的具体版本为CiteSpace5.1.R6。
(三)数据处理

以CiteSpace5.1.R6自带的数据格式转换工具,将从CNKI中导出的Refworks格式文献转换

为CiteSpace5.1.R6可识别的数据格式后导入CiteSpace5.1.R6。参数设置中,时间分区(TimeSli-
cing)时间跨度为1997-2016,2年一切割,分成10个时段处理;术语来源(TermSource)设为标题

(Tile)、摘要(Abstract)、作者关键词(AuthorKeywords)和关键词(KeywordsPlus);节点类型

(NodeTypes)分别选择作者(Author)、机构(Institution)和关键词(Keyword),分别获得作者、机构

和关键词的可视化图谱;节点强度默认余弦函数(Cosine)和时间切片内(Withinslices),阈值选择



TOP50;网络裁剪功能区(Pruning)参数选择最小生成树(MST)和对合并后的网络裁剪(Pruning
themergednetwork)相结合。

生成的图谱中,N为节点数,E为网络中的连线数,网络密度(density)表示节点之间的联系强

度。节点的圆圈大小表示相应的作者/机构/关键词频次,直径越大频次越高,节点的圆圈层代表年

轮,颜色从蓝色冷色调到红色暖色调的变化表示时间由远及近,圆环的宽度表示不同年份内节点内

容出现的频次,节点连线表示共现频次,连线越粗关系越密切。

三、结 果

(一)文献的时间分布

以9种心理学学术期刊发文为例,1997至2016年共发文25569篇,其中,明确以大学生为研

究对象的2916篇,占比11.4%,对照大学生群体数量在全人口中的比重,大学生心理的研究在心

理学研究领域占十分突出地位。发文数量的时间变化是衡量某一研究领域发展态势的重要指标。
以年份为横坐标,发文量为纵坐标,直观呈现大学生心理研究发文量随年代变化趋势,经历了平稳

上升(1997-2002年)、快速增长(2003-2011年)和波动起伏(2012-2016年)三个显著阶段(见图

1)。第一阶段共发文447篇,占总发文量6%,年均发文75篇,其中1997年发文37篇,是历年最低

值;第二阶段年均发文382篇,共发文4200篇,占总发文量56.4%,以年均20.5%的速度递增,2011
年达到峰值737篇,是1997年的19.9倍;第三阶段起伏波动,共发文2801篇,但年均发文量仍维

持在560篇的较高水平。从二十年来的变化趋势看,大学生心理研究仍处于较高位运行时期。
(二)作者分析

图1 大学生心理研究发文量变化趋势

  将作者统计数据清洗、去重合并后,
实际作者8665人,每位作者平均发文0.9
篇。鉴于学位论文均为独立作者,仅以

3788篇期刊论文为样本分析作者合著情

况。独立作者完成的论文700篇,占文献

总量18.5%,合著文献3088篇,合著率

81.5%,其中,两人合著1253篇,占文献

总量33.1%,3人及以上合著1835篇,占
比48.4%。综上,合作研究是大学生心理

研究领域的基本形式。作者共现分析能够识别出一个学科或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及其之间的合作强

度。作者合作图谱节点数464,连线数329,网络密度0.0031,合作关系结构总体较为松散。图2显

示了发文量15篇以上的作者,白学军、黄希庭和钱铭怡位列前三。合作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结构,

集聚了白学军、闫国利、沈德立、杨海波,姚树桥、朱熊兆、蚁金瑶、凌宇,周宗奎、魏华、孙晓军、牛更

枫、范翠英,刘华山、惠秋平、何安明,郑雪、严标宾、邱林、陈丽君等相对稳定的核心团队,人数较多,

合作关系较强健,是合作网络的核心,在核心之外还分布若干合作关系较弱的外围圈层。从节点圆

环颜色判断,黄希庭、姚树桥、钱铭怡、张庆林、郑雪、张积家等是较早涉及大学生心理研究的强影响

力学者,为该领域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近年来,白学军、张大均、周宗奎与周仁来等为代表的一

批学者领衔的研究团队在该领域贡献突出。

  根据普莱斯(Price)提出的核心作者计算公式 M=0.749(Nmax)1/2,M 为论文篇数,Nmax为所统

计时间段中最高产作者的论文数,发文数在 M 篇以上的作者为某领域核心作者。经统计,最高产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白学军教授,发文54篇,求出 M值5.5,即发文6篇以上的作者可认定为核心

作者。以全部文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核心作者269位,占作者总数的3.1%,核心作者发表的论



图2 作者合作图谱

文2822篇,占总文献的37.9%,未达到

普莱斯提出的50%的指标[10],表明大

学生心理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尚未

形成。此外,单独以期刊论文为样本进

行核心作者分析,结果显示,期刊论文的

实际作者5706人,其中,发文量6篇以上

的核心作者240位,占期刊论文作者总

数的4.2%,核心作者共发文2594篇,占
期刊文献的68.5%,远超普莱斯提出的

50%的指标,意味着大学生心理研究领

域形成了核心作者群,研究进入较为成

熟的阶段。就是否纳入学位论文造成的

这一结果差异,通过进一步比照发现,学
位论文作者在本次研究文献样本中的发文量基本为1篇,学位论文作者跻身核心作者圈的仅23人,
这一群体目前对学科领域高水平知识积累的贡献度偏低是该领域仍处于准成熟阶段的主要原因。

(三)研究机构分析

统计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所在机构的发文量,分析大学生心理研究的核心学术机构及其合作

与发展趋势。研究机构以一级机构为统计口径,机构调整合并或名称变更的,统一为现用名,如统

一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西南大学心理学

院、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西南大学心理学部等为西南大学。结果表明,独立研究机构

共630家,机构平均发文11.8篇。发文量位居前列的22家机构共发文3769篇,即发文量前3.5%
的机构发文占总发文量的50.6%,充分体现这些机构在大学生心理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见表1)。
根据2017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在参评的51所

具有博士和硕士授权高校的心理学学科中,高发文机构有21家位列学科整体水平得分的前70%,
大学生心理研究的成果与机构心理学学科综合实力密切对应。

表1 大学生心理研究高发文机构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1 西南大学 481 11 江西师范大学 154

2 北京师范大学 300 12 南京师范大学 148

3 华中师范大学 283 13 苏州大学 142

4 华东师范大学 182 14 河南大学 140

5 中南大学 169 15 辽宁师范大学 131

6 天津师范大学 165 16 山东师范大学 123

7 湖南师范大学 163 16 上海师范大学 123

8 河北师范大学 160 17 东北师范大学 120

9 华南师范大学 156 18 福建师范大学 112

10 北京大学 155 19 四川师范大学 110

10 陕西师范大学 155 20 浙江大学 97

  图3中节点所处时间区间表示该研究机构在本研究中首次出现的时间,节点依首次出现顺序

沿时间轴依次向上,形成研究机构间合作关系演进图。节点数163,连线数290,网络密度0.022,总
体上合作水平较低。从时间演进来看,前22所高发文机构在图中首次出现时间都在2004年以前,
其中16个落在1997至1999年的区间,结合本研究文献选取起点时间为1997年的实际,事实上这



些高产机构在这一研究领域的起步时间更早。从圆环颜色判断,这些机构在当前研究舞台仍具相

当的活跃度。从1997至2016年,10个时区均分布若干研究机构,但密集度随时间进程逐渐稀疏,
特别是2011年后更为显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自1997年以来,大学生心理研究新机构不断涌现,
但这种趋势逐渐放缓。最近几年,在该领域陆续涌现出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天津医科大

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商业大学、信阳师范学院等一批具有一定成果积累的研究机构。合作连

线显示,近十几年来陆续出现的研究机构与传统核心机构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传统核心研究机

构的马太效应显著,愈发处于优势地位,为该研究领域的繁荣发展持续注入强大动力。核心研究机

构如西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与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学术梯队传承良好,并且辐射带动作用突出,
基于师承或课题项目合作等方式,形成了一批围绕这些核心机构的学术共同体。

图3 研究机构共现时序图谱

(四)研究方法

参考黄希庭与莫雷对心理学研究设计的分类[11-12],确定每篇文献的一个主要研究方法。在大

学生心理研究中,访谈研究设计常用于问卷编制过程中收集原始资料,个案研究多与实验法、质化

研究交叉结合,这两类研究方法极少单独使用。为方便统计与突出重点,本研究将大学生心理研究

方法划分为问卷/量表研究、真实验/准实验、理论或思辨、质化研究、元分析、文献计量六类。以四

年为一个时间段,考察各研究方法的使用频次及变化趋势。

大学生心理研究方法存在以下特征。首先,由问卷/量表研究、真实验/准实验、元分析与文献

计量四类方法构成的定量研究文献共6675篇,占文献总数89.6%,是理论或思辨、质化研究文献

的8.6倍,定量研究是大学生心理研究设计的主导思路。其次,从六类方法的使用频次看,问卷/量

表研究、真实验/准实验、理论或思辨三类所占比重最大,问卷/量表研究的文献占文献总量的

61.8%,相当于真实验/准实验与理论或思辨研究文献的总和,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第三,问卷/

量表研究、理论或思辨方法呈现相似的发展趋势,在前四个时间段快速增长,2013~2016年出现显

著下降,其中,理论或思辨的研究文献出现断崖式下降,降幅达75.5%。与此同时,真实验/准实验

的研究文献二十年来持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质化研究从2009年以来有显著增长,元分析与文献

计量也开始少量应用于大学生心理研究领域,出现零星有关大学生心理特定方面的总结性成果,以

及对大学生心理研究状况的元研究。第四,伴随着实验法的增长进程,ERP、fMRI与眼动等前沿技

术的应用从2005年以来也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干预设计占真实验/准实验文献总量的23.5%,在

五个时间段内的比例变化区间为19.6%~27.1%,即对大学生心理行为的干预应用研究始终占据

实验研究总量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份量,干预研究的设计尤为显著地反映在学位论文中,此外,



大学生心理研究领域越来越重视跨文化研究设计,虽总量较小,但国际与民族间的对比研究二十年

来一直保持稳定增长(见表2)。
表2 研究方法使用情况

1997-2000 2001-2004 2005-2008 2009-2012 2013-2016 1997-2016

定量研究 199 512 1603 2313 2048 6675

 问卷/量表研究 143 367 1201 1626 1266 4603

 真实验/准实验 56 144 400 673 771 2044

 元分析 0 0 0 12 9 21

 文献计量 0 1 2 2 2 7

  干预设计 11 39 94 177 159 480

  ERP/fMRI/眼动 2 3 48 46 49 148

  跨文化设计 10 13 15 24 32 94

理论或思辨 41 94 243 253 62 693

质化研究 4 7 5 37 27 80

  (五)文献热点演化分析

1.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研究主题的概括和文章核心内容的提炼,在CiteSpace5.1.R6软件中,高频次、高中心

性的关键词常被用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13]。对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7448篇文献共

使用关键词26626频次,平均每篇4个。根据关键词的含义手工清理同义词,合并表述不一但含

义相同的词汇,排除“大学生”这一检索主题词,共获得7912个独立关键词。其中仅出现过一次的

5508个,出现过两次的1056个,三次的408个,三类共6972个,占总数的88.1%,大量的低频关

键词反映出大学生心理研究议题的广泛性,同时在研究专题的深入度方面可能有所欠缺。在由

262个节点和482条连线构成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中显示了出现频次50以上的关键词节点标签(见
图4)。网络整体密度0.0141,整体来看,由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两大类关键词交织共现的网络结

构较为松散。
结合关键词词频,大学生心理研究热点主要围绕“心理健康”“人格”“应对方式”“社会支持”“自

尊”“主观幸福感”等主题展开(见表3),以这些高频关键词为核心形成多中心共现关系结构。中介

中心性是测度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重要指标,高中介中心性的节点通常是连接不同领域的关键

枢纽,在共现网络中的影响力较大[14]。中介中心性不小于0.1的节点共13个,“性别差异”“社会支

持”“心理健康”“焦虑”“生活事件”“横断面研究”“成就动机”“抑郁”“人格”等关键词中心度较高,在
整个网络中具有显著的地位和影响力,是连接高频关键词的重要术语,对该领域研究的演进具有重

要贡献。
综上,心理健康是大学生心理研究的核心议题。“心理健康”频次最高,是关键词共现图谱中最

重要节点,“自尊”“主观幸福感”“焦虑”“抑郁”等高频及高中心性主题与心理健康内涵密不可分或

本身即为心理健康评定的关键指标,“人格”“应对方式”“社会支持”“教养方式”“生活事件”等是心

理健康影响因素领域较为集中的关注点,张妍、任慧莹,宋佳萌、范会勇,廖友国、何伟等进行的元分

析研究结果确证以上几类因素与心理健康的密切关系,是心理健康的有效预测变量[15-18]。对1994
至2013年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研究成果的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发现,当前该研究领域进

入稳定期,研究主题集中于不同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和大学生心理状况

等[19]。研究方法层面,综合高频关键词“横断面研究”“信度”“效度”与“心理测量学研究”进行分

析,运用问卷/量表法进行的横向研究是近二十年来大学生心理研究领域的主流方法。



表3 高频研究主题

序号 主题 频次 序号 主题 频次 序号 主题 频次

1 心理健康 521 11 网络成瘾 145 21 自我概念 85
2 人格 316 12 横断面研究 141 22 成人依恋 84
3 应对方式 293 13 中介作用 118 23 眼动 82
4 社会支持 290 14 自我效能感 112 24 人际关系 81
5 自尊 281 15 影响因素 100 25 心理健康教育 81
6 主观幸福感 261 16 孤独感 93 26 成就动机 78
7 信度 249 17 社交焦虑 92 27 焦虑 77
8 效度 246 18 完美主义 90 28 内隐联想测验 76
9 教养方式 173 19 情绪 87 29 问卷编制 76
10 抑郁 155 20 贫困大学生 86 30 情绪智力 74

图4 关键词共现图谱

2.研究前沿趋势分析

CiteSpace5.1.R6提供了独特的突变词探测技术,即通过探测在某一时间段内被引频次或共现

频次突现度增加的节点来预测领域内的研究方向。表4依突变强度由强到弱列出关键词75个。
梳理突变词词频的时间分布,勾勒出二十年来大学生心理研究热点及趋势转向的缩略图景,呈现出

较为清晰的演进脉络。1997至2010年,以突变起始时间为序,“心理冲突”“心理障碍”“心理问题”
“心理素质”“人际交往”“心理健康”“精神卫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陆续兴起的研究主题,体现研究

方法层面的突变词有“因素分析”“SCL-90”“探索性因素分析”“横断面研究”“心理测量学研究”“验
证性因素分析”“结构方程模型”“量表”“问卷”与“相关”,剖析上述关键词之间的内在逻辑,发现该

阶段研究侧重于运用问卷/量表法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横向研究,注重探索变量间的相关关

系以及构建相互作用模型。2011至2014年,高强度突变研究主题为“情绪智力”“幸福感”“家庭功

能”“心理控制源”“大五人格”“自我和谐”“核心自我评价”“一般自我效能感”“人际信任”“学习倦

怠”“性别角色”,与前一阶段相比,该阶段的热点研究主题显著分化,呈现多中心性,综合“心理测量

学”“眼动”“问卷编制”等研究方法突变词,并结合文献阅读,这一阶段注重以修订或自编的本土化

心理测量工具进行大学生心理宽领域的研究,并且眼动技术得到较为集中应用。
通过对2011年后兴起并保持热度持续至2016年的16个关键词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及今后

一段时间学术界研究前沿焦点的某些特征。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学界对大学生群体内部亦有所



侧重,2005年以来,经历了从“贫困大学生”到“少数民族大学生”再向“女大学生”为重点的转变;其

次,在研究主题的选择方面,以积极心理学理念为引领关注积极心理品质,如探究大学生的重要心

理资源“心理弹性”在成功应对逆境中的作用机制,探讨增进大学生“积极情绪”体验与“生活满意

度”的有效路径,同时以问题为导向积极回应社会现实关切,如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新型成瘾倾向

“手机依赖”;第三,在研究设计方面,由着重对大学生心理状态的描述与解释,向强调学科实践价值

积极尝试控制与干预的思路转变,出现一批大学生心理与行为“团体辅导”的“干预研究”成果;第

四,在探索心理变量的关系方面,追求对数据的深层次分析,积极建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模

型,以期获得对大学生心理与行为影响过程和机制的深刻理解。

表4 关键词突变情况

关键词 突变强度 研究突变时段 关键词 突变强度 研究突变时段

中介作用 31.166 2012-2016 事件相关电位 5.603 2005-2008
心理弹性 16.956 2012-2016 人格障碍 5.400 2007-2008
手机依赖 16.268 2014-2016 结构方程模型 5.305 2005-2006
横断面研究 16.047 2004-2008 认知 5.305 2005-2006
心理素质 14.395 1998-2006 心理测量学 5.305 2013-2014
成人依恋 12.781 2014-2016 核心自我评价 5.132 2011-2012
精神卫生 12.715 2003-2005 一般自我效能感 5.112 2013-2014
注意偏向 12.358 2012-2016 孤独感 5.089 2014-2016
心理健康 12.129 2002-2006 自我意识 5.054 1998-2004
心理测量学研究 11.663 2004-2008 羞耻 4.912 1999-2003
贫困大学生 11.316 2005-2011 问卷 4.859 2007-2008
心理资本 11.309 2012-2016 学校适应 4.814 2009-2010
心理危机 10.004 2008-2011 态度 4.814 2009-2010
情绪智力 9.243 2011-2014 人际信任 4.660 2011-2014
心理冲突 8.911 1997-2004 状态焦虑 4.585 1999-2004
学业拖延 8.594 2013-2016 干预研究 4.523 2013-2016
调节作用 8.465 2011-2016 自我评价 4.492 1998-2004
幸福感 8.218 2011-2012 危机干预 4.424 2005-2010
人际交往 8.199 1999-2008 内隐自尊 4.318 2007-2008
心理障碍 7.879 1997-2000 自杀 4.318 2007-2008
积极情绪 7.812 2011-2016 少数民族大学生 4.278 2009-2010
因素分析 7.587 1998-2007 积极心理学 4.278 2009-2010
心理问题 7.237 1997-2004 眼动 4.223 2013-2014
生活满意度 7.221 2014-2016 自杀预防 4.125 2005-2006
验证性因素分析 7.197 2005-2010 人际关系 4.080 2014-2016
心理健康教育 6.945 2004-2006 学习倦怠 3.983 2013-2014
工作记忆 6.872 2013-2016 异性交往 3.967 1998-2000
压力 6.591 2002-2006 相关 3.961 2009-2010
人格特征 6.301 2003-2009 探索性因素分析 3.916 2001-2006
自我价值感 6.193 2001-2010 性别角色 3.869 2011-2012
家庭功能 6.160 2011-2012 人格 3.849 1997-1998
心理控制源 6.160 2011-2012 外显自尊 3.778 2007-2008
性别差异 6.025 1997-2004 内隐态度 3.778 2007-2008
SCL-90 5.953 2000-2006 问卷编制 3.675 2011-2013
女大学生 5.917 2013-2016 学习动机 3.535 2005-2006
大五人格 5.681 2013-2014 生活事件 3.457 2004-2008
自我和谐 5.619 2009-2014 团体辅导 3.434 2012-2016
量表 5.611 2007-2010



四、讨 论

本研究以国内近二十年来刊载于CSSCI期刊以及来源于博硕学位论文的7448篇文献为研究

对象,借助CiteSpace5.1.R6软件绘制大学生心理研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厘清了1997至2016年

间大学生心理研究的演进历程、主要研究力量与发展动态。

大学生心理研究的学术热度从1997至2011年持续攀升,近年来出现波动起伏。其中,1997至

2002年平稳上升,2003年起增速明显加快,持续至2011年达到顶峰。心理健康是大学生心理研究

领域的核心主题,围绕心理健康现状分析、影响因素探究与干预实践,发散形成一系列研究热点。

仅以篇名含“心理健康”的文献为例,近二十年共有817篇,1997至2000年32篇,年均8篇,2001
年起快速增长,由2001年的20篇增至2004年的52篇,2001至2016年年均49篇。政策驱动是大

学生心理健康研究文献增长的重要动因。2001至2005年,《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

纲要(试行)>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教育

部 卫生部 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等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文件密切出台,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引领下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和议题,有力促进了该领域的研究。

黄希庭、姚树桥、钱铭怡与张庆林等是较早涉及大学生心理研究的强影响力学者,为该领域奠

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白学军、黄希庭和钱铭怡等学者是当前大学生心理研究领域领军人物,围绕

西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等研究重地产生一批学术共同体,并形成以白学军、张大

均和周宗奎等学者领衔的核心研究团队。针对博硕学位论文作者发文量低的现状,亟需提升该领

域高学历人才的专业认同、学术热情以及高水平学术成果产出的能力,以良好的学术梯队促进该领

域研究走向成熟。从作者及研究机构的学科专业背景与合作关系来看,大学生心理研究的心理学

科单一性显著,跨学科视角的研究成果凤毛麟角。即使在心理学科内部,也存在“实证心理学的研

究者缺乏理论素养,理论心理学研究者缺乏与实证的合作”的潜在风险[20]。对3种西方心理学重

要期刊论文的计量分析发现,其刊载的论文往往是综合性和跨领域的文章,具有多学科交叉和多层

次整合的重要特点[21]。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开阔学术视野,整合研究资源,克服实证研究碎片化与

理论建构不足的弊端,综合心理学、脑科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力

量开展协同创新,有利于激发新观念、发展新技术,开辟出新兴交叉前沿领域,推动研究向纵深发

展,助推一批精品力作。

研究方法以问卷/量表进行的横向研究为主,其次是真实验/准实验研究,这也是当前心理学实

证主义主流研究方法运用的一个缩影。2007至2009年间,心理学核心期刊论文中,问卷测量法是

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其次是传统的心理学实验范式,到了2010至2014年,运用最多的研究方法

为实验法,其次是问卷调查法[4,22]。心理学研究在自然科学取向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近年来,神经

科学的研究技术如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事件相关电位(ERP)、正电子断层扫描(PET)以及眼

动技术等也在大学生心理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这是大学生心理研究科学化进程的显著标

志。研究对象“大学生”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大学生心理研究也要平衡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

双重属性,避免学术评价的唯实证主义导向以及科学研究中片面的方法技术驱动。要切实以问题

为导向,为解决某个特定的研究或现实问题,整合使用不同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技术,重视推进研

究方法多元化,实现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补充,横向调查与纵向研究相衔接,现状探讨与干预研

究相结合。

站在更高起点推动大学生心理研究迈向新的高峰,一方面,要遵循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的内在



逻辑,在心理学本土化进程中充分把握中国大学生心理的独特性,有意识地建构原创理论,实现互

联网+、大数据、幸福心理学等热门领域与大学生心理研究的深度融合,激活新的研究增长点,如借

助网络数据分析计算模型,基于自然丰富的网络心理行为数据集,实现大样本的大学生心理状态生

态瞬时评估,增强研究结果的生态情境性。另一方面,要积极回应国家急需,自觉主动地为经济建

设、和谐社会发展、人民健康幸福服务[2,23],主动追踪并积极介入国家战略与社会热点难点,加强大

学生心理的应用研究,如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实施国家网络安全、健康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国家战略背景下,大学生创造力潜能的有效开发、
网络集群心理与行为规律、心理健康促进策略、中华传统美德与人文精神内化的心理机制、基于当

代大学生思想特点和发展需求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模式等内容,都为拓展深化大学生心理研究提

供了鲜活的攻关课题。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资料来源于CSSCI来源期刊与博硕学位论文,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但

也存在未覆盖发表于国外期刊的有关中国大学生心理研究文献的不足。同时,由于文献选取时间

跨度的限制,本研究仅展现特定时间段内我国学者关于大学生心理研究的部分图景,后续研究可以

纳入外文文献,开展大学生心理研究的国际横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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