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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研究的特点与展望:
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缪 华 灵,郭 成,魏 铭 辰,余 宾,刘 丽
(西南大学1.心理学部;2.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摘 要: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的提升是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四位一体教育的重点,系统梳理该领

域研究的基本情况、热点主题和演进趋势有利于加强心理健康工作的专业支撑和科学管理。以353篇中

文核心论文为数据基础,采用CiteSpace软件对论文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发

现:(1)年度发文量呈波动起伏态势,作者或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2)心理健

康是该领域的经典研究内容,热点主题受政策影响较大,可归纳为“心理素质教育”与“心理素质的形成机

制和作用机制”两大板块,“小学生、中职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心理问题、素质教育”是今后开展研究的

重要切入点;(3)研究进程经历了以探究素质教育和心理素质培养的内涵、意义、模式为主的萌芽初级阶

段,以及以探究心理素质的影响因素和干预效果为主的积极探索阶段,现在正处于以探究心理素质作用机

制为主的深化推进阶段。建议学者们增强跨界合作、拓展研究视角和方法,以进一步完善研究体系建设、

助力本土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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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心理素质是一个具有本土特色的学术概念,是我国素质教育推行的产物。目前,关于心理素

质比较公认的界定为“以生理条件为基础的,将外在获得的刺激内化成稳定的、基本的、内隐的,

具有基础、衍生、发展和自组织功能的,并与人的适应、发展、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1]。

它强调认知品质、个性品质、适应性品质等多种心理品质的组合效应,并与个体的成长与发展紧

密相关[2-5]。近年来,我国颁布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

划(2023—2025年)》等文件均指出,开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要重视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大

力培育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促进其身心健康和谐与全面发展。由此可见,心理素质在我国心理

健康教育领域有着独特且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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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作为个体内在的心理品质或心理特性,对个体外显的心理状态起到支配作用[6]。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积淀,学者们发现心理素质除了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还与学业发展、行为习

惯、社会适应等多种心理结果紧密相关[5-6]。目前,儿童青少年在心理素质、学业发展以及心理健

康等方面的状况均有待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例如,2016年的全国大样本调查数据发现,在心理

素质的功能性要素适应性能力方面,11.5~12岁学生的发展水平显著低于9~9.5岁、9.5~10岁

和10.5~11岁学生[7];12~18.5岁学生的心理素质及其各维度的发展水平在整体上呈下降趋

势[8]。又如,有学者通过元分析的方法对2010年至2020年我国内地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检出率进行总结后发现,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且中学生群体更严重[9-11]。还有学

者通过5次追踪调查发现,流动初中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在初一上期到初三上期这段时间呈分段

线性下降轨迹[12]。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健康教育不倡导过多地凸显心理问题,而是主要从积极、

正面的角度去提升学生心理素质[13-14]。近期一项以“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为主题的可视化

分析也发现,心理素质、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是该领域的热点词汇[15],这也证实了心理素质是心理

健康教育的关键。此外,当代儿童青少年的心理素质问题还是关乎国家未来人才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问题,是新时代发展素质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人才培

养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开展好心理素质教育工作不仅是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途径,还有利于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16]。因此,

学界应继续积极探索心理素质发展理论与教育实践,以促进儿童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和未来发展。

为了能够对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进行宏观把握,并为未来研究提供有

效参考和有益借鉴,本研究拟通过可视化分析方法对该领域的核心论文进行系统梳理和内容挖

掘,以厘清该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热点主题、演进脉络和发展方向。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通过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功能进行文献检索,不设置检索时间范围。为使得检索结果更具

代表性和权威性,将期刊来源类别设置为北大核心、CSCD和CSSCI,将“(儿童青少年+儿童+
少年+青少年+中小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普通高中生+普高生+中等职

业学生+中职生+中职学生+职业高中生+职高生)*心理素质”作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共
检索到428篇文献。根据儿童青少年的一般界定,将研究对象年龄确定为7~18岁[17],也就是中

小学阶段学生[18]。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通过查看作者和关键词、阅读标题和摘要等

方法,排除75篇不符合标准的文献,最终剩余353篇有效文献。排除的文献包括:无作者5篇,

书评或图书推荐18篇,会议记录或教育纪实9篇,人物专访1篇,研究对象年龄不符的42篇。

有效文献的时间范围是1993—2023年,检索日期为2023年4月26日。
(二)研究方法

采用CiteSpace6.2.R2软件对文献信息进行挖掘,主要从作者合作、机构发文、期刊来源等方

面分析该领域的基本情况,从关键词的词频、聚类和突现等方面分析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和演进趋

势。在使用CiteSpace6.2.R2进行分析时,将“TimeSlicing”的时间跨度设置为“1993—2023”,
“Yearsperslice”设置为“1”;在“NodeTypes”中分别勾选对应的“Author”“Institution”“Key-
word”;在“Pruning”中勾选“Pathfinder”;其他参数默认为预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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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

(一)基本情况

1.文献的年度分布

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对探究研究热度和发展趋势有一定价值。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研究核

心论文的年度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由图可知该领域的年发文量呈波动起伏态势。具体而言,

1993—2004年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在2004年达到最高点,2004年之后有所下降,从2017年又开

始有些许回升。其中,1993—1998年的发文量偏低,可能是因为该领域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缺

乏相应的经验,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尝试与探索。另外,2010—2016年的发文量也偏

低,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试图增强该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在投稿时不再局限于国

内期刊而是开始尝试国外期刊。例如,张大均教授领衔的团队于2012年在国际期刊上正式发表

了第一篇以“psychologicalSuzhi”为主题的论文[19]。再之后,2022年的发文量偏低,可能是因为

2019年末新冠疫情暴发,社会运转和个体状态都受到影响,需要一个过渡和适应的过程[20],外加

论文撰写和发表周期具有时滞性,使得偏低的发文量反映在2022年。

图1 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研究核心论文的年度分布图

2.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有助于了解该领域发文量较高的研究者及他们之间合作的紧密程度。由

图2可知,最终得到节点数为387个、连接线为381条、密度为0.0051的图谱。参考前人的做

法[21],根据普赖斯公式计算核心作者候选人的最低发文量标准[22]:M=0.749 Nmax,其中 Nmax

表示在所选取年限内的高产作者的最高发文量。据统计,1993—2023年间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

张大均,其发文量为72篇,代入公式后得到 M≈6.36,因此将发文量至少为6篇的作者确定为核

心作者。该领域一共有11位核心作者,分别是张大均(72篇)、刘广增(19篇)、程刚(16篇)、潘彦

谷(15篇)、郭成(11篇)、苏志强(11篇)、刘衍玲(10篇)、武丽丽(9篇)、胡天强(8篇)、王鑫强(6
篇)、陈万芬(6篇)。此外,根据节点大小和连接线颜色还可以看出作者合作情况在不同时期呈

现出不同特点:在早期阶段,该领域内的学者合作较为松散,主要有由张大均、郭成、刘衍玲等组

成的合作团队,以及由沈德立、白学军、马惠霞等组成的合作团队。在中后期,学者间合作较为紧

密,形成了以张大均为第一核心圈层,以刘广增、程刚、潘彦谷、郭成、苏志强、刘衍玲、武丽丽、胡

天强、王鑫强、陈万芬等为第二核心圈层的合作网络。同时,在近期还出现了由彭小凡、桂腾娅、

付进进、蔡婷婷等组成的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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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3.机构发文量分析

机构发文量分析有助于了解该领域中发文量较多或能够发挥科研引领作用的机构。经

CiteSpace6.2.R2初步分析得到节点数为322的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并将结果导出至Excel。参

考前人的做法[21],为确保数据统计与分析的准确性,将二级学院或系所进一步归入相应的机构。

整理发现,这些发文机构中最大发文量Nmax=100,则M=7.49,因此将发文量至少为7篇的机构

确定为核心机构。该领域一共有5家核心机构,分别是西南大学(100篇)、贵州师范大学(21
篇)、华东师范大学(7篇)、江西师范大学(7篇)、长江师范学院(7篇)。此外,整体上看,发文机

构的类型涵盖面较广,包括研究院、高校、中小学、教师进修校、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儿童图书馆

等教育机构,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防疫站等医疗机构,以及共青团省委、

电视台、建筑勘察规划设计院等其他组织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各机构间联系不紧密、合作较少。

4.期刊来源情况分析

期刊来源情况分析有助于了解哪些期刊对该领域的研究主题更为关注。参考核心作者和核

心机构的计算方式,确定主要发文期刊。整理发现,353篇样本文献刊发在111本期刊,其中最

大发文量Nmax=25,则 M≈3.75,因此将载文量至少为4篇的期刊确定为主要发文期刊。如表1
所示,目前有25本期刊为该研究领域的主要发文期刊,其发文总量为235篇,约占文献样本总量

的66.57%。这说明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目前主要发表于这25本涉及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专业期刊

以及综合性高校学报。同时,《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和《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
发文量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对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研究给予了诸多关注。

表1 主要发文期刊情况(载文量≥4篇)

序号 期刊名 发文量 序号 期刊名 发文量

1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5 14 教育理论与实践 7
2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3 15 上海教育科研 6
3 教育探索 21 16 思想政治课教学 6
4 心理科学 20 17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6
5 中国学校卫生 16 18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6
6 心理发展与教育 11 19 教育与职业 5
7 中国教育学刊 9 20 心理学探新 5
8 教育评论 9 21 心理与行为研究 5
9 当代教育科学 9 22 现代教育论丛 4
10 教育研究与实验 8 23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4
11 中国特殊教育 8 24 教育发展研究 4
12 教学与管理 7 25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4
13 教育研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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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热点主题

1.高频关键词分析

对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度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由图3可知,最
终得到节点数为495个、连接线为961条、密度为0.0079的图谱。在图谱中,连接线较多、密度

较大,说明关键词间的联系较强。同时可以看出,心理素质、中学生、青少年、心理健康等关键词

的出现频次较高。在排除研究对象类(中学生、青少年、小学生、学生、儿童、中小学)高频关键词

后,频次排在前十的关键词为:心理素质、心理健康、心理教育、学业成绩、精神卫生、中介作用、素
质教育、心理问题、对策、自尊,它们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此外,由于中心度可以反映一

个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媒介能力,因此进一步计算关键词的中心度。如表2所示,心理素质、心
理健康、心理教育等关键词的中心度较大,说明受关注度高;儿童、素质教育、心理问题、中职生这

4个关键词的中心度高于与其频次相近的其他关键词,说明它们在该领域研究的推进和发展过

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图3 关键词网络图谱

表2 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度(频次≥5次)

序号 中心度 频次 首现年 关键词 序号 中心度 频次 首现年 关键词

1 0.72 126 1993 心理素质 13 0.09 8 1998 素质教育

2 0.32 55 1994 中学生 14 0.05 7 1997 心理问题

3 0.25 36 1995 青少年 15 0.03 7 1999 对策

4 0.09 22 1997 心理健康 16 0.03 7 2016 自尊

5 0.08 19 2001 小学生 17 0.01 6 2002 中小学生

6 0.07 14 1997 心理教育 18 0.05 6 2009 中职生

7 0.08 13 2000 学生 19 0.01 5 1994 心理品质

8 0.03 11 2000 学业成绩 20 0.02 5 2013 应对方式

9 0.06 10 2002 儿童 21 0.01 5 2002 教育

10 0.04 10 1994 中小学 22 0.01 5 1994 挫折教育

11 0.01 9 2004 精神卫生 23 0.03 5 2015 抑郁

12 0.04 8 2015 中介作用 24 0.03 5 2004 影响因素

  2.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将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通过聚类统计学的方法简化成数目相对较少的

聚类。采用对数似然率算法进行聚类分析,如图4所示,该图谱的模块值为0.76,大于0.30,说明

聚类结构显著;平均轮廓值为0.93,大于0.70,说明聚类结果合理可靠[23]。图谱中展现了“#0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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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素质”“#1中学生”“#2青少年”“#3心理健康”“#4小学生”“#5中小学”“#6学生”“#7
心理问题”“#8儿童”“#9素质教育”“#10父子依恋”“#11心理烦恼”共12个聚类。其中,“#

0”与研究内容有关,“#1、#2、#4、#5、#6、#8”与研究对象有关,间接说明检索到的文献确实

与本研究主题相符;“#3、#7、#9、#10、#11”与心理健康问题、素质教育、依恋关系等有关,说

明它们是该领域重点关注的内容。另外,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导出关键词聚类表。如表

3所示,聚类号越小,聚类的体积越大,且每个聚类的轮廓值均大于0.70,聚类效果好。此外,还

可将聚类结果大致凝练为两大研究主题。(1)“素质教育、对策、挫折教育、培养策略、心理测验、

应试教育、教育者、实践与思考、保健课、体育锻炼、小组心理辅导、情绪沟通、心理咨询室、心理成

长、和谐发展、心理障碍、心理烦恼、心态影响、创新能力、年级差异、特征”等关键词可归纳为心理

素质教育,即通过对个体心理品质的培养促进其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维护个体的心理健康。

(2)“影响因素、社区环境、社会支持、同伴关系、家庭亲密度、父子依恋、母子依恋、依恋焦虑、依恋

回避、中介作用、情绪弹性、应对方式、社会适应、心理健康、精神卫生、心理问题、孤独感、抑郁、焦

虑症、学业成绩”等关键词可归纳为心理素质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机制,即考察外部环境或人际关

系等对个体心理素质的影响,以及个体心理素质对其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学业成绩、应对方式、

情绪弹性等心理结果的作用。

图4 关键词聚类图谱

  (三)演进趋势

1.关键词时间线图分析

关键词时间线图可以将关键词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展示其演进情况。由图5可知,每个

聚类都有相对应的一条直线,直线上的节点表示该聚类所涵盖的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对比发现,

不同聚类的主要内容及持续时间各不相同,研究范畴在2002年左右最丰富。具体地,“#5、#9、

#11”这3个聚类在早期的一段时间线上出现然后消失,说明围绕心理教育、素质教育、心理烦恼

等进行的实践与思考具有较强的时代性。“#0、#1、#2、#3、#4、#6、#7、#8、#10”这9个聚

类一直延续到近期,说明心理健康、精神卫生、心理问题、社会适应、问题行为、孤独感、抑郁、学业

成绩、应对方式、希望感等心理结果,以及社会支持、友谊质量、同伴关系、亲子关系、父子依恋等

人际因素具有重要价值,自从研究者注意到这些内容后就开始了长期研究。此外,从节点的大小

和颜色可知,在排除研究对象和心理素质外,心理健康的节点最大、出现时间较早且持续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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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领域的经典研究内容;社会适应的节点也较大且是当下正受关注的内容,也是今后开展研究

的重要切入点。
表3 关键词聚类表

聚类号 大小 轮廓值 平均年 聚类标识词 对数似然标签值最大的5个关键词

#0 55 0.971 2009 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23.60);社会适应(11.26);中小学生(11.26);青少年
(6.29);家庭亲密度(5.61)

#1 46 0.938 2004 中学生
中学生(27.08);学 业 成 绩(14.18);挫 折 教 育(11.51);挫 折
(7.65);心理成长(3.81)

#2 41 0.882 2009 青少年
青少年(34.13);培养策略(9.57);影响因素(9.57);年级差异
(4.77);特征(4.77)

#3 39 0.773 2005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19.82);心理障碍(14.07);对策(14.07);社会支持
(9.34);创新能力(4.65)

#4 34 0.922 2012 小学生
小学生(20.21);中介作用(15.15);孤独感(15.15);同伴关系
(15.15);情绪弹性(5.01)

#5 32 0.949 1999 中小学
中小学(26.16);心理素质(10.56);教育者(6.67);心理测验
(6.67);实践与思考(5.14)

#6 31 0.962 2007 学生
学生(30.65);精神卫生(19.46);个性(12.05);心理素质(6.86);
焦虑症(5.99)

#7 27 0.957 2006 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24.08);小组心理辅导(5.92);心态影响(5.92);心理
咨询室(5.92);社区环境(5.92)

#8 19 0.935 2012 儿童
儿童(27.19);应对方式(13.39);元认知(6.65);素质(6.65);抑
郁(6.65)

#9 17 0.987 1999 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19.65);体育锻炼(6.46);应试教育(6.46);情绪沟通
(6.46);人格素质(6.46)

#10 10 0.999 2015 父子依恋
父子依恋(9.28);初中生(9.28);母子依恋(9.28);依恋焦虑
(9.28);依恋回避(9.28)

#11 10 0.988 1996 心理烦恼
心理烦 恼(8.19);新 矛 盾(8.19);保 健 课(8.19);和 谐 发 展
(8.19);社会主义(8.19)

图5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2.关键词突现分析

某一时段突现的关键词,可以反映该时段内的研究前沿。由图6可知,关键词突现的时段并

非独立的,时间上存在交叉重叠,内容上各阶段承上启下,可大致将该领域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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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

萌芽初级阶段(1993—2001年),主要强调了加强心理素质培养和心理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并初步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如何实施心理素质教育进行了思考和探索。这一阶段的突

现关键词为心理品质、中小学、心理教育、心理疾病、素质教育,可能与当时颁发的一些政策文件

有关。例如,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在

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情况下,如何指导学生在观念、知识、能

力、心理素质方面尽快适应新的要求。这些都是学校德育工作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此外,

1997年的《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1999年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和《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都表明我国要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由此可见,突现词与这些文件内容相符,都倡导实施素质教育和开展心理素质培养等工作是

教育事业的迫切需求。此外,该阶段的发文量占文献样本总量的比例约为26.35%。

积极探索阶段(2002—2014年),十分注重对影响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进行探

讨,并通过教育干预、综合训练、学科渗透等多种方式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心理素质,进而提升其心

理健康水平。这一阶段的突现关键词为教育、学生、心理问题、影响因素、途径、青少年、心理健

康、儿童、应对方式,同样与所处时段的国家文件密切相关。例如,《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

指导纲要(2008年—2015年)》和《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等文件,对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规划和要求,并明确指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中

小学生心理素质、促进其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教育。此外,该阶段的发文量占文献样本总量的比

例约为47.88%。

深化推进阶段(2015年至今),主要开展了心理素质的机制研究,深入探讨了“什么影响心理

素质,心理素质又会影响什么”等问题。这一阶段的突现关键词为中介作用、抑郁、自尊、同伴关

系、心理素质、小学生、学业成绩、社交焦虑、精神卫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也与当时的政策文件

内容相匹配。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

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4]。又如,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教育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的

《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在行动目标中提到“基本

建成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形成学校、社区、家庭、媒体、医疗卫生机构等联动

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在具体行动的心理健康促进行动中提到各级各类学校要“促进学生每天

与同学、家人有效沟通交流15分钟”。由此可见,环境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

且学校系统和家庭系统对学生的作用极其重要[2-3]。因此,在心理素质的形成机制方面,主要考

察社会支持和人际关系对心理素质的影响;在心理素质的作用机制方面,主要考察心理素质对社

会适应、学业成绩、自尊等心理结果的影响。还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支持和社会适应是当下的研

究前沿,也是今后开展研究的趋势。此外,该阶段的发文量占文献样本总量的比例约为25.77%。

上述三个发展阶段是贯通的,前一个阶段为后一个阶段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后一个阶

段则是前一个阶段的深化和拓展。具体来说,早期研究对素质教育和心理素质培养的内涵、意

义、模式等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之后逐步转向心理素质的影响因素和干预效果的量化研究,

再转为心理素质作用机制的研究。此外,各个阶段的研究主题均与国家政策文件内容紧密相关,

说明党和国家长期重视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同时,在进行该领域的

研究时,学者们应紧跟国家政策方针,开展符合时代需要的研究,在提高科研产出能力的同时也

应注重资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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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关键词突现图谱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对1993—2023年发表的353篇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研究核心论文进行分析发现,该研究领

域核心论文的年发文量呈波动起伏态势,作者之间、机构之间的合作不够紧密且呈现出“大分散、

小集中”的特征;研究主题主要涵盖“心理素质教育”与“心理素质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机制”两大板

块,心理健康是该领域的经典研究内容,“小学生、中职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心理问题、素质教

育”是今后开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其发展进程经历了以探究素质教育和心理素质培养的内涵、

意义、模式为主的萌芽初级阶段,以及以探究心理素质的影响因素和干预效果为主的积极探索阶

段,现在正处于以探究心理素质作用机制为主的深化推进阶段。基于这些发现,对该领域未来的

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增强跨界合作,助力本土研究发展

心理素质研究作为一个本土化研究领域,正在不断突破、发展和壮大。从研究人员构成来

看,该领域近期出现了新秀团队,这些新力量的加入可以间接说明该领域的生命力正在蓬勃发

展。同时,虽然中文核心论文的年发文量呈波动起伏态势,但以儿童青少年群体为对象且以

“psychologicalSuzhi”为主题发表的英文论文总量已有30余篇,且随年份的增加呈上升趋势。

此外,2本关于心理素质的英文书籍也详细介绍了心理素质的概念和相关研究,并将心理素质研

究看作中国素质教育背景下的积极心理学研究[1,25]。这些成果说明心理素质研究已经开始走向

国际化,研究者们可把握此研究趋势,助力发展关于心理素质的本土研究。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研究者之间和机构之间的合作还有待继续加强。研究发现,该领

域中作者或机构之间的合作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大分散”是指该领域中的研究人员

412



和研究机构的数量均较多,但总体上跨机构的合作松散;“小集中”是指同一个或少数几个研究机

构的内部合作产出成果较多。例如,发文机构包括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和一些其他组织机构,但

整体上各机构间联系不紧密、合作较少,且核心机构的类型都是高校,中小学和社区等一线教育

实践机构较少参与相关研究。这启示我们,不同机构之间应加强交流,注重建立合作共研、协同

发展的共赢模式。另外,该领域目前主要受到教育学和心理学这两个学科的关注。然而,随着人

类基因组计划、人类大脑计划等国际性科研大计划的提出,学界掀起了对“基因—脑—环境—行

为”的研究热潮,这些前沿研究是极复杂的跨学科交叉综合研究,因此,跨学科、跨专业、跨方向的

跨界合作是必然趋势。这启示我们,教育学和心理学专业的工作者应积极主动开展跨界合作,不

断深化研究、促进创新实践,以更好地助力儿童青少年的成长成才。总的来说,儿童青少年心理

素质研究领域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应进一步加强研究力量的整合,实现资源互补,进而推动该

领域的发展和进步。

(二)拓展研究视角和方法,加强研究体系建设

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研究领域的研究主题与演进趋势是息息相通、互为表里的。该研究领

域在萌芽初级阶段主要是对素质教育和心理素质培养的内涵、重要性和实施体系进行了探索,中

后期主要围绕心理素质的现状、形成机制、作用机制和干预开展了系列研究。对于目前正处于的

深化推进阶段,建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和优化该领域的研究。

其一,在心理素质的现状方面,由于以变量为中心的分类方式容易忽视组内群体的异质

性[26],目前有从变量中心转向个体中心的研究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通过横向数据和

纵向数据发现了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异质性[27-28],但尚无研究探析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分类特征。

那么,心理素质在小学生群体中是否也具有异质性? 如果存在异质性,其分组特征是否与中学生

群体相似? 鉴于心理素质的不同潜在类别对于揭示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规律和教育实践都有重

要价值,建议未来研究可对此空白进行补充。

其二,在形成机制方面,已有研究主要从挫折情境等压力应激系统以及家庭(如家庭亲密度、

依恋关系)、学校(如友谊质量、同伴关系)、社区(如社区环境)等支持系统考察心理素质的影响因

素,这些影响因素涵盖面较广但相互独立。根据多元资源理论和累积风险模型,不同领域的资源

并非独立作用而是以协同的方式发挥作用[29-30],只关注单一或少数因素可能会导致过度推论,因

此未来的研究应重视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共同作用,例如家庭累积风险[31]。

其三,在作用机制方面,虽然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最受关注,但也可以从情绪弹

性、希望感、自尊、社会适应、问题行为和学业表现等方面考察心理素质的效用,以丰富和拓展研

究内容。另外,结合关键词“心理问题”的中心度较强,以及抑郁、社交焦虑是近些年的突现词等

特点,也可从关注整体心理健康问题转变到关注具体的心理问题,以细化研究内容。

其四,在素质教育和干预方面,必须明确的是,心理素质的培养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14]。不论是现状研究还是机制研究,最终的目标都是要服务于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心理

素质和心理健康。目前,已有研究主要是对影响心理素质的因素进行干预,进而改善个体的心理

素质,未来学者们可继续针对心理素质本身开发科学有效的培养方案。另外,在大数据时代还可

探索合适的数字心理健康方案,通过信息化和互联网等技术为个体创建数字档案并提供个性化

干预[32-33]。

此外,高频关键词分析、关键词时间线图分析和关键词突现分析还发现,小学生、中职生是今

后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这与心理问题的低龄化现象以及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总体要求相吻合[9,34],学者们可重视小学生和中职生群体的心理素质研究。同时,关键词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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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分析发现,社会支持和社会适应是当下的研究要点,也是今后开展研究的重要关切,学者们也

可深入考察它们与心理素质的关系。另外,素质教育是早期研究的重点,且其中心度高于与其频

次相近的其他关键词,鉴于心理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4],学者们可尝试挖掘素

质教育的新时代内涵和特征,从中寻找新的研究思路。随着研究的深入,生物生态学模型中的时

间要素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青睐[35],建议未来的研究可注重从纵向追踪视角考察心理素质与影

响因素、作用结果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干预的长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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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andProspectsofResearchonChildrenandAdolescents’PsychologicalSuzhi:
AVisualAnalysisBasedonCiteSpace

MIAOHualing,GUOCheng,WEIMingchen,YUBin,LIULi
(1.FacultyofPsych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ResearchCenterofMentalHealthEducation,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SincetheimprovementofthepsychologicalSuzhiofchildrenandadolescentsisthefocusoffamilyeducation,
schooleducation,governmenteducationandsocialeducation,theanalysisoftheresearchcharacteristicsandtrendsin
thisfieldisconducivetostrengtheningtheprofessionalsupportandscientificmanagementofmentalhealthwork.This
studyisbasedon353Chinesecorejournaldocuments,andusesCiteSpacesoftwaretoconductvisualanalysisofau-
thors,institutions,andkeywords.Theresultsshowedthat:(1)Thenumberofdocumentspublishedannuallyshowsa
fluctuatingtrend,andthecooperationbetweenauthorsorinstitutionsshowsthecharacteristicsof“largedispersionand
smallconcentration”.(2)Mentalhealthistheclassicresearchcontentinthisfield,andthehottopicsareeasilyinflu-
encedbypolicies,whichcanbesummarizedas“psychologicalSuzhieducation”and“theformationmechanismand
functionmechanismofpsychologicalSuzhi”.Moreover,“children,studentsinsecondaryvocationaleducation,social
support,socialadaptation,psychologicalproblems,andquality-orientededucation”areimportantentrypointsforfuture
research.(3)Theresearchprocesshasgonethroughthenascentstageofexploringtheconnotation,meaningandmodel
ofquality-orientededucationandpsychologicalSuzhicultivation,andtheactiveexplorationstageofexploringtheinflu-
encingfactorsandinterventioneffectsofpsychologicalSuzhi,andisnowinthedeepeningstageofexploringthemech-
anismoftheeffectofpsychologicalSuzhi.Itisrecommendedthatscholarsenhancecross-bordercooperationandex-
pandresearchperspectivesandmethodstofurtherimprovetheconstructionoftheresearchsystemandcontributeto
thedevelopmentoflocalresearch.
Keywords:childrenandadolescents;psychologicalSuzhi;mentalhealth;visual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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