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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课程领导研究的主题构成与
前沿趋势
陈 时 见,刘 方 林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课程领导是课程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借助CiteSpace和Bicomb软件,以文献计量学可

视化的知识图谱呈现21世纪以来课程领导研究的相关成果,全面梳理我国课程领导研究的发展概况与脉络,

厘清课程领导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深入把握我国课程领导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与前沿热点,期冀对我国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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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领导是课程变革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相关主体通过民主协商的合作方式所进行的课程创

生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课程领域的研究范式逐步由技术取向走向解放理性、由开发范式

向理解范式嬗变。西方学者对课程领导的内涵、角色期待、任务与层次、功能与类型等基础理论与

实践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究[1]。历经30余年的发展,西方的课程领导理论日趋成熟,并深

入地服务于课程改革的实践诉求与学校教育发展。自2000年以来,我国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8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其中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实施三级课程管理体制。随着课程改革的逐步深

入与发展,课程领导问题日益成为影响课程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对于新世纪以来课程

领导研究的成果进行全面回顾与反思,把握我国课程领导研究的主题构成与发展趋势,对于我国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以中国知网(CNKI)为基本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00-2016年,以“课程领导”为主题词,采取

精确匹配的方式,检索期刊文献587篇,去除会议通知、简讯、投稿启示等无关主题信息后,得到精

确的文献总数为517篇。

本研究主要借助陈超美先生的CiteSpace软件以及崔雷教授的Bicomb软件进行。CiteSpace
能把大量的文献数据转化成可视化图谱,以知识域为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

具有“图”与“谱”的双重性质[2]。结合词频分析与共词分析法,主要使用高频关键词与突现词来实

现对课程领导研究成果发展概况的梳理,通过分析关键词与主题词的出现次数与频率来确定某个

研究领域的主题与发展趋势。研究前沿由形成文献共被引矩阵中的文献以及施引文献使用的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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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或突现词的聚类来体现,通过分析,可以预测研究主题的发展趋势。

二、课程领导研究的热点

所谓研究热点,是指某一研究领域在一定时间内大量出现的一组文章和集中关注的主题。

CiteSpace统计数据显示,517篇课程领导研究文献由不同的308个机构的321位作者写就。

2000-2016年,课程领导研究文献的数量分布及总体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2000-2016年课程领导研究文献数量分布及总体趋势

(一)年载文量总体发展趋势分析

从图1不难看出,2000-2016年,课程领导的相关研究文献总体而言呈稳定增加的趋势。具

体来说,课程领导研究文献从2000年至2009年,数量逐步上升,尤其是2003-2006年,文献量上

升明显。这表明,课程领导研究从2003年开始,逐步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这与我国实施新一

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密切相关。2010年与2014年,课程领导研究文献量出现两个短暂的相对低

点,说明在前一段的高峰期之后,可能有一段反思期与平稳期。课程领导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
(二)高频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关键词是呈现主题的核心要义,也是高度概括文章的本质所在。由此,通过分析研究领域中的

高频关键词,可以探寻其热点。笔者主要是通过分析样本文献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名词短语与关键

词,生成课程领导领域的研究热点。
依据文献计量学的观点,可以从文献的共被引网络、频率、中心度等分析研究领域的主要发展

方向与主题。参数设置中,时间跨度设置为“2000-2016”,5年为一个序列,依据最小生成树法,设
置只显示前50%的文献,其他参数不变。经过数据运算,得到的模块值(Q值)为0.7592(Q值一般

在[0,1)内,Q >0.3表明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平均轮廓值(S 值)为0.4041(聚类比较

合理)、节点数为168、连线数为179、密度为0.0128的关键词与主题词的联合网络,即是2000-
2016年课程领导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详见图2)。



图2 2000-2016年课程领导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

在图2中,圆圈表示关键词,圆圈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圆圈越大,表明该关键词出现的

频次越多;反之亦然。通过对近17年的课程领导高频关键词的梳理与整合,得到了如表1所示的

课程领导研究领域的中心度及频率数据。
表1 课程领导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及中心度数据

序号 关键词 中心度 出现频次 序号 关键词 中心度 出现频次

1 课程领导 0.10 182 11 国家课程 0.19 11
2 课程改革 0.16 50 12 学校课程领导 0.01 11
3 课程管理 0.32 45 13 中小学校长 0.00 9
4 课程领导力 0.00 40 14 学校课程改革 0.02 8
5 校本课程开发 0.27 32 15 三级课程管理 0.29 8
6 新课程改革 0.05 26 16 课程文化 0.09 8
7 校本课程 0.09 17 17 教师专业发展 0.00 8
8 课程实施 0.05 15 18 基础教育 0.17 8
9 教师课程领导 0.02 15 19 课程决策 0.08 8
10 课堂教学 0.41 11 20 学校特色 0.37 8

  根据关键词的高频、低频词的界分及词频估计方法,依据高频关键词排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

到课程领导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对这些热点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后,可获得课程领导的3个

研究热点:理论政策研究、课程领导的实践研究以及课程领导创新模式研究。
(三)课程领导研究的热点问题

依据文献计量学的观点,一定时期内的高频关键词代表了广大专家学者所关注的焦点与热点。

根据高频关键词的聚类结果,表1中这些关键词代表了课程领导研究的主题,据此可知21世纪以

来,我国课程领导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如下3个方面:

1.专家学者主导的课程领导研究

课程领导是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而逐步走向公众视野的。2001年出台的《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规定:“为保障和促进课程对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
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这表示我国课程行政的根本转型,开始转向课程的共享与开放。之后,不
同于课程管理的一种新型的课程领导应运而生,从课程管理转向课程领导成为必然。从图2能够



清晰地看到,“课程领导”是出现频次最多的关键词,同时其中心度为0.10,达到显著性水平。基于

对课程领导内涵的不同认识,主要形成了行为、功能与过程3个维度的倾向[3]。为了深入推进我国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学者积极从各方面对课程领导进行理论探究与实践创新。总体而言,专家

学者主导的课程领导研究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课程领导内涵的辨析。课程领导是与课程管理不同的一种管理理念,意在摆脱历来的“管

理思想”———自上而下的“监控”“管制”,实现课程的权力共享与民主参与[4]。虽然多数专家学者认

为两者有交叉与包容,但两者也有显著的区别。从课程管理与课程领导概念术语上辨析,两者尤其

在权责与组织关系上有不同的内涵[5]。国内学者对课程领导的内涵,主要从行为、功能与过程3个

维度进行了界定。从行为的角度而言,课程领导是一种政府行为、合作行为与专业行为;从功能角

度而言,课程领导注重学生的学习改进与教师的专业发展,其功能在于完善学校的体系以及通过促

进学校发展达到提升学生学习品质的目的;从过程维度来说,课程领导是在一定条件下对课程组织

与人员施加影响的过程,以实现课程决策、课程组织与课程引导的基本职能。因此,增强课程领导

的实效性与有效性,充分发挥课程领导在促进课程建设与学生学习品质发展方面的功能,是新时期

学校课程发展的主要议题。
(2)课程领导的主体向度方面。课程领导过程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规律与一整套相对稳定的

标准样式。美国课程专家兰姆博特(L.Lambert)从主体变化角度分析了课程领导的指标向度。他

认为,传统的课程管理主体是校长,是个别的课程管理者,直接对知识学习进行决策与指挥,是一种

单向度的垂直管理。而新的课程领导主体是一个团体或团队,其成员通过合作进行共同学习,积极

承担责任和义务,形成集体共同的意识行为。不难看出,课程领导的实施主体多元化与权威集体

化、责任意识的同步化与协调化是学校课程领导主体发展的应有之义[6]。
(3)课程领导的任务方面。一般而言,课程领导的任务可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与课

程评价等方面加以解读。课程目标方面,通过学校课程发展历史与SWOT分析,形成课程领导主

体的指导理念,营造学校课程发展的氛围,凝聚学校课程发展的共识,为学校良好愿景与目标的建

立奠定基础;课程内容方面,依据国家课程标准,形成课程的层级标准,开发多元化的课程体系,编
制符合课程衔接的课程方案等;课程实施方面,明确课程领导者与追随者的责权,校长要成为知能

的建构者与散布者,建构课程文化与变革组织文化,积极丰富课程资源,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课程

建设的对话与协商机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建构与专业发展方面,而课程评价方面的

研究则主要集中在课程评价体系的建立、实施评价活动以及评价活动的反馈等方面。综上所述,课
程领导任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校课程领导层面,并始终贯穿于课程实施全过程,最终落脚点在于

课程组织的完善与学生学习品质的形塑。
(4)课程领导的措施方面。推进课程领导需要形成合力,采取有效措施,统筹学前教育、基础教

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成人教育的课程资源整合,提倡课程文化建设,依托多元的利益相关者

诸如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家长等资源,努力提高课程服务社会改革的功能。此外,积极克服影

响课程领导发展的不利因素,确保课程领导的方法原则、创新的策略与程序以及个性化的课程实施

方案能够落到实处。

2.多维度有偏重的课程领导实践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有关课程领导的改革与实践已成为制度化的研究领域。在我国新

课程改革实施的17年间,课程领导的研究方兴未艾,其理论与实践也有了一定的突破,从课程管理

走向课程领导不仅是一次话语范式的转换,更是一个涉及社会、学校、师生及家长等的系统性变革。
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课程领导的实践意义。从根本上而言,任何课程都以服务学生发展为目的。实际上,应在

课程事物的管理中,倡导课程领导的意义。首先,最重要的在于将课程领导的主要功能定位于通过



提升课程的品质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与学业进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课程领导无非更多地为

学生提供适合其发展的机会,促进学生知、情、意、行等的全面发展。“课程领导所发挥的功能,在于

使学校的体系及其教育能达成增进学生学习品质的目标。”[7]其次,促使校长从行政权威转向专业

权威。制度创新为校长的课程领导提供了新理念与新举措,促使校长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上传下达

式的单一行政指令,转为一种熟悉学校课程教学事务的专业领导。再次,倡导课程领导有助于强化

教师与校领导的道德意蕴。在学校课程领域,评判学校课程与教学需要价值评价,显然这就要求教

师与校长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准,而课程领导力的提升,无疑有助于处理价值与伦理问题能力的

提升,有助于彰显教育者道德维度的素养[8]。
(2)学校课程领导的实践。关于课程领导实践的构成要素,需要统筹考虑课程领导本身的独特

性以及外部对于课程领导的期待与要求。有学者认为,学校课程领导应包括4项核心实践:形成课

程愿景、发展专业社群、注重引领行为、聚焦课程问题。基于这个思维框架,剖析与审视当前学校课

程领导实践的实然状态,结果显示:初中学校课程领导行为整体上呈现维持管理型、关注问题型、愿
景引领型以及整体领导型4种形态[9]。其中,整体领导型的课程领导较为理想。

(3)课程领导行为的转变。课程领导是一种转型的领导,它所强调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

学生学习品质,进而促进学校发展共同体建设的理念备受关注。因此,课程领导是对学校领导进行

的一种有关课程整合与开发能力的综合考验,也是其诠释何为教育者的良好机会。因此,不同学者

探究了校长、教师及学生等课程领导行为的转变。有学者认为,以课题为载体,提升校长的课程领

导力;教师课程领导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路径。有学者通过教育叙事的方式,讲述了一名教

师如何从被动到主动、课程行为如何从模仿守成到生产创造的转变过程。此外,学生也是课程领导

实施的重要对象,学生课程领导同样不可忽视。学生参与课程领导有利于课程改革的成功,同时也

是民主化社会的客观要求。因此,应转变课程领导理念,为学生创造条件及加强对学生课程领导的

研究[10]。

3.创新的课程领导模式研究

历经40余年的积淀与发展,西方课程领导理论涌现出了许多创新的课程领导模式,诸如创造

性课程领导、变革性课程领导、分享式课程领导以及批判型课程领导等理论体系[11]。其中,转变型

领导概念是对这一时期变化的总体概括[12]。特别是斯皮兰(Spillane)、哈里斯(A.Harris)等学者提

出的分布式领导,其基本理念是赋权增能、团结协作与权力分享,让组织内部的每个个体发挥各自

智慧,形成一个学习共同体,以实现组织的高效运转。

三、课程领导研究的前沿趋势

此处的研究前沿,是指教育科学研究中突出表现某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潜力与趋势的主题词。
依据课程领导研究文献的关键词突现率,以及关键词的总体分布趋势展望,得到课程领导研究的前

沿主题词。
(一)突现词分析

突现词(burstterm)是科学研究领域中前沿问题的典型代表,若要探究某研究领域在一定时期

内的前沿主题,务必对突现词进行深入的分析。从2000-2016年课程领导研究的关键词突现率来

看,共获取3个关键词,如图3所示。其中,“学校课程领导”持续时间较长、跨度较大,属于渐强型

关键词。“课程领导力”“课程开发”属于近几年较为火热的关键词,时间跨度相对较小。这充分表

明,一方面,专家学者的关注点较多集中在学校层面的课程领导理论建构上,特别是西方课程领导

理论前沿的译介与政策分析上;另一方面,学校领导与教师领导力,以及校本课程开发在前一段时

间重视程度不够,实践层面的校长领导力建设与教师课程领导力成为目前的热点。



图3 2000-2016年课程领导研究的突现词

(二)渐强型研究前沿分析

实际上,“学校课程领导”是一个渐强型前沿关键词,突现率为3.055,突现的年份为2005年。
虽然在不同年度上强弱不一、上下波动,但仍然表明了“学校课程领导”属于逐步强化的关键词。这

一方面可能与校本课程的开发有关,重视以学校为本的课程建设,务必需要加强学校课程的领导体

系建设;另一方面,随着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与发展,确立了课程领导的先进理念,按照课程自身的

规律与社会诉求变革与完善学校课程。虽然“学校课程领导”的关注度在2009年有所下降,但不可

否认,总体而言,“学校课程领导”属于渐强型的前沿主题词。
(三)最新研究前沿分析

所谓最新研究前沿,是指近几年发表的文献中突现性较高的关键词所反映的研究领域。根据

已有期刊文献与突现词的变化来看,21世纪以来,课程领导研究的最新前沿主题是“课程领导力”
与“课程开发”,其起始年份分别是2012年与2013年,突现率分别是6.0507与3.2643。这充分说

明,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与社会发展诉求的变化,已不能仅仅满足于从理论上建构课程领导理

论与模式,需要转变思维,面向一线教育的实际诉求,多方面、多角度地去思考校长及教师的课程领

导力到底包括哪些方面,如何更好地使领导力服务于学校的课程建设。相关研究也表明,广大的一

线教育工作者与学校教职员工更关心的是课程领导力如何落到实处。
此外,在课程领导理念的引导下,需要进一步构建包括社会、企事业、政府、学校、师生及家长等

利益相关者在内的课程开发共同体,需要构建课程需求、课程实施及课程评价的合作协商机制,构
建学习型学校文化[13]。这是当下纵深推进课程开发机制建构的有益探索,也是课程领导研究领域

关注的前沿课题之一。

四、课程领导研究展望

笔者通过CiteSpace等统计软件对课程领导研究的关键词、突现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得

到课程领导研究今后的发展趋势。
第一,从课程领导文献发表数量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表的文献数量越来越多,特别是从

2006年之后,发表的文献总数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课程领导逐步受到专家学者与一线教育工作

者的关注与青睐。虽然之后略有波动,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可以预见,课程领导的研究会向纵深

与专门化发展,并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后期,特别是

2020年达到一个高潮。
第二,从研究主题来看,一是对课程领导层次的研究不全面,过多地集中于义务教育的课程层

面,缺乏对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及高等教育课程领导的观照;二是对课程领导各现象之间关系的研

究较为匮乏,且相较西方学者而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深入;三是对学校课程实施中的课

程领导研究较多,对课程开发及课程评价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于学校层面,缺乏对中央、地方、学
校及社会多维一体的整合研究。

第三,就研究方法而言,一是理论思辨研究居多,实证研究较少。没有实证数据的支撑,理论研

究容易显得空洞,甚至会走向纸上谈兵。二是西方译介过多,本土自我创生较少。翻译西方的相关



文献可以为我国课程领导研究领域提供借鉴与参考,但是借鉴不是目的,为我所用,使西方理论本

土化,才是我国课程领导研究应始终秉持的法则。三是质的研究方法较多,量的研究方法很少。课

程领导研究要想从理论走向实践与科学化的道路,必须加强实证研究。正如袁振国教授所说:“实
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14]

第四,从研究趋势来看,课程领导研究呈现出在实践过程中持续、深入发展的态势。研究角度

多从宏观层面探究课程领导的理论及观点,研究范围以学校层面的课程领导为主,今后的研究范围

应逐步扩大并深入到中央、地方及社会层面的课程领导,尤其是从微观层面对课程开发的实践机制

及课程开发的主体力量进行深度观照。
总而言之,课程领导是校长等学校相关管理者由行政权威转向专业权威的必由之路,也是教师

积极参与课程建设的应有之举,更是通过课程领导共同体的建设,促进学生学习品质提升以及营造

学校学习型文化氛围的应有之义。因此,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不同层次和多种角色上的课程领导的

知识和技能[15],构建课程领导主体系统,整合与优化课程资源,推动课程领导实践,在参考国外先

进的课程领导政策与实践措施下,结合我国目前的课程领导发展实际,探索我国课程领导问题的破

解之道,进而为我国课程改革的发展与育人目标的实现提供有效决策,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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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riculumleadershipisoneofthekeyfactorsforthesuccessofthecurriculumreform.U-
singCiteSpaceandBicombsoftware,thepapercomprehensivelygivesaknowledgemapofcurriculum
leadershipstudiesinthe21stcenturybythevisualizedknowledgemap.Withtherelevantresearchre-
sultsofcurriculumleadership,thepapercomprehensivelysummarizesthedevelopmentofcurriculumleader-
shipresearch,analyzesthefocusandhotspotintheresearchofthecurriculumleadership,andgraspsthe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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