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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前教育研究生论文的

知识图谱：现状、热点及趋势

———基于ＣＮＫＩ（２００８—２０１９）的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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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方法，以 ＣＮＫＩ数据库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所收录的２０３８篇中国１０所高校硕博论文
为样本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１０所高校的硕博论文总量自２０１４年后开始下降；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我国学前教育研究主
要可以总结为“幼儿园”“幼儿教师”“幼儿”三大聚类，其中“农村幼儿”“游戏”“少数民族幼儿”“民办幼儿园”等均为近

年研究热点。研究结果揭示了我国学前教育研究生论文的主要现状：论文质与量提高，关注重心转移；选题结合政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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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论文质量是研究生教学质量的缩影，
是衡量研究生学术水平、培养质量的重要指

标［１］。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２］的颁布，近几年研究生教
育规模更获得补偿性增长［３］。这一特点在学前

教育领域更为突出，国务院随后发布的《关于当

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的加快推进学

前教育发展的十条政策措施以及学前教育三年行

动计划，促使培养学前教育高素质人才引起了社

会的广泛关注。根据知网收集的硕博论文量显

示：２００８年至今，我国学前教育研究生论文从１５７
篇增长到５１１篇，增长率高达２２５．４８％。那么，当
今我国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论文质量究竟如何、

研究热点与趋势如何、研究方法有怎样的变化？

探讨和明晰这些问题，可为提高我国学前教育研

究生培养质量提供重要信息。

本文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文献数据进行量
化分析，将我国１０所高校２０８７篇硕博学位论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的研究主题及结构关系进行梳
理，从而有助于直观、科学、系统地透析我国学前

教育专业研究热点问题，把握其发展脉络，预测今

后学前教育研究生培养的发展走向，并据此提出

推进学前教育研究进步的建议与启示。

１　研究设计
１．１　样本来源

硕博研究生作为学科发展的新鲜血液，引领学

前教育发展的主力军，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学科

发展规律。因此，本研究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论文
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学科专业名称”为检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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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学”为检索词，共搜索

到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硕博论文２０８７篇；因北京师范大
学硕博毕业论文不对外开放，知网上无法收集，故

排除了北师大而选择论文量前１０的院校。论文总
量占全国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论文总量的５１．４％，
１０所高校分别坐落于东北、华南、华中等地，一定
程度上可反映全国学前教育研究总体情况。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分析软件是由美国德雷赛尔大

学（Ｄｒｅｘｅ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计算机与情报学专业陈美
超教授研发的，他使用 Ｊａｖａ语言开发了信息可视
化软件（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该
软件可对文献进行量化分析，探究领域发展的热

点、转折点、研究的进化图等，并直观地展现

结构［４］。

２　知识图谱分析
２．１　学前教育研究文献的年度变化

对发文量及变化趋势的分析是其他所有分析

的基础。图１是１０所高校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间硕
博学位论文总量趋势图。２００９年前总发文量不
到１５０篇，增长缓慢，说明选择攻读学前教育专业
硕士、博士的人较少，这与其他研究结论相似，学

前教育研究处于“低迷”的徘徊阶段［５］；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论文总量获得大幅度的增长，２０１０成为
学前教育研究的转折点，硕博论文总量从１３１篇
增长到了２１２篇，增长率为６９．４７％，之后也一直
在２１０篇左右徘徊，趋于平稳，最高达到 ２５２篇，
这与２０１０年后大量学前教育相关政策的颁布有
关；由于研究生教育对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质量要

求进一步提高，自２０１４年后论文总量开始逐年下
滑，能达到毕业要求的研究生出现下降趋势。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１０所高校硕博论文总量变化

２．２　高校的发文比例与知识流量
对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知网中硕博论文进行统计。

结果发现，南京师大呈波动上升趋势，最高年发篇

数达到９０篇，２０１４年后，发文篇数更是远超其他
几所院校。相反，华东师大产生的论文量下滑明

显，从 ２００９年的 ４７篇（最高发文量）下降到 ２０
篇。除此之外，其余 ８所高校发文趋势具有一定
的相似性，峰值均出现在２０１３年左右，在此之后，
前期上涨的论文量开始下滑，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期间，除南京师大外，其余 ９所高
校之间的论文量差距逐渐缩小，发文比例趋于

均衡。

２．３　 基于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学前研究热点
分析

词频分析（Ｗｏｒ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指对
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进行分析，通过词频分析我们

可以知道学前教育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运

行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生成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１０所高校
学前教育专业硕博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

（如图２所示）。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１０所高校硕博论文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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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中，三角形表示关键词聚类，三角形越
大，表示关键词的频次越多。排除“幼儿园”“幼

儿”等关键词后，可以看出“现状研究”“影响因

素”“师幼互动”“课程实施”“农村幼儿园”“第二

语言的发展”“民办幼儿园”“游戏”“教师”等关

键词为高频词汇，高频词汇排名及中心性和突破

性的统计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学前教育领域高级关键词的
频次和中心性分析（局部）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１９３ ０．４４ 幼儿园

１５９ ０．３３ 幼儿教师

１５０ ０．５４ 幼儿

８３ ０．１３ 幼儿园教师

６５ ０．２２ 个案研究

５１ ０．０８ 行动研究

４６ ０．１１ 现状

３２ ０．１０ 影响因素

３１ ０．０３ 儿童

２７ ０．０１ 学前儿童

２６ ０．０３ 师幼互动

２４ ０．０２ 大班幼儿

２３ ０．０３ 对策

２１ ０．０３ 学前教育

２０ ０．０４ 农村

１９ ０．０１ 课程实施

１９ ０．０３ 策略

１９ ０．０３ 家长

１９ ０．０３ 民办幼儿园

１７ ０．０１ 游戏

１７ ０．０２ 教师

１６ ０．０４ 农村幼儿园

聚类分析（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结果表明：学前
教育研究热点有四个大类别。（１）幼儿园。主要
包括幼儿园设计、幼儿园班级活动区创设、课程资

源开发利用、幼儿园教育活动，教学方法与策

略［６］、幼儿园环境创设［７］等。（２）幼儿教师。如：
教师的教学方法手段研究、教师行为的研究、幼儿

教师教学质量、幼师实践智慧、师幼互动、教师专

业发展以及职业幸福感、新教师职业适应等方面。

（３）有关幼儿主题的研究。主要关注幼儿的入学
准备、社会适应现状，儿童早期各认知能力、自我

意识的研究，幼儿能力和学业技能测量以及相关

训练活动的探索，同伴关系等。（４）针对中国幼

儿教育的现状采取针对性措施的研究，有关于农

村社区学前教育问题及策略研究、家园合作中园

长领导力现状及其提升策略研究、贫困地区学前

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等。

２．４　 基于历史发展图谱的学前教育领域研究发
展分析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绘制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学前教育领
域研究热点变迁的进化图（如图 ３所示）。时间
图谱显示出近十年频率最高的７个聚类的变迁，
其中“幼儿教师”与“幼儿园教师”两主题词类似，

可将其看作一个聚类，同时排除作为研究方法的

“行动研究”。（１）幼儿（＃０）。２０１３年前幼儿方
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别差异、不同国家和不同

地区幼儿的比较研究、幼儿创造力以及社会性行

为、幼小衔接，其后开始出现数学语言解读、儿童

视角、情境教学、眼动，近期更是出现幼儿性教育

这一新兴研究热点。（２）幼儿园（＃１）。２００８—
２０１９年间，幼儿园课程研究从课程的实施、课程
资源开发，再到各个思想与教育理念下的幼儿园

课程研究、地方特色的园本课程、民族文化课程的

创设。（３）幼儿教师／幼儿园教师（＃５）（＃２）。从
研究教学策略、实践知识等方面到教师的培训与

发展、职业适应能力的研究。（４）策略（＃４）。主
要集中在农村和民办幼儿园、课程领导、课程质量

提高以及其他学前教育中出现的相关问题的策

略，主要是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５）学习品质（＃
６）。此关键词出现在２０１１年并一直持续到２０１９
年，涉及社会分层、入学准备、早期学习标准、真实

性评价、艺术教育、质量评价等方面。

２．５　 基于高突现值关键词的学前教育研究趋势
分析

“突现主题词的使用要比出现频次最高的主

题词更适合探测学科发展的新兴趋势和突然变

化。”［８］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中的突现值即是某一关键
词突然出现程度的表征。通过图 ４，我们可以看
出突显度最高的关键词是“课程实施”（４．２６１）、
“英语浸入式”（３．９８５７）、“第二语言”（２．９８０３）、
“课程资源”（２．９８０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间关于学
前儿童发展特点、课程实施、第二语言、早期阅读、

家庭教育、民办幼儿园的研究较多，但在此之后这

些领域的关注度下降，农村幼儿园研究热度却一

直持续到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的硕博论文热
门主题是幼小衔接、集体教学活动等方面。最新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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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热点是“儿童视角”，突变时间段为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师幼互动”，突变时间段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游戏”，突变时间段为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学前

教育研究关注点越发全面，视野越发开阔，理论与

现实联系更加紧密，在学前教育具体实施中的可

利用性增强。

图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国内学前教育领域研究主题与热点问题变迁的时间线图谱（局部）

图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学前教育领域高频关键词的
频次和中心性分析

２．６　 学前教育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发展
趋势

运用内容分析法，对硕博学位论文中 ５５０篇
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

学位论文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有观察法（２３％）、
访谈法（２０％）、文献法（１１％）、问卷法（１６％）、个
案研究（４％）和行动研究（４％）也有一定的占比；
质性研究略多于量性研究，量性研究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研究方法趋于综合，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

进行研究的论文增多；其中问卷法、访谈法和观察

法的混合频率较高。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研究内容

也有密切的关系［９］，例如，在幼儿学习品质、质量

评估，以及对儿童能力关系、特点的探究上，量化

研究的涉及范围就比较广了。由前面分析可知，

这些多为近几年研究热点。实证研究比例逐渐增

大。此外，近几年，学前领域出现了应用智能仪器

进行相关研究，如眼动仪的研究，经梳理共７篇论
文，如浙江师范大学赵倩的硕士毕业论文“不同

任务情境中５～６岁幼儿卡通面孔加工的眼动研
究”［１０］，张伟芳的“幼儿说谎的眼动研究”［１１］、华

东师大王津的“学前儿童科学知识图画阅读理解

研究”［１２］，表明将高新技术运用到教育科研中的

形式开始兴起。

３　分析结果与启示
３．１　研究结果分析
３．１．１　论文质与量提高，关注重心转移

学前教育研究生论文 ２０１０年进入飞速发展
时期，论文量较比２００８年大幅提升，随后进入平
稳状态，论文分布比例趋于均衡。首先，有可能是

受近年来学前教育专业自身发展的影响。在“二

孩政策”和幼儿教育普及化浪潮推动下，２０１７年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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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毛入园率从 ５０．９％提高到了 ７９．６％，预计到
２０２０年将达到８５％［１３］。社会对学前人才需求量
剧增，各方关注度也随之上升。对此，２０１０年间
政府先后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
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对我国学前教育发

展进行宏观规划部署，报考、招生人数急剧上涨。

其次，研究生教育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随着

２０１０年《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的发布，
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于２０１４年开展中国研究
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工作［１４］，同年教育部提出

《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

系建设的意见》对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教育竞争

力进行了科学、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评价，促使学

前研究生教育注意力从量向质转变。这一系列文

件与措施合理解释了２０１４年后论文量上升趋势
减缓并趋于平衡的情况。与此同时，幼儿教师培

养质量保障系统也正在不断加强。《教师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１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

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先后对培养学

前教育专业人才的质量和规模提出了具体的要

求，随后开始启动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国家认

证工作，建立专门的培养质量保障体系［１６］，促使

学前教育教师培养质量不断提升。此外，教育部

２０１９年２月发布《教育部２０１９年工作要点》，指
出要系统推进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开展博士

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等。各高校先后根据《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

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学位〔２０１０〕９号）的精
神，提高论文查重率。预计国家随后将出台一系

列相关政策，纠正学风。在民众与政府的双重监

管下，研究生教育质量控制系统将不断完善。我

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重心将从规模向内涵转移［１７］。

学前教育研究生论文量由于社会需求和自身的发

展仍会有小幅增长，但重心却转至深度和广度上，

学前教育研究生培养将从初期“严进宽出”向“严

进严出”转变，由规模走向内涵。

３．１．２　 选题结合政策基本要求，聚焦于现实问题
的解决

从高突现值关键词统计表看，“幼儿教师”

“游戏”“民办幼儿园”“少数民族及农村学前教

育”“师幼互动”等均为近几年研究热点，也是当

前我国学前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和亟待解决的问

题。如“幼儿教师”，其质量与数量直接关系着学

前教育思想与政策的落实，但据统计，截止于

２０１７年，适龄儿童毛入园率达到 ７９．６％，比五年
前提高１５个百分点，到 ２０２０年有 ４３１万幼儿将
达入学年龄，我国将缺少１００万名教师［１８］。师资

队伍的缺口是发展学前教育不容回避的问题，基

于这一现状，必须扩充师资，加强幼师职业吸引

力。因此，有关教师的研究关注点从指导幼儿教

师教学行为、加强评价监管机制转向教师的工资

福利待遇、职业幸福感、心理健康水平等方向，试

图在解决教师后顾之忧的基础上提高教师各方面

素养，多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师资问题。此外，国

家为提高幼儿教育普及率，“民办幼儿园”的覆盖

面及其质量监控也受到广泛关注，据教育部２０１８
年１０月１８日发布的《中国教育概况———２０１７年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显示，２０１７年全国民办
幼儿园占比 ６２．７５％。这使得完善民办幼儿园质
量评估和政府监管系统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当

前民办园所质量、幼师素质、少数民族学前教育等

热点问题虽有所改善，但仍未解决，今后依然是学

前教育研究者努力的方向。据分析，我国学前教

育研究从借鉴、引进国外先进模式，转向自主开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形式。从时间图谱分析来

看，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选题从前期的广泛性、理

论性、借鉴性逐渐趋于具体化、实效化、可操作化，

更贴合于政策方针并聚焦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学

前教育研究选题今后将继续沿着这一取向，切实

解决现今学前教育问题。

３．１．３　 量化研究不断发展，研究方法逐渐多样
对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势

头正盛。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宏观领域的教育决

策，还是微观领域的人才培养，要探寻教育内外部

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都必须借助实证主义范式

来进行科学的研究［１９］。“不用事实判断，无法把

握教育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不用实证法，如统

计与测量，无法把握教育研究的普遍性；不用实验

和试验，无法把握教育研究的规则和可行性。”［２０］

因此，实证研究有利于加强教育学的科学性，弥补

社会科学研究短板。２０１９年后量化研究与实证
研究数量有可能会持续增长，成为学前教育乃至

教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而且由于研究方法各有

优缺，为提高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综合、多样、互补

的研究方法近年来普遍存在，质性与量性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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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学前教育研究的主要方

法。值得一提的是，眼动研究、脑电研究等技术也

开始用于幼儿研究，这是国家促进信息技术同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大趋势下的产物，这种以高新

技术为依托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研究法相比更科学

高效，新兴技术融入学前教育研究将会是未来研

究的一种趋势。

３．１．４　 儿童研究视角出现，儿童本位观念深化
在高突现主题词分析中发现“儿童视角”。

儿童视角有别于以成人为视角，将儿童置于被动

地位的传统研究，其以儿童为主体，意在通过关注

儿童自己所发出的声音来探索儿童的想法，了解

儿童世界。研究者是在承认儿童主体地位和权利

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倾听儿童长久以来被忽视的

声音［２１］。儿童视角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儿童权
利公约》中首次出现后，随着儿童权利运动、瑞吉

欧教育实践等的推动，在实践和反思中不断探索

前行，儿童视角的理论与实践体系逐渐完善，并在

有关儿童地位的认识及研究方法上不断尝试。因

此，近年来学前教育领域开始出现从儿童视角来

研究儿童问题的新取向。这在２０１２年发布的《３
－６岁学前儿童发展指南》“成人要耐心倾听幼儿
的讲话，等幼儿讲完再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就有

所体现［２２］。儿童视角开启了把儿童作为研究主

体的研究新取向，反对传统教育研究中以成人为

研究者所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倡导新的儿童

观［２３］。但要注意的是，虽然儿童视角适应现代科

学教育理念，但学界对儿童视角仍存在支持和反

对两种观点，这主要是由于研究范式还不够成熟，

因此今后研究更可能是聚焦于儿童视角本身的

探究。

３．２　研究启示
３．２．１　 完善研究生教育监测体系，提高论文质量

在评价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众多指标之

中，学位论文作为衡量其研发能力、创新能力、综

合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已成为关键指标，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２４］。

因此，把学位论文作为研究生学位工作的抓手，把

好质量关，提高学位授予的质量［２５］，针对论文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是提高培养质量的重中之

重。就样本分析来看，学前教育研究样本来源单

一、样本量小，大多集中在一个地方甚至是一所幼

儿园中，数据缺乏代表性；参考文献中中英文文献

专著比例不合理，缺乏科学性；研究内容上，缺乏

连贯性和追踪性，例如针对大班的认知能力研究

明显比小班、中班多，学前研究出现断层现象；此

外，不少论文的题目完全相同或者极其相似［２６］。

因此，研究生培养时要注重论文细节，加强研究深

度，提升研究信度。同时也应内外兼施，建立全员

参与的论文质量管理机制，完善优秀学位论文评

选和学位论文评阅系统，建立过程抽查和中期检

查制度，促进研究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２７］；借

鉴他国优秀经验，如日本实施的三层评价体系

（政府、大学、第三方）［２８］。此外，还可完善激励

机制，优化招生考试以及落实淘汰制度，充分调动

研究生和导师的积极性，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激

发创新潜能，提高学位论文质量［２９］。

３．２．２　 适当关注“冷门话题”，扩大选题视野
研究热点受政策影响，紧跟国家举措，但就统

计结果来看，学前研究论文在选题上对部分“冷

门话题”缺乏关注，又或是由于研究难度有意回

避。如缺乏有关特殊儿童的研究，在这１０所高校
的硕博论文中多聚焦于正常儿童，有关学前特殊

儿童的研究微乎其微，２０００多篇硕博论文中仅有
４篇关于学前儿童特殊教育。２０１０年我国颁布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在特殊教育篇章中明确指出：因地制宜
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３０］。在现今提倡融合教

育的大背景下，如何促进特殊儿童发展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课题，是实现教育公平必须解决的难题。

除此之外，研究也缺乏儿童护理、保育质量相关方

面的探索。因此，选题除考虑现实性、前瞻性和实

际价值外，还应关注研究短板，促进学科全面发

展。这就要求研究生教育不仅要注重研究生专业

知识技能的提升，还要培养他们勇于解决疑难问

题［３１］、敢于跳出舒适圈的研究精神；在引导学生

关注国内现状和国家科研项目的同时，也要鼓励

学生与国际研究对话接轨，全面把握研究动向，寻

找我国当前学前教育领域研究的薄弱之处，不断

突破创新。

３．２．３　 质性与量性研究结合，研究方法多元化
应用

近年研究生论文的实证研究和量化研究逐渐

增多，但要注意的是切不可操之过急，盲目跟从，

我国研究生研究方法发展的潮流绝不是“实证

化”“量性化”，而是应根据研究内容与需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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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的研究方法。此外，教育学自身的复杂性

（科学性与人文性）也致使学前研究中多元范式

并存现象的出现，单方面强调实证会使教育学失

去人文色彩，变得模式化、机械化［２１］。应倡导“多

元化”的研究方法运用，取长补短。需要注意的

是，近几年学前教育研究虽有兴起实证研究和量

化研究的趋势，但是也不可矫枉过正。在方法的

选择和变革上，学前研究生论文应该要摒弃一元

思维或二元对立观念，寻找不同方法之间的融合

和互补，促进研究方法多元化发展。

３．２．４　创新研究视角，开拓研究新路径
儿童视角承载着人们对儿童的时代关怀，但

研究时间并不长，论文量仍是少数，在２０００多篇
论文中不到１０篇，同时大多局限于环境和质量评
价范畴，如东北师大基于儿童视角的幼儿园物质

环境质量研究［３２］。这主要是由于儿童视角研究

缺乏科学的范式，研究成本过高、研究技术缺乏和

社会文化的禁锢等因素也制约着儿童视角研究的

深化发展［３３］。因此，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一方面

要把握这一热点，寻找实证研究与儿童视角相融

合的途径，逐步拓宽基于儿童视角的各领域研究；

另一方面也要努力探究开展儿童视角研究的范式

和工具，突破儿童视角的局限性。例如近几年出

现的马赛克儿童研究方法，其通过自主摄影、儿童

之旅、地图制作等儿童自愿接受的形式表达感

受［３４］，据此了解儿童尤其是幼童“未能直接用语

言表达”的内心感受和想法。这一极具前瞻性的

儿童教育观的方法为我们渐渐打开一扇以儿童为

中心的幼儿教育的大门，因此，我们应借鉴其经

验，加大对此类研究方法的探索和运用［３５］。此

外，在这需要补充的是儿童视角的研究突出强调

儿童与成人的非对立关系，但仍有许多研究在过

程中还是不经意地将二者放在了对立面上，研究

者必须明确这一点，促进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融

合研究［２３］。当前，单纯运用儿童视角进行研究的

方式的确具有难度，但以儿童和成人双视角共同

研究的方式却是我们可以尝试的，可能会达到１＋
１＞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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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动研究［Ｄ］．金华：浙江师范大学，２０１３．

［１１］张伟芳．幼儿说谎的眼动研究［Ｄ］．金华：浙江师范大
学，２０１３．

［１２］王津．学前儿童科学知识图画书阅读理解研究［Ｄ］．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３．

［１３］陶西平．我国学前教育发展趋势［Ｎ］．人民政协报，
２０１８－１１－１４（００９）．

［１４］邱均平，马力．２０１４年中国研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
评价［Ｊ］．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４（２４）：１３９－１４６．

［１５］王定华．关于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政策与
思考［Ｊ］．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８（６）：３－９．

［１６］虞永平，张斌．改革开放 ４０年我国学前教育的成就
与展望［Ｊ］．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１８（１２）：１８－２６

［１７］罗勇．学位论文“同题名”现象的原因分析———以法
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论文为例［Ｊ］．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２０１８（１）：５６－６１．

［１８］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学前教育师资匮乏不容忽视
［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３－１６）［２０１９－０３－１６］．ｈｔｔｐｓ：／／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５９５０９２４６３９５３８００６４１．

［１９］李均．论实证主义范式及其对教育学的意义［Ｊ］．教
育研究，２０１８（７）：４１－４８．

［２０］李太平，刘燕楠．教育研究的转向：从科学世界到生
活世界［Ｊ］．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１）：１３６－１４０．

［２１］莫迪．儿童视角研究：儿童研究的新转向［Ｄ］．上海：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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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５
［２２］孟田．深入解读《３～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广东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委会２０１２年会李季湄教
授专题讲座侧记［Ｊ］．教育导刊（下半月），２０１３
（１）：８－１１．

［２３］陈晓红，李召存．教育研究中儿童视角的发展［Ｊ］．教
育导刊（下半月），２０１５（１）：１５－１８．

［２４］杨静．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浅析［Ｊ］．扬州
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２０１３（５）：２８－３１．

［２５］齐艳杰．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特征探析与思
考———基于厦门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教师座

谈会［Ｊ］．研究生教育研究，２０１５（６）：３３－３８．
［２６］李希亮．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探索与实践

［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６（７）：３９－４１．
［２７］欧阳鑫玉，赵楠楠，等．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

障体系建设［Ｊ］．科教导刊（上旬刊），２０１８（１１）：３２
－３４．

［２８］黄巨臣．联合学位：日本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机制的改
革实践及启示［Ｊ］．高教探索，２０１８（４）：４５－５１．

［２９］郭艳利．近十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
究综述［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４（６）：４９－５４．

［３０］顾明远．学习和解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０
（７）：４－４．

［３１］杨晓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创新性探析［Ｊ］．教
书育人（高教论坛），２０１８（３３）：１４－１５．

［３２］陈欢．基于儿童视角的幼儿园物质环境质量研究
［Ｄ］．上海：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１５．

［３３］李春良．基于儿童视角的游戏观研究［Ｄ］．武汉：华
中师范大学，２０１６．

［３４］陈晓红，李召存．马赛克方法：实现儿童参与研究的
好方法［Ｊ］．幼儿教育：教育科学，２０１５（６）：３３－３７．

［３５］苗曼．“马赛克方法”与幼儿教育改革［Ｊ］．教育发展
研究，２０１８（２２）：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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