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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评价研究 #$年之整体状况(

研究热点与演化趋势

...基于S'OADTG-A的可视化分析

彭建军#袁梦甜
"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衡阳 2#!$$$$

摘4要#以 #$年来S<d?数据库中 0))篇中文核心文献为样本#利用S'OADTG-A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对我国综合素质

评价研究的整体状况%研究热点和演化趋势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综合素质评价研究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呈现多

样化的态势&研究主题大多是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改革的结合&国内具有稳定的大基数专业研究人员#已成立以高校%教

育行政部门与教育科研机构为主体的研究基地&研究热点主要是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研究和方法研究&各时区的研究样

态多式#有纵深化的发展之势#构筑了该领域研究的知识基础%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 今后应加强研究作者和机构间的

协同合作#深化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应用研究$

关键词#新高考改革&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热点&演化趋势&S'OADT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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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将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

参考依据#是新高考改革的一大亮点#但在实践中

却又成了一大难点' 从 !::* 年.高等教育法/的

审议通过#到 #$$2年综合素质评价概念的首次提

出#再到 #$!2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实施#至今已历经 #$ 余

年*!+

' 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全面推

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并逐步推

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以来#相

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来促进综合素质评价纳

入正式高考录取#但是应用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进

行高考录取的改革政策落地却进展缓慢*#+

' 为

什么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的政策迟迟不能落

地6 其深层次的矛盾和难点何在6 综合素质评价

信息究竟如何才能得到有效应用6 如此种种问

题#对于以%两依据#一参考&为重要内容的新高

考改革全面推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4研究设计

!(!4数据来源

对我国综合素质评价研究进行纵深性的回望

与总结发现#!::* 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正

是这一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高等教育法/#并于 !:::

年 !月正式实施#促进了我国综合素质评价研究

序幕的拉开' .高等教育法/是第一部系统完整

的高等教育法律#以培养创新实践型人才为任务(

强调教育的分类改革#为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研

究建立了雏形#促进了我国依法管理教育的长足

发展#为高校招生(高考改革以及学生培养方面提

供了指导' 因此#本文将以 !::*年为研究的时间

##

4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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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整理 !::*;#$!: 年间的文献#进而回顾我

国教育事业几次重要的改革#对此领域的研究进

行综述'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核心期刊数据

库' 文献检索时间为 #$#$年 !月 "日#以主题词

%综合素质评价&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0)) 篇有效

的核心文献' 这些文献即为本研究的主要资料来

源#也是本研究的重要数据样本'

!(#4研究方法

S'OADTG-A是一款由德雷克塞尔大学陈超美

博士团队开发的可视化分析软件#在进行作者合

作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和文献突现检测方面具

有显著优势#并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与验证'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学的分析方法#借助

S'OADTG-A绘制我国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的科学知

识图谱#分析相关研究的知识基础(研究热点和演

化趋势#以期为该领域的后续探索提供不同的研

究视角*"+

'

!("4研究过程

对严格筛选后的有效文献进行计量与可视化

分析#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完成' 第一#通过中

国知网自带的计量可视化图#得到样本文献发表年

度趋势图和主题分布图' 第二#按照 S'OADTG-A能

够识别的文件格式将样本文献数据进行转码' 第

三#根据S'OADTG-A对S<d?数据源能够处理的数据

类型#对样本文献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分别得到作

者合作分析图谱(研究机构合作分析图谱(关键词

共现图谱(突现词图谱(时间线图谱等不同的图表'

第四#逐一分析上述图表#得到我国%综合素质评

价&的整体研究状况(研究热点和演化趋势'

#4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整体状况分析

#(!4文献量变化统计分析

综合素质评价研究发文年度趋势如图 ! 所

示#我国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

五个阶段' !::*;#$$"年为探索期#文献量较少'

改革开放之前的综合素质评价主要注重政治审

查' !:11年恢复高考以后#教育体制的改革开始

起步' 随着.高等教育法/"!::*$的通过#中共中

央(国务院和教育部相继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

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和.关于

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的意见/ "!:::$

*2+

' 此后#关

于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有了初步的探索#相关文

献相继发表' #$$2;#$!$ 年为起步期#相关的研

究文献逐年增多#但是上升幅度较为平缓' #$$2

年正式开始高中课程改革#%综合素质评价&一词

于.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实验区 #$$2年初中毕业生

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中正式被提出#标志着我国%综合素质评价&实

践与研究的开始' #$!$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中提出深化

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着重考查综合素质和能力#

为综合素质评价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 #$!! ;

#$!"年为回落期#相关研究文献数量较之前有所

减少' #$!2;#$!) 年为快速升温期#关于综合素

质评价的文献迅速增多' 直接动因就是国务院于

#$!2年 :月印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催生了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的全面启动' #$!);#$!: 年为螺旋式上升期#文

献总量在增多#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这一

时期#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得以深入推进' #$!)

年(#$!*年.高等教育法/进一步修订##$!0 年教

育部发布了 .依法治教实施纲要 " #$!0 ;#$#$

年$/"#$!0$等规范性文件#不断推动着综合素质

评价研究领域的发展' 综合而言#从这 #$年的文

献研究来看#综合素质评价研究文献量整体为上

升趋势' 这种研究趋势与实践中综合素质评价改

革的推进趋势较为一致'

图 !4!::*;#$!:年综合素质评价研究发文年度趋势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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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题分布统计分析

根据中国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功能#绘制 0))

篇文献的研究主题分布图"见图 #$' 图 # 显示了

有关%综合素质评价&各个主题文献量及其所占

的比重#右边显示的是各个主题所对应的标签

"标签从上到下的排序即为主题所占比重从大到

小的排序$' 由图 # 可知#其中位居前五位的研

究主题有%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素质评价&%综合

素质评价&%高考改革&和%综合素质&#占所有文

献一半的比重#同时还出现了其他研究主题' 可

见#围绕%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较多#中小学以

及高职院校也有%综合素质评价&方面的研究'

因高考改革是重要的契机#使得%综合素质评价&

体系的构建研究更多应用于高中' %浙江省&作

为一个小的研究主题也出现在图 # 中#可知这些

研究文献中也有类似于%浙江省综合素质评价试

点&的研究' 主题的多样性使%综合素质评价&研

究更加丰满#也为以%高中综合素质评价&为主的

研究提供了新的启发'

#("4核心作者与作者合作分析

作者发文量以及文章被引频次是判断作者在

相应科研领域的学术贡献与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本文利用S<d?数据库的作者合作统计功能#对

发文量 2篇及以上(单篇文章被引频次 #$及以上

的作者分别进行统计 "见表 !(表 #$#并运用

S'OADTG-A绘制了作者间合作图谱"见图 "$

*"+

'

图 #4!::*;#$!:年综合素质评价研究主题分布

表 !4综合素质评价研究发文量 2篇及以上的作者

篇数 作者

!!篇 刘志军#罗祖兵

2;0篇
钟秉林"0$#张红霞"0$#周明"0$#肖磊")$#靳玉乐"2$#周先进"2$#赵德成"2$#余慧娟"2$#辛涛"2$#杜文平"2$#

邢利红"2$#王新凤"2$

表 #4综合素质评价研究单篇被引频次 #$及以上的作者

频次 作者

!!1

3

!!*次 李雁冰"!!*$#崔允誋"!!1$

)";*:次
余胜泉"*:$#万远英"*!$#汤光伟"1:$#郭元祥"10$#徐岩"1!$#刘志军"0*$#周文叶"02$#蔡敏"0"$#靳玉乐"0!$#

黄志红"0!$#孔凡哲"))$#杨九诠"))$#周先进")"$

"!;21次

黄殿臣"21$#索桂芳"2)$#钟秉林"2#$#裴娣娜"2#$#柯政"2#$#夏怡新"2#$#冯成火"2$$#赵德成"2$$#夏勇祥

"":$#罗祖兵""*$#文东茅""1$#陈洁""1$#潘玉驹""0$#冯成火"")$#高维春"")$#李兵宽"")$#张铭凯""2$#李洪

川"""$#李宝庆""#$#刘志军""!$

#$;#:次

赵德成"#:$#蒋德珑"#:$#洪志忠"#:$#赵学勤"#1$#董秀华"#0$#罗祖兵"#0$#柳夕浪"#0$#常浩"#0$#李宝庆

"#)$#田学和"#2$#臧铁军"#2$#杨太清"#2$#钟秉林"#"$#樊亚峤"#"$#孙卫平"#"$#罗祖兵"#"$#廖哲勋"#"$#王

敏勤"#"$#周海涛"##$#樊亚峤"##$#杨宝山"##$#刘坚"##$#邱均平"##$#刘文"##$#王洪席"#!$#文东茅"#!$#武

正林"#!$#周凰"#$$#符太胜"#$$#罗晓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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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综合素质评价研究作者间合作图谱

44综合表 !(表 #和图 " 来看#刘志军和罗祖兵

在综合素质评价研究方面各发文 !!篇#且具有较

高的被引频次#单篇文章最高被引频次为 0* 和

"*#同时刘志军与肖磊(朱德全(陈朝晖(王宏伟之

间合作较为紧密#他们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团队)钟

秉林(靳玉乐的发文量和被引次数较高#也与其他

学者之间有合作)此外#赵德成(柳夕浪(罗祖兵等

学者习惯于单独发文#但发文量和被引频次都较

为可观' 可见#他们既是该领域的高产学者#也是

该领域的权威学者' 李雁冰和崔允誋的相关发文

量不高#但单篇文章的被引频次很高#可见其文章

的学术性较强' 从图 " 可以看出#除了刘志军团

队#还存在其他的研究团队#或许他们将是该领域

研究的后起之秀'

#(24主要研究机构与合作机构分析

对研究机构的分析有利于认识综合素质研究

力量的分布与合作情况#从而探讨研究机构对主

题研究的促进与推进作用' 本文通过S'ODTG-A软

件进行研究机构合作分析#对发文量 2 篇及以上

的研究机构进行统计"见表 "$#并运用 S'OADTG-A

绘制了研究机构间合作图谱"见图 2$'

从表 "可以看出#关于%综合素质评价&发文

量的前 !# 个研究机构存在多样性#有高校(教育

科学研究院#还有教育考试院等教育行政部门'

河南大学以 ")篇的发文量高居榜首#华东师范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紧随

其后#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厦门大学等研究机构也产量颇丰' 由图 2 可知#

我国%综合素质评价&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高等院校为

主要的研究基地#这些研究基地承担了该领域研

究的重点工作#并产生了较多的学术成果#创造了

较高的学术价值' 另外#地方教育考试院(教育厅

等也是该研究的生力军#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实

践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地区分布来

看#华北(华中(华东地区教育力量雄厚#浙江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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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这与浙江作为高考改革试

点的背景密切相关'

从图 2的机构合作图可以看出#主要的研究

机构内部有团队合作#同时与其他的研究机构之

间也有密切的合作' 这些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主

要集中在本地区#辅以一些跨地区的机构合作'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作为产量最高的机构#与

河南第一师范学院(河南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之

间形成了研究合力)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华东师范

大学教育信息技术系(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等形

成了研究合作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西南

大学教育学部形成了强有力的研究联盟'

综上可知#我国%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主要

依托高校(教育行政部门与教育科研机构#伴以少

量教育团体(中学等新鲜血液的加入#共同为该领

域的研究提供学术性的指导和建议'

表 "4综合素质评价研究发文量 2篇及以上的研究机构

发文量 研究机构

#0;")篇 河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0$

!";!*篇 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0$#浙江省教育考试院"!"$

2;:篇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厦门大学"*$#浙江省教育厅"*$#北京大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1$#南京师范大

学"1$#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1$#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科学"0$#赣南师范大学"0$#中国教育学会"0$#华

南师范大学"0$#辽宁师范大学"0$#南昌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2$#中国教育部考试管理中心"2$#中国民航大学"2$#兰州大学"2$#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

昆明理工大学"2$#安徽师范大学"2$#武汉大学"2$

图 24综合素质评价研究机构间合作图谱

"4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对论文研究方向和论文内容的高度

凝练#是文章代表性词汇#通过关键词的表述可以

预见论文的写作主题' 通过对比该领域的众多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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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提炼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系列关键词#即能观测

该领域的最新研究热点和趋势' 本文将运用

S'OADTG-A制作的关键词共现图谱来分析我国综

合素质评价研究的热点主题'

"(!4关键词抽取与词频统计分析

将 0))篇核心文献录入软件#得到关键词频

次分布表#为了清晰地展现重点关键词#留取词频

!$次及以上的关键词绘制成高频关键词表"见表

2$' 表 2包括关键词的词频数(关键词中心度以

及关键词在本次分析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年份' 从

表 2 可以看出#文献研究主要聚焦在%综合素质

评价&%高考改革& %高校招生&和%素质教育&等

大的主题范围内#并内延到%素质评价& %评价体

系&和%高中学校&等词语' 这些都是综合素质评

价领域的热点研究主题'

表 24综合素质评价研究词频 !$次及以上的关键词统计

关键词 词频 中心度 年份

综合素质评价 !)* $("* #$$)

综合素质 1$ $(#1 #$$#

高考改革 02 $(## #$$1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0" $(#* #$$"

素质评价 2: $(!# #$$2

学校 #2 $($1 #$$1

普通高中 #" $(!# #$!!

高考 ## $(!1 #$!!

考试招生制度 ## $($* #$!!

综合评价 #! $(!) #$$:

高校招生 #$ $(!) #$!2

新高考 !: $($" #$!0

学业水平考试 !* $($1 #$!!

评价体系 !* $($) #$$1

素质教育 !1 $($) #$$1

中考改革 !) $(!2 #$$*

评价 !2 $($: #$$:

高中学校 !" $($" #$$*

学堂 !# $($) #$$1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 $($" #$!2

核心素养 !! $(!! #$!1

新高考改革 !$ $($! #$!1

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 $(#2 #$!#

"(#4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通过S'OADTG-A软件对搜索到的文献进行关

键词共现图谱分析#考虑到图谱呈现的清晰度与

有效性#筛选出共现频次
!

* 次的关键词#以共现

图谱方式呈现"见图 )$#图谱共有 !#0 个节点#

")#条连线' S'OADTG-A依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

晰度#提供了模块值"b值$和轮廓值"D 值$两个

指标#可以作为本文评判图谱绘制效果的一个依

据' 本次聚类的b值为 $()$$ "#大于 $("#表示聚

类内部连接关系紧密#网络社团结构是显著的)D

值平均为 $()## "#大于 $()#表明聚类结果是合理

的*)+

' 将关键词进行聚类#并使用 >>a算法#共

形成七个聚类#标识词分别是综合素质评价(层次

分析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评价(实证研究(高中

学校和普通高中' 这些研究热点反映出近 #$ 年

间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的主要研究领域' 我们可以

通过聚类关键词(关键文献(研究主题等联合分析

加以佐证'

图 )4综合素质评价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为了更好地分析每一个聚类#笔者进行了以

下操作!第一#将每个聚类的信息汇总成一个表格

"见表 )$)第二#将每个聚类前 * 的共 )0 个关键

词进行汇总#并通过S'OADTG-A软件查找文献的功

能#对每个关键词的相关文献进行查找#共 )## 篇

文献汇总成一个表格)第三#删除 )##篇文献的重

复项#得到 *! 篇无重复文献)第四#精读 *! 篇文

献#分析综合素质研究的知识基础(研究热点和研

究前沿' 由此#我们可以将上述七个聚类分为两

大类!一类是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进行研究#主

要包括综合素质评价"f$ 聚类+f! 聚类$(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f"聚类$(评价"f2 聚类$(高中学校

"f0聚类$和普通高中"f1 聚类$)另一类是对综

合素质评价的方法进行研究#包括层次分析法

"f#聚类$和实证研究"f) 聚类$' 为进一步梳理

综合素质评价文献的具体内容#本文对两大类别

展开分析'

"(#(!4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研究

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考录取的一个依据指

标#增强了高考录取的多元性' 随着三位一体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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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体系和评价制度改革逐渐深化#综合素质评

价结果的有效性越来越得到关注' 梳理文献发

现#综合素质评价内容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是综合素质评价的应用现状)二是综合素质评价

的现行困境'

表 )4综合素质评价研究各聚类信息表

聚类号 文献数量 聚类的紧密程度 平均年份

$ #* $(0:* #$!"

! #2 $(*) #$!$

# !: $(*"0 #$!!

" !0 $(1#" #$!"

2 !$ $(:2" #$!"

) * $(:0* #$!)

0 1 $(:$2 #$!$

1 0 $(:#1 #$!1

一方面#随着教育改革的逐步推进#综合素质

评价的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日益深入' 随着经济

社会的不断发展#相关利益主体分化出多样的利

益诉求#不断促进教育改革#中高考以及招生制度

也在发生变化' #$!2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扭转片面应

试教育倾向#坚持正确育人导向&#%形成分类考

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

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

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

身学习,立交桥-&#并提出规范高中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0+

' 为贯彻落实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教

育部出台.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

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

生试点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

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 2 个配套政策文

件*1+

' 随后#浙江省(上海市作为第一批新高考

改革的试点地区拉开了新高考改革的帷幕#分别

出台了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 在试点地区两年

改革经验的基础之上#四川(山东(北京(天津等

#$多个省市于 #$!0年相继颁布了各地的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方案' 刘志军提到#现在的综合素质

评价将指标层层细分形成了复杂的评价体系#同

时构建了多元主体评价模式#评价方式为等级加

评语#其中%课程学习记录&的方式最为广泛使

用**+

' 钟秉林从 #$!2年以来#就对综合素质评价

改革试点的省份调查研究#并且总结了浙江和上

海的相关经验*:+

' 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改革的

结合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增强各方

的获得感#实现科学选才#优化专业结构' 综合文

献的研究脉络可以看出#综合素质评价实际上得

到了一定的进步和完善' 最初与高考体制不适

配#后慢慢探索出多种具有实效性的方案'

另一方面#综合素质评价在实施中困境重重'

首先#综合素质评价的科学性存在争议#测量方式

难以真正体现学生的综合素质#监督机制存在诸

多症结' 其次#各高中在实践中模糊了%综合素

质评价&#演变成了新的%文本评价&#素质评价最

终沦为%形式主义&' 再次#综合素质评价与教学

改革脱轨' 教学模式的改革落后于综合素质评价

的推行#教师对教学改革的知行不同步加上教育

资源匮乏导致%走班制教学&难以实行#综合素质

评价的推行最终在陈旧的教学模式中步履维艰'

最后#%两依据(一参考&的高校招生录取新原则#

使得高校录取面临科学性风险的困境*!+

' 部分

学者还总结了国外综合素质评价成功经验#刘志

军强调#国外除了以学业成绩为依据#还有对高中

期间的活动质与量(自我描述等多种信息的综合

判断' 当然最重要的是#国外有健全的招生体制#

招生人员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准确的专业判

断#大大地增强了招生选拔的有效性*!$+

' 鉴于美

国成熟的评价方法包括考试评价法(等级评价法(

评语评价法和表现性评价法等#罗祖兵还提出了

欣赏性评价法等#这些给我们在方法论创新上提

供了更多选择'

"(#(#4综合素质评价的方法研究

聚类 #是层次分析法#在此聚类中#其重点的

关键词是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科学性和指

标体系等' 通读聚类 # 中的相关文献#对综合素

质评价的评价体系以及评价的操作方式进行概

述' 学生综合素质本身具有模糊性#对此进行评

价具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运用模糊理论#创建学

生综合素质多层次评价的量化方法#将定性的评

价内容量化为可操作的定量评价指标#是现行的

一种普遍做法#解决了评级指标体系操作层面上

的问题' 首先#将评价内容细化#评价指标体系涵

盖若干个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观测点)然后#采

用矩阵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最后#运用模糊综合

评判模型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进行

测定' 还有学者指出应搭建电子平台#完善评级

指标体系的保存与管理体系' 但是#评价指标体

系的科学性仍是研究者们探讨的重点' 罗祖兵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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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评价指标出现交叉(重叠等不合理现象#可操

作性不强和评级公平性不足等等问题' 因此#对

综合素质评价制度进一步细致深入的设计是学者

们共同探讨的重心' 吴邵萍认为#在完善评级体

系的同时要科学合理地对待评价结果#评价应该

是一种过程性评价#应发挥其发展和改进功能'

聚类 )是实证研究#综合相关文献来看#实证

研究已经是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同样#学

者们围绕综合素质评价这一主题也展开了一些实

证研究#并取得了初步的学术成果' 王洋就上海

市某中学的实证分析#总结出综合素质评价%落

地&的路线图#提出为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应

加强校本化研究#体现地方特色*!!+

' 张雨强采用

问卷调查法和访谈分析法#以浙江省参加首届新

高考的 *$#名高三毕业生和教师为研究对象#探

讨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考试负担的现状和来源#

并提出研究建议*!#+

' 周明总结了中国教育年会

教育理论刊物分会 #$!)年年会上各主编的讲话#

主编们指出#现今的教育研究中实证研究较少#研

究文章不太成熟#研究范式不太规范#在综合素质

评价研究中亦是如此' 因此#加强实证范式的研

究#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性#是综合素质评价

研究的重要环节'

24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的演化趋势

突现词图谱和时间线图谱结合起来看可以展

示某一时区的研究热点(该领域研究演化趋势以

及研究前沿' 本文使用 S'OADTG-A进行文献突现

检测#获得突现强度前 !$ 的强引用突现词图谱

"见图 0$和综合素质研究时间线图谱"见图 1$'

结合文献的研读与图谱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晰

地把握 !::*

3

#$!:年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脉络'

图 04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突现强度前 !$的强引用突现文

献图谱

2(!4研究基础分析

由图 0和图 1 可以看出#综合素质评价的研

究基本始于 #$$#年#%综合素质&%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和%素质评价&三个突现词的研究年限较

长#形成了该领域研究的知识基础' 这些研究基

本出现在 #$!2 年之前#因为 #$$2 年的新课改和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年/文件的颁发都极大地推进了综

合素质评价研究的开展' 在这期间的研究#先是

将综合素质评价与大学生培养结合#致力于综合

素质评价体系建立的探索#然后将综合素质评价

引入初高中#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来

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这些成果共同构建了综合素

质评价研究的知识基础#为后续的研究勾勒了重

要的理论雏形'

2(#4研究深化分析

随着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

#$!2年 :月新高考改革开始启动以后#众多学者

投身于相关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由图

0可知##$!2 年出现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突现

词#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 该时期的研究特点是!

着重审视现行综合素质评价的问题和困境#进一

步探讨考试招生制度与综合素质评价的有机融

合#通过解析浙江(上海等地试点的现状为其他地

区提供参考' 由图 1 可知#高校自主招生亦是这

段时区内的研究重点#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落实

程度与高校自主招生的实行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

题' 有学者提出了%软挂钩&与%硬挂钩&的选择

和价值判断的困境'

2("4研究前沿分析

上海和浙江新高考改革试点于 #$!2年启动#

#$!1年两个试点地区的新高考政策全面落地'

图 0 中#%核心素养&和%新高考改革&两个词于

#$!1年突现#直至 #$!: 年' 可见#这将是综合素

质评价领域研究的前沿方向#以新高考改革为契

机的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将逐步细化和深入' 图

1中#全国教育大会(习近平总书记(高考改革综

合等成为 #$!: 年研究热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

次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因此#结合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围绕高考综合改革进行的综

合素质评价研究逐渐增多' 新一轮高考改革的价

值选择#应遵循教育规律#回归高考基本功能)坚

持与时俱进#平衡多元价值取向)加强科学决策#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 也有学者结合国外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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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输入新鲜血液' 美国

高校招生录取制度中#作为主要评价主体的高等

院校通过标准化考试#对学生的学业和非学业进

行测试#同时结合学生(教师(校长(知情人的评价

为高校招生提供参考依据*!2+

' 英国通过课程中

心作业和受控评价对学习态度(技能实践能力进

行评价#作为传统考试的补充来全面评价学

生*!)+

' 韩国主要的评价主体是学校#通过记录簿

的形式对学生学科成绩和非学科成绩进行记录作

为大学录取的参照*!0+

'

图 14综合素质评价研究时间线图谱

)4近 #$ 年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的启示与

展望

综上所述#我国综合素质评价研究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 本文通过分析 #$ 余年我国综合素质

评价研究的文献#总结了该研究的整体状况#梳理

了该研究的知识基础#讨论了该研究的热点主题

和演化趋势#为今后的综合素质评价(高考改革和

高校招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撑' 但

尚有需要进一步跟进和拓展的地方'

)(!4构筑核心研究团队&织密机构合作网络

通过图谱分析可知#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队伍

虽初具规模#但研究者之间的合作较为松散#机构

间的合作较为局限' 综合素质评价是新高考改革

的重要核心内容之一#其正式的研究年限较短#而

开展研究工作又需要较长周期' 这就更加需要开

展这项研究的教育行政部门(教学科研机构(教育考

试机构(高校甚至中学等多方联盟#形成协同效应#

以免研究囿于某一领域' 因而#建立稳定长期的团

队协作或者构建研究机构合作网络显得尤为重要'

)(#4加强实证操作分析&深化评价应用研究

综合素质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综合素质评价

信息的应用#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评价指标(评价

方法以及评价技术等怎么评价的问题上#大多忽

略了对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应用的研究' 综合素质

评价信息的实践应用研究可以多方面展开#既要

加强新高考改革背景下的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内

涵研究#也要加强和改进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应用

的科学方法探寻#更要结合地方实际为推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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