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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教育数字化研究回溯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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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数字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关键特征和核心指标，厘清教育数字化研究脉络对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广度
和深度有重要意义。研究以 ＣＮＫＩ数据库中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收录的 ６２１篇 ＣＳＳＣＩ类别的数据源为研究对象，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构建作者合作共现、关键词突现和聚类等图谱对我国教育数字化的研究动态与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显
示，就合作方面探讨，研究者跨机构跨学科之间的交互研究意识亟须强化，文献高产机构较多集中于教育部行政机构与

知名师范类高校。就研究趋势探讨，总体研究呈现上升趋势，研究热点聚焦数字化转型、教育数字化转型、职业教育等领

域，潜在的热点方向则聚焦智慧教育、教育公平、教育变革等领域；就研究阶段探讨，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酝酿探索阶

段（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深度融合探索阶段（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数字化转型阶段（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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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数字化已然成为当今世界的核心议题。随着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５Ｇ等数字技术优化与重塑
教育系统，“教育数字化”探讨跃然成为了新时代

的热点话题。２０２３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
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

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１］教育数字化是以特

定技术手段为依托重构和优化教育系统［２－３］，是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加速中国式

教育现代化推进的关键。早在２０１２年，教育部印
发《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明确了面向全国的教育信息基础设施体系

已经初步形成，需要进一步实施“中国数字教育

２０２０”行动计划［４］。而“十三五”期间《教育信息

化２．０行动计划》的印发，则标志着我国教育数字
化的建设进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５］。紧接着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升全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行动纲要》等文件的印发，无不显示着党

和国家对于“教育数字化”的高度重视。其中，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将推进“教

育数字化”写入报告，并且在教育部２０２２年工作
要点中就已经明确指出要实施“基础教育数字化

战略行动”，加快推进教育数字转型和智能升

级［６］。教育数字化俨然成为了新时代推进中国

式教育现代化的核心议题。

鉴于此，教育数字化俨然成为推进教育现代

化和推进教育高质量体系构建的时代选择。自实

施“中国数字教育 ２０２０”行动计划以来，我国在
“理论、政策、实践”三个方面已经形成了支撑教

育数字化发展的体系［３］，教育数字化已然成为了

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与新形态［７］。我

国研究者在探索“教育数字化”的过程中，先后在

优质资源共享、教育考试、教育管理、职业教育等

研究方向积累了丰硕研究成果。但已有研究文献

还缺乏对这些研究成果以及发展脉络的系统梳

理。本研究利用陈超美教授研发的可视化分析文

献计量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基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的
数据构建相关知识图谱，对我国“教育数字化”研

究的不同阶段关注重点和研究趋势进行系统梳

理，以期为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相关探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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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可借鉴信息，助力我国教育高质量体系的构

建和教育现代化的快速实现。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数据

研究数据均来自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采
取旧版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方式。其中检索主题

关键词为“教育数字化”，数据来源选择 ＣＳＳＣＩ类
别，时间跨度范围选定为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到２０２３
年１２月３１日，检索日期为２０２４年３月１日。为
保证研究数据与研究主题的高度相关，采取人工

剔除通知、书评、研讨会、论坛、邀请函、征稿通知

等弱相关文献数据，最终筛选出与“教育数字化”

研究主题相符的６２１篇期刊文献。
２．２　研究方法与步骤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构建的知识图谱作为科学计量学
的新方法，可以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

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

前沿的探测［８］，鉴于此，本研究结合构建的图谱

对我国“教育数字化”的研究趋势与热点展开分

析。其中，研究采用的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视化文献计量
与分析软件版本为 ６．２．Ｒ２高级（Ａｄｖａｎｃｅｄ）版。
研究的主要步骤如下：首先，将从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数据库导出的与研究主题强相关的 Ｒｅｆ
ｗｏｒｋｓ格式文件，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自带的数据转换
工具进行格式转换。其次，将已转换的数据导入

文献计量工具，其中在构建知识图谱的过程中，时

间模块（Ｔｉｍｅｓｌｉｃｅ）的范围选择为 ２０１２到 ２０２３
年，时间切片 ＹｅａｒｓＰｅｒＳｌｉｃｅ设定为１年，并且为
简化图谱网络，勾选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寻径）和 Ｐｒｕｎｉｎｇ
ＳｌｉｃｅＮｅｔｗｏｒｋ的剪枝方式。紧接着结合软件的
Ａｕｔｈｏｒ、Ｋｅｙｗｏｒ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等功能按钮构建作者
合作、关键词、机构合作共现等知识图谱。最后，

为提升所构建的知识图谱可读性，手动调节知识

图谱的布局分布，以便能够更清晰且系统快速地

梳理我国“教育数字化”的研究热点及研究趋势。

３　教育数字化的年代与知识图谱分析
３．１　发文量的统计

发文数量表示某一研究领域受关注的程度，

逐年连续发文量能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变化趋

势［９］。鉴于此，研究将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
导出的６２１条ＣＳＳＣＩ类别的期刊文献按照其发表

年份绘制成发文量占比分布图，如图１所示。不
同年份的发文量显示我国自２０１２年以来对“教育
数字化”的研究关注热度与变化趋势。其中，

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２３年研究文献的年均发文量总体呈
现快速上升的情形。可见，自教育部实施“中国

数字教育２０２０”行动计划以来，“教育数字化”的
相关议题已然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话题。但在

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７年的年均发文量仅为２０篇左右，
“教育数字化”的探索处于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

的酝酿探索阶段。２０１８年到２０２１年的年均发文
量出现了逐步增长的态势，“教育数字化”的探索

处于数字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探索阶段。在

２０２２年到２０２３年的年均发文量呈现高速猛增的
态势，该阶段随着数字技术的完善以及在国家的

全面统筹下，“教育数字化”的探索来到了“数字

化转型”的发展阶段。

图１　年均发文量总体趋势（ＣＳＳＣＩ收录）

３．２　发文作者分析
作者和研究机构相关图谱是相关学术研究动

态的重要体现，通过研究机构和论文作者的分析

可以探测某一研究主题研究力量的分布、研究基

地和研究团队形成状况［１０］。鉴于此，研究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文献计量软件，构建２０１２年以来我国关
于“教育数字化”的研究作者合作共现图谱，进一

步对“教育数字化”的核心研究力量的分布和研究

团队组成状况进行深入测算分析。如图２所构建
的研究作者合作共现图谱中，其连线反映作者之间

的合作关系，字体和节点大小反映了该作者对于

“教育数字化”的研究关注热度，连线的粗细反映

合作的频率，无连线的则是为独立研究者。其中，

图２中的作者连接线数Ｅ的值为２２６，节点数Ｎ的
值为３３１，合作网络密度值 Ｄｅｎｓｉｔｙ仅为０．００４１＜
０．１，表明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意识亟待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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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研究作者共现图谱

　　研究基于构建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对“教育数
字化”的核心作者发文情况进行测算分析。其

中，研究将普莱斯（Ｐｒｉｃｅ）定律作为核心作者筛选
的量化标准，公式为 Ｎ＝０．７４９（Ｎｍａｘ）１／２，Ｎｍａｘ为
“教育数字化”相关研究作者的最高发文量，Ｎ则
是作为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研究数据中，最

高发文量为祝智庭 ２６篇，最终计算出结果 Ｎ为
３．８１９≈４，也就是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需要 ４
篇。基于统计数据和研究计算结果显示，“教育

数字化”相关研究的核心作者共１７位，发文量前
５的研究者分别是：祝智庭 ２５篇、胡姣 １１篇、吴
永和１０篇、戴岭７篇、吴砥５篇、兰国帅５篇、余
胜泉５篇、闫寒冰５篇。其中，基于作者合作共现
图谱可见，研究者整体之间合作研究较少，多数呈

现独立研究的趋势。虽然祝智庭、兰国帅等研究

者已经形成自己的合作研究群体，但却是同地域

间的合作探索为主，且文献高产研究者大多集中

于各大知名高校和教育部机构内，基础教育、学前

教育、特殊教育等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较少。

３．３　发文机构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不同研究机构对我国教育数字

化在不同时间的探索以及合作情况，研究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Ｔｉｍｅｚｏｎｅ功能构建了我国教育数字
化研究机构的合作时序图谱（见图３）。图谱中仅
显示部分文献高产机构，其中，字体以及节点越大

表示该机构对于“教育数字化”的研究主题关注

度及持续时间越久，也就是文献高产机构。如图

３显示，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密度仅为 ０．００４４＜
０．１，中心性（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均低于０．１，可见研究机构
之间并未呈现明显的合作关系。本次高产机构

中，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作为高产文献机

构的代表，其 ＣＳＳＣＩ类别期刊发文量达到２５篇。
此外，其他ＣＳＳＣＩ类别发文量超过１０篇的发文代
表机构有８个，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东师
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等机构为代表。纵观教育

数字化研究机构时序图谱，普通师范类高校、综合

类院校、中小学等机构的文献产出较少，不利于全

面推进教育数字化的高质量发展与建设。

４　我国教育数字化研究现状聚类分析
４．１　教育数字化的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的核心概括，通过关键词，

可以对文章主题以及研究热点进行深入探索［１１］。

研究基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构建“教育数字化”相关研究
文献的核心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４），并基于数
据计算出核心关键词的首现年份、中心性、频次等

统计数据。其中，为更加直观体现我国教育数字

化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结合研究分析数据人

工绘制了高频核心关键词统计表（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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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研究机构时序图谱

图４　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１　我国教育数字化研究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首现年份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首现年份

１ 数字化转型 １５６ ０．３６ ２０１３ １１ 教育信息化 ２０ ０．２３ ２０１２

２ 教育数字化转型 ９６ ０．１３ ２０２１ １２ 人工智能 １６ ０．０３ ２０２２

３ 教育数字化 ９１ ０．１５ ２０１２ １３ 思想政治教育 １６ ０．０６ ２０２０

４ 数字化 ５８ ０．２７ ２０１２ １４ 智慧教育 １３ ０．０９ ２０２０

５ 高等教育 ３９ ０．１８ ２０１２ １５ 教育公平 １２ ０．０９ ２０２０

６ 高质量发展 ３６ ０．１４ ２０２２ １６ 教育治理 １１ ０．０１ ２０２２

７ 数字技术 ２９ ０．０６ ２０２２ １７ 教育新基建 １０ ０．０２ ２０２１

８ 职业教育 ２７ ０．２８ ２０１３ １８ 在线教育 １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６

９ 数字素养 ２６ ０．０５ ２０１７ １９ 数字教育 １０ ０．０１ ２０２２

１０ 教育出版 ２６ ０．１４ ２０１２ ２０ 教育变革 ９ ０．０９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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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表１以及关键词共现图谱，能够直观地
呈现２０１２年以来我国对于“教育数字化”相关研
究的关注热点。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颜色深浅

代表发文年份，节点大小代表该关键词研究热度

大小。其中，高频次和高中心性的关键词是我国

研究者对于“教育数字化”探索成果热点的直接

体现。结合表１，我国研究者在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２３年
对教育数字化的探索历程中，首先是“数字化转

型”“教育数字化转型”“教育数字化”“数字化”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教育出

版”“教育信息化”共九个核心关键词的中心性均

超过了０．１，直接展示了我国研究者自２０１２年以
来“教育数字化”重点研究热点与动向。其次是

“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职业教育”“教育信息

化”四个关键词的中心性均大于０．２，可以明确该
类关键词是沟通联结各个聚类之间的中介桥梁。

接着是“数字技术”“数字素养”两个关键词的频

次为２９和２６，但中心性却小于０．１，可见，这两个
关键词是２０１７年到２０２３年间阶段性出现的高频
词，是潜在关注热点的研究方向。最后是“智慧

教育”“教育公平”“教育变革”等关键词排名靠

后，但中心性却高于排名靠前的“数字技术”“数

字素养”等关键词，可见该类关键词在沟通各个

聚类之间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者亟须强化该类关

键词的关注度，以便进一步完善教育数字化的相

关研究，助推教育数字化转型和中国式教育现代

化的快速推进。

４．２　教育数字化的聚类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教育数字化核心关键词研究主

题间的知识结构情况，研究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并基于
对数似然率算法（ＬＬＲ）生成“教育数字化”的核
心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见图 ５）。图谱共生成
１４个聚类视图，为保证聚类知识图谱显示清晰，
方便显示各主题聚类之间的关系，图谱仅显示排

名前１０的核心关键词聚类视图，分别是数字化转
型、职业教育、数字化、教育信息化、教育公平、数

字素养、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智能时代、中国

式现代化。在图谱中，模块值 Ｑ值（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
和平均轮廓值 Ｓ值（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作为评判图谱绘
制效果的一个依据，当 Ｑ＞０．３就意味着社团结构
显著，当Ｓ＞０．７时，则表明该聚类是高效率且令人
信服的［８］。如图５所示，核心关键词聚类的模块
Ｑ值为０．８３８９，Ｓ值为０．９４３，因此本次聚类的结
构效果极佳且具备较高的信服度，并且基于数据

进一 步 探 究 各 聚 类 的 平 均 轮 廓 值 Ｓ值
（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依此分别是，０．９７９、０．８５９、０．９４４、
０．９８６、０．８４１、０．９８６、０．９２９、０．９５１、０．９４３、０．９６７，因
此各聚类间也均具备很高的可信度。此外，为进

一步探索各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在不同时间段的

研究变化，在关键词聚类的基础上，基于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功能生成核心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见图 ６）。
其中，纵轴代表主题聚类，横轴表示关键词的出现

时间，颜色深浅代表时间，节点代表关键词。鉴于

此，为深入分析“教育数字化”的各聚类主题之间

的研究核心关键词及知识结构，研究结合图５和
图６选取聚类＃０—＃５的部分研究成果进行深入
再分析。

图５　核心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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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核心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聚类＃０是数字化转型，共计 １８３篇研究文
献，包含的核心特征词主要有数字化考试、出版、

数字化时代、教育、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等。该

聚类涉及教育、高等教育、出版社、教育考试等领

域的数字化转型研究，如田永健、付涛等研究者基

于内蒙古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对基础教育数字化转

型的实践路径进行探索［１２］，徐晓飞、张策等研究

者对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的要素、层面、改革着力

点进行了探讨［１３］，王芳对我国教育出版社数字化

转型发展策略进行了探讨［１４］，徐光木，张屹等研

究者则是探究了大语言模型 ＣｈａｔＧＰＴ助推教育
考试数字化转型困境与机遇［１５］。

聚类＃１是职业教育，共计 １１８篇研究文献，
包含的核心特征词主要有转型、数字技术、职业

教育、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等。该聚类主要涉

及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探索、数字技术探索

等领域，着重关注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研究。

如伍慧萍、赵志群等研究者基于国外职业教育

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职业教育数

字化转型的路径进行了探索［１６－１７］，王卉、赵琼等

研究者则是对数字时代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的

策略等进行了探索［１８－１９］，陈楷根、和丽君等研究

者则是对地方教育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展开了

探索［２０－２１］。

聚类＃２是数字化，共计７３篇研究文献，包含
的核心特征词主要有教育期刊、创新、发展模式、

启示、数字化等领域。该聚类主要涉及国外数字

化转型相关成果对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启示、数字

化视域下的教育发展等。如黄新辉介绍了新加坡

信息技术教育发展状况和运作模式，在此基础上

分析新加坡教育信息化取得成功的具有可操作性

的经验启示，探索了我国高校“数字化资源建设”

的发展路径［２２］。杨慧芳指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推出的纪录片《大国基石》是全面体现了高等教

育与数字化的深度融合的纪录片，为新时代数字

化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人才保障与培养启

示［２３］。杨应时通过分析探讨疫情期间我国美术

馆数字化公共教育服务的探索创新等，探究了未

来我国美术馆公共教育发展路径［２４］。刘娉则是

探究了数字化视域下的儿童教育的现实理论依

据、意蕴、挑战与完善路径［２５］。

聚类＃３是教育信息化，共计９３篇研究文献，
包含的核心特征词主要有教学资源、课程思政、赋

能、信息技术、教育信息化、教育数字化转型等，该

聚类主要涉及数字技术助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

现探索、教育信息化背景下人才培养路径的探索

等。如吴砥、李环等研究者系统分析了世界各国

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举措与实施成效，探

究了我国未来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工作重点和发展

方向［２６］。蔡连玉、金明飞等研究者探究了走向人

机融合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２７］。舒杭、顾小清

对从数字技术发展和教育创新发展两个角度探索

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基础，并且制定明确的行动框

架［２８］。陈雄辉、谷紫阳等研究者对新时代教育信

息化人文价值的本质特征、实现教育信息化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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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技术原则等展开了探索［２９］。

聚类＃４是教育公平，共计５１篇研究文献，包
含的核心特征词主要有在线教学、数字教育、中国

式教育现代化、教育治理、教育公平、智慧教育等，

该聚类主要涉及教育公平的实践探索、中国式教

育现代化的探索。如孙杰远对中国式教育现代化

的理论性质、基本内涵、本质要求和实践逻辑等进

行了系统梳理［３０］；郭绍青、华晓雨等研究者分析

了我国城乡教育差距表征，以现实问题为切入点

阐述教育数字化转型助推城乡教育公平的实施路

径［３１］；周海涛、李葆萍等研究者以国家智慧教育

平台为对象，探索智慧教育平台加速教育公平实

现的现实路径［３２］。

上述分析了关键词聚类＃０—＃５涵盖的重点
关注内容，结合图 ６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教
育数字化”不同时间段关注的研究侧重点不一

样。如２０２２年以前，在线教育、信息技术、教育出
版、大数据、数字化教育资源、职业教育、数字化转

型等研究方向成为研究者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

然而直接聚焦“教育数字化”的研究文献数量较

少，相关研究的交叉性较低，处于酝酿探索的阶

段。自２０２２年开始，在国家数字化战略的积极驱
动下，“教育数字化”的相关探究逐渐“细化”，交

叉性的相关探索研究也越来越多，研究逐渐涉及

数字化考试、教育数字化、高等教育数字化、思想

政治教育、人工智能、数字能力、数字素养、教育公

平、高质量发展等领域。可以发现，现阶段“教育

数字化”的相关探索较多聚焦理论性的探索，对

于“教育数字化”的实证或实践探索、各学科课程

的“数字化”研究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数量较

少。如对于推进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数字化”

软硬件等现实条件的考虑有所欠缺，存在着一定

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很难实现“教育数字

化”的全方位全覆盖推进。

５　教育数字化的研究趋势
突变词指在较短时间内出现较多或使用频

率较高的词，根据突现词的词频变化可以判断

研究领域的前沿与趋势［３３］。鉴于此，研究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 Ｂｕｒｓｔｎｅｓｓ功能生成了核心关键词的
突现图谱（见图 ７），深入探索我国“教育数字
化”的研究发展趋势。其中，每个突现的关键词

出现的时间由矩形条进行表示，而深色加粗的

矩形条则表示突现关键词的时间变化范围，同

时也是阶段性研究焦点与热度的重要体现。本

研究将突现词中的 γ值设置为 ０．５，Ｍｉｎｉｍｕｍ
Ｄｕｒａｔｕｎ设定为 ２，基于变异检测算法最终生成
“数字化教学资源”“数字化学习”“数字化教学

资源”“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校园”等 １５个突
现关键词。这些突现关键词是很好展现了我国

自２０１２年至今“教育数字化”研究的阶段性关
注热点话题。

图７　关键词突现词图谱

突变强度与突变持续时间能够很好展现该关

键词在我国“教育数字化”探索进程中的重要性。

本研究中，突变强度值大于２的共有４个关键词，
其中突变强度最高的是“教育出版”，突变值为

４．８１，时间体现在２０１５到２０２０年。此阶段，研究
者主要对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困境、发

展路径以及“教育出版”服务于“数字化转型”的

实施路径展开了探索。突变强度次之的是“教育

新基建”，该关键词的突变值为３．８５，时间从２０２１
年持续到 ２０２３年。接着是“在线教育”，突变值
为２．２０，时间从 ２０１６年持续到了 ２０２１年。最后
是“数字化教育资源”，突变值为 ２．１２，时间从
２０１３年持续到了２０２０年。可见该类关键词在我
国“教育数字化”探索进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此外，“教育新基建”和“数字化教育资源”两个突

现关键词的时间仍然具有延续性，是未来教育数

字化相关研究的持续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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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核心关键词时序图谱

　　为进一步探索我国“教育数字化”在不同阶
段重点关注研究领域的变化情况，构建了核心关

键词时序图谱（见图 ８）。结合图 ７与图 ８，我国
“教育数字化”的研究发展脉络可大致划分为三

个阶段：酝酿探索阶段、深度融合探索阶段、数字

化转型阶段。

第一阶段为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的酝酿探索

阶段（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此阶段研究重点关注教
育出版、数字化、数字化教育、教育信息化、在线教

育、数字化教学资源等领域。我国研究者对于

“教育数字化”的相关探索处于缓慢酝酿探索发

展的阶段，教育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探索刚起步，研

究的重点聚焦于“教育出版”的数字转型探索以

及“数字化教学资源”构建，对于“教育数字化”的

探索不够深入与聚焦。

第二阶段为数字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探索

阶段（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在该阶段中，党和国家逐
渐重视“教育数字化”的建设征程，其中教育部印

发《教育信息化２．０行动计划》，标志着我国教育
信息化的建设进入了新阶段，２０２１年也开始了大
力加强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以及数字化的公共教育

服务体系的相关建设进程［３］。鉴于此，研究者聚

焦高等教育、大数据、教育数字化转型、思想政治

教育、教育数字化、教育公平、教育新基建等方向

对“教育数字化”展开了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

者开始聚焦数字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探索，依

托数字技术变革与优化教育教学逐渐成为了研究

者关注的核心议题，“教育数字化”的关注热度也

逐步攀升。

第三阶段则为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数字化

转型阶段（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在此阶段，我国已经
在“理论、政策、实践”三个层面形成了支撑“教育

数字化”发展的体系［３］。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

表大会将推进“教育数字化”的发展写入报告，关

于“教育数字化”的相关探索到达了高潮，相关

ＣＳＳＣＩ发文量也达到了新的高度。随着人工智能
（ＡＩ）、５Ｇ、元宇宙等数字技术愈发完善以及在党
和国家的全方位战略规划下，教育也迎来了“数

字化”的转型阶段。高质量发展、教育数字化转

型、人工智能、数字素养、智慧教育、中国式教育现

代化、教育公平、职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核心

关键词逐渐成为“教育数字化”深入推进的重点

研究方向。

６　研究结论与展望
通过分别构建年度发文量图、关键词词频表、

机构合作时序图、关键词时序图等８种图表对我
国“教育数字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可视化的分

析，研究结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就合作方面而言，研究者跨机构跨学科

之间的交互研究意识亟待提升，并且相关研究成

果多数集中于知名师范类高校和教育部行政机构

内。此外，以祝智庭、兰国帅等为代表的核心研究

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合作研究群体，但跨地域之

间的群体合作研究的意识较低。鉴于此，相关研

究者和研究机构，需积极把握国家数字化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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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导向，强化合作研究意识。普通高等师范院

校、中小学等机构的研究者也需要积极加入“教

育数字化”的探索阵营，完善“教育数字化”相关

研究，助力我国教育高质量体系的构建和教育数

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

第二，就研究趋势而言，我国的教育数字化相

关研究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２３年呈现逐渐深化的发展
趋势。研究热点聚焦数字化转型、教育数字化转

型、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教育出版、职业教

育、教育信息化等领域，“智慧教育”“教育公平”

“教育变革”隶属于潜在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

鉴于此，未来研究亟需加强“智慧教育”“教育公

平”“教育变革”等关键词涉及领域的相关研究，

持续深化教育数字化的相关理论研究。

第三，就研究阶段而言，我国“教育数字化”

的相关研究脉络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酝酿探索

阶段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深度融合探索阶段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数字化转型阶段（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年）。首先是在酝酿探索阶段和深度融合探索阶

段，这两个阶段注重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和数

字化教学资源的相关研究，对于“教育数字化”的

相关研究不够聚焦且不够深入，研究的交叉性意

识较弱。其次是数字化转型阶段，在党和国家的

全方位统筹下，该阶段关于“教育数字化”的相关

探索逐渐深入且细化，交叉性的相关探索研究也

快速增加，逐渐聚焦到基础教育、教育考试、思想

政治教育等领域。然而，目前较多集中于理论性

的相关探索，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数字

化”探索、各学科课程的“数字化”教学研究等领

域的相关研究较少。鉴于此，未来后续研究亟需

在国家数字化战略的积极导向下，持续深化研究

热点与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的探索，进一步助力国

家新质生产力时代的构建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快

速推进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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