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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状况分析与趋势预测

———基于CNKI数据库的文献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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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滁州分校,安徽 滁州 239000)

摘要:针对我国社区教育的研究现状和实践需求,基于CNKI数据库对篇名含“社区教育”的研究文献进行提取、
筛选和统计,从文献年度与类型、期刊与文献贡献、作者及单位和区域贡献等方面进行计量分析,从关键词

贡献、共现、聚类和图谱等方面开展共词分析,系统阐述和分析了40年来我国社区教育的研究状况,并从

社区教育立法、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社区教育标准化建设等方面对研究趋势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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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区教育研究和实践不

断深入,社区教育作为落实党委、政府有关政策的主

要抓手和重要支撑,地位越来越凸显,实践越来越丰

富,研究越来越深入。文章对1979到2019年间

CNKI数据库中篇名含“社区教育”的文献进行统计,
采用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式对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状

况进行分析,并对研究趋势进行预测,以期对相关的

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提供启示。
一、研究基础、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基础

研究以CNKI数据库文献为来源,选择篇名含

“社区教育”,时间从1979年1月1日至检索日(2019
年4月30日),共检索到文献5317篇,剔除外文文

献,国内会议、报纸、学术辑刊和国际会议文献后,除
去重复论文,工作总结、宣传广告、会议报道等最终保

留有效文献4650篇作为研究基础[1]。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研究文献的标题、作者、单

位、期刊、年份和关键词等字段进行统计分析,使用

Excel2013、BICOMB2.0、CitespaceⅡ和SPSS22等工

具进行数据提取、统计和分析[2],采用统计表、数据图

和知识图谱等对研究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并对研究

趋势进行研判与预测。
二、研究状况分析

(一)文献计量分析

1.年度文献分析

国内从1988年出现相关研究文献,随后逐年增

长的趋势表现明显(图1),结合我国社区教育发展,
将其划分成四个阶段:萌芽阶段(1979-1990年),社
区教育理念开始进入国内,有文件提及“社区教育”,
但文献较少,仅10余篇;探索阶段(1991-2003年),
上海等地相继开始社区教育实践,少数地区出台了地

方法规或实施意见,文献逐渐增多,年平均数量有39
篇;发展阶段(2004-2011年),国家及有关部委先后

出台文件,开始重视社区教育,各地纷纷发文落实,文
献数量有较大增长,年平均数量为166篇;完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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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终身教育、学习型

城市等理念不断丰富,学习型政党、学习大国等相继

提出,各级社区教育机构、组织架构和服务体系不断

健全和完善,社区教育实践不断推进,内容不断丰富、
研究不断深入,文献数量每年都在300篇以上,年平

均达389篇。

图1 文献研究数量统计图(近40年)

文献量从2010年起突破200篇,随后每年都大

幅增长,依据近10年数据,应用年均增长率函数(1)
和曲线估计最佳模型[3](2),分别为:

m=
nB
A -1

(m 为增长率,A 为首年数,B 为末

年数,n=年数-1)  (1)

y=27.817x+217.81(x 为年份,y 为文献量,
R2=0.9243) (2)

得m=8.59%,预测2019年文献量为496篇,预
计将超过500篇(图2)。

图2 文献数量增长趋势图(2010-2019)

2.期刊贡献分析

40年来国内共有818家期刊刊载了篇名含“社
区教育”的文献4362篇,期刊贡献度(表1)中列出文

献刊载量前10位的期刊,发文数量均在50篇以上,

合计发表文献1251篇(占比28.67%),贡献度表现

突出,其中《成人教育》和《中国成人教育》文献刊发贡

献度最高,发文数量均在250篇左右,占比均超过

5.50%,另排名前20位的期刊中有11份是核心期

刊,刊载文献974篇。
表1 文献期刊贡献统计表(列示前10位)

排名 文献数量(篇) 期刊名称 百分比(%)

1 259 成人教育 5.94

2 242 中国成人教育 5.55

3 168 中国农村教育 3.85

4 113 职教论坛 2.59

5 111 成才与就业 2.54

6 100 继续教育研究 2.29

7 83 新农村 1.90

8 70 终身教育研究 1.60

9 54 当代继续教育 1.24

10 51 职教通讯 1.17

  3.文献贡献分析

文献贡献情况(表2)中列举的排名前10的文献

均被引用超过80次,其中《社区教育的理念》被引用

次数最高,为366次。在排名前20的25篇文献中,
北京师范大学厉以贤先生的文献最多,有6篇文献累

计被引用809次。厉教授提出了我国社区教育领域

的许多核心理念、举措办法和实践路径等,带动学界

尤其是教育界不断深入探索和研究社区教育,推动了

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和政策制定,被学界誉为我国社

区教育的泰斗、领路人和引路人[4]。此外,天津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关颖、西南师范大学雷少波、华东师范

大学吴遵民、浙江师范大学刘尧等观点也被学界广泛

引用。
4.作者贡献分析

40年来,共有4144位作者参与社区教育文献研

究,有19位作者署名次数超过10次(表3),其中中

国成人教育协会副会长、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陈乃林从1999年起,30多年一直持续从事我国社区

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工作,发表的50多篇文献中涉

及社区教育的发展思路、实践思考和治理体系等[5]。
此外,常州开放大学仲红俐、上海师范大学黄云龙、福
建广播电视大学沈光辉、上海开放大学宋亦芳、广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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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职业学院赵小段等都在文献研究中做出较大贡献。
表2 文献贡献情况统计表(前10位)

序号
被引

(次)
题名 作者 来源

发表

时间

下载

(次)

1 366 社区教育的理念 厉以贤 教育研究 1999.03 2520

2 161 终身学习视野中的社区教育 厉以贤 中国远程教育 2007.05 3881

3 137 社区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关颖 教育研究 2001.06 1223

4 108
社区教育资源的开发及其价值思考———改善学

校教育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雷少波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1.07 1508

5 106
关于对我国社区教育本质特征的若干研究和思

考———试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出发
吴遵民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3.08 1932

6 103 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刘尧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10.07 4594

7 97 面向21世纪社区教育模式探索 苏民 北京成人教育 2001.07 533

8 92 学校和社区的沟通———上海城市社区教育研究 叶忠海 教育发展研究 1999.03 842

9 86 参与社区教育是电大教育发展的重要走向 陈乃林 中国远程教育 2007.02 811

10 82
专业化:社区教育专职教师队伍建设的研究

美国社区教育的发展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黄健

吴锋等

远程教育杂志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08
2004.01

1641
2165

  表3 署名作者情况统计表(频次10次以上)

序号 署名作者 出现频次 百分比%

1 陈乃林 54 0.8954

2 仲红俐 26 0.4311

3 黄云龙 18 0.2985

4 沈光辉、宋亦芳、赵小段 17 0.2819*3

5 丁红玲 15 0.2487

6 朱涛、杜君英、程仙平 14 0.2321*3

7 邵晓枫 13 0.2156

8 张琪、高洪波 12 0.1990*2

9 王艳霞、汪国新 11 0.1824*2

10 丁辉、李继星、杨向群、吴锦程 10 0.1658*4

  5.单位和区域贡献分析

修正统一的单位名称、二级或附属单位归并和文

献同一单位取值后,共有1929家文献作者署名单位

(机构),出现频次4697次,频次在30次以上的单位

有10家,累计贡献率达12.54%(表4),其中华东师

范大学单位贡献度最高,达120次,叶忠海教授、吴遵

民教授、黄健教授、张永教授、周嘉方研究员、段玉新

博士等一批专家开展社区教育研究;常州开放大学仲

红俐、施苏苏、葛俊芬等将社区教育工作与实践结合

开展研究。此外,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李训贵教授、赵
小段研究员、山西大学桑宁霞教授、丁红玲副教授等

在社区教育研究中起到了很好的带头和推动作用。
表4 作者署名单位贡献统计表(前10位)

序号 署名作者单位 出现频次 百分比%

1 华东师范大学 120 2.5548

2 常州开放大学 89 1.8948

3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67 1.4264

4 山西大学 52 1.1071

5 曲阜师范大学 50 1.0645

6 上海师范大学 41 0.8729

7 四川师范大学 39 0.8303

8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37 0.7877

9 江苏开放大学 34 0.7239

10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30 0.6387*2

  依据作者单位属性,分别按大学(学院)、科研院

所、高职高专、开放大学(电大)、社区教育机构(社区/
老年/成人学院、学校等)和其他分成6类[6],按贡献

频次分类汇总(图3),可见研究单位中大学(学院)占
比最高达37%,其次是开放大学和社区教育机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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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既有大量学者和研究人员(高校和科研院所占比

41.75%)开展理论研究,也有开放大学(电大)系统的

探索与思考、基层社区教育机构的经验交流与实践分

享,还有职业院校的研究者与实践者的积极参与,以
及其他社会各类人群的广泛关注等。

图3 文献作者署名单位分类图

依据单位归属省份分类,可见沿海地区表现强

劲,江苏热度(频次)指数最高,为846,占比17.03%,
浙江热度指数为571,占比11.50%,上海、北京、广东

三地热度指数均超过300,分别为415、325和312,占
比分别为8.36%、6.54%、6.28%。上海、北京作为

直辖市虽然热度指数不是最高,但从区域文献研究密

度分布看应该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苏、浙、粤三省社

区教育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的表现与热度分布完全

相符。此外,沿海的河北、山东、福建,西部的四川等

地热度指数也均超150,湖南、辽宁、湖北、河南和重

庆也表现较好,总体表现是沿海优于内陆,东、中、西
部研究热度呈逐步减弱趋势。

(二)文献共词分析

1.关键词贡献分析

“社区教育”一词出现频次最高为3370次,占比

18.02%,其次是“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出现频次

分别为526次和204次。依据有关算法[7],取前三位

的均方根(见(3))值,即频次在37次以上的视为高频

关键词,合计有46个,占比37.87%(表5)。从关联

性看,主要在社区教育发展模式研究(4.30%)、社区

教育组织机构建设(3.11%)、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

体系研究(2.67%)、社区教育对象研究(2.65%)、农
村社区教育研究(1.71%)和社区教育资源建设研究

(1.71%)六个方面。

X=
∑n

i=1xi

n =
3370+526+204

3 ≈37 (3)

表5 高频关键词统计表(出现频次37以上)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频次 备注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频次 备注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频次

1 社区教育 3370 V1 17 终身学习 78 V17 33 学习型社区 46

2 社会教育 526 V2 18 社区学院 72 V18 34 教育资源 46

3 终身教育 204 V3 19 问题 67 V19 35 发展模式 45

4 社区 155 V4 20 模式 65 V20 36 电大 45

5 社区居民 141 V5 21 农村社区 65 V21 37 建设 44

6 农村社区教育 139 V6 22 教育行政组织 59 V22 38 资源整合 44

7 学习型社会 130 V7 23 社区教育模式 59 V23 39 教育 43

8 学校 127 V8 24 社区学校 57 40 教育部 42

9 社区成员 117 V9 25 创新 57 41 终身教育体系 41

10 农村 115 V10 26 资源 56 42 城镇化 41

11 对策 109 V11 27 社区教育课程 56 43 高职院校 40

12 发展 93 V12 28 开放大学 54 44 社区治理 39

13 策略 83 V13 29 现状 52 45 课程开发 37

14 社区教育工作者 83 V14 30 功能 50 46 路径 37
15 社区教育中心 81 V15 31 启示 48
16 社区教育资源 80 V16 32 社区教育委员会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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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键词共现分析

以“社区教育”出现频次的方根为频次阙值下限

(即 3370=58.05),最高值(3370)为上限,生成高频

关键词共现矩阵[8](表6),数据显示:除社区教育与

其他高频关键词共现度高外,社会教育与学校、社区

成员及教育行政组织,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学
习),学校与社区居民(成员)、社区教育中心、农村社

区与发展等关键词相互间共现度也较高。
表6 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频次阙值介于58到3370)

序号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V21 V22 V23

V1 3370506180 78 80 5 108 63 76 80 85 71 63 30 0 10 66 36 53 58 20 48 20

V2 506526 12 4 68 2 10 66 78 34 0 0 1 18 2 1 13 4 0 0 7 50 1

V3 180 12 204 6 5 5 28 2 3 0 3 3 4 1 0 0 2 2 3 6 0 0 1

V4 78 4 6 155 0 1 3 9 0 1 3 4 3 0 1 1 0 4 0 1 0 0 4

V5 80 68 5 0 141 0 4 13 14 1 0 0 1 9 15 9 1 3 0 0 1 8 1

V6 5 2 5 1 0 139 1 1 0 0 9 9 4 0 0 0 0 1 6 4 2 0 0

V7 108 10 28 3 4 1 130 1 1 2 1 2 1 4 1 2 12 7 0 3 0 1 5

V8 63 66 2 9 13 1 1 127 25 5 0 1 1 1 1 5 1 3 0 0 6 8 5

V9 76 78 3 0 14 0 1 25 117 6 0 0 0 3 3 3 3 2 0 0 7 9 3

V10 80 34 0 1 1 0 2 5 6 115 4 5 0 3 9 3 1 1 3 2 3 3 3

V11 85 0 3 3 0 9 1 0 0 4 109 4 0 2 0 1 0 1 38 0 1 0 0

V12 71 0 3 4 0 9 2 1 0 5 4 93 3 1 0 0 1 0 4 5 2 0 1

V13 63 1 4 3 1 4 1 1 0 0 0 3 83 4 0 5 2 0 4 1 0 0 0

V14 30 18 1 0 9 0 4 1 3 3 2 1 4 83 2 2 0 0 1 0 1 3 0

V15 0 2 0 1 15 0 1 1 3 9 0 0 0 2 81 0 2 1 0 0 6 2 0

V16 10 1 0 1 9 0 2 5 3 3 1 0 5 2 0 80 0 1 0 1 1 3 0

V17 66 13 2 0 1 0 12 1 3 1 0 1 2 0 2 0 78 2 0 1 0 1 0

V18 36 4 2 4 3 1 7 3 2 1 1 0 0 0 1 1 2 72 1 0 0 1 4

V19 53 0 3 0 0 6 0 0 0 3 38 4 4 1 0 0 0 1 67 0 0 0 0

V20 58 0 6 1 0 4 3 0 0 2 0 5 1 0 0 1 1 0 0 65 0 0 0

V21 20 7 0 0 1 2 0 6 7 3 1 2 0 1 6 1 0 0 0 0 65 1 1

V22 48 50 0 0 8 0 1 8 9 3 0 0 0 3 2 3 1 1 0 0 1 59 0

V23 20 1 1 4 1 0 5 5 3 3 0 1 0 0 0 0 0 4 0 0 1 0 59

  注:序号所指内容在表5备注中列示。

  3.关键词聚类分析

利用SPSS采用组间连接的聚类方法,平方

Euclidean距离的区间测量和Z分数的标准化转换值

生成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谱系图(图4),显示出高频

关键词之间的聚类关系,如按类间距离小于15来进

行划分,社区教育(终身教育及学习型社会)的模式、
发展策略以及问题,社会教育的对象、载体及组织管

理等聚类关系密切。在对数据进行多维尺度分析时,
采用正对称性距离,选择条件性矩阵,序数测量级别

和Euclidean距离度量模型[9](图5),可见社区教育

与终身教育以及学习型社会在同一象限维度,社会教

育与学校、社区居民以及社区教育工作者处于同一维

度等,两图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社区教育研究的高频关

键词之间的内在联系、分类表现和密切程度等。
4.关键词图谱分析

通过CitespaceⅡ对提取数据分别进行关键词聚

类、共现和突现度图谱分析,从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6)中节点的大小、颜色的深浅、连线的粗细、区域的叠

加和线条的密度[10]等可见社区教育、社会教育、社区

成员、劳动者和教育资源等关键词出现次数较高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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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谱系图

图5 高频关键词多维尺度分析图

其他关键词的关联度也较高,体现出其在社区教育文

献研究中的核心性。
生成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图7),侧重于勾画

不同聚类间关系,清楚地体现了关键词本身的中心性、
关键词之间的密切程度和在共现网络中的影响程度

等,也清晰地表现出关键词在同一聚类的呈现和联系

情况,不同聚类之间的关联程度,关键词出现与消亡时

间、影响程度及其持续期限等[11]。如图谱反映“社区

教育”关键词节点辐射3370条连线,在近40年里持续

与其他关键词共现,表现出强劲的中心性和影响力。
关键词突现度图谱反映关键词在一段时间的炙

图6 研究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

热程度,勾勒关键词被密集使用的历史跨度,反映出

文献研究在不同阶段的重点和热点等[12],研究将软

件Burstness标签中�[0,1]参数由1.0调整为2.0,
生成突现度图谱(图8),显示“社会教育”“社区教育”
“学校”突现的时间跨度位列前三,“开放大学(电大)”
“社会(社区)治理”“路径”以及“互联网+”等是当前

文献研究的关注点,图谱也显示出社区教育文献在不

同时期的研究热点等。

图7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三、研究趋势预测

(一)社区教育相关立法研究

社区教育是终身教育(学习)的重要形式和学习

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相关部委相继出台了推动社

区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部分省份也出台了地方法

规。但从实践看,我国在社区教育立法研究方面还存

在不足,而法制建设恰恰是工作的重要推手。我国在

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均有国家立法,但社区教

育或与之相关的如终身教育、社会教育、远程教育或

成人教育等方面均没有国家立法,也就很难彰显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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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关键词突现度图谱

教育在国家战略、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

用[13]。因此,推动与社区教育相关的立法研究是推

进社区教育工作的重要基础和强劲保障,对我国社区

教育的机构建设、管理体制、经费保障、队伍建设和资

源使用等都有重要的约束和推动作用,也是我国落实

终身教育理念和实现学习大国目标的强有力抓手。
(二)社区教育与社会治理研究

社区教育发展和演绎的终极目标是提高社区居

民素质、助力社会进步、加强社会治理,教育部等七部

门提出:“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推动社会治理创

新”,社区教育的合理布局与发展将会在化解社区矛

盾、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组织发动辖区居民和促进社

区文化建设等多方面发挥有效作用。同样,社会治理

的现代化也对社区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
为社区教育需要“增力”的新源泉和新动力,为社区教

育的发展走向和功能发挥勾勒出更加清晰的脉

络[14]。因此,如何将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
探索社区教育在社会治理中的有效作用,将是研究的

一个重要方向。
(三)社区教育发展模式研究

社区教育的有效发展和快速推进,其模式的探索

和研究是必然要求。如何将社区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

和城市社区建设融合,如何与所在区域、地域、人群以

及产业特色有效结合,如何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地方

政府、社会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广泛参与,如何消除工

作者顾虑以及保障社区教育经费的持续供给和有效

使用等等[15],都将会是社区教育模式探索和研究的

内容和焦点。通过对社区教育模式的持续深入研究,
推动社区教育的管理模式创新和办学体系建设,其探

索社区教育的多样化、全方位发展,将对社区教育工

作的有效推进发挥重要作用。
(四)社区教育标准化建设研究

社区教育与传统的学校教育不同,后者经过数千

年的历史变迁和实践探索,有着相对统一、标准的建

设范式和管理模型,社区教育作为一种舶来的、新兴

的和大众的教育形式,有着广泛的社会性、实践性和

生活性,其发展不太成熟且相对离散,因此,社区教育

规范化、制度化和标准化建设尤为必要。开展其基地

建设标准化、网络平台标准化、设施设备标准化、课程

建设标准化、人员配备标准化以及考核指标标准化等

研究,对于整体推动社区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进程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注重将社区教育标准化建

设与差异化发展进行综合考虑和实践研究,有着重要

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五)“社区教育+”的多元化研究

根据社区教育的服务对象及其功能定位,未来社

区教育研究领域和范围必将不断拓展和延伸,研究的

交汇区和结合点将会越来越多,社区教育与学校教

育、老年教育[16],社区教育与社区医疗、社区护理、社
区康养,社区教育与互联网、物联网,社区教育与留守

儿童看护、老年居家养老,社区教育与居民职业技能

培训、农民工培训、产业工人培训,社区教育与社区文

化、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未来的社区教育发展,还将会与高校学术研

究、课程建设,企业产品研发、市场推广、使用技能普

及等紧密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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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andTrendForecastofCommunityEducationResearchinChina:
BibliometricsBasedonCNKIDatabase

XIEGang
(ChuzhouBranch,Anhui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ChuzhouAnhui239000,China)

Abstract:InviewofthecurrentresearchsituationandpracticalneedsofcommunityeducationinChina,
thispaperextracts,screensandcountstheresearchliteraturetitled“communityeducation”basedonthe
CNKIdatabase,andmakesthequantitativeanalysisfromtheaspectsoftheyearandtypeoftheliterature,

journalandliteraturecontributions,authorsandunitsandregionalcontributions,etc.,italsoconductsthe
co-wordanalysisintermsofkeywordcontributions,co-occurrence,clustering,atlas,etc..Andthenthe
papersystematicallyelaboratesandanalyzestheresearchstatusofcommunityeducationinChinaoverthe
past40years,andpredictstheresearchtrendsfromtheaspectsofcommunityeducationlegislation,
communityeducationandcommunitygovernance,andstandardizationconstructionofcommunityeducation.

Keywords:communityeducation;researchstatus;literatureanalysis;trend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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