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研究缘起

课程论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领域， 在我国已经

发展了二十多年。 课程论的研究飞速发展， 尤其是

随着课改的推进， 对理论指导的需求加大。 理论对

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反过来实践又促进理论的发

展。 2001年课程以来， 课程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

靳玉乐认为， 课改以来， 尽管课程研究取得了显著

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为使我国课程论又好又

快地发展， 反思历史并探寻未来的走向， 显得尤为

重要 〔1〕。 笔者尝试通过对国内外课程论研究热点

词汇的分析、 对比， 了解近年来国内外课程论研究

的趋势。

二、 研究方法及主题词分布

（一） 研究方法

1. 比较法

比较便是依据一定的标准， 把相联系的事物放

在一起进行考察， 寻找其异同， 以把握所研究事物的

特定的质的规定性。 我国主要把比较研究分为三类，

分别是同类比较和异类比较研究、 纵向比较和横向比

较研究、 定量分析比较与定性分析比较研究。 本研究

主要采用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

2. 词频分析法

词频分析法是利用能够揭示或表达文献核心内

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在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出现的

频次高低来确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文献

计量学方法 〔2〕。 关键词是反映文章研究核心的词，

同一关键词的反复、 多次出现表明该词所表征的主

题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 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可以

用主题词出现的频次变化来表征一领域研究的热点

和趋势 〔3〕。 学科刊物， 尤其是一领域的核心刊物

能够广泛及时的反映本学科领域的发展动态，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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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泛、 连续的核心期刊文献进行主题词提取、 分

析能够反映本学科领域热点和趋势。 词频分析法已

在国内被广泛应用， 例如储节旺、 王龙所著 《近10

年国内知识管理研究热点———基于CSSCI数据库的

词频分析》 〔4〕， 李军所著 《基于词频分析法的国

内教育技术学研究热点的研究》 〔5〕 等等， 但在课

程论领域使用较少。

（二） 国内外课程论研究主题词获取及类别

1. 样本选取

本 文 选 取 国 内 课 程 研 究 领 域 CSSCI 核 心 期

刊———《课程·教材·教法》 作为国内样本来源。 在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中检索自2001年至

2014年14年间发表在 《课程·教材·教法》 期刊上的

所有文献， 共得到文献3781篇， 除去会议通知、 公

告消息、 征稿启事等非学术性文献， 最后得到文献

3232篇。 同时选取国外三种有代表性的权威杂志进

行分析， 分别是双月刊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课程研究）、 季刊Curriculum Inquiry （课程咨询）

和季刊Curriculum Journal （课程）， 并利用其 索 书

号在EBSCO文献服务公司提供的在线数据库进行检

索， 除去书评、 读后感、 公告和启事最后得出文献

共1351篇。

2. 主题词获取

以2001年课改为研究的时间起点， 利用由武汉

大学开发研制的ROST CM6词频挖掘软件分别对国

内外文献关键词进行提取、 分析。 除去无意义词，

如 中 文 文 献 中 的 “分 析 ”、 “意 义 ”、 “研 究 ”、

“提出” 等词， 以及外文文献中的 “study”、 “re-

search”、 “article” 等词。 根据对已有文献的阅读

掌握， 合并同义词， 如中文中的 “学生” 和 “学习

者 ”、 “中 国 ” 和 “我 国 ”， 及 英 文 “child” 和

“children”、 “teachers” 和 “teacher” 等。 经过并

词处理， 按照词频的出现次数， 每个文档中提取词

频出现最多的30个有实际意义词， 并用表格记录下

来， 最终形成主题词表格。

3. 主题词类别

郑州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周爱民先生将关键词

分为四类， 分别是恒星关键词、 流行关键词、 新星

关键词和卫星关键词 〔6〕， 恒星关键词指出现频次

高且比较稳定的词； 流行关键词指在某段时间出现

次数较多， 其后频次下降， 研究停滞不前的词； 新

星关键词指近些年出现次数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的

词； 卫星关键词是指虽然频次较低， 但从国内外发

展趋势可以判断出， 将会成为研究热点的词。

三、 国内外研究热点主题词

主题词即所提取的关键词， 通过上述方法得出

中文期刊的关键词表格如表1.1所示； 词频是指次

关键词在2001年至2014年间出现的次数。 关键词每

出现一次表明， 以此关键词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出现

一次。 排名是指该关键词的词频大小， 出现次数越

多， 词频数较大， 排名越靠前。 表1.1中 “教学”、

“课程”、 “教师”、 “学习”、 “教材” 等高频率词

表明此研究是对国内课程论的研究。

表1.1 2001-2014国内热点主题词

排名 主题词 词频 排名 主题词 词频

1 教学 1977 16 能力 226
2 课程 853 17 知识 226
3 教师 601 18 教育学 206
4 改革 538 19 理论 194
5 学习 500 20 中学 180
6 教材 451 21 学校 176
7 语文 378 22 文化 169
8 数学 367 23 历史 157
9 小学 322 24 教科书 166
10 评价 321 25 实验 143
11 高中 277 26 学生 138
12 课堂 263 27 基础教育 130
13 实践 325 28 阅读 128
14 科学 327 29 地理 124
15 英语 221 30 技术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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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同样方法得出国外课程论代表研究热点的

关键词表格， 即表1.2。

表1.2 2001-2014国外热点主题词

（一） 国内外课程研究热点主题词横向分析

1. 课程论的研究对象分析

从课程论的研究对象来看 “课程”、 “教师”、

“教学”、 “学习” 皆是国内外课程研究的最热点。

有学者认为课程论研究的对象是指学校里具体的

“学科”， 学科要有教师来教学， 因此也要研究教

师 〔7〕。 但是仅仅研究教师也不够， 学生是学习的

主体， 也要研究学生、 研究学生的学习。 教学是国

内教育界一直很重视对教学的研究， 从排序上看

书， 教学作为国内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出现， 与课程

相对应的英文词 “curriculum” 是国外出现频率最

高的关键词， 这也体现了中西方教育观念的不同。

2. 课程论的支撑学科分析

从支撑学科上来看国内偏向教育学， 而国外课

程领域专家们则更愿意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

课程， 这体现了国外课程的心理学走向。 众所周

知， 支撑与课程领域最密切相关的几大领域分别是

教育学、 心理学、 社会学和哲学。 四个领域从不同

的角度为课程论提供支撑。 表1.2中与心理学相对

应 “psychology” 出现了153次表明了西方课程论的

心理学走向。 在某种意义上， 它预示了西方课程论

未来发展的趋势 〔8〕。

3. 课程与政策的分析

从课程与政策来看， 国外研究者对课程政策研

究较多。 国内自2001年新课程改革以来， 对课程政

策研究较少， 对改革本身关注较多。 和学新和乌焕

焕发表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论研究的内容分

析》 一文， 提到在其研究中课程改革与发展研究的

论文数量占到样本总数的22.94%， 内容主要涉及

国内外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课程政策指关于学校应该教什么的正式的法律

法规， 课程政策研究则是探讨官方的行动是如何确

定的， 其对学校和教师有要求， 又如何影响面向特

定学生的教学内容 〔9〕。 虽然课程政策是个抽象概念，

但是它有集体化和制度化的载体 〔10〕。 其载体主要包

括课程计划、 课程标准和教科书。 胡东芳认为我国的

课程政策是建立在中央集权理念， 至少课程计划、 课

程标准、 教科书的制定语言修改皆由中央控制 〔11〕，

地方学校与学者专家有极少的发言权， 这可能是课

程政策在国内课程领域探讨较少的原因之一。

4. 课程内容的分析

从课程内容上看， 中外课程所关注的相似处很

多， 例如对语言、 知识、 能力的共同关注， 但也存

在差异， 最大的区别在于国外课程论研究对于多元

文化、 全球化的关注， 以及对学生的公民教育和领

导力培养。

（二） 国内外研究热点主题词的变迁———纵向

分析

在上述内容中， 通过借鉴周爱民的主题词分类

法， 同样把本文研究的关键词分为四类， 即恒星

词、 流星词、 新星词和卫星词。 本研究的时间是从

2001年开始至2014年结束， 结合自己的研究特点对

这四类词加以解释。

排名 主题词 词频 排名 主题词 词频

1 curriculum 814 16 children 90
2 school 803 17 language 89
3 teaching 594 18 theory 84
4 public administration 478 19 knowledge 71
5 teacher 463 20 multicultural 69
6 Support services 333 21 mathematics 68
7 secondary education 266 22 policy 62
8 learning 241 23 college 59
9 elementary education 190 24 test 54
10 student 192 25 management 54
11 science 163 26 technology 48
12 psychology 153 27 citizenship 44
13 history 120 28 ability 34
14 literacy 95 29 globalization 30
15 evaluation 94 30 leadershi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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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恒星关键词

恒星关键词词是指在2001年至2014年保持词频

增长、 频次高、 次数相对稳定的词。 能够反映课程

论研究在十四年间一直高度稳定关注的热点。

根据表1.1和表1.2中出现的60个高频热点词来

探索14年间每个热点词的变迁。 得出国内恒星词折

线图图1.1和国外恒星词折线图图1.2。

图1.1 国内恒星词

国内恒星词包括教学、 课程、 学习、 语文、 数

学， 国外恒星词是分别是课程 （curriculum）、 学校

（school）、 教学 （teaching）、 中等教育 （secondary

education）。 这些词分别是国内外课程论研究者关

注最多的词， 并且每年对其的关注呈现稳定上升趋

势。 对该主题的词的持续研究时间长、 研究较深，

每年都有多篇文献对其进行研究。 从恒星关键词的

内容来看， 国内对语文、 数学传统学科的研究较

多， 国外对学校场域研究较多。 国内社会学领域研

究者马维娜认为教育过中往往通过中介的力量来强

化教育效果， 在众多中介力量中学校场域的中介作

用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 〔12〕。 这与本研究结论不谋

而合。

图1.2 国外恒星词

2. 流星关键词

流星关键词指在2001年至2014年十四年间， 前

些年为研究热点而其后出现频次下降， 或者某段时

间出现频次较高， 后来频次下降， 对其研究停滞不

前的的词。 同样以年份为横坐标以出现的次数为纵

坐标得国内流星词折线图图2.1.1、 图2.1.2和国外流

量词折线图2.2。

图2.1.1 国内流星词

图2.1.2 国内流星词

图2.2 国外流星词

如图表所示， 流星词的数量远远多于恒星词的

数量， 国内流星词分别是教师、 改革、 教材、 评

价、 英语、 教育学、 理论、 中学、 历史和实验。 值

得注意， 教师、 改革、 评价、 教育学不仅是课程领

域的重要词汇， 也是十四年间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以这四个词为关键词的文章总数分别是601篇、 538

篇、 321篇和206篇 （见表1.1）， 位于热点词的前几

位。 但是近些年对这些关键词所表征主题的研究呈

现下降趋势， 或者说相关研究停滞不前。 以改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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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为例， 从图2.1.1中可以看出对于课程改革的研究

在2002年达到顶峰， 其后对其研究逐渐减少。 有学

者从课程改革的动因、 过程和模式等角度对课程改

革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①我国对课程改革动因

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笼统、 一般的分析水平上， 缺乏

宏观重要背景的研究与微观领域的探究； ②我国学

者对课程改革过程的研究主要侧重课程的研制、 设

计、 计划等方面， 对课程实施、 课程评价缺乏应有

的关注和探讨； ③关于课程改革模式的研究， 我国

学者基本上是翻译、 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而

根据我国国情建构的课程改革模式较少 〔13〕。 这是

对课程改革热度降低的逻辑分析， 也有学者通过统

计调查对此进行实证研究， 如查有梁对新课改的统

计结果进行诠释： 十年课改， 基本失败， 其逻辑分

析与经验证实的结论一致 〔14〕。

国内的流星词占主体总数的三分之一， 相比之

下， 国外相对较少占主题词的五分之一。 如图2.2

所 示 国 外 的 五 个 流 星 词 分 别 是 公 共 管 理 （public

administration）、 学习 （learning）、 学生 （student）、

科 学 （ science） 、 技 术 （ technology） 、 多 元 文 化

（multicultural）。

总体来看， 国内课程领域的流星词个数较多，

说明我国课程领域的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进展较慢

或者研究停滞不前。

3. 新星关键词

新星关键词是指在本研究的时间范围内， 前十

年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较低， 而后几年出现的次数

激增的词。

在国内新星关键词图3.1中可以明确地看出这

些词从2011年或者2012年开始， 出现的次数迅速

增长， 这说明它们将成未来几年国内课程论领域

的研究热点。 还是以科学一词为例， 我国在2001

年颁布了新课程标准后， 课程论领域内对科学教

育的研究增多， 直到2004年开始下降。 2005年 之

后， 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科学教育的政策，

如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

2020）》， 它设定了近期、 中期和长远三个阶段的

目标， 指出到2010年公民素质明显提高， 达到发

达国家水平 〔13〕。 这也能够解释了科学一词在文献

中出现次数的波动。

图3.1 国内新星词

从国外新星关键词图3.2可以看出， 与国内相

比国外的新星关键词较少， 分别是评价、 理论、 知

识和全球化。 可以看出， 课程论领域对于知识观的

研究将成为国内外课程领域的共同趋势。

图3.2 国外新星词

4. 卫星关键词

如前面所述， 卫星关键词是指在本研究时间段

内出现的次数早， 其后出现的次数较少， 甚至在有

的年份不曾出现， 在课程论领域属于比较冷僻的关

键词。 但是根据已有了解的知识及现有资料显示，

将来有可能成为研究热点的词。 事物的发展都是由

弱到强、 由少到多的过程， 现阶段的冷僻领域将来

可能成为热点领域。

在 图4.1中 可 以 看 出 国 内 卫 星 词 分 别 是 学 生、

技术、 阅读和地理。 自2001年新课程改革以来，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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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课程专家还是教师、 家长或者学生， 都希望能

够改善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状况。 仅仅对教师进行

研究是不够的， 未来要加强对学生的研究。

图4.1 国内卫星词

每个国家的教育现状都受其历史发展的影响，
而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是对语文、 数学、 外语学

科的重视。 科学技术在国外课程研究中是流星词， 也

就是已经对其研究很久了， 而在国内技术则是为卫星

词———一个有可能成为热点的词出现， 这反映了我

国与国外课程论研究的差距。 国外卫星词可能代表着

在国外课程领域将来可能成为研究热点的词， 例如对

领导力、 政策、 公民教育的研究， 值得我们重视。

四、 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热点词频的纵向、 横向分析， 可

以发现国内外课程论发展各具特色、 各有特点， 但

整体看来我国课程论发展略滞后于国外课程论的发

展。 例如， 从当前分析结果看， 科学、 技术是可能

成为未来几年我国课程论研究热点的主题， 而国外

已对这些主题进行很多相关研究。 我国需要及时跟

踪国内外课程领域的发展变化， 不断调整课程发展

的主线， 从理论和时间上不断探索适应我国社会发

展的课程， 探索领先于世界发展水平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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