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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区教育研究十年（2006-2015）现状与反思
———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

□卢德生 赖长春

摘 要：运用文献计量软件 CiteSpace 对中国知网 2006-2015 年的社区教育相关论文进行文献知识图

谱的可视化分析，发现我国近十年社区教育研究中的一些机构和作者的研究成果受同类研究关注较多，这

期间研究的热点问题是主导产业型城镇新市民的社区教育问题、终身学习视野中的社区教育定位问题、农

村社区教育如何服务留守儿童教育问题、高职教育与社区教育结合的途径问题、社区教育在构建学习型社

会中的经验等。 这十年来有关社区教育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主题过于分散、研究力量区域差异

巨大、研究成果的层次有待提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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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社区教育研究现状是社区教育研究理论

自觉的重要途径，也可提升对社区教育实践的理论

指导水平。事实上，学术界的这种反思一直在进行，
所用方法为文献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文献计量分

析法的代表成果有《近三十年我国社区教育研究进

展之文献计量分析》（张文丰，2010）、《利用共词聚

类分析我国社区教育 研 究 热 点》（徐 会 作，2015），
《我国社区教育研究二十年的动态透视》（齐军，晁

亚群，2016）；内容分析法的代表成果有《我国社区

教 育 研 究 的 历 史 回 顾 及 方 法 论 思 考 》（李 松 林 ，
2004），《终身学习视角下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综述》
（田小梅，刘刚，2011）。

近年来， 学术界普遍认为基于 CiteSpace 的知

识图谱分析法有助于人们以立体的视角来把握某

一领域的现状。它可以将教育领域的知识和引人瞩

目的信息以可视化的图像直观地展现出来， 挖掘、
分析和现实教育领域知识及其联系，判定教育领域

的研究前沿及历史演进路径，为后续科研选题和研

究走向提供合理性的意见和建议 [1]。 本文拟在借鉴

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用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

图谱分析法对我国过去十年（2006-2015 年）的社

区教育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提供

参考，同时也为社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 Drexel 大学华裔研究者陈超美开

发 并 开 放 授 权 使 用 的 可 视 化 分 析 系 统 与 工 具

CiteSpaceⅡ[2]。 CitespaceⅡ是基于多元、时序和动态

的第二代信息分析与可视化技术开发的分析工具。
随着大数据（big-data）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的可

视化分析与检索成为可视化研究和信息统计分析

处理研究的新型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强调了用户体

验与用户交互体验在信息加工与检索中的探索过

程与信息获得方式[3]。因此，为了跟踪和挖掘数据信

息中隐含的知识研究前沿与基础，以及梳理关键研

究与领域研究的关系，各种基于共引网络研究的可

视化分析工具和系统不断出现 [4]，如 VxInsight 系统

与 Timeriver 等。 同时，可视化分析系统也发展出更

多的种类， 如基于视角开发的多视角共引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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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基于自我建构的组织结构产生的自组织知识图

谱等，基于时间序列和维度开发的多维尺度图谱和

时间轴知识图谱[5]。 但在大量的基于共被引空间开

发的工具与程序系统中，CiteSpace 知识图谱是 最

受国际计量学研究者公认的技术之一[6]。 CiteSpace
基于 JAVA 环境进行开发，通过 SQL 数据库汇编语

言写入和编程， 通过文献信息的共被引用网络，结

合聚类分析与其他统计原理和不同的算法分析和

探索某一学科知识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动态发展

前沿、趋势和动向 [2]。 CiteSpace 的开发与成熟运用

使得其被大量的应用于各种研究领域的前沿分析，
如认知神经科学、文献计量分析与信息检索、航空

航天工程、公共危机管理等领域。
基于研究目的，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即

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为数据来源，检索了我国近十年发表

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 CSSCI 期刊上的标题中含

有“社区教育”的论文。检索表达公式为“核心期刊=
Y 或 者 CSSCI 期 刊 =Y 并 且 年 between （2006，
2015 and 题名=社区教育）（精确匹配）”，经过数据

筛选和剔除不良数据，最终获得文献 485 篇。 参数

设置为：时间节点=1，年份节层=1s，阈值=50 Top-
per slice， 聚类提取度=1.0%，c=2、cc=2、ccv=22，统

计检验网络=Keywords、Institution、Author， 采用 最

小成树计算法，首次分析不予以任何算法的修剪。
二、结果与分析

（一）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机构情况分析

基于 CiteSpace 4.0.R5 SE（64-bit）所提供的分

析方法，本研究得到我国 2006 年至 2015 年社区教

育研究的机构分析图谱及其信息统计图表（如图 1
和表 1）。 如图 1 所示，图中的环形称为引文年轮，

它代表这篇文章被引用的情况。引文年轮最中心部

分的颜色代表这篇文献的发表年份（参考图中最上

部分不同年份对应的颜色）。 引文年轮每一个环的

颜色代表相应的引文时间，一个环的厚度与某个时

间分区内的引文数量成比例。 节点中心旁的数字

（隐藏于底色中）代表整个时间跨度内的被引次数。
表 1 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主要机构信息

从图 1 和表 1 所展示的各个节点的文章被引

用的频次来看，过去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在社区教育

研究中受到同行的关注最大，其次是广州城市职业

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
就研究成果被其他研究者引用最多的华东师

范大学而言，其研究者在过去十年关注的主要问题

是社区教育专职教师队伍建设、社区教育课程开发、
我国当代社区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展望、新型城镇化

与社区教育发展、 西方现代社区教育理念及其启

示、社区教育科学研究的理性目标、社区教育的时

代价值、面向未来的社区教育课程模块开发、基于

社会人类学的社区教育课程开发、社区教育课程评

价指标体系构建、社区教育网站评价指标体系等。
该机构受学术界关注最多的两项研究成果是

《专业化： 社区教育专职教师队伍建设的研究》和

《我国当代社区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展望》。随着我国

社区教育的蓬勃发展，提升社区教师专业化水平已

Frequency Centrality Year Institution

20 0.00 2008 华东师范大学

13 0.00 2007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9 0.00 2012 四川师范大学

9 0.00 2009 河北师范大学

8 0.00 2008 浙江师范大学

8 0.00 2010 浙江工业大学

8 0.00 2010 福建农林大学

7 0.00 2006 江西师范大学

7 0.00 2009 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

7 0.00 2008 上海电视大学

7 0.00 2008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7 0.00 2007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6 0.00 2010 成都大学

6 0.00 2008 山西大学

6 0.00 2008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图 1 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机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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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推动社区教育提供优质教育服务的重要保

障。 但社区教育教师的来源多样化，因此难以建立

一个统一的社区教育教师标准，其专业化发展的过

程相对要复杂的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前一项

研究指出当前我国社区教育专职教师队伍的专业

化问题必要而紧迫，并提出加强社区教育专职教师

队伍专业化建设的若干对策：鼓励专职教师的自我

学习，促进其实践性专业智能发展与职业成长；营造

社区教育机构的学习文化，为专职教师创造更多学

习资源；强化社区教育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开展专

职教师专业化标准研究与建设；发挥政府干预作用，
确保专职教师队伍的市场特许和专业垄断地位 [7]。
后一项研究回顾了我国社区教育发展 25 年 的 历

程，指出我国社区教育存在的问题，比如对社区教

育概念及其内涵把握不准，对社区教育资源的利用

不充分，对社区教育立法的思考不深，社区教育工

作者专业化水平不高，社区教育工作开展的实效性

有待提升等。研究者对我国社区教育发展提出若干

建议，建议包括：应该进一步明晰社区教育的概念

与目的，需要进一步加快实现社区教育多元化与自

主化的理念，需要进一步加快社区教育的立法保障

步伐， 要进一步的重视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的建

设，进一步充分开发与利用社区教育资源[8]。这两项

研究有一些共同点，都是基于社区教育的根本性和

原理性的问题展开研究和思考，都思考的是社区教

育理论性和全局性问题，都呼吁用系统化的眼光分

析社区教育的历史与未来。
研究成果被引率排第二名的广州城市职业学

院近十年来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社区教育比较研究

与元研究、城市居民社区教育需求、高职院校与社

区教育的协同互动、社区教育资源整合、社区教育

工作者队伍、社区教育信息化、社区教育评估和社

区教育课程开发等问题。
该机构受到学术界关注最多的两篇文献是《我

国社区教育发展与研究现状述评》和《广州市社区

教育课程开发的现状分析与对策》。 前者是中国教

育学会“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成果，该研究梳理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历程、
社区教育主题研究的内容、国外社区教育对我国发

展社区教育的启示，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当前我国

社区教育研究与发展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不足[9]。

后者通过对广州市 4 个区 12 条街道 1200 多名居

民的社区教育需求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城市居民对

社区教育的认识和态度、接受社区教育的目标和动

机、社区教育需求的内容和形式，并对如何满足城

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社区教育需求、促进学习型城市

的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10]。
这两个机构的相关研究之所以能引起同类研

究的重视，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都关

注了理论与实践热点问题。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

加快，在社区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停下步伐对

社区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自我反思，反思如

何完善社区教育的诸多机制，反思如何发挥社区教

育在劳动力素质提升和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功能，
是一个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的问题，同样，在城市

里如何让社区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产

业结构调整升级也是需要关注的课题。 第二、都结

合了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华东师范大学注重探讨社

区教育基础理论以及注重对国内外社区教育教师

进行比较分析；广州城市职业学院重点关注的是城

市社区教育的优化问题，这些研究都与各自所属机

构的学科特色结合起来，更容易形成具有实际价值

的研究成果。
（二）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作者情况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作者情况，
本研究通过 CiteSpace 4.0.R5 SE（64-bit）进行科学

知识图谱分析，将文献信息进行可视化处理，结果

如图 2 和表 2 所示，从各个节点文章被引用频次来

看，陈乃林在我国社区教育研究中的论文受关注程

度最大，其次是陈龙根和宋亦芳等人。

图 2 我国社区教育贡献率较大的研究者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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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主要作者信息

在过去十年里，陈乃林所研究的领域既包括社

区教育的基础性问题， 诸如社区教育项目本质、社

区教育治理体系创新、 社区教育基本特征的反思

等， 也包括社区教育与横向社会系统和教育系统

的关系，诸如社区教育与电大和高职教育的关系、
社区教育与地方文化的关系。此外，他还对社区教

育的管理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 他在研究中

提出的系列观点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比如就近年

来受到普遍关注的电大转型问题， 他在研究中指

出参与社区教育是电大教育发展的使命和方向，
依托电大建设社区教育培训学院既是电大的出路

也可以盘活社区教育资源[11]。 他还在分析社区教育

与终身教育联系与差异的基础上，提出建设社区学

习资源平台和公共服务体系、创建学习型组织（社

区）等主张[12]。
宋亦芳所研究的领域包括社区教育示范区问

题、社区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功能、城市社区教育三

级网络建设、社区教育政府经费使用效益、社区教

育区域化推进策略和社区教育的方式等问题。随着

我国社区教育示范区的涌现，如何让其充分发挥示

范作用便成为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宋亦芳在研究中

系统分析了社区教育示范区的示范效应、示范要素

等基础性问题[13]。 他还在研究中指出，强化社区教

育的职业培训功能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

是社区教育应当承担的社会使命，为此要正视来自

各方面的制约因素，并发挥社区学院终身教育整合

平台作用，统筹协调社区的技能培训资源，把握区

域特征与职业技能培训的结合点[14]。
陈龙根所研究的领域包括农民工教育与社区

教育关系、我国社区教育的治理路径、公民参与社

区教育的路径等问题。 他在研究中指出提升农民

工素质不仅关系社会经济的发展， 还关系到农民

工的工作与生活质量， 但当前农民工培训的平台

与方法因为脱离农民工的实际需求， 所以收效甚

微，应该充分利用社区教育的开放性、灵活性等特

点提升农民工培训的质量[15]。 他还在研究中对我国

社区教育的治理模式进行分析，指出需要继续改革

我国社区教育的单中心治理模式， 并提出构建政

府、 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加

强社区教育协调机制建设，有效解决社区教育发展

瓶颈的建议[16]。
上述这三位研究者长期从事社区教育研究，在

社区教育研究领域内积淀深厚。陈乃林为中国成人

教育协会咨询专家，教育部社区教育培训与研究中

心专家。 宋亦芳是上海开放大学长宁分校副校长、
上海市长宁区社区学院副院长、上海市社区教育协

会副会长、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陈龙

根现为浙江工业大学终身教育研究所所长、兼任中

国成人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在过去十年对社区教

育的研究中，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该领域内产生了深

远的学术影响。
（三）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热点变迁情况分析

在大数据信息提取与整合功能不断强化以及

有关用户行为收集和分析体系不断成熟的背景下，
科学研究对其各个研究领域的可视化分析和大数

据统计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各个研究的领域要求不

断发现和探索研究前沿与研究基础的时延性对偶[4]。
社区教 育 研 究 领 域 的 可 视 化 分 析 就 是 要 探 索 在

该领域一组动态的突出的概念与一些潜在问题，
即具身研 究 的 前 沿 [17]。 有 研 究 者 提 出，从 计 量 文

献学上来看，最近发表的 40-50 篇的新近研究 [18]，
其共引网络即可构成稳定的知识基础，建构一段

时间内的研究前沿 [19]。 我国社区教育的可视化分

析试图探索出近 10 年来构成社区教育 研 究 的 前

沿的知识基础。 研究基于 Kleinbeg.J 在 2002 年提

出 的 算 法 对 我 国 社 区 教 育 十 年 内 的 研 究 文 献 进

行了突词（Buret）检测，突词检索发现了大量的有

Frequency Centrality Year Author

11 0.00 2011 陈乃林

7 0.00 2012 宋亦芳

7 0.00 2010 陈龙根

6 0.00 2007 沈光辉

6 0.00 2008 刘尧

6 0.00 2008 杨东

5 0.00 2006 秦钠

5 0.00 2007 李训贵

5 0.00 2011 张永

5 0.00 2012 丁红玲

5 0.00 2010 吴锦程

5 0.00 2007 赵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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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聚类（Cluster）， 即数据符合指定模型估计或参

数检验的条件，该领域出现了研究的热点和贡献

的前沿。
基于此， 本研究通过运行该软件得出社区教

育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如图 3 和表 3）。 由此可见，
过去十年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重点主要是终身教

育、 农村社区教育、 和谐社会、 学习型社会 （社

区）、社区学校、终身学习、社区教育实验、远程教

育、社 区 学 院、学 习 型 城 市、社 区 教 育 发 展、高 职

教育等问题。

图 3 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可视化图谱

表 3 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出这十年期间社区教育研

究的热点问题（如图 4 和表 4）。

图 4 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前沿问题可视化图谱

表 4 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前沿问题

Frequency Centrality Year Keyword

371 0.00 2006 社区教育

21 0.00 2008 终身教育

20 0.00 2006 农村社区教育

15 0.00 2006 和谐社会

14 0.00 2007 学习型社会

13 0.00 2006 社区学校

10 0.00 2011 终身学习

10 0.00 2006 学习型社区

9 0.00 2006 学校教育

8 0.00 2006 教育实验

8 0.00 2007 远程教育

7 0.00 2007 社区学院

7 0.00 2007 学习型城市

7 0.00 2009 社区教育发展

7 0.00 2013 高职教育

Clus-
terID

Size
Silhou-
ette

Label
（TFIDF）

Label （LLR） Label （MI）
Mean
（Citee
Year）

1 110 0.988
（13.8）
社 区 教

育

主 导 产 业 型 城

镇 新 市 民 社 区

教 育 探 讨———
基 于 福 建 省 德

化 县 城 区 的 调

查（7.64，0.01）

现 代 远 程 教 育

背 景 下 中 心 城

市 电 大 推 展 社

区 教 育 的 模 式

研究

2011

2 27 0.858

（13.5）
终 身 学

习 视 野

中 的 社

区教育

终 身 学 习 视 野

中 的 社 区 教 育

（23.52，1.0E -
4）

远 程 教 育 的 新

挑战
2009

3 26 0.941

（13.5）缓

解 留 守

儿 童 教

育危机

缓 解 留 守 儿 童

教 育 危 机

（27.59，1.0E-4）
… 2010

4 23 0.96

（10.86）
高 等 职

业 教 育

与 社 区

教 育 结

合 的 方

式途径

高 等 职 业 教 育

与 社 区 教 育 结

合 的 方 式 途 径

（17.7，1.0E-4）

现 代 远 程 教 育

背 景 下 中 心 城

市 电 大 推 展 社

区 教 育 的 模 式

研究

2007

5 22 0.798

（13.5）
广 泛 开

展 城 乡

社 区 教

育

广 泛 开 展 城 乡

社 区 教 育

（26.01，1.0E-4）

承 载 终 身 教 育

体 系 构 建 使

命———2010 年

全 国 社 区 教 育

工 作 座 谈 会 综

报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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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十年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热点的受关注度

来看，由高到低依次是“主导产业型城镇新市民社

区教育问题———终身学习视野中的社区教育定位

问题———农村社区教育如何服务留守儿童教育问

题———高职教育与社区教育结合的途径问题———

社区教育在构建学习型社会中的经验”。

按照时间为序，这几个核心问题出现的序列和

受关注的内容如下：

第一个关注的热点是高职教育与社区教育结

合的途径问题（2007 年）。 近年来，学界对如何将高

职教育与社区教育有效结合的关注较多，有研究者

提出组建社区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根据当地社区

需求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充分利用社区高等职业

院校的教育资源，实行社区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招

生一条龙等[20]，这些观点引起了同类研究的关注。

第二个关注的热点是终身学习视野中的社区

教育定位问题（2009 年）。 社区教育在我国从上世

纪 80 年代兴起至今，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在构建

学习型社会的背景下，社区教育的一些根本性的认

识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

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全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会理

事长暨社区教育委员会主席厉以贤撰文，从终身教

育、终身学习的国际发展趋势着眼，就深入理解终

身教育、 终身学习体系及其与社区教育的关系、我

国社区教育的现状等问题进行学者视角的解读。他

对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进程、现状和一些具体问题

进行解读，比如对社区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社区

教育的整合和领导管理机构，社区教育与建设学习

型社区的关系，社区教育与远程教育的关系，如何

处理社区教育与电大的关系问题，数字化学习港与

社区教育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21]，受到学术界

的广泛关注。

第三个关注的热点是农村社区教育如何服务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2010 年）。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一直是社会的痛点，也是教育研究的热点。 我国一

些地方的农村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社区教

育也在逐渐兴起，于是，有研究者就农村社区教育

如何缓解留守儿童的教育危机进行思考，这也体现

出农村社区教育研究者的社会担当。研究者提出的

一些观点，诸如明确社区教育管理机构权责以确保

留守儿童享受社区教育，健全服务于留守儿童的农

村社区教育政策体系，建立农村社区教育组织者联

盟以稳定留守儿童教育者队伍，基于留守儿童生活

实际以搭建丰富的社区教育平台等观点 [22]，也引起

了同类研究的关注。

第四个关注的热点是主导产业型城镇新市民

社区教育问题（2011 年），研究者提出促进主导产

业型城镇开展好社区教育的策略建议，诸如建立主

导产业引导下的技能培训体系，以社区居民为师资

主体，实施区校联动为主导产业发展服务，发挥政

府的主导作用和企业的主动性，加强新市民社区意

识的培养等观点[23]，引起相关研究者的关注。

第五个关注的热点是社区教育在构建学习型

社会中的经验（2011 年）。2010 年全国社区教育工作

座谈会召开，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会上总结了我国

社区教育发展的主要特点和经验。 这次会议还介绍

交流了我国社区教育实践领域在整合资源建构制

度、社区教育改革创新、社区教育服务于终身学习等

方面的经验[24]。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学术界对这一系

列热点的关注主要是基于我国对社区教育政策走向

的分析，以及对各地社区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

三、结论与反思

（一）结论

综上所述， 基于 CiteSpace 和重要文献的文本

分析，可以看出过去十年我国社区教育研究中成果

受关注较大的机构是华东师范大学、广州城市职业

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成果受关注

较大的学者是陈乃林、宋亦芳、陈龙根，研究的热点

问题主要是主导产业型城镇新市民的社区教育问

题、终身学习视野中的社区教育定位问题、农村社

区教育如何服务留守儿童教育问题、高职教育与社

区教育结合的途径问题、社区教育在构建学习型社

会中的经验等。 过去十年，我国社区教育研究者的

努力是研究成果形成的基础，也是我国社区教育蓬

勃发展的力量源泉，诸多热点与核心问题是我国社

会经济发展和社区教育发展的客观反映。

（二）反思

与此同时， 反思过去十年我国社区教育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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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我们

探究的问题，比如研究的主题过于分散、研究力量

区域差异巨大、研究的成果层次有待提升等等。

1.研究主题过于分散。 中心中介率是以节点中

心性度来进行中心性度量的直接指标，指知识网络

中经过某节点并在这两点之上的最短路径在这两

点间最短总路径的数量比，通常来说，中介中心性

高的点常常位于连接两个不同聚类的路径上，即

计量文献可视化分析知识网络图谱中是否存在中

介中心性节点反应了该研究领域是否形成热点和

前沿。

从前面的统计可见，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机构

信息统计、作者信息统计和高频关键词统计中心中

介率都是 0。 即各机构、作者和关键词之间尚未构

成和满足聚类条件，这样的结果说明，在社区教育

研究领域中，各个机构之间、作者之间和关键问题

之间联系较小，并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和专业的研

究体系，这说明无论是在教育研究机构、作者还是

关键词突现中均不能接受存在明显的、集中的研究

热点和趋势的假设。而由于各机构和作者的研究之

间联系较少，可以推测出各研究之间可能会出现研

究断层的风险。虽然本研究通过软件运行归纳出了

过去十年社区教育研究的五个热点，但这只是在若

干分散的研究中相对集中的几个主题。

导致研究主题过于分散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

点：一是社区教育实践领域内的问题杂乱，缺乏共

同性的问题；二是现有的研究与实践脱节；三是研

究者自说自话，彼此间关注较少。很显然，第一个原

因是不成立的，因为社区教育问题的时代性和共同

性很明显。结合相关分析，本研究认为，社区教育研

究主题分散与研究者之间的协作程度不高有很大

关系，这也体现出一些研究者对社区教育实践关注

不够，对社区教育的核心问题把握不准。

2.研究力量的区域差异巨大。 本研究检索到的

核心期刊论文涉及到 35 个单位， 拥有发表文章单

位数量和发表文章数量前五名的情况如表 5。
由此可见， 目前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单位和研

究成果主要分布在发达和较为发达的地区。 社区教

育的需求往往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而日趋旺盛的，所以当地的研究者关注社区教育，并

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尝试是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

但是，理论研究自身的独立性决定了它可以在

借鉴同类研究的基础上实现水平上的自主增长，即

当前各地社区教育的理论研究具有相对独立性，它

可以不完全依赖当地社区教育的发展水平和社区

经济发展水平，而是通过借鉴其他研究或者做跨区

域的合作研究实现理论水平的提升。所以理论研究

的超前性决定了它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对当地社区

教育的发展提供指导。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中西部

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发展社区教育的需求也非常

旺盛。为了解决社区教育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实践

层面上的问题，中西部实践者往往习惯借助于东部

研究者的力量，这反映了中西部社区教育理论研究

者的缺位，也与中西部研究者的理论研究缺乏超前

性和本土性有关。 更加让人担忧的是，跨区域的理

论与实践对接本身就存在经验的水土不服问题，也

不利于后发者探索符合区域社会经济文化需求的

社区教育经验和模式。

3.研究成果的层次有待提高。 基于数据库的资

料分析可知， 在本次分析的社区教育研究成果里，

属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有 31 篇， 其他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7 篇，占到总数的 7%左右，可

见，绝大部分研究成果的层次不高。

《教育研究》是目前学界公认发表最高理论水

平文章的教育学期刊，为了检验社区教育相关研究

的成果水平， 本研究在 CNKI 上检索到 1996-2005
年间在《教育研究》上发表题名中包括“社区教育”

的文章有 12 篇 （其中 3 篇为述评和会议综述），然

而 2006-2015 年间没有一篇题名中包括 “社区教

育”的文章在《教育研究》上发表。

单位数 论文数

上海 15 76

浙江 5 42

广东 4 30

北京 4 23

江西 4 20

表 5 发表文章单位数量和文献数量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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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过去两个十

年期间文献题名中包括“社区教育”的载文总量和

CSSCI 源刊载文总量，结果发现，在 1996-2005 年

期间，载文总量 645 篇，CSSCI 源刊 62 篇，占总量

的 9.6%；2006-2015 年 期 间， 载 文 总 量 2550 篇，

CSSCI 源刊 162 篇，占总量的 6.4%。 由此可见，在

过去十年里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成果总量大幅度

增加，但是该领域高水平研究成果的比例不如前一

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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