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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CNKI数据库中现有文献为数据。以文献计量学、引文分析法和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我国

近20年期间场馆学习领域的394篇文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场馆学习的文献逐年增加，核心作者群

基本形成；场馆学习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师范类院校；场馆学习、场馆教育、博物馆、家庭学习等关键

词表明了场馆学习在推进过程中聚焦领域的研究热点。我国的场馆学习的研究阶段分为三个阶段，而在未

来我国场馆学习的研究关注点包含两个主要内容：学习情境的建设与开发和场馆学习的实证研究与验证场

馆学习的有效性。而场馆学习、家庭学校、科技场馆、建构主义等是场馆学习的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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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CNKI database as data. Based on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and visual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this paper analyzes 394 literatures in the field of 
museum learning in China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iterature on museum 
learning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and the core author group has basically formed;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museum learning mainly focuses on normal universities; key words such as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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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museum education, museum and family learning indicate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museum learning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on. The research stage of museum learning in 
China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focus of museum learning in China 
includes two main contents: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situation and the em-
pirical research and verification of museum learning. Museum learning, home scho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enues, and constructivism ar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directions of mu-
seum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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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教育带来了新的变革。非正式学习作为一种广泛存在于个体日常活动中的有效

学习方式，近年来正逐渐成为国际学习科学领域的新兴研究热点[1]。而非正式学习的兴起，脱离校墙的

博物馆、天文馆、科技馆等场馆成为非正式学习开展的主要支撑场所。场馆学习的相关研究由此步入了

新的时期。场馆学习(museum learning)是指在以博物馆为主的各类场馆中发生的学习[2]。其中科学严谨、

情景丰富等先决优势成为学习者除学校教育之外的重要组成，也为实现全年龄、全人群以及全内容的终

身教育目标和创建学习型社会提供了参考[3]。随着技术融入到场馆中，使得学习者的综合素养得到了显

著的培养与提升。为更好的深入探究有关场馆学习的研究现状以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借助CiteSpace
对 CNKI 数据库中近 20 年的文献进行分析，分析国内场馆学习的知识图谱，在总结整理已有研究的基础

上，为场馆学习的未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2. 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 CNKI 数据库，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本研究选取 CNKI 中的期刊

数据库中的文献作为分析数据。本文在 CNKI 中通过高级检索功能进行精确的检索。以场馆学习和博物馆

学习两个主题词进行检索。时间设定为 2022 年 12 月。剔除广告、会议等无效数据，最终得到 394 条数据。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工具为 CiteSpace 软件。通过引文分析法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并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已呈现场馆学习研究领域内的作者机构合作网络图、关键词共线

分析以及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等方法进行分析，从而展现场馆学习领域发展的前沿热点，探寻知识亲缘

脉络，并分析上述图谱整理我国场馆学习的研究现状和趋势[4]。 

3. 数据分析 

3.1. 发文量分析 

学术期刊文章的发文量的时间变化趋势可以衡量场馆学习这一研究领域的变化。通过 CNKI 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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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分布图 1 可知，我国场馆学习的研究有两次较为明显增长变化。第一次是 2009~2015 年，分析原因

可能是 2008 年的智慧地球战略的开启以及我国信息技术的快速全面的普及。第二次是 2019 年~2021 年，

分析原因可能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使得在线学习等学习形式得到了飞速发展与进步。整体呈现稳步增长

趋势。表明我国场馆学习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Figure 1. Museum learning trend chart 
图 1. 场馆学习发文趋势图 

3.2. 研究作者分析 

具有高影响力的作者的研究内容和思路有利于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一领域。本研究依据普赖斯定

律计算出核心作者即 0.794m nmax= ×  [5]。通过计算得出核心作者的发文量为 4.05，取整为 4 篇，即

核心作者的发文量不少于 4 篇(≥ 5 篇)。通过统计本研究选取的数据中，核心作者人数为 14 人，发文总

量为 198 篇。占总文章数量的 50.25%。其中刘思来、李宗远、杨万娇、李敏、王菊等作者发文量高达 20
篇。表明场馆学习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基本形成。通过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可知，核心作者之间联系较为密切。 

3.3. 研究机构分析 

机构的发文量可以很好的反映出机构对场馆学习研究的关注度、科研实力等。本文选取 CiteSpace
中的机构分析，将数据进行导入，将文献数据的分析时间跨度设置为 2000~2020 年，时间切片(Years Per 
Slice)选择为 1 年，其他设置保持默认。得出浙江大学发文量最高为 25 篇、其次是华中师范大学为 19 篇，

再次为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科技馆为 14 篇、12 篇和 10 篇。通过机构分析可知，场馆学

习研究主要集中于师范类院校。 

3.4. 关键研究文献分析 

为了更为深入地了解场馆学习的发展现状，本文基于核心作者通过 CNKI 进行检索，并依据文献的被

下载率和被引用率为依据进行数据的汇总，得到场馆学习被引用大于和被下载次数最高的 10 篇文献。从场

馆学习的本质方面，伍新春等发表的《场馆科学学习：本质特征与影响因素》被引用最多[2]。其次是郑

旭东的《从博物馆教育到场馆学习的演进：历史与逻辑》[6]。从场馆学习的工具设计方面，孟庆金的《学

习单：博物馆与学校教育合作的有效工具》[7]和鲍贤清的《场馆环境中介性学习工具的设计与开发——以

上海科技馆学习单设计研究为例》引用最多[8]。最后是关于场馆学习的发展趋势、环境设计的相关研究。 

3.5. 关键词共线研究 

通过 CiteSpace 的关键词共线网络分析，可以得出场馆学习研究者们目前的研究重点与研究焦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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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是 CNKI 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图谱，该图谱共得到 320 个节点，419 条连线，320 个节点代表有 320
个关键词，419 条连线表示 320 个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其中，节点的大小表示这一关键词出现的频次的

高低。关键词在总体上结构较为紧密。在关键词网络图谱中，频次的高低反映了研究的广泛程度，中心

性的大小，反映了该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由此可以得到频次和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是场馆学习、场馆

教育、博物馆、家庭学习等，这说明了场馆学习在推进过程中聚焦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变化。 
 

 
Figure 2. Keywords collinear graph 
图 2. 关键词共线图谱 

3.6. 研究趋势分析 

本研究选择突现值 > 0.5的关键词作为前沿关键词，除去基本关键词“场馆学习”与“博物馆学习”

后得到的突现关键词图谱如图 3 所示，共得到 25 个突现关键词。突现词指在某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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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研究领域的前沿与发展趋势[10]。其中以学习者为关注

点的关键词的时间跨度最长为 10 年，依据突现词分布图可知，我国场馆学习的发展阶段以及突现关键词

的起始年和结束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1 至 2009 年期间，突变强度较高的关键词

有，学习、社会互动和终身学习等成为场馆学习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如：王艳芳论述了学习型社会中

高校博物馆的建设等[11]。肖炳龙表示场馆学习应紧跟社会发展，适应这一变化，并应在原有基础上全面

提升综合素质以及跨学科的知识的学习[12]。伍新春等学者则论述了建构主义视域下的科技场馆学习的模

式[13]。第二阶段为 2009 至 2015 年，突变强度较高的关键词有，学习单、家庭学校和信息技术等。表明

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为如何运用信息技术帮助学习者更好的进行和体验场馆学习。如：王光宇便论述和

搭建了博物馆志愿者网络学习平台[14]。鲍贤清等则设计了在场馆环境下中介性学习工具的设计与开发，

并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8]。并且这一时期，相关的实证研究也逐步兴起，如场馆学习中亲子互动类型

及其学习效果的关系[9]。第三阶段为 2015 年至今，突变强度较高的关键词有，馆校合作、研学旅行和场

馆建设等。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学校和场馆间的合作，研学旅行的运用以及场馆的特征和

建设等。如许玮等通过“面向对象的概念模型”为理论依据，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了杭州市民对

场馆功能、学习形式以及数字化场馆环境特征要素等[15]。张美霞以现代教育技术博物馆建设为例，详尽

介绍了技术如何在场馆中进行实践的[16]。并且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部分文献综述了国外场馆学习的发展历

程[17]。 
通过突现词频次历史曲线图可知，场馆学习在未来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方向包含三个：任务单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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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化、场馆学习对于学习者的学习是否有促进和提升以及场馆学习的学习情境的构建。任务单的设计

和优化以及场馆学习的学习情境的建设与开发涉及到的主要内容包含技术和场馆的融合与运用，以及场

馆中数字化资源的设计、开发、运用、评价等。任务单的设计和优化方面，不同的场馆可依据自身的特

点与技术，设计和开发有针对性的任务单，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以此来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

力[18]。而在场馆学习的学习情境建设方面，已有研究针对场馆学习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如学习内容空泛，

评价过程流于形式，学生学习效果不佳等问题，从三个方面提出设计“可见的学习”即成功标准可见，

实现目标可观测；评估证据可见，实现过程可调控和评价量规可见，实现评价促发展[19]。针对技术与教

育的融合丰富了数字化教育资源，而数字化资源直接影响到学习者的学习绩效，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第四

次工业革命，大数据、虚拟现实、云计算、元宇宙等技术的发展，为场馆学习提供了可行性的技术服务

的支持，使得学习者可以更好的与展品进行实时、真实的交互，并运用 VR 和 AR 等技术可以向学习者

全方位展示展品的信息表征，并且支持学习者开展多维度交互和深度学习的[20]。因此技术以及学习过程

的评价，成为当前学者们需要研究的热点主题。目前，有关场馆学习这一非正式学习对于学习者的学习绩

效是否有效成为目前研究者们现在乃至未来的研究关注的热点，一方面研究者们致力于场馆学习对学习者

的学习效果的评价研究[21]。另一方面则是探析场馆学习的积极和消极作用[22]。因此场馆学习效果的评价

过程和运用以及元分析等分析方法的引入以及场馆学习的实证研究成为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 
 

 
Figure 3. Emergent word frequency history curve 
图 3. 突现词频次历史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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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关键词聚类研究 

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场馆学习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得到场馆学习领域的

研究热点，其中，Modularity：聚类模块值(Q 值为 0.7479)，一般认为 Q > 0.3 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Silhouette：
聚类平均轮廓值(S 值为 0.9521)，一般认为 S > 0.5 聚类就是合理的，S > 0.7 表示聚类是令人信服的。通

过对数似然率算法(Log-likelihood Rale, LLR)进行聚类，并以该类中 LLR 算子取值最高的特征词的名称作

为聚类名称，得到国内聚类结果如图 4 所示。通过图 4 可知，我国场馆学习的研究主要包含博物馆、场

馆教育、场馆学习、家庭学习、科技场馆、建构主义等 6 个主要研究方向。 
 

 
Figure 4. Keyword clustering map 
图 4. 关键词聚类图谱 

4. 研究结论 

文章运用引文分析、关键词共现等方法对我国近 20 年的 CNKI 数据库中的场馆学习的相关文章进行

了分析，从结果来看，发文量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说明近年来学者对场馆学习研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场馆学习领域的核心作者发文量占比逐渐增大，表明核心作者群基本形成；其次场馆学习的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于师范类院校；场馆学习、场馆教育、博物馆、家庭学习等关键词表明了场馆学习在推进过程中

聚焦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变化。通过突现词分析和发文阶段可知，我国的场馆学习的研究阶段分为三个阶

段，而在未来我国场馆学习的研究关注点包含两个主要内容：学习情境的建设与开发和场馆学习的实证

研究与验证场馆学习的有效性，而博物馆、场馆学习、场馆教育、家庭学习、科技场馆、建构主义等表

明了场馆学习的发展趋势，后续的研究方向将包含：场馆中学习环境设计、数字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评

价，基于学习科学和学习分析技术促进场馆学习的深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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