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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在我国广受关注，本文探讨近十年来该领域的发展热点和趋势，为今后青少年问题

行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采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信息数据库中近十年国内青少年问题行为

的255篇文献进行据处理与分析，结果发现，文献发表数量在时间上呈上升趋势，2017年是文献数骤然

增长的转折点。研究热点主要是“青少年”、“问题行为”，需关注“社会工作”；研究内容是成因、

关系和对策的探究；研究前沿是“亲子依恋”。这为推进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的发展、拓宽研究的广度、

增加研究的深度打下基础，有利于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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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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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hotspots and trends in this field in recent ten year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in the related fields of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in the future. Ci-
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process and analyze 255 domestic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s in 
CNKI information database in recent ten yea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s 
published showed an upward trend in time, and 2017 was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sudden growth 
of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s. The research focus is mainly on “teenagers” and “problem behavior”, 
which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social work”; the research content is to explore the causes, rela-
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the research frontier is “parent-child attachment”. This lays a founda-
tion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research, broadening the 
scope and increasing the depth of research, and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healthy growth of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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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28 年威克曼开展问题行为研究以来，一直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但对于问题行为的界定，由于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象、内容、角度和方法不同，也没有形成对问题行为的统一定义。不过，每种定义

几乎都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行为模式，与正常行为模式偏离的非正常模式；二是行为影响，危害自己

身心健康或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困扰；三是行为评价，公众所不能接受的，不符合社会规范、道德要求的

行为[1]。 
对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命名，国外普遍使用“危险行为”(risk behavior)，主要是指不健康的，非建

设性的，甚至对生命构成威胁的行为。我国国内多使用“问题行为”的概念[2]。比较经典的定义是美国

心理学家林格伦提出的“从广义上讲，‘问题行为’是一个术语，它指任何一种引起麻烦的行为，或者

说这种行为所产生的麻烦”[1]。偏差行为也可以称为越轨行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始于迪尔凯姆，他首

先提出用“失范”的概念来解释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社会价值受到质疑时，社会成员心理上的混乱[3]。
在有关青少年的研究中，有些学者把存在偏差行为的青少年称为问题青少年[4]。综上，研究的内容是问

题行为以及与之相似的越轨行为、偏差行为和失范行为。 
青少年问题行为，是指青少年由于个人行为表现混乱，致使他们无法适应多变的环境，发生生理上

或精神上的困扰，从而采取防卫机制，这便可能产生一般的问题行为，严重的可能发展成反社会甚至是

犯罪行为[2]。青少年问题行为是国内教育普遍关注的问题，但近十年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状况、热点是什

么，以及未来要怎么发展呢？因此，基于 CiteSpace 文献可视化分析工具，从历年发文量、发文作者、发

文机构、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和关键词突现 6 个方面出发，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有关青少年问题行

为的文献资料进行计量分析。根据生成的知识图谱，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进行分析，能够为未来

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同时，有利于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2. 方法 

研究工具采用文献资料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5]。凭借大量的数据搜集、系统统计等方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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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相关科学领域的知识图谱[6]，用清晰的空间布局和多元的可视化分析语言进行信息分析[7]，能够体

现一个学科或知识域的研究现状和态势。 
文献资料皆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文献纳入标准：文献检索分为两个部分。首先，限定主题。分

别以“青少年问题行为”、“青少年越轨行为”、“青少年偏差行为”、“青少年失范行为”为检索主

题词；其次，限定年份。时间范围为 2011 年~2020 年。文献筛选标准：研究的内容是“问题行为”，但

研究的主体不是“青少年”；新闻报道、会议记录等文献；重复的文献。综上纳入、筛选文献后，最终

得到 255 篇文献，将这些选定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 CiteSpace 软件，按“Author (作者)”、“Institution (机构)”和“Keyword (关键词)”的分类标

准依次进行检索生成所需的知识图谱[8]，从历年发文量、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

类和关键词突现 6 个方面出发，对文献数据的计量统计结果进行定量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定

性分析[9]，得出结论。 

3. 结果 

3.1. 历年发文量与发文作者 

如表 1 列出的数据所示，2011~2020 年国内青少年问题行为的文献数量呈现增长趋势。其中，2017
年和 2019 年是这十年以来发表青少年问题行为论文数量最多的年份。 

 
Table 1. Number of documents published over the years 
表 1. 历年发表的文献篇数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7 23 22 27 24 22 41 17 41 21 

 
按照 CiteSpace 软件中“Author”的分类标准进行检索，得到发文作者的知识图谱，对青少年问题行

为研究的发文作者进行系统分析，同时，统计发文量前 5 的作者为李新影、张卫、李娜、喻承甫、周轶。 

3.2. 研究机构 

按照 CiteSpace 软件中“Institution”的分类标准对各个文献所属的研究单位和学术机构进行检索并形

成知识图谱，同时，汇总发文量前 5 的单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3.3.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运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出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 1)。图中的一个圆圈所代表的是一个关键词，

其形状越大，说明这个关键词越有可能会发展成为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圆圈外围的紫

色光环越厚，说明该关键词的中心度越大[10]，也就越容易成为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关键主

题。 

3.4. 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CiteSpace 软件的关键词聚类分析是其一大功能，它可以展现聚类主题以及它们之间的连线。为了能

够更好地把握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领域的热点以及前沿，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键词共现进行进一步的

自动聚类分析，得到如下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图 2)。图中“# + 数字 + 关键词”表示关键词之间的聚

类，每个聚类都是由多个紧密相关的词组成的，数字越小，聚类中所包含的关键词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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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图 1.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ure 2. Keyword clustering knowledge map 
图 2. 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3.5. 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该研究利用 CiteSpace 对近十年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领域中的 255 篇文献进行突现词分析和探究，得

到如下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图 3)。图中“Keywords”代表的是节点类型，也就是关键词；“Year”代表

的是节点出现的时间，即关键词是在哪一年最先出现的；“Strength”代表突现强度；“Begin”代表的

是关键词突现开始的时间，“End”代表的是突现结束的时间；红条表示某个关键词的突现时间段。 
 

 
Figure 3. Keywords emergent knowledge map 
图 3. 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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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时间分析 

在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内，历年发表的文献数量可代表该学科或领域的知识量[11]。通过对近十年国

内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领域发表的 255 篇有效文献进行梳理，总体来说，对于此研究的关注度仍呈上升

趋势。 
2017 年作为文献数骤然增多的转折点，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为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我

国于 20 世纪 90 年代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12]。相关法律法

规的出台，这是研究关注度提高的法律依据。其次，随着互联网的急速发展，在 2017 年期间，国内青少

年问题行为的网络曝光数量增多，这是研究关注度提高的技术条件。最后，互联网的普及，不仅带来了

积极的影响，也带来了其消极的一面，比如一些色情网站、暴力行为，都会对青少年的身心造成负面影

响，这是研究关注度提高的现实因素。 

4.2. 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发文作者与发文机构分析 

从主要的发文作者来看，其中除李娜和周轶的文章属于策略性研究，其余皆是影响、成因、关系类

的探究。从作者合作网络来看，发文作者团队基本以共同单位为基础，主要有华南师范大学、西藏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3 个作者团队，较少跨单位合作研究，发文作者之间联系不够紧密。 
从主要的发文机构来看，心理学类研究机构是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的主要阵地。从机构合作网络来

看，主要合作网络地区有两个：北京、广东。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机构之间合作关系稀疏，多是同一地

区的机构合作，跨地区的研究合作很少。 

4.3. 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内容知识图谱分析 

按照 CiteSpace 软件中“Keyword”的分类标准进行检索，通过对生成的知识图谱等数据进行分析，

可以把握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领域的热点与前沿。 

4.3.1.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通过 CiteSpace 软件的计算分析，能够得到一个关键词的频率及频次、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最先出

现的年份等相关信息。观察图 1，图中形状最大的两个圆圈是“青少年”与“问题行为”，除这两个之

外，还有“偏差行为”、“越轨行为”、“社会工作”、“行为失范”、“家庭功能”等等。数据分析

结果显示，中介中心性最高的关键词是“青少年”，其中介中心性为 0.69，出现了 116 次，首先出现在

2011 年，这与检索文献时以“青少年”作为主题词有关。除“青少年”之外，“问题行为”、“偏差行

为”和“越轨行为”三个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出现的频次也较高，也与检索时输入的主题词有关。除

这四个关键词外，频次和中介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还有“社会工作”以及与它相似的“社会工作介入”。

高频次和高中心性关键词能够从某个角度反映出一段时间内该研究领域学者普遍关注的核心内容，也就

是研究热点[13]。通过对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些关键词的频次及中介中心性较高，其

中，最大的两个节点是“青少年”、“问题行为”，这与检索时输入的主题词有关，除此之外，“社会

工作”这一关键词在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领域控制的信息流也相对较多，是该领域需要关注的一大热点。 

4.3.2. 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分析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共得到 12 个热点主题，分别是问题行为、青少年、社会工作、越轨行为、亚文

化、外化问题行为、心理调适、行为失范、中职学生、社会工作介入和中心度。下面将根据聚类中心性

和节点数量选取前 5 个热点主题进行具体分析。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9359


闫星宇 等 
 

 

DOI: 10.12677/ass.2021.109359 2602 社会科学前沿 
 

(1) “问题行为”主题 
在“问题行为”聚类下的高频关键词有：家庭功能(7 次)、中介效应(4 次)、偏差青少年(4 次)。此聚

类下主要是家庭功能及中介效应对偏差青少年的行为进行干预的研究，首先是家庭功能，通过家庭功能

可以达到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矫正；除此之外，中介效应也会影响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比如情绪智力，

它就是家庭功能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中介因素之一[14]。 
(2) “青少年”主题 
在“青少年”聚类下的高频关键词有：中介作用(3 次)、亲子依恋(3 次)、干预(3 次)。此聚类下的研

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中介作用入手，基于家庭角度[15]、学校角度[16]、同伴角度[17]、青

少年自身角度[18]详细分析、阐述了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因素。二是从亲子依恋的角度，深入研究了亲

子依恋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三是对干预的措施和策略的研究。 
(3) “社会工作”主题 
在“社会工作”聚类下的高频关键词有：偏差行为(51 次)、小组工作(5 次)、个案工作(4 次)。此聚

类下主要研究了对于青少年问题行为，社会工作防治的手段，从社会工作的专业视角出发，提出构建个

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四个方面相结合的全面防治体系[4]。从干预的方式来看，可将社会工作具体分为

小组工作(团体指导)和个案工作(个别指导)。 
(4) “越轨行为”主题 
在“越轨行为”聚类下的高频关键词有：农村青少年(4 次)、标签理论(4 次)、犯罪(3 次)。此聚类下

从三个维度来研究：一是研究的主体。研究的主体是农村发展的主力军——农村青少年；二是研究的理

论基础。从标签理论背景下看青少年越轨行为，探究“贴标签”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负面影响、表现以

及矫正策略[19]；三是越轨行为的程度。该聚类下主要研究的是犯罪性质的越轨行为，程度较为严重。 
(5) “亚文化”主题 
在“亚文化”聚类下的高频关键词有：青少年犯罪(9 次)、对策(8 次)、青少年偏差行为(7 次)。该聚

类下主要研究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对象的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和偏差行为；二是防治策略问题。

亚文化理论是除上述谈到的标签理论以外的另一种理论视野，亚文化也即反主流文化，是指除社会主流

文化之外的社会价值观、道德观和理智观等文化现象，可能不利于青少年的心理发展[20]。从此视角出发

下的研究，对青少年犯罪以及偏差行为产生的原因及防治路径进行深刻的理论解读。 

4.3.3. 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分析 
研究前沿是指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之趋向，而突现词恰好就是反映这一趋向的代表词

[21]。由图 3 可知，得到 8 个突现词：不良行为、青少年犯罪、性别、社会工作介入、社会化、行为失范、

农村青少年、亲子依恋，这 8 个突现词在数据集中都最早出现于 2011 年(检索年限为 2011 年~2020 年)。
2012 年不良行为、青少年犯罪开始突现，且持续到 2020 年，说明这两个突现词作为早期青少年问题行

为研究主题，相关研究一直持续至今；2013 年起性别发展为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又一热门话题；2014 年

起社会工作介入、社会化逐渐突现，成为青少年问题行为的新兴研究方向；2015 年起行为失范、农村青

少年逐渐成为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的新方向；2018 年~2020 年，亲子依恋开始突现，说明近年出现了新

的关注点，为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贡献了新的研究方向。从关键词突现强度可知，“青少年犯罪”是突

现强度最大的关键词，为 2.5；其次是“农村青少年”，为 2.02，这说明在 2011 年~2020 年这个时间段

受到关注最多的是“青少年犯罪”，其次是“农村青少年”。突现时间最长的词是“不良行为”和“青

少年犯罪”，从 2012 年一直持续到 2020 年。突现词中能显示研究前沿的词汇是：亲子依恋。 
以上是对当前青少年问题行为，将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研究。一是丰富研究内容，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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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广度。现有的研究多集中在青少年问题行为的成因、关系以及影响因素上，对其干预措施以及对策

应用上的文献较少，因此，发展横向研究，研究者应密切关注研究热点以及研究前沿，扩大研究范围，

使研究内容更加丰富。二是明确研究主题，增加研究深度。发展纵向研究，通过对知识图谱的分析，可

以得到很多类研究主题，研究者应明确自己的研究主题。同时，还需进一步深入和细化，进行深层研究，

丰富已有的研究成果，避免点到即止、追求广度、缺失深度。三是深化理论研究，落实防治措施。除关

键词聚类分析中提到的“标签理论”和“亚文化理论”，还有很多理论是值得专家和学者研究探讨的，

以开阔现有研究的视野。对于提出的问题行为防治策略，不单是浮于表面，而应该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在具体的实践中检验并不断改善，以维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5. 结论 

采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中近十年国内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的 255篇文献分别进行了时间分析

以及各个知识图谱的分析，结果发现，文献发表数量在时间上呈增长趋势，2017 年是文献数骤然增长的

转折点；研究热点主要是“青少年”、“问题行为”，需关注“社会工作”；研究内容是成因、关系以

及对策的探究；研究前沿为“亲子依恋”。为了推进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的发展、拓宽研究的广度、增

加研究的深度，研究者应丰富研究内容、明确研究主题、深化理论研究，以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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