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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社会学作为教育与社会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其研究对人与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1989
年以来，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经历了持续发展和转型。尽管如此，对于我国教育社会学发展轨迹的计量

研究仍处于相对缺乏的状态。本研究围绕“教育社会学”进行基于Citespace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包括关

键词共现与时区图分析、突现词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等，并通过Excel进行了发文量分析与作者机构分
析，将该学科领域的知识基础整体提炼，进一步对该学科领域的前沿热点、最新研究发现、演化发展路

径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全面把握。回顾近三十年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研究量持续上升，但因核心研究

机构与研究人员群体尚未形成故仍处于基础建设阶段。从研究成果上看，我国教育社会学三十年来的研

究重点关键词以教育公平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为主，并辅以许多多元化的研究领域。本研究有助于我

们深入理解教育社会学及其相关领域知识，并据此把握这门学科在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而为进一步研究

提供思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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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ignificant branch of education studies and sociology, researches 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s and societies. Since 1989, researches on sociolo-
gy of education has been quickly developed and transformed in China. Despite this, there are few 
bibliometric researches on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China.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based on quantitative visualized researches are important in revealing the 
research rules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s a significant research tool of literature review. Around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makes a visualized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Ci-
tespace, including the keywords collab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ime zone charts, burst terms and 
keywords clustering, analyzes the quantity of published papers and author institutions through 
Excel, extracts basic knowledge of this field, grasps the latest progress, frontier hot issues, evolu-
tion paths, future trends of the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and provides basis for related researches. 
Rev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 number of 
researches continues to increase, but it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basic construction as the core re-
search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groups have not been form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output, the key words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 are educational 
equity and sociolo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upplemented by many diversified re-
search fields. This study is helpful for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its 
related knowledge, and grasp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is discipline, so as to provide 
ideas for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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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教育科学和社会学中，教育社会学是其中的重要分支之一，它以社会科学的原理为基础，对教育

问题、现象及教育和社会三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在中国，伴随经济和文化的不断

发展，教育事业也随之深入发展壮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因而教育和社会之间的结果

关系、和社会以及社会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学校自身组织结构的关系显得极其重要。作为教育科学

与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在经历了近 30 年的停滞之后，伴随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契机进行了重新发展，教育学以及社会学等相关社会科学也随之迈入发展、重塑的历史新进程。在相关

各方力量的积极努力之下，教育社会学获得较快发展，目前已经较为稳定及成熟。尽管如此，从相关研

究上来看，我国对于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研究较少，缺乏系统性的全面回顾；从现实需求上来看，进

一步梳理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阐述并分析这门学科的研究热点问题，这对我们把握该学科在未

来的发展趋势极为有益，有助于为未来研究明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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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作为当前国际趋势下科学研究的评价方法，它是将文献计量特征和文献系统二者作为研

究主要对象，利用统计学以及数学等多方相关计量方法，进而对特定的某个学科领域的科技现状及未来

发展路径和趋势展开分析评价并进行探索预测的一门图书情报学学科。随着国内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知识

信息可以通过文献可视化、可视化和解释提供丰富和直观的知识内容的研究关键词、研究作者、研究机

构等等，以便清楚地把握当前的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地图集。 
在国内外已有多位学者就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回顾。早在 2002 年，来自山东师范大学的李

长伟教授与曲阜师范大学的杨昌勇就对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 20~30 年来的发展停滞与沉沦进行了深刻反

思[1] [2] [3]。在随后的几年里，吴康宁、钱民辉、刘精明、程天君等人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分析了了我国

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对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的中国化以及发展历程做出了相应的回顾

与展望[4] [5] [6] [7]。与此同时，国外的学者也对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历史、重建与发展进行了分析回顾[8] 
[9]。 

尽管如此，在当前我国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中，对于该学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的研究较少。孟香对我

国教育社会学 1999 至 2018 年的发文量、作者以及研究机构进行了分析，但并未运用关键词与聚类分析

[10]，故缺少对学科的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分析。相似的，王菲与赵翠兰对我国 1999 至 2018 年的教育社会

学 CSSCI 论文进行了分析，但学科研究重点并未被指出[11]。此外，也有学者对国际教育社会学领域的

重要期刊进行了分析[12] [13] [14]。综上我们可以发现，文献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在我国教育社会学领域的

应用较少，已有的相关研究在揭示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存在着缺少对研究重点、研究机构与研究

人员的综合分析。本文将基于研究文献的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补充。 
借助文献计量工具 Citespace 与 Excel，本文对收集到的期刊进行分析，解读当前研究热点、研究作

者和出版机构，同时对当前国内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进行交叉解读，为进一步深化国内教

育社会学研究提供总结性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文献数据来源自中国知网中文期刊库(CNKI)，检索主题为“教育社会学”。尽管王有升在回顾

中国建国以来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时将 1979 年改革开放作为学科重建的标志[15]，但通过检索我国教

育社会学的历史文献，我们发现其“教育社会学”为主题的文献在 1979 年至 1989 年期间的文献很少且

发表年份不连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我国教育社会学重建与发展的重要节点应为 1989 年，故

我们将时间线设置为“198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共得到 963 条文献。经过剔除与清洗不

相关的文献后得到 906 条文献。通过在运用知网的文献分析功能，我们得到了我国教育社会学年度发文

量、机构与作者发文量以及被引前十的文章。 
进而，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了关键词共现与时区图分析、突现词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

Citespace 软件作为一种文献计量工具，在特定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与机构、发表的期刊和高频被引文献

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可视化效果。近年来，Citespace 在国内外各个领域的文献计量学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经 CitespaceV (5.6.R2 版)数据处理，并设置时间切片为 1 年、Top N 阈值为 50，得到相应计量

可视化分析。 

3. 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情况分析 

3.1. 研究成果数量分析：学科建设的阶段性特征 

通过知网检索，我们得到了 1989 年到 2019 年中国教育社会学领域的发文量。通过发文量趋势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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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发现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自 1989 年以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见图 1)。第一个阶段为 1989 年至 2003
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正处于基础建设时期。教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与教育学的一大

重要分支，其学科建设自 1949 年建国以来因意识形态等问题一直处于“零基础”状态[16]。在该阶段，

我国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人员数量较少，且大部分研究者为其他学科“跨接”而来，例如来自南京师范大

学的鲁洁是从“教育基本理论”专业跨接进来、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张人杰是从“比较教育学”专业跨

接进来、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历以贤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专业跨接进来。因此，在 1989
年至 2003 年之间，我国教育社会学主题的论文发文量基本维持在年均 13.7 篇左右，总发文量相对而言

仍较少，具体只有 192 篇，在所有文献中的占比为 19.9%，学科整体处于基础建设阶段。 
 

 
Figure 1. Numbers of publication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1989 to 2019  
图 1. 中国教育社会学 1989~2019 发文量趋势 

 
第二个阶段为 2003 年至今，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处于迅速发展阶段。在 2004 年，我国教育社会学

领域的研究出现了激增，发文量由 2002 年的 14 篇大幅度增长至 2004 年的 42 篇，发文数量较前一个阶

段相比有很大的提升。出现该增长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我国教育社会学领域从 1999 年招收教育社会学

方向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经历了五年的研究人员培养之后，我国涌现了大量教育社会学专业的研究人

员，活跃在我国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同时，在早期基本文献的积累与教育社会学文献的翻译下，我国

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数量大幅度增长。其二，中国中央也高度重视我国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在 2004 年发

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全力布局社会科学的研究，大

力发展交叉学科的建设，并积极想社会及学术界推广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以及研究成果。在该文件的指引

下，我国教育社会学在 2004 年实现了发文数量上的飞跃。其三，2004 年，教育部下发了两部文件，分

别是《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文件明确指出要坚持

教育普及，并继续深入教育改革，与此同时重点关注国家重点学科的建设以及社会高层次人才的教育和

培养，为我国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讨论点与建设空间。在第二阶段，我国教育社会学的研究维

持在年均 45.35 篇，共发文 771 篇，占全部文献的 21.1%，学科建设处于迅速发展与繁荣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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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机构及其群体分析：核心机构和群体尚未形成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评价一个学科在某学校能发展可以通过研究发文量与教育部开展的学科评

估两个变量来分析。一方面，机构发文量直接反应了该机构在教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贡献程度。另一方

面，学科评估反映了该机构的研究与教育质量。因此，数量与质量的结合可以完整的反应我国教育社会

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 
教育社会学领域存在哪些权威机构，以及具有哪些核心单位，为对此进行精确统计，本论文采取普

赖斯定律来统计发表在核心机构上的研究成果，相应公式具体如下： 

N 0.749 Nmax≈ ×  

其中，字母 N 表示的意思是核心作者单位发表的最低论文数量，而 Nmax 则表示论文发表最高产的作者

单位发表论文数量[17]。根据知网统计数据，1989 年至 2019 年间参与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机构共有 30 所

高校，其中发文量最多的为南京师范大学的104篇(见图2)，即Nmax = 104，代入公式后计算可得，N ≈ 7.6，
取整数为 8。结合计算结果可得出如下结论：研究机构发表文章在 8 篇及以上的则可界定为核心研究机

构，统计结果具体见表 2 所示。 
 

 
Figure 2. Main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China 
图 2. 中国教育社会学领域主要研究机构 

 
统计结果显示，共有 30 所高校参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其中有 19 所是核心研究机构。从机构发文量

上可以看到，南京师范大学(104 篇)在我国教育社会学领域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南京师范大学拥有历史

悠久的教育科学学院，其源头可以追溯至 1902 年三江师范学堂。在传统与基础上，2006 年南京师范大

学率先成立“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这也是国内较为领先的科研机构。此外，华东师范

大学(60 篇)与北京师范大学(43 篇)也为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贡献了许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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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我国教育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机构以各大师范院校为主。依据普赖斯定律相关观点得知，

形成学科的高产作者单位群需要满足相应的前提条件，即核心研究机构发文量在总发文量中的占比约为

50%。但根据数据统计，我国教育社会学领域核心机构发文量为 411 篇，约占总文献量的 42.6%，这与核

心认定标准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由此可得出如下结论：在 1992~2019 年这期间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尚未

形成核心作者单位群。 
所谓的核心作者，是指在研究领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与引领力且发文量达到一定标准的作者群体。

对核心作者进行分析，有助于认清哪些是该研究领域的领军群体，同时还能为后继研究者提供目标参考。

因此，为将教育社会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明确、精准的呈现出来，对该学科领域的核心作者的确定依旧

采用普莱斯定律计算，即 

N 0.749 Nmax≈ ×  

在上面的计算公式中，字母 M 表示的意思是核心作者发表的最低文章数，Nmax 的则表示文章发表

最多的作者的发表文章数量。依据在知网平台上所进行的数据统计显示，在 1989~2019 年这期间关于教

育社会学研究发文量最多的是两位学者，即为吴康宁与程天君，他们的发文量都是 21 篇(见图 3)，把 Nmax 
= 21 代入公式进行计算，得出该结果即 M ≈ 3.43，取整数则为 4 篇研究成果。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在教

育社会学领域发文量在 4 篇及以上就可界定为核心作者，具体见表 3 所示。由图一可知，来自南京师范

大学的吴康宁和程天君为我国教育社会学领域的领先研究者。此外，何海大学的孙其昂和叶方兴、南京

大学的贺晓星、陕西师范大学的常亚慧、北京大学的钱民辉、华东师范大学的周勇以及曲阜师范大学的

杨昌勇为我国教育社会学领域发文量排名前十的研究者。根据数据统计，我国教育社会学领域共有 26 位

核心作者(即发文量大于 4 篇的作者)，总发文量为 178 篇，占所有研究文献的 18.4%。 
 

 
Figure 3. Main researchers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China 
图 3. 中国教育社会学主要研究者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3101


姜钰宸 
 

 

DOI: 10.12677/ae.2021.113101 652 教育进展 
 

3.3. 研究成果及内容分析：思辨研究占主流，教育公平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为研究焦点 

高被引文献指的是多次被同行在研究中引用的文献，其文献质量收到同行所认可，成为该领域的重

要文献。对我国 1989 年至 2019 年教育社会学领域最高被引文章进行文献统计，我们得到中国教育社会

学领域被引前十文章表格(表 1)。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被引前十的文章中，即有宏观层面的分析，如

钱民辉、郑淮等人讨论的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问题；也有微观层面的讨论，如黄娟娟、亢晓梅等人对课

堂互动的探究。这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国教育社会学在不同研究层面均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进展。此

外，在被引前十的文章中，绝大部分文章采取了定性思辨的研究方式，对不同概念、现象进行了辨析与

论证，这也是人文社科主流的研究方式之一。这一点也与王有升对学科建设的评价：“定性”长于“定

量”[15]。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我国教育社会学领域的重要文献基本均发表于 2000 至 2010 年间，这说

明在 21 世纪初期，教育社会学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 
 

Table 1. Ten most cited paper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China 
表 1. 中国教育社会学领域被引用前十文章 

篇名 作者 研究取向 研究方法 发表年份 被引数 

师生课堂互动行为类型理论比较研究 亢晓梅 课堂互动 定性思辨 2001 687 

“学校知识”与课程标准 钟启泉 课程标准 定性思辨 2000 209 

略论我国的社会分层变化与其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郑淮 社会分层 
教育公平 定性思辨 1999 183 

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 
——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 钱民辉 社会分层 

教育公平 定性思辨 2004 182 

中国教育改革为什么会这么难 吴康宁 教育改革 定性思辨 2010 176 

国外课堂生态研究及启示 孙芙蓉谢利民 课堂生态 定性思辨 2006 160 

幼师互动类型及成因的社会学分析研究 
——基于上海 50 所幼儿园活动中师幼互动的观察分析 黄娟娟 师幼互动 定量 2009 114 

社区教育资源的开发及价值思考 
—改善学校教育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雷少波 教育资源 定性思辨 2001 114 

教育社会学视野中的班级：事实分析及其价值选择 
——兼谢维和教授商榷 吴康宁 班级研究 定性思辨 1997 107 

高等教育研究中的“范式”与“视角”辨析 冯向东 高等教育 定性思辨 2006 94 

教育的新制度主义分析 
——一种教育社会学理论和实践 罗燕 教育制度 定性思辨 2003 94 

 
对论文进行主要内容的提取和凝练即是关键词，同时关键词也最能将作者文章的主要学术观点和思

想呈现出来。对关键词展开跟踪能够很好的把握相关文献研究对象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状态。点击“Node 
Types”(节点来源)：Keyword (关键词)，得到清晰的可视化结果，获得的主要关键词共现的知识图谱如

下图 4。 
从图 4 可知，获得 119 个节点(关键词)，108 条连线(共现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关键词的大

小不同，代表着关键词共现的频次存在差异，图中的关键词越大，代表共现的频次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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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Keywords figure 
图 4. 关键词共现图 

 
进行定量分析存在相应的要求，即所有结论均须有客观数据提供支撑，然而，可视化知识图谱无法

做到精确反馈关键词频次及中心性排序，而是只能从感性直观这个视角来对研究热点进行观察。出于提

升研究可信度与科学性的需要，本文采取如下公式准确梳理出高频关键词： 

( )T 1 8I 1 2= − + +  

在上面的计算公式中，T 代表的是高频关键词出现的最低频次，用 I 来代表关键词的个数。依据

CiteSpace 导出的数据得知关键词为 I = 119，把它代入公式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为 T ≈ 14.9，取整数为

15 篇研究成果。据此得出的结论为：在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领域，关键词出现频次为 15 次及以上则界

定为核心关键词。点击 Network Summary Table，获得关键词详细参数，经过整理可以得到关键词的共现

频次，其中，关键词频次大于 15 的仅有 5 个，分别为教育社会学(406)、社会学(27)、教育公平(24)、教

育(19)、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17)。由此可见，剔除含意过于广泛出现的词后，我国教育社会学的核心关

键词应为“教育公平”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此外，大于等于 5 的有 16 个，经过整理，关键词频

次大于 5 的词经过频次降序排列信息如表 2： 
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主要关键词分布的脉络变迁，点击 Control Panel 中的 Layout 中的

Timezone-View 可以得到关键词的时区图。建立一个二维坐标，以时间为横轴，将全部节点都定位其中，

按照第一次出现的时间，节点设置在坐标中的不同时区，随着时间轴节点逐次向上。如此，便呈现出一

个自左至右、自下而上的教育社会学知识演进图(见图 5)。 
其中，2003 至 2004 年出现的关键词最多，有教育公平、高等教育、社会分层、教育机会均等、教

育平等、远程教育等词。这也符合上文提到的 2003~2004 年为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发文量的飞跃阶段。

到 2011 年，中国教育社会学领域出现了重要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成为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与社

会学的共同研究重点，体现了学术界对教育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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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Keywords table 
表 2. 关键词表 

频次排名 频次 Degree (点度中心性) 关键词 

1 406 22 教育社会学 

2 27 5 社会学 

3 24 7 教育公平 

4 19 4 教育 

5 17 3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 

6 11 1 社会学家 

7 9 5 高等教育 

 9 2 方法论 

8 8 4 远程教育 

 8 2 研究对象 

9 7 1 教育改革 

 7 3 新教育社会学 

10 6 1 知识社会学 

 6 3 反思 

 6 1 教育与社会 

 6 4 社会分层 

11 5 2 学科性质 

 5 2 社会学思想 

 5 3 文化资本 

 5 1 社会化 

 5 2 大学生 

 

 
Figure 5. Keywords timezone figure 
图 5. 关键词时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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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核心关键词分析——教育公平 
结合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关键词共现图与统计表来看，出现频次极高的关键词“教育公平”(出现频

次 24，位列第 3 名)反映了国内教育社会学热点依然是教育公平问题，其点度中间性大于 4 也说明了“教

育公平”是该网络中的关键节点。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在国内教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课题中，教育公

平是其中最核心课题之一。以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显著表明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迈入均衡发展

阶段，对质量的提升更加重视。关于对教育公平和社会分层的探索研究领域，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探

讨家庭因素对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影响；二是探讨在获得社会地位的过程中教育所起到的作用。 
杜亮等人指出我国教育社会学在教育公平领域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两条[18]。关于第一条路径，在现有

的文件中表示，对于教育和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广泛的制度变迁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详细的说，

是学科学者们对不同历史时期和政治背景下，家庭具有的经济、文化资本以及政治认同对其后代子女的

教育机会和受教育机会的影响程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释和说明。其中学者李煜在研究中将我国社会发

展进程进行了划分，分别是以下四个阶段时期：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即 1949~1965 年；二是

文化大革命时期，即为 1966~1976 年；三改革初期，即为 1977~1991 年；四是改革深化时期，即为 1992
年至今。基于对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他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取决于两方面，

一是其父母的政治地位，另外则由自身决定。而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阶段，高考制度重构，从而改变了从

前牺牲公平教育机会的表现规律现象。该阶段和后面的改革深化时期最为显著的区别是教育和社会再生

产机制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由文化再生产的单一局面转变为资源转化和文化再生产双层模式共存的局面

[19]。 
同时这意味着家庭的社会和经济资源对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对于后代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力度

进一步增加，关键词“高等教育”(出现频次 9 次，位列第 7 名)与关键词“大学生”(出现频次 5 次，位

列第 11 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研究路径的研究核心。对于出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儿童，他们在高等教育

机构以及专业的分层中也呈现出分布不平衡的现象[18]。譬如，学者刘精明发现，从我国高等教育扩招以

来，简单来看是儿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的差距在不断的缩减，然而在该过程中，教育不平等情况却

在不断的扩大加深。处于等级制度这一大背景下，优势阶层通过其具有的地位将其在本科高等教育中的

比较优势进一步扩发，对于低层阶级的社会群体而言，其教育机会的获得和增加主要来自于成人高等教

育[20]。刘云杉等学者在文章中指出，随着经济发展高等教育扩张，进一步促使高等教育由“奢侈”逐渐

向“必需”发展，但精英的选拔过程，看似以能力为主导，但实际上却掩盖了身份、地域、资本等预赋

因素在招生领域的作用[21]。 
此外，关于在获得社会地位的过程中教育所起到的作用这一路径上，教育维持并再生产了社会平不

等与关键词“社会分层”(出现频次 6 次，排名第 10 名)的观点被多数学者认可[22] [23] [24]。其中，大部

分学者在探究过程中广泛借鉴的是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尤其是运用关键词“文化资本”(出现频次 5，位

列第 11 名)这一重要概念来深入挖掘和探索社会分层现象出现的背后深层次原因。 

3.3.2. 核心关键词分析——思想教育政治社会学 
在学科分类中，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学的融合发展出一门交叉学科，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

我国特有的一门教育社会学分支。孙其昂是该学科领域的一名重要研究学者，任职于河海大学。孙其昂

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出现和发展，它是一门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探索和研究的学科[25]。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一门重要学科，它源自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以及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

性[25]。辩证看，既然社会性显著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中，相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性也存在于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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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其昂学者在《社会学视野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一书中明确指出，在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性时应当将其

理解为社会系统中所具有的一项思想政治工作功能，指的是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社会的功能一般

都经由社会性的纽带或者是社会性通道，进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明确呈现出社会所具有的作用。当思想

政治教育和社会分开来看，并不意味着完全分割，而是相对独立。该情况在思政教育体系中被充分挖掘

和体现，同时以多种不同的形式所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社会性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和作用，它

不只是单一的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中体现。此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全部属性都应当具

备社会属性。关于思想政教育所呈现出的好或坏，其最终根源都来自于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是指

社会的总体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其最重要并且也是最根本的力量，就是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虽

然独立于社会，然而它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并没有泯灭。其所具有的功能主要指的是思想政治教

育性和社会相结合，在社会中具有附属功能，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特定的专门化以及专门化功

能。将思想政治教育具备的社会性同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所具备的社会性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明确指

出。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主体上是通过利用社会学的知识理论和实践方法来对思想政治教

育相关问题进行探究和分析。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而言，其仅仅是教育学的分支之一，同时也包括了许

多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也就是利用教育社会学的理念和

方法来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展开分析和探究。处于该背景情况，孙其昂学者表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

研究对象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将思想政治教育同社会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

对象。这样的“关系论”是传统教育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要研究对象，即教育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这样的

研究范式的前提是教育与社会的二分性，即教育/社会以及社会中的教育。不过，程天君在通过历史考察

与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分析后发现，这种“教育/社会”学研究范式存在着诸多难题[26]。就现阶段而言，

应适当调整探索教育社会学模式，即从过去的“教育(社会)”学模式调整为“教育社会”学范式，进行该

调整之后，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二个维度也出现变化，也就是转变为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社会

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包括了社会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社会要素、关系、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第三个维度，则是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其要素的社会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诞生对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学以及社会学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这门学科

有助于丰富思想政治工作与教育学理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学科建设在长期以来因为很少有研

究者关注到了其社会学层面的意义而是残缺的。在通常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被视为一个特殊的社

会教育现象，并在哲学、教育学以及心理学层面讨论，而很少从社会学的高度讨论。因此，思想政治教

育社会学的很重要的意义之一便是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发展做出必不可少的学科贡献。其次，这门学

科有助于丰富教育社会学理论，促使后者理论基础更为厚实。在教育社会学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因其特

殊性很少像主科、体育或艺术一样被广泛讨论其对社会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又是我国特

有的且每个学生都必须接受的一门学科。因此，在丰富增加教育社会学理论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

具有极高且重要的潜藏价值。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在实践层面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基于思想政治

教育体现为内在观察性特点，为此很难认识其真实面貌。正所谓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想要有效、快速的将思想政治教育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所显现出的各种现实问题解决，就必须将思想政治

教育放到社会背景中研究。如此，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不只能够在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

现象及本质中起到关键作用和帮助，同时还能够有助于我们寻找解决和处理问题的有效方法和渠道。 

3.3.3. 聚类分析 
关键词的聚类图谱可以表明该领域的不同研究主题。在对关键词展开聚类分析过程中，网络中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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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存在的相似性被明显反映出来，这对于我们探测、识别某一学科研究领域的代表性知识子群具有重要

帮助，换句话说，十分有利于对该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展开探究。点击“Extract Cluster Keywords”(提
取聚类关键词)，选择 Use Keywords，选择 LSI、LLR、MI 等多种聚类方法生成不同的聚类结果之后，最

终选取 LSI、LLR、MI 三种聚类结果，生成的关键词的聚类图谱如下(见图 6)。 
 

 
Figure 6. Cluster analysis 
图 6. 聚类分析 

 
本文在探究过程中，对教育社会学相关的全部文献具有的关键词展开了聚类分析，目的是为了探索

分析该学科领域中的主要内容分类。对聚类图谱分析评价时，一般是采用对其网络特征签名展开分析的

方法，聚类轮廓性指数S值(Mean Silhouette)为0.5496 (>0.5)，而聚类模块性指数Q值(Modularity Q)为0.825 
(>0.3)，表明被划分出的结构是显著的，同时聚类的状态也是合理的。 

图中有 10 个红色标签，这 10 个红色标签代表 10 个聚类，每个聚类的标签都是共现网络中的关键词，

聚类的序号是#0~#6，数字越大，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少。共线关系运用聚类内部的各个节点互相间的

连线来表示，节点之间的连线越多，说明该领域的关键词之间的共现程度越高。总体而言，各聚类内部

节点之间的连线较多，体现了该领域的关键词之间的共现程度较高。通过图 6 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教育

社会学研究可以总结为一下五大主题：“教育社会学”、“教育公平”、“高等教育”、“教育分流”、

“20 世纪”、“教育评价”与“思想政治教育”。详细的聚类参数如下表 3： 
 

Table 3. Cluster index table 
表 3. 聚类分析参数表 

聚类号 聚类主题 规模 轮廓值 年份 

0 教育社会学 23 1 2005 

1 教育公平 13 0.943 2005 

2 高等教育 9 0.885 2007 

3 教育分流 8 0.984 2005 

4 20 世纪 7 0.966 2004 

5 教育评价 6 0.984 2005 

6 思想政治教育 6 0.943 2009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3101


姜钰宸 
 

 

DOI: 10.12677/ae.2021.113101 658 教育进展 
 

3.3.4. 突现词分析 
突现词是指在某一段时间内被引用频次或为共线频次变化较为明显的这些词汇。依托于突现词可反

馈出某时期内研究的前沿动态情况，为研究者对未来趋势走向进行预测提供依据。由于共现词的挖掘主

要来自于对词频的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具有十分显著地全面性以及动态性，因此在进行检测时选择

Citespace 软件系统以此来对研究前沿热点进行确定，并对演化路径进行分析探究，据此来明确未来发展

状态。通过对突现关键词进行分析得知，“Year”用来代表突现词第一次在研究文献中出现的时间，

“Strength”用来代表突现词突现的强度情况，“Begin”用来代表关键词呈现出突现状态的初始年份，

“End”则代表的是结束年份。本文借助 Citespace 的突现算法进行计算，得出的突现关键词具体见图 7
所示。 

 

 
Figure 7. Bursts keywords figure 
图 7. 突现关键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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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见，我国教育社会学领域在不同阶段经历了有着不同的研究热点。在 1989~1999 这个阶段，

我国教育社会学处于重建与基础发展阶段，固本阶段的突现关键词主要为“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思

想”、“社会学家”、“学科建设”等。在 1999~2009 这个阶段，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教

育社会学研究热点也集中到了经济腾飞带来的一系列教育问题，故出现了突现关键词如“反思”、“现

代性”、“教育公平”、“教育平等”、“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在 2009 年后，一方面随着教

育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教育改革”成为了教育社会学领域的突现关键词。另一方面，随着思想政治

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其“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也成为了突现强度很高的关键词。 
由此可见，经由对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以及研究关键词展开深入分析和探索，我们可以得出

三条关键结论：一是教育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研究与发展对教育学与社会学进行了紧密而有

效的衔接，其在不同时期的核心观点能够鲜明地反应出时代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二是由于中国在此学

科的建设方面起步相对较晚，其研究成果及受重视程度还有限大幅度提高，才能与中国文明进步的步伐

相匹配。 

4. 结论 

本文结合研究需要开展量化分析，通过数据分布及图谱形式把分析结果展示出来，研究结论具体见

下文归结： 
第一点：“有限”的发文总量与“大”学科发展空间之间的差距：从研究成果与发文趋势上看，发

文总量“大”，且发展空间“大”。目前我国教育社会学发文量较大，近十年年均发文量为 51 篇。尽管

如此，介于我国教育社会学起步较晚，我国教育社会学总体发文量仍低于该领域顶尖国家，如英国。更

重要的一点是，董泽芳等人在 2007 年指出，我国教育社会学的概论性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没有突

破，其研究重点多沿袭了先前的观点与体系。因此可以得知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空间虽非常大，但发

展的道路任重道远。 
第二点：研究机构“少”与社会需求“高”之间的矛盾：从研究主体即研究人员即机构上来看，参

与范围“小”，且差异分化“大”。如上文发现，我国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机构并不是很多，且集中于各

大师范院校，普通综合大学参与教育社会学研究较少。此外，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校际间发展差异较

大，由程天君和吴康宁领衔的南京师范大学主导了我国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因此，为了推动学科建设的

全面与均衡发展，后续研究与政策应关注到教育社会学人才的合理分配问题。 
第三点：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研究为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独特的影响：从研究内容上看，涉及

领域“小”，但创新程度“高”。就像吴康宁形容“公平”是社会学的“学科之眼”，纵观我国教育社

会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我国教育社会学最核心的是教育公平问题。因此，我国教育社会学领

域的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教育公平”以及与其相关的“高等教育”、“教育分流”等领域。而相对的，

一些教育社会学的分支如学前教育社会学、特殊教育社会学等领域并未被深入涉及。尽管如此，我国教

育社会学领域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学融合，创新性的开发出了本土化的分支——思想教育政治社会学。

因为此问题关系到我国教育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包含性与全面性，对推动社会科学的繁荣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因此后续研究需要对较“小众”与“冷门”的话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为推动社会公平做出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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