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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运用CiteSpace软件对1982~2021年间发表的102篇家庭心理教育中文文献进行可视

化分析，以探讨国内家庭心理教育的研究内容和发展状况。结果显示，总发文量较少，年发文量不稳定

变化，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研究机构是精神卫生中心，机构之间缺乏合作。核心作者9名，作者间

有合作，但未形成有规模、高质量的作者群。家庭教育、心理教育、心理健康等是研究热点，心理教育

是研究中心点。发展趋势是从关注问题的治疗式研究转为关注群体的发展式研究。目前我国家庭心理教

育还在不断发展中，未来研究应该加强家庭心理教育政策方针引领作用，加强家庭心理教育研究团队建

设及其理论体系建设，重视家庭心理教育的实证研究，拓宽家庭心理教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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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102 pieces of Chinese 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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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ure on family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from 1982 to 2021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CiteSpace, 
so as to show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family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is small, and the annual number 
is unstable, but the overall trend is on the rise.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mental health center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cooper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There are 9 
core authors, and there is cooperation among the authors, but no large-scale and high-quality au-
thor group has been formed. The themes of family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research mainly focus 
on “family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and so on. The research center is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is from therapeutic research to developmental 
research focusing on groups. At present, domestic family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is in continuous 
developmen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trengthen the leading role of family psychological educa-
tion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re-
search team and its theoretical system, attach importance to empirical research on family psy-
chological education, and broaden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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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国家实施“双减”政策，强调要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同年《家

庭教育促进法》出台，旨在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

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2022 年，《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21~2025 年)》出台，推动

“十四五”时期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各种政策法规的出台的背后，折射出未成年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

题，而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环境，良好的家庭教养方式，或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对小孩的个性

和成长均起着重要的影响[1]。因此开展家庭心理教育有三方面的重要性：一是家庭心理教育对促进未成

年人的心理健康成长起基础性功能；二是家庭心理教育有助于心理健康的引导、预防、矫正，并培育良

好的心理素质[2]；三是家庭心理教育提高家庭成员心理健康水平，实现健康的家庭功能[3]。 
家庭心理教育是心理教育和家庭教育概念的有机结合，指在家庭环境中对家庭成员实施的心理教育。

班华教授提出，心理教育是有目的地培养受教育者良好的心理素质，提高其心理机能，充分发挥心理潜

能，进而促进整体素质提高和个性发展的教育[4]。家庭心理教育正是心理教育概念的基础上延伸而来的，

通过在家庭环境中对家庭成员实施心理教育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全面健康发展。家庭教育是先辈对晚辈

的教育行为，从“自我”出发对晚辈进行教育，培养人的自立，也培育了人格和精神[5]。家庭心理教育

被放在家庭教育的大背景下，实施的地点是家庭，对象是家庭成员，可运用家庭个性化、多样化、自由

化的教育优势和独特的家庭文化[6]，促进整体家庭品质的提升。因此，家庭心理教育更加注重于运用科

学的心理教育方法，在家庭中发展家庭内部成员的心理素质，提高每个人的心理机能，预防心理疾患，

进而促进家庭整体心理素质的提高和发挥心理潜力的教育。 
家庭心理教育的发展与家庭教育和心理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国内外家庭教育和心理教育早期皆有

所发展但未成体系，直至 19 世纪，瑞士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 Pestalozzi 首次明确提出“教育心理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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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儿童在开始有意识地接受各种事物的感觉印象时，就需要有符合心理学的教育训练，教育应以儿童的

心理为依据[7]。随后，20 世纪意大利幼儿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 Maria Montessori 提出，家庭教育要与儿

童心理发展的敏感期相对应。此后，人们都更加注重家庭教育与心理教育结合[8]。我国最早公开发表的

关于家庭心理教育的文献是由常文于 1982 年引进的。直至 1991 年，国内才真正开展对家庭心理教育的

研究[9]。早期家庭心理教育以关注心理疾病的治疗式研究为主，研究主题关键词多为家庭干预、精神病、

家庭治疗等，研究方法多为医疗卫生机构的临床研究，目的在于探求家庭因素在心理疾病方面的治疗作

用。而后主题关键词逐渐转变为学校、社会、心理健康教育等，研究对象是家庭和学生，研究主题是家

庭教育和心理教育的结合，研究方法以理论研究为主。可见，该领域研究从治疗式研究逐渐转向关注群

体的发展式研究[10]-[15]。但目前国内家庭心理教育的研究还未成体系，鲜有将心理教育和家庭教育结合

研究的集大成者，以及系统研究家庭心理教育的学者或机构。因此，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中国

知网(CNKI)文献的发文量、发文机构、发文作者以及研究主题进行研究，并绘制知识图谱，从整体上了

解国内家庭心理教育的研究现状，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为我国开展家庭心理教育研究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本研究应用的主要工具是 CiteSpace。它是一个知识可视化应用软件，能够直观地表现学科前沿的演

变轨迹、知识结构、学术前沿和热点[16]，该软件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可以对研究文献进行共词分析、

文献耦合以及突现关键词分析等，能够分析获取学科发展轨迹以及热点问题的动态发展过程[17]。该软件

自 2004 年发布以来，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已成为信息分析领域中影响力较大的信息可视化软件[18] 
[19] [20] [21] [22]。 

2.2. 数据来源 

研究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学术论文，使用 CNKI 数据库的“高级检索”功能，限定检

索条件为：篇名包含“家庭心理教育”，检索方式为“精确”，时间为“不限~2021 年”(检索时间：2022
年 7 月 20 日)，期刊来源类别选择“学术期刊”，共检索到 137 条记录。为了提高数据的相关性和准确

性，对数据进行筛查，剔除了“困难学生资助”、“学生心理健康现状调查分析”、会议、政策文件以

及无作者等不符合研究目的的文献，最终获得有效文件 102 篇。 

2.3. 数据处理 

从 CNKI 数据库中获取检索文献的 RefWorks 格式题录文件，导出 102 篇家庭心理教育研究的有效文

献信息，利用 Microsoft Excel 文件和 CiteSpace v6.1.R2 (64-bit)软件对导出的文献数据进行统计和可视化

分析。建立“家庭心理教育”主题数据处理项目，分别从发文机构、发文数量、核心作者、研究主题、

关键词等信息进行计量学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家庭心理教育研究的发文数量和发文时间分析 

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 1982~2021 年的家庭心理教育研究发文数量和发文时间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直

观地了解其研究时期，分析其研究的发展状况和趋势。结果如图 1 所示。 
从文献的发表时间和发文数量可看出，家庭心理教育研究总体较少，发文数量起伏但总体呈上升趋

势。1982~1994 年的研究发文量较为零星，该领域的研究略显雏形，是我国家庭心理教育研究的启蒙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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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1995~2009 年发文数量明显增多，表明家庭心理教育研究逐渐得到关注，发展空间较大。2004 年，

中共 
 

 
Figure 1. Number of family psychoeducation publications from 1982 to 2021 
图 1. 1982~2021 年的家庭心理教育发文数量 
 

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体现出家庭教育

实施的新部署，提出重点对“单亲家庭”的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提供引导和帮助，2005 年则引发了学

界家庭心理教育研究的一次热潮，发文数量达到第一个高峰。2012 年全国妇联、教育部等多部委联合印

发了《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 年)》，指出重视和加强家庭教育，对促进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切身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是青少年健康成长

成才和国家培养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的迫切需要，因此再度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结合关键词图谱可

以确定，2011 年发文数量达到这一时间区域的顶峰，该阶段可称为国内家庭心理教育研究的爆发期。

2012~2015 年发文数量持平，该领域研究进入探索发展阶段，而 2016~2018 年发文量进入低谷期，说明

国内家庭心理教育亟待发展。随后，国家颁布了《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 年)》，

家庭教育得到重视的同时必定会带来家庭心理教育的关注。因此，2019~2020 年的发文量有所升高。2021
年，教育部实施“双减”政策，并将这一政策纳入法律，该研究领域再次得到重视。总体而言，该研究

领域的发文数量波动变化，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学术界对家庭心理教育的研究意识逐渐觉醒，该领

域具有极大的待发掘的研究潜力。 

3.2. 家庭心理教育研究的发文机构分析 

对 1982~2021 年 102 篇家庭心理教育研究文献的发文机构进行统计分析(见图 2)，结果发现，发文量

为 1 篇的占绝大多数，共有 94 篇，占文献总量的 92.16%。大于 1 篇的发文机构共有 4 所，发文总量 8
篇，占文献总量的 7.84%。发文量大于 1 篇的发文机构发文量相同均为 2 篇。在前 4 所发文机构中，精

神卫生中心有 2 所，心理康复中心 1 所，专科院校 1 所，该结果表明，家庭心理教育领域的主要研究机

构是精神卫生中心，机构间合作较少。各个机构发文量较少，基本只有一篇发表，最多发文量为两篇。

总体而言，对家庭教育研究不足，从发文影响力上看，家庭心理教育研究尚未构成明显中心度与集群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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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tatistics of family psychoeducation publication institutions from 1982 to 2021 
图 2. 1982~2021 年家庭心理教育发文机构统计 

3.3. 家庭心理教育研究的发文作者特征 

 

 
Figure 3. Statistics of authors of family psychoeducation from 1982 to 2021 
图 3. 1982~2021 年家庭心理教育发文作者统计 
 

根据洛特卡–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中最低产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等于最高产作者发表论文数的

平方根的 0.749 倍，可用公式 m = 0.749 (nmax)1/2 进行推算。其中 m 表示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n 表

示最高产作者的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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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982~2021 年 102 篇家庭心理教育研究文献的发文机构进行统计分析(见图 3)，结果发现，在 102
篇文献中，最高产作者是徐作国，发表论文总量 3 篇。根据洛特卡–普赖斯定律计算公式，可以得出发

文量大于等于 2 (1.2973)篇的作者即为核心作者，共 9 位，发文量为 19 篇，占总发文量的 18.63%。其余

发文作者发文量为 1 篇，共 83 篇，占总发文量的 81.37%。 
结合 CiteSpace 绘制的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发现，家庭心理教育研究领域的作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

作者之间多有联系。作者之间的连线和线的粗细程度代表作者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的紧密程度，其中徐

作国、宫玉柱、林功政、于德详、于连忠、王兆平、姜翕球构成作者群，表明他们之间合作紧密。可见，

我国家庭心理教育研究虽然还未形成具有规模的核心研究群体，未建立起高质量的核心作者群，但已初

具雏形。 

3.4. 家庭心理教育研究的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对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家庭心理教育论文进行共现分析，可显示出

1982~2021 年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成果，关键词突显图和时区图分析可以了解发展前沿变化。通过对

1982~2021 年我国家庭心理教育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如图 4 所示。 
根据图 4 和表 1 频次大于等于 2 的关键词统计结果，可知家庭教育、心理教育、心理健康、家庭、

大学生、学校教育、单亲家庭、教育等关键词是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主题是家庭教育和心理教育的结

合。研究对象是家庭和学生，早期以研究家庭为主，从整体家庭关系和家庭成员到家长、儿童、环境局

部的深入研究。学生随后也成为了主要研究对象，在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中，大学生群体受到了较

多的关注。研究方法以理论研究与经验总结为主，从而对家庭心理教育影响和方式的探索。 
关键词所处的重要性由中心性指标表示，一般规定，中心性大于 0.1 说明该关键词在研究主题和研

究方向中处于重要地位。结果显示，中心性大于 0.1 的关键词有家庭教育、心理教育、心理健康、家庭。

其中心理教育最高，该结果表明，在家庭心理教育中，心理教育相比于家庭教育处于关键地位，心理健

康是心理教育的重要解决问题，家庭是重要的成长环境，影响家庭成员的发展，是心理教育的重要探索

途径。 
 

 
Figure 4. Co-emergence map of family psychoeducation keywords from 1982 to 2021 
图 4. 1982~2021 家庭心理教育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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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1982~2021 family psychoeducation keyword frequency 
表 1. 1982~2021 家庭心理教育关键词频次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心理教育 27 0.69 1982 

家庭教育 27 0.57 1995 

心理健康 16 0.26 2000 

家庭 10 0.17 2000 

家庭干预 3 0.14 1990 

大学生 6 0.08 2008 

教育 5 0.08 2000 

家庭治疗 2 0.08 1998 

民主型 2 0.08 2008 

中学生 3 0.06 2000 

青少年 2 0.06 2004 

心理素质 3 0.05 2005 

社会 3 0.05 2000 

学校 2 0.04 2000 

教育对策 2 0.04 2005 

高等教育 2 0.04 2005 

单亲家庭 5 0.03 2007 

精神病 2 0.03 1998 

学校教育 5 0.02 1996 

亲子关系 2 0.02 1992 

大学新生 2 0.02 2007 

家长 2 0.02 2003 

对策 2 0.02 2018 

随访研究 2 0.02 1999 

学生 3 0.01 2011 

小学生 2 0.01 2006 

幼儿 2 0.01 2007 

影响 2 0.01 2015 

心理 2 0.01 2014 

高校 2 0.01 2011 

儿童 2 0 2012 

家庭成员 2 0 1990 

家庭环境 2 0 2006 

康复 2 0 2000 

心理学 2 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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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家庭心理教育研究重视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的心理教育，积极探索除学校为主的其他心理教育方

式，如家校合作、家庭教育等，从家庭出发更好地解决心理问题，提供更多的实施心理教育的途径。以

往研究结果充分说明了家庭教育与心理教育结合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提供了多样的家庭教育策略，但其

心理教育主要聚焦于心理健康，在心理发展方面的研究较少。关于家庭心理教育的现状和问题没有对各

年龄段家长和孩子进行全面的调研。因此，还需进一步促进心理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紧密融合，从而构建

更加系统、科学、有效的家庭心理教育体系。 

3.5. 家庭心理教育研究主题变迁 

 

 
Figure 5. Changes in the research theme of family psychoeducation from 1982 to 2021 
图 5. 1982~2021 年的家庭心理教育研究主题变迁 
 

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 1982~2021 年的家庭心理教育研究主题的变迁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5 所示，能

够看到这一关键词研究聚焦的变化。家庭心理教育研究主要从早期关注家庭干预、家庭治疗，到之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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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心理教育研究的相关因素及其影响，再到近期关注心理健康教育及其影响与相应措施的这一主要脉络

进行研究。研究主题根据家庭干预、家庭治疗等关键词可知，早期的家庭心理教育以心理疾病的治疗式

研究为主，面对的是特定的儿童或者青少年，特征表现为情绪及人格异常、人格障碍等，而后主题关键

词逐渐转变为学校、社会、心理健康教育等，这表明，家庭心理教育研究领域从关注问题的治疗式研究

逐渐转向关注群体的发展式研究，但在研究主题和分支上还不够丰富。 

4. 结论 

通过对 1982~2021 年间我国家庭心理教育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家庭心理教育研究的核心发文机构主要由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康复、专科院校所组成，其中

精神卫生中心是主要发文机构，且机构间合作较少。 
第二，国内家庭心理教育的主要研究者是徐作国、宫玉柱、林功政、于德详、于连忠、王兆平、姜

翕球等 9 位。该领域核心作者间多有联系，较为紧密，但核心作者较少，尚未形成较为坚实、具有规模

的核心研究群。虽初具雏形，但学术接力有待加强。 
第三，家庭心理教育发展进程总体较慢，研究有待加强。1982~2021 年家庭心理教育研究相关文献

发文量的计量学分析结果揭示了我国家庭心理教育发展的大体形式为波浪式发展。2021 年，国家出台《家

庭教育促进法》并实施“双减”政策，家庭心理教育的研究得到有力的关注与重视，该领域具有极大的

发展潜力与研究潜力，预计往后会进入一个新的上升阶段。 
第四，1982~2021 年间家庭心理教育的研究热点是“家庭教育”“心理教育”“心理健康”“家庭”

“大学生”“学校教育”“单亲家庭”“教育”。“心理教育”在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的重点

解决问题。相关研究结合心理学理论、教育教学经验、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等，领域不断交叉融合，探

讨了家庭心理教育的必要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研究对象全面扩展，从关注特殊家庭到关注全体成员，

促进家庭心理教育研究不断完善和成熟。 
第五，家庭心理教育研究的主题从治疗式向发展式变迁。往后国家面对全体家庭成员应发展性家庭

心理教育研究有助于更新家庭心理教育的观念、提升家庭心理教育的方法和技能、发挥父母在家庭心理

教育中的最大化作用等，为家庭心理教育的政策制定、实施路径和方法、效果评估等奠定良好基础。 

5. 建议 

5.1. 加强家庭心理教育政策方针引领作用 

国家政策影响学术研究的发展，自《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以来，家庭教育相关研究愈发得到重视。

目前家庭教育因其从体系化迈向法典化，已日渐走向成熟[23]。家庭心理教育作为实施家庭教育的一个重

要的方面和途径，势必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相关学者可以与政府合作，提出切实的意见，加大家庭心

理教育成果的宣传，提高家长、学校对于家庭心理教育的认识。政府制定出的相关政策可以为家庭心理

教育研究与实践指明方向，提供助力，政府可以推进家庭心理教育实践研究，例如，加强家校互动，构

建家庭心理健康教育平台，开展社区家庭心理教育活动，为家庭心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供条件。

政府推动政策和实践，使家庭心理教育贴合政策的引导方向，推动家庭心理教育的完善和发展，为社会

提供更好的服务。 

5.2. 加强家庭心理教育研究团队建设 

结合由 CiteSpace 分析得到的机构和作者聚类图可以看出，各机构和作者之间的合作并不密切；核心

作者间多有联系，但核心作者较少，尚未形成较为坚实、具有规模的核心研究群；研究机构众多，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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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单独发文，机构间的合作较少，不利于家庭心理教育现有资源的整合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

家庭心理教育研究团队建设，加强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是家庭心理教育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必要条件。通过

加强该领域研究团队建设，壮大家庭心理教育研究的骨干力量，促进家庭心理教育研究更加扎实、广泛

和丰富。 

5.3. 加强家庭心理教育理论体系建设 

现有文献多把家庭心理教育作为心理健康问题的诱因和解决精神卫生疾病的措施来探究，鲜有专门

针对家庭心理教育本身的研究。家庭心理教育现有研究成果数量少、研究机构零散并且缺乏理论体系的

指导和实证研究的支持，此现状与“双减”背景下家庭心理教育需求的扩大相矛盾。因此，家庭心理教

育理论体系建设乃重中之重。过往家庭心理教育的研究往往依附于“家庭教育”和“心理教育”这两个

关键词，而家庭心理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家庭教育和心理教育。家庭心理教育是家庭教育和心理教育的

有机结合，家庭心理教育需要结合科学的心理教育理论方法，并将方法和理论放在家庭中，考虑不同的

家庭环境和家庭文化。当下大部分家庭的父母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仅停留在行为、表面上，对孩子的

心理却很少清楚，很大程度是由于缺少心理健康相关知识所导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家

长掌握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和如何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技巧，使用科学的教育方式是家庭心理健康教育

的前提[24]。因此，在家庭心理教育理论建设的过程中研究者也应注重理论研究的通俗化和本土化，在丰

富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提供实用的方法论，让家庭心理教育的理念能够更好地走入大众。综上，在参

考家庭教育和心理教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探索家庭心理教育本质、规律和方法，形成家庭心理教

育理论体系。 

5.4. 重视家庭心理教育的实证研究 

当前我国家庭心理教育的研究成果多为理论研究及经验总结，缺少实证研究，且研究对象不够全面。

新时代家庭心理教育的研究需要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研究，从而得出有效可靠的结论，找到普

适的家庭心理教育研究方法。因此，国内的家庭心理教育研究应重视实证研究、建立实证体系，运用访

谈和问卷等方法从而为未来家庭心理教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为推进家庭心理教育工作职业化提供

指导，为拓展家庭心理教育服务夯实基础。 

5.5. 拓宽家庭心理教育研究视角 

目前家庭心理教育领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心理教育，尤其是心理健康方面，往往从问题的视角开展

家庭心理教育研究，从而未能全面地关注孩子的潜力发展、心理品质发展、人格发展等需求。家庭心理

教育不能只停留在问题解决，应从积极发展的研究视角，面向未来发展，深入挖掘理论内涵，丰富研究

内容，加强理论指导实践，提高大众的家庭心理教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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