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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omestic research hotspots on critical thinking in recent years, this 
study used the software of Bicomb and SPSS analyzing 314 papers from 2010 to 2014 which were 
selected from CNKI to draw critical thinking knowledge map.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ur critical 
thinking research focused mainly on two main lines and three areas. Two main lines were: re-
search on training and teaching of critical thinking as well as methods and contents; three areas 
include: core structure and culture of critical thinking, teaching strategies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education content and reform of crit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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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了解国内近几年批判性思维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本研究采用Bicomb软件和SPSS软件对从中国知网

中标准化查询的2010~2014年的314篇文献分析绘制了批判性思维研究的知识图谱。结果表明，我国批

判性思维研究热点主要围绕两大主线和三个领域展开。两大主线为：批判性思维培养和教学的研究，方

法和内容的研究；三大领域包括：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构成和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教育教学策略以及批判

性思维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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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8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召开“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将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列为未来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并将此目标写进了会议重要文件——《面向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宣言：

观念与行动》，该宣言第一条明确指出：教育与培训的使命是培养学生批判性和独立的态度(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1998)。鉴于学术界对于批判性思维定义的纷争，美国哲学协会于 1991 年通过德尔菲法，得出

了专家相对一致的定义：“我们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有目的的、自我校准的判断。这种判断表现为解释，

分析，评价，推断以及对判断赖以存在的论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语境的说明”(Facion, 1990)。心理

学领域的定义主要见诸于朱智贤、林崇德的观点：批判性思维是指思维活动中善于严格估计思维材料和

精细地检查思维过程的智力品质，是思维活动中独立分析和批判的程度，批判性思维应作为问题解决和

创造性思维的一个组成部分(朱智贤，林崇德，2002)。 
我国对于批判性思维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是对国外著作的译介，或者从概念上探索批判性思维的

重要性，没有形成批判性思维理论体系。要本土化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首先需要梳理和把握我国批判

性思维近几年的研究走向，归纳主要的研究领域和重点热点，确定研究的价值。 
目前，国际上兴起一种知识图谱为我们研究领域热点提供了可靠有效的技术支持。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可以用直观图像展现出最前沿领域和学科知识的信息会聚点，从宏观、中观、微观等

不同层面来揭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发展的概貌，使人们便于全面审视一个学科的结构和研究热点、重点等

信息(任红娟，张志强，2009)。以这样一个科学的技术绘制分析近几年的批判性思维热点知识图谱，可以

有效分析我国批判性思维的研究现状以及趋势，从而更为科学地选择主题与对象，推进我国素质教育。 

2.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资料来源 

首先，用标准检索的方法在中国期刊总库查找到与“批判性思维”主题相关的文献 314 篇，选择期

刊年限为“2010~2014”近五年的期刊，来源类别限定为“核心期刊”。在此基础上，规范资料，保持检

索资料编码格式以及关键词含义的一致性。 

2.2. 研究工具 

采用 Bicomb 共词分析软件、SPSS20.0 作为研究工具。其中 Bicomb 共词分析软件由中国医科大学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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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信息学系崔雷教授和沈阳市弘盛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开发。Bicomb 基本操作步骤为：第一，确定研究

主题，选取资料；第二，收集并整理资料。将从 CNKI 收集到的文本格式转化为 ANSI 编码文件；第三，

使用 Bicomb 软件对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第四，提取出统计的结果：第五，关键词共词矩阵分析，导出

共词矩阵(崔雷，2011)。 

2.3. 研究进程 

首先，确定并抽取主要的要分析的关键词。采用 Bicomb 软件进行关键词的统计，结果共有关键词

1007 个。抽取词频大于 4 的关键词 34 个作为主要的关键词。其次，建立一个高频关键词的共词频矩阵。

对于这 34 个关键词，利用 Bicomb 软件中的共词分析功能，产生出共词矩阵。再次，进行聚类分析。将

共词矩阵导入 SPSS20.0 中，采用样本聚类，得出关键词聚类树状图。然后，对共词矩阵做多维尺度分析。

最后，绘制出批判性思维研究热点知识图谱，结合文献进行解释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关键词词频统计及分析 

对 314 篇文章中的 1007 个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分析，共抽取 34 个高频关键词，其排序结果见表 1。 
从表 1 可以通过前 34 位的关键词排序，初步了解到近五年来我国批判性思维研究领域的集中热点和

趋势。具体为，除去批判性思维之外的 10 个热点分别为：批判性思维能力(25)、培养学生(14)、大学生(13)、
学生(12)、创造性思维(10)、素质教育(9)、培养(9)、教师(9)、解决问题(7)。但是，仅对高频关键词的词

频统计分析，还难以发现它们间的联系，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关键词共现技术来深入挖掘它们之间的联系。 

3.2. 高频关键词的 Ochiia 系数相异矩阵及分析 

高频关键词的 Ochiia 系数相异分析的基本原理是，相异矩阵中的数字表明数据间的相异性，其数值

越接近 1，表明相应的两个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远、相似度越小；反之，数值越接近 0，则表明关键词之

间的距离越小、相似度越大。我们利用 Bicomb 共词分析软件，将上述 34 个高频关键词汇进行共词分析，

生成词篇矩阵后，再阵导入 SPSS20.0，选取 Ochiai 系数并其转化为一个 34 × 34 的共词相似矩阵，结果

如表 2 所示。 
从表 2可以看出，各关键词与批判性思维距离由远及近的顺序依次为：反思(0.000)、通识教育(0.037)、

创造性思维(0.136)、非形式逻辑(0.146)、素质教育(0.191)、培养学生(0.196)、大学生(0.204)。这个结果表

明，在提到批判性思维时，人们会先想到大学生和培养学生，而较少联系反思和通识教育。由表 2 的数

据得:已有批判性思维研究成果，较少会涉及反思和通识教育，研究对象主要是大学生，并且致力于培养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这点与现有研究一致(赵江涛，2009；马慧，姚梅林，仝丽娟，2013；戴迎峰，2013)，
并且，素质教育与批判性思维的距离也是比较近的，批判性思维的提出并且得到重视，就是我国倡导素

质教育的结果，素质教育要求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从而更好地发展其创造性思维。 

3.3. 高频关键词聚类图及分析 

关键词聚类可以反映关键词间的远近关系，进一步反映批判性思维的研究热点。关键词聚类分析的

原理是：分析成对的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的频率(共词)，运用聚类的统计学方法，把几个关系密切的关

键词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类团。首先以最具影响力的关键词(种子关键词)生成聚类；再次，由聚类中的种子

关键词及相邻的关键词再组成一个新的聚类。关键词越相似它们的距离越近，反之，则较远(郭文斌，陈

秋珠，2012)。采用 SPSS20.0 对关键词相似系数矩阵进行系统逐次聚类分析，得到的聚类结果见图 1。 
根据图 1 中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的类团连线距离远近，将其分为 3 类。分类 1 为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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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表 1. 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批判性思维 150 13 创新能力 6 25 引导学生 4 

2 批判性思维能力 25 14 启示 6 26 学生为中心 4 

3 培养学生 14 15 教学 6 27 批判性思维教学 4 

4 大学生 13 16 人才培养 5 28 教学模式 4 

5 学生 12 17 反思 5 29 思维方式 4 

6 创造性思维 10 18 课程体系 5 30 教学方法 4 

7 素质教育 9 19 批判性阅读 5 31 教育改革 4 

8 培养 8 20 通识教育 5 32 美国 4 

9 教师 8 21 英语教学 5 33 教育 4 

10 解决问题 7 22 非形式逻辑 5 34 思辨能力 4 

11 批判 6 23 职业教育 4    

12 批判性思维倾向 6 24 医学生 4    

 
Table 2. Ochiai coefficient similarity matrix of high frequency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表 2. 高频关键词 Ochiai 系数相似矩阵(部分) 

 批判性思维 培养学生 大学生 创造性思维 素质教育 反思 通识教育 非形式逻辑 

批判性思维 1.000 0.196 0.204 0.136 0.191 0.000 0.037 0.146 

培养学生 0.196 1.000 0.000 0.089 0.000 0.000 0.000 0.000 

大学生 0.204 0.000 1.000 0.092 0.092 0.000 0.000 0.000 

创造性思维 0.136 0.089 0.092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素质教育 0.191 0.000 0.092 0.000 1.000 0.149 0.000 0.000 

反思 0.000 0.000 0.000 0.000 0.149 1.000 0.000 0.000 

通识教育 0.037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0.000 

非形式逻辑 0.14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成和培养(图 1 中的种类一)，由学生、教师、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批判性思维能力等关键词构成。

分类 2 为批判性思维的教育教学策略(图 1 中的种类二)，由教育、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构成。

分类 3 为批判性思维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改革(图 1 中的种类三)，由英语教学、批判性思维教学、通识教育、

教育改革等关键词构成。 

3.4. 批判性思维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及分析 

采用 SPSS20.0 的多维尺度分析 ALSCAL 将表 2 的相异矩阵进行分析，并结合聚类分析结果，绘制

出批判性思维研究热点知识图谱，结果见图 2。 
图 2 的结果以更直观的形式，不仅向我们再次展示了图 1 分析的 3 个具体研究领域结果的可靠性，

而且还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批判性思维研究主要围绕 2 大主线展开，它们分别为:培养和教育(左右分)、
方法和内容(上下分)。具体来看，培养(左边部分)包括：学生、人才培养、医学生、批判性思维、创造性

思维等热点；教育(右边部分)包括：素质教育、职业教育、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等热点；方法(上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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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ritical thinking research keyword clustering map 
图 1. 批判性思维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 

 
包括：反思、解决问题、批判等热点；内容(下面部分)包括：批判性阅读、批判性思维教学、英语教学等

热点。从图 2 中 3 个具体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看，我国批判性思维研究主要停留在笼统的概念和培养层

面的探讨，而对于科学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研究对象主要是大学生和医学生，青少年则非常少，根据

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青少年处于形式运算发展阶段，批判性思维等抽象思维在发展，而发展的关键期

很可能在青少年的某一阶段，这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至关重要。对于青少年的研究，主要是将批判性

思维运用到单科教学中，忽略了批判性思维发展的普遍性。因此，加强青少年批判性思维的实证研究，

可以有效地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我国素质教育。 

4.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知识图谱法比较直观的反映出了我国近 5 年的批判性思维研究主要围绕两大主线和三个

具体领域展开情况。通过对多维尺度图和聚类分析图的进一步归纳分析，还可以归纳出我国近五年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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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ritical thinking hotspot knowledge map 
图 2. 批判性思维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性思维研究的总特点：研究对象主要是大学生，特别是医学和护理专业，主要原因是美国批判性思维教

育运动最初是在护理专业内开展的，美国护理专业人才培养中对批判性思维非常重视。相对而言，我国

医学教育中受美国的影响较大，开展的范围相对较广，因而，在医学教育领域内开展批判性思维的研究

相对较多(刘义，2010)；研究内容主要是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未进行深入客观的实证研究；从单科教学来

研究批判性思维，忽略了其存在的普遍性(曹琴，2013；刘静，2013；蔡立颖，2010)。整体来看，文献的

增多，包括硕博论文的增多体现着这一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比较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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