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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我国心理健康科普研究热点与趋势，明晰心理健康科普领域的研究特征及未来

发展方向。本研究应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以知网数据库收录的2000~2023年以“心理健康科普”

为主题的165条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发文量、核心作者、研究机构、热点关键词、突现词等进行图

谱可视化，分析该领域研究热点及方向，并对现有的研究状况进行脉络梳理，进而对我国心理健康科普

领域的研究特征及未来发展方向做了总结。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2016~2022年我国心理健康科普研究领

域发文量呈现出持续攀升的趋势，研究院、医院、高校为主要研究单位，科普工作、心理健康教育、心

理健康服务、传播策略等是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科

普的方式重视度不够，但科普方式多样，科普的对象较少，这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各学者、机构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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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a scientific knowledge graph,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hot topics and trends in the field of 
mental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China, and clarifies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fu-
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in the field of mental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is study used 
the CiteSpace bibliometric tool to visualize the publication volume, core authors, research institu-
tions, hot keywords, and emerging words of 165 articles with the theme of “Mental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ollected from the CNKI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23.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directions in this field were analyzed, a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status was summarized. Further-
more, a summary was made on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the field of mental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China. Th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mental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China has 
shown a continuous upward trend from 2016 to 2022. Research institutes, hospitals, and universi-
ties are the main research units, an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have been research hotspots in this field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article show that the current emphasis on the methods of popu-
lariz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hina is not sufficient, but there are various ways of popula-
rizing science and there are few objects of popularizing science. This needs to be achieved by fur-
ther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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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健康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对个人的幸福与生活质量、工作和学业表现、

人际关系、社会参与和社会功能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民心理健康，在《“十

四五”国民健康规划》中加大了对心理健康的强调力度，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心理相关疾病发生的上升

趋势减缓，严重精神障碍、职业病得到有效控制”的发展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对国民进行心理健

康知识和心理保健素养等方面干预是有必要的(傅小兰，张侃，陈雪峰，陈祉妍，2023)。 
心理健康科普是提高国民心理健康素养有效方式，也是国民获取心理健康知识的有效途径。从广义

上来说，心理健康主要是指一种高效而满意的、持续的心理状态；从狭义上来讲，指的是人的基本心理

活动的过程内容完整、协调一致，即知、情、意、行和谐统一(Diener, 1984)。“科普”，即“科学普及”，

指的是利用各种传播手段以浅显的方式向大众介绍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李妍，

2018)。此外，与科研相比，科普还具有教育和引导意义。面向大众的心理学知识科学普及即“心理健康

教育科普”。 
心理健康科普可以提升公众心理健康意识，提升公众的心理素质，不断丰富公众的精神家园，服务

人的全面发展，满足公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正如应用心理学家所说，心理学的第五个目的是提高人

类生活的质量(理查得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2020)。心理健康科普有助于公众更好地了解自己、理解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163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陆子欣 等 
 

 

DOI: 10.12677/ap.2023.1311630 5007 心理学进展 
 

他人，有助于公众通过正确的方法自我调节、自我提升，更好地处理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获得积

极、健康的人生。 
心理健康科普的价值在于促进心理健康意识、减少心理健康歧视、早期干预和预防、增强心理韧性、

促进积极心理健康、提高帮助寻求意识，以及促进社会稳定与繁荣。这些价值使得心理健康科普对个人、

社会和全球的发展和福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心理健康教育科普在未来一段时间必将成为心理学

的热点研究领域。为明晰心理健康科普的研究特征，本研究以“心理健康科普”为关键词，从中国知网

(CNKI)中提取研究素材，使用 CiteSpace 软件系统通过可视化分析法讨论了我国心理健康科普研究现状、

历程和发展趋势，并对未来研究趋势做了一定预测。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 CiteSpace 软件作为数据分析工具。这种可视化软件能够对知识的结构、信息情况以图谱分

布形式呈现(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2015)，通过对可视化图谱的探索得到学科结构、热点前沿等研究

规律。国内目前心理健康科普的知识图谱研究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采用可视化计量分析方法透视心

理健康科普的研究热点与趋势，旨在提炼其核心内容。 
采用 CiteSpace5.7.R5 软件对文献信息进行挖掘，主要从作者合作、机构发文、期刊来源等方面分析

该领域的基本情况，从关键词的词频、聚类和突现等方面分析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和演进趋势。 

2.2. 数据来源 

由于国内心理健康教育科普方面的研究在 21 世纪初才逐渐兴起，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查阅了时

间跨度为 2000~2023 的国内，以“心理健康科普”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共得到 182 条结果。为确保

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剔除会议论文后最终得到了 165 条有效数据。接下来，本文通过运用知识图谱

对这 165 篇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可视化分析，以此揭示国内心理健康教育科普的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而

从整体上把握心理健康科普的研究进展和主要特征。 

3. 结果与分析 

3.1. 发文量分析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publications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literature 
图 1. 心理健康科普文献发文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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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对探究研究热度和发展趋势有一定价值，对知网 2000~2023 年数据库收录的心

理健康科普文献发文量进行统计分析(见图 1)，可以大致了解心理健康科普研究所经历的阶段、热度和关

注度的变化。 
发文量分布图显示，2001 年起开始有文献研究我国心理健康科普，此后 2001~2014 年间该领域发文

量起伏不大；2015~2021 年我国心理健康科普文献发文量呈上升趋势。由图 1 可以看出，由 2014 年的 1
篇增至 2021 年的 30 篇，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心理健康科普的关注度持续不断提高。由于前两年新

冠疫情的影响，学术界对此领域的关注度逐年增高，心理健康科普研究文献也开始增多。 

3.2. 核心作者及合作情况分析 

 
Figure 2. Core author co occurrence graph 
图 2. 核心作者共现图谱 

 
Table 1. Analysis of core authors’ publishing situation 
表 1. 核心作者发文情况分析 

序号 核心作者 所属机构 文献 
量/篇 年份 

1 吕吉 滁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4 2011~2013 
2 郭碧女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会 4 2006~2007 
3 吴坎坎 滁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4 2011~2013 
4 魏酉龙 成都大学基础医学与护理学院 3 2015 
5 张莉蓉 成都大学基础医学与护理学院 3 2015 
6 李圆圆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 3 2021 
7 黄薇 人民日报 3 2007 
8 褚蔚 东南大学出版社 3 2019 
9 冷晓琼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 3 2021 
10 王文利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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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作者的可视化图谱中(见图 2)，经数据统计分析(见表 1)，滁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吕吉学者发

文量是 4 篇，郭碧女学者发文 4 篇，吴坎坎学者发文 4 篇，魏酉龙、张莉蓉等学者发文 3 篇。由图二可

知，最终得到节点数量为 227，其数量为 350，网络密度为 0.0136，这表明在心理健康科普领域，国内学

者之间的合作并不十分紧密。其中程海铭、李圆圆、冷晓琼、乐坤蕾、吴立明等学者和吕吉、吴坎坎，

以及张莉蓉、魏酉龙学者之间形成了三个团体，并具有一定的合作人数。 

3.3. 核心机构及分布特征分析 

 
Figure 3. Knowledge graph of research institution distribution 
图 3. 研究机构分布知识图谱 

 
机构发文量有助于了解该领域中发文量较多或能够发挥科研引领作用的机构。在研究机构可视化分

布图谱中(见图 3)，通过对发文机构进行共现分析发现，网络节点数量为 114 个，节点密度为 0.0085，节

点之间连线较少，说明各研究机构间较少呈现出合作关系，未来还需加强。通过对机构发文数量进行分

析(见表 2)，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发文量最高，共计 4 篇，是该领域的重要发文机构。此外，从整体上看

发文机构类型涵盖面较广，包括研究院、高校、出版社、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出版社等其他组织机构。 
 

Table 2. Analysis of research institution publications 
表 2. 研究机构发文情况分析 

序号 所属机构 文献量/篇 年份 
1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 4 2020 
2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 3 2006 
3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 2011 
4 东南大学出版社 2 2019 
5 重庆市科协 2 2008 
6 赤峰学院附属学院 2 2008 
7 广州医科大学出版社 2 2021 
8 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 2 2022 
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 2019 
1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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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文献关键词分析 

 
Figure 4. Keywords network graph 
图 4. 关键词网络图谱 

 

 
Figure 5. Keywords timeline cluster graph 
图 5. 关键词时间线聚类图谱 

 
Table 3. List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and their frequencies 
表 3. 高频关键词及其频次列表 

序号 频次 关键词 年份 
1 60 健康科普 2001 
2 23 健康传播 2017 
3 10 短视频 2020 
4 8 传播效果 2019 
5 8 心理健康 2015 
6 6 科普 2015 
7 6 新媒体 2018 
8 5 丁香医生 2020 
9 5 心理健康服务 2006 
10 5 心理健康教育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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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Emerging words in psychological heal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earch 
图 6. 心理健康科普研究突现词 

 
通过对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到关键词网络图谱(见图 4)和高频词列表(见表 3)。通过心理健康科普关键

词图谱可以看出，其节点间连线数量为 309 条，网络密度为 0.0144，这表明在心理健康科普领域，国内

学者的研究较为，这也与研究主题的新生度及成熟度有关。通过可视化图谱(见图 4)发现，国内研究紧紧

围绕着健康科普、健康传播、心理健康服务、短视频等几个方面，其中“健康科普”关注度最高，频次

为 60 (见图 5)。 
引文突发可以表述为突现词，是指突现词提供的证据表明特定的文献与引文的激增相关联，即是说

相关文献在该领域已经吸引到了人们的注意(李杰，陈超美，2017)。心理健康科普研究共得到 14 个突现

词(见图 6)，清晰地呈现心理健康科普领域的研究前沿。从突现强度来看，“科普工作”关键词表现出较

高的突现度，高达 1.9，成为较具影响力的研究前沿，学者们多从不同视角开展了交叉学科研究。 

4. 讨论 

4.1. 心理健康科普教育的基本情况 

从研究发展阶段来看，国内心理健康教育科普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萌芽初期、积极探索阶段、

创意推进阶段。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就特别强调，“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

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人民日报，2016)，
不断关注心理健康风险突出的部分人群，《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数据显示：2021~2022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心理健康风险上升为全球十大风险之一(傅小兰，张侃，陈雪峰，陈祉妍，

2023)，随后 2021、2022 年发文量达到历史新高。 
从研究者分布与合作的情况来看，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分散，这与研究主题的新生度及成熟度有关。

随着 2021 年 3 月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人民日报，2021)，预期会有更多的研究者加

入心理健康教育科普的研究，随着研究主题的深入，需要更多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系统探讨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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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的内容、方式等，可以促进研究者之间的合作。 

4.2. 心理健康科普教育的发展 

某一时段突现的关键词，可以反映该时段内的研究前沿。由图 6 可知，关键词突现的时段并非独立

的，时间上存在交叉重叠，内容上各阶段承上启下，可大致将心理健康科普教育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

阶段。 
萌芽初级阶段(2000~2007 年)，主要强调了加强科普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初步从理论和实践层

面对如何实施心理健康科普教育工作进行了思考和探索。1948 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给出的定义

是：不仅仅只是没有疾病，更是躯体、心理与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而心理科普对于改善心理健康问题

意义重大，心理科普毫无疑问应该被纳入健康传播的研究范畴，但目前健康传播视角下的心理科普研究

非常匮乏(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E. Stanovich，斯坦诺维奇，2015)。 
积极探索阶段(2008~2017 年)，十分注重对心理健康服务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探讨，通过科普杂志等多

种方式来进行心理健康科普，可能与当时颁发的一些政策文件有关。近些年来，国家持续出台了多个政

策和指导性文件来支持心理健康行业发展。在国家卫生计生委牵头制订《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

意见》之前，总书记就在 2016 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心

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 
创意推进阶段(2018 年至今)，主要开展了心理健康科普的途径方式方法研究。这一阶段的关键词为

公众号、短视频、和传播策略。传播策略包括电视节目、健康类科普 app、科普志愿者、科普挂图、科技

馆、心理电影、自媒体心理科普传播、健康类科普短视频、心理健康科普知识展板、科普好书、科普会

议、农广播。传播途径发展如此之快可能是因为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的突发，使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都受到了影响，心理健康成了防疫抗疫的有力屏障，而心理

健康科普在抗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疫情基本控制后，心理保健将更加重要，如何建设集专业性、

权威性并辅以人文关怀的心理健康科普将不可或缺。 
上述三个发展阶段是贯通的，前一个阶段为后一个阶段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后一个阶段则是

前一阶段的深化和拓展。具体来说，早期研究对心理健康服务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意义、方式等进

行了理论实践探索，之后逐步转向心理健康科普的传播和科普工作研究。此外，各个阶段的研究主题均

与国家政策内容紧密相关，说明党和国家长期重视我国心理健康科普工作。 

4.3. 心理健康科普教育的研究热点 

4.3.1. 心理科普热点方式 
所有以人类心理问题、心理现象为题材和内容的电影都可以称之为心理电影，其中以反映心理问题

的心理电影对公众尤具科普价值。早在 2000 年，就有人介绍过国外的电影疗法。有心理问题的人，心理

医生会提供一些电影，来访者看完后，心理医生会与来访者开始一次令人兴奋的谈话，这使来访者的心

理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李国明，2020)。从国内研究来看，近年来中国心理电影研究主要包括：促进学生心

理健康；电影疗法治疗心理疾病；电影疗法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心理电影在心理学教育中

的应用；电影疗法本身的研究等有定的积累。这些理论和实践的积累表明，利用心理电影进行心理健康

教育是可行和有效的。这进一步表明，利用心理电影来普及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是可行的(薛喜红，2015)。 
“云尚心苑”是武汉科技馆开展的在线心理健康科普项目，结合武汉科技馆科普教育的定位，从科

普工作的角度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解答市民的心理困惑，为市民提供心理帮助。项目主要包括：心理健

康科普文章、心理知识竞赛、心理状态测评、沙画视频、静心训练、心理技能训练、心理答疑、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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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沙龙等。从武汉科技馆“云尚心苑”在线心理健康项目看科技馆心理健康科普可行性较高，受众年龄

特征明显，受众接受度高，提高了公众获得心理健康服务的便利性(陈丹，2022)。 
科普读物是一种科普性质的书籍，旨在用简单通俗的语言向社会大众普及科学知识和技术，从而使

全体国民学习和掌握相关科学知识，使自身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科普读物的主要传播对象是全体

国民，国民是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整体，能够对科普读物产生一定的反馈。阅读科普读物的人可以直

观地感受到科普读物的质量(韩雪峰，2016)。 

4.3.2. 心理科普的内容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根据国家卫

健委联合中科院编制的《心理健康素养十条》中指出，心理健康是指个体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合理的

认知、稳定的情绪、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内的一种完好的状态。从概念的角度看出心理健康指一种状态。

Jorm 将心理健康素养的结构调整为 5 个方面：预防心理疾病的知识，心理疾病的识别，求助和有效治疗

的知识，有效自助策略的知识和心理急救技能(Jorm, 2012)，由此看出心理健康素养与心理健康是完全不

同的两个概念，它是一个综合体，涵盖对心理健康相关问题的知识、信念、行为、态度等方面，是可以

通过后天的干预直接进行提升。 
发达国家对心理健康素养的研究相对来说较为全面，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展了研究。不仅如此，越

发达的国家，群众心理健康素养水平越高。我国针对某类高发心理问题的科普，针对性不够。例如没有

专门针对抑郁做相关宣传，根据它的发病机制、干预方式不同，应该进行针对性的心理科普。 

4.4. 心理健康科普教育的研究趋势 

4.4.1. 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推进新媒体健康科普发展 
从最开始的关注科普工作，到心理健康服务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科普方式，

每一步都是息息相通、互为表里的。互联网下的科普信息具有大众性、时效性、准确性和共享性等特点。

与文本、音频、虚拟技术及其他技术相结合，具有比传统媒体更强的传播力和感染力，吸引现有媒体进

行新的媒体变化。但是，目前的互联网科普工作存在心理健康信息混乱、科学性较低的问题。如何建立

完善的网络科普模式，保证心理健康科普的科学性。这些都是目前心理健康科普工作有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目前虽然有比以往更多的科普方式如短视频、电视节目等，但是传播力度远远不够，随便向

一个路人问起：你知道心理健康科普吗，回答往往都是不清楚，打造的公众号平台影响力也较低，文章

的质量不高，拓展新媒体的传播范围是未来心理健康科普研究的发展方向。 

4.4.2. 心理健康科普对象的全面具体化 
当今社会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而且由于年龄大，心理健康问题更容易被忽视；儿童与青

少年是祖国的花朵，从小应该保持一个健康稳定的心理状态，父母可能认为孩子年龄小，不会有心理健

康问题；中年人普遍受过一定的教育，对心理健康也比较重视，但是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在

科普方式多样性的同时，可以区分不同年龄段的心理健康问题和科普方式、内容。 
目前还较少有针对不同人群的心理健康科普，大多数以年轻人为主，例如以互联网为媒介进行传播

的各种方式，都是年轻人接触较多，且社会对这些人群的关注较多。科普实践越多，积累的经验越多，

有关的心理健康科普的研究也就更深入。 

4.4.3. 加强跨界合作，助力心理健康科普大力发展 
我们也该注意到作者之间和机构之间的合作还有待继续加强。研究发现，该领域中的作者和机构数

量不多，总体上跨机构的合作松散，同一个或少数几个研究机构合作产出成果。这启示我们，不同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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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之间应该加强交流，注重建立合作、协同发展的互助模式。心理学与教育学紧密相连，这启示我们，

教育学和心理学专业工作者应该主动开展跨界合作，不断深化研究，更好的助力于心理健康科普工作。 

5. 结论 

本文从心理健康科普的发文量、作者、机构、关键词等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国民心理健

康教育十分重视，因此越来越多的作者和机构对心理健康教育科普进行研究。综合研究结果来看，今后

有必要拓展科普研究内容，从更多元与交叉视角出发，完善心理健康科普工作。虽然科普的方式较多，

但针对性不足，而且科普内容的科学性有待考究，未来可结合专业机构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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