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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2000~2021年CNKI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493篇以“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为主题的论文为

研究对象，利用文献计量法、共现分析法等方法，并借助CiteSpace软件绘制知识图谱，对我国中小学教

师信息素养研究的论文发文量、核心作者、研究热点和前沿等进行可视化分析，旨在全面把握我国中小

学教师信息素养研究的动态过程，为我国教师信息素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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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493 papers on the them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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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cy” included in the full-text database of CNKI academic journals from 2000 to 2021 as the re-
search object, uses methods such as bibliometrics and co-occurrence analysis, and draws a know-
ledge map with CiteSpace to visualize and analyze the number of papers, core authors, research hots-
pots and frontier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research in China. 
The aim is to grasp the dynamic proces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research of primary and second-
ary school teachers in China, and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
tice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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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不断渗透到教育行业，不但改变

了传统的教育模式，而且对教师的能力标准和职业要求提出了新的挑战。为迎接新挑战，加快教师角色

转型，“互联网+”时代必须着力加强教师信息素养，解决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人技结合的问题[1]。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2014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对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2]。同年 7 月，教育部印发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测评指南》，要求各地按照“以评促学，以评促用”的基本原则，对中

小学在职教师进行信息化教学能力测评[3]。2016 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出到 2020 年，

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将成为评判一个学校办学水平的指标之一[4]。2017 年 11 月 20 日，十九届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遵循

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规律，全面提升教师素质”[5]。2018 年 4 月，教育部颁布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

计划》将“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作为八大实施行动之一[6]。可见，“互联网+”时代，信息素养将

成为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必备的基本素养。 
为探究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主题下相关研究的关注点、发展趋势以及演进过程，本研究基于

CiteSpace 计量分析软件，通过聚类分析，首先对有效样本文件中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借助

国内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相关研究的知识图谱，描述了学者们对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领域的关注主题，

同时揭示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发展趋势。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辅之以 CiteSpace 进行分析，从大量的文献数据中提炼出最有效和关键的信

息，绘制国内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知识图谱。CiteSpace 的关键词聚类、热点词突现等分析方法与连接

点强度共同构成一种基于挖掘关键词、热点词，以连接强度来展现各个节点之间的互动程度的分析方法，

能够反应学者对某些领域、以及不同时段的研究兴趣等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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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 CiteSpace 是一款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和信息可视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引文可视化分析

软件，国内学者主要使用 CiteSpace 进行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和研究趋势的分析。CiteSpace 软件进行可

视化分析主要是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寻径网络算法等，对某个领域文献进行计量，探寻该领域发展演变

的路径及关键转折点，通过绘制知识图谱来探测该领域的前沿动态。在利用 CiteSpace 生成的各种图谱中，

节点大小表示出现频次或数量，之间的连线反映合作关系强度。 

2.3. 数据来源 

本硏究以 CNKI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中小学教师”和“信息素养”“信息素质”

“信息技术”“信息化教学”“信息”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年份跨度为 2000~2021 年，共检索出 514
篇相关文献，对结果去重和整理，通过手工筛选剔除与主题相关度不高、报道和会议通知等无效数据，

得到有效文献数量共 493 篇，研究过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roadmap 
图 1. 研究路线图 

3. 信息素养研究的计量分析 

3.1. 文献发表数据及时间分布的可视化分析 

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领域发表论文的数量与时间变化关系，能够揭示出该领域的研究历史、发展速

度并预测其发展趋势。由图 2 可知，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研究论文发表数量呈波浪式，从文献数量

上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00 年~2002 年，这段时期研究文献数量较少，保持在 0~5 篇，每年发文量仅有数篇反

映出该领域的研究不受关注，仍在研究的初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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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 2002~2019 年，发文量在呈波动变化，发文量保持在 12~35 之间不断波动，说明我国的

教师信息素养研究进入了不断探索的阶段，这是由于《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这一国

家层面标准的发布[2]，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更加被学术界所关注。 
第三阶段是 2019~2021 年，从图 1 可知 2020 年的发文量达到顶峰，可见 2019 年疫情期间的“停课

不停学”的要求，使中小学教师的信息素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全国中小学校信

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对教师的信息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 2021 年的文献没有统计完整，但从

图 2 中可以看出，2021 年上半年发文量已经到达 18 篇，虽较 2020 年有所下降，但预测会维持较高的水

平。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papers and the change of time 
图 2. 论文的数量与时间变化关系 

3.2. 核心作者分析 

为更好呈现作者发文量和作者间合作关系，笔者通过 CiteSpace 绘制了研究作者共现图(如图 3)和相

关后台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主题期刊文献作者知识图谱共有 517 个节点、266 条

连线，网络整体密度为 0.002。根据图 3 的连线可知，目前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研究形成若干个作者

合作群，其中合作关系比较强的是张妙龄、周化德、刘汶汶、张红艳、刘懿、曾本友、周益发等人的合

作群，他们之间的连线越明显，表示其合作越密切。从整体来看，大多数作者间连线不多，各个节点较

分散，这说明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研究作者之间合作较少，未来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同时反映出

该领域的学者和机构之间的研究体系尚未成熟。 

3.3. 来源期刊分析 

通过对来源期刊的统计，前 28 位载文量的期刊分布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发文量最高期刊

分别是《中国教育信息化》《中国电化教育》《电化教育研究》，三者发文量之和占总发文量的 15.2%。

其中《中国电化教育》《电化教育研究》属于教育技术类期刊，表明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研究主要在

教育技术领域中，而在其他期刊的表现也能体现出对教师信息素养的重视，在成人教育和远程教育等领

域均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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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o-occurrence map of authors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s in China 
图 3. 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研究作者共现图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literature journals (n > 3) 
图 4. 研究文献期刊分布(发文量 > 3) 

4. 热点研究 

4.1. 关键词热点呈现 

在 CiteSpace 中选择节点类型为“关键词(Keyword)”，运行完成后，绘制出高频次、高中心度的关

键词热点图谱，如图 5 所示。每一个节点为一个关键词，共有 90 个节点，187 个节点连接。节点的圆型

越大，表现该关键词共现的频次就越大；圆型的厚度与引用的年代和次数成正比；绿色的圆型节点为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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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图谱中的关键节点。从图 5 和图 6 中可以看出，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有“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信

息技术”“教育信息化”“对策”“互联网+”。其中，频率最高的是“信息素养”和“中小学教师”，

因本次研究的就是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领域。 
 

 
Figure 5. Keyword hotspot map 
图 5. 关键词热点图谱 

 

 
Figure 6. Keyword clustering atlas 
图 6. 关键词聚类图谱 

4.2. 研究前沿分析 

突变词是在短期内发生重大变化的词，反映正在兴起的研究主题与前沿方向。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
软件，选择突变词检测，绘制出关键词共现的图谱，从而更加全面地分析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研究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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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演变和未来趋势。利用 Citation Burst 得到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研究的突变词，按起始年份排序如图所

示。根据图 7 可知，2000 年~2004 年的突变词是信息素质、课程整合和继续教育。信息教育的理论研究

推动了中小学教师的信息素质发展，教师的信息素质主要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

德四个方面[7]。2004 年~2018 年，这个时期是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研究不断发展的时期，它出现了“教

育技术能力”“教师培训”“信息素养”“调查研究”“教师专业发展”“提升策略”等突变词。尤其

是 2011 年，“教师信息素养”突然爆发，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2018~2021 年，“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互联网+”“在线教学”等突变词涌现，可以看出互联网和在线教学的快速发展在不断

地对教师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预计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在线教学 + 教师信息素养”可能会

成为热点主题。 
 

 
Figure 7. Hot topic map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research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s from 2000 to 2021 
图 7. 2000~2021 年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研究热点主题图谱 

4.3. 研究趋势 

为了直观把握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研究的发展阶段，本研究通过CiteSpace软件中的时区图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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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从时间维度上分析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关键词的发展轨迹。据此，本研究在结合相关文献的文本分

析的基础上，将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研究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Figure 8. Research hotspot evolution mapping 
图 8. 研究热点演变图谱 

 
第一阶段是 2000 年~2004 年，该阶段是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研究的起步，主要是探索教师信息

素养的内涵。 
我国对教师信息素养内涵研究起步较晚，国内许多学者都对教师信息素养内涵进行了诠释，不同学

者对其具有不同的理解。祝智庭[8]教授将其分成基本的(即教师应当拥有常规的与信息相关的理念、思想、

认识、技能)、学科的(即教师在现实的教学活动中拥有的信息知识及相关能力)、特殊的(即计算机教师等

应拥有的相关知识及技术能力)、科研的(即教师开展科学研究活动方面所应拥有的相关知识及技术能力) 
四个层次素养。杨晓莉[9]提出，该素养应当分为信息知识及应用的能力、借助相关技术开展教研活动的

能力、信息化终生学习思想及能力。不同学者对教师信息素养的内涵界定不同，加之教育信息化的推进，

教师信息素养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但他们普遍认为教师信息素养的共性主要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

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10]。 
第二阶段是 2004~2018 年，该阶段学者主要是研究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水平及现状。 
随着国家政策文件的不断发布，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越发收到学界的重视。从评估水平的手段来看，

有关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水平及现状研究多是以问卷调查为主的方法进行。还有学者[11]是在调查

问卷的基础上，结合访谈和课堂教学观察等实地调研的形式测评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发展水平。调查结

果发现我国中小学教师的现状存在问题亟需解决，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教师的信息素养水平总体上仍需加强和提高 
张敏[12]通过调查福建省 636 名中小学教师发现大部分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敏感度较弱，信息意识和信

息知识与能力有待提升，信息道德水平较高。李晓飞和康淑敏[13]通过调查山东省 500 位中学学科教师在

信息态度、信息意识、信息技术知识与技能、信息获取、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五个方面的发展水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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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教师信息素养有所提高，但是在信息技术知识与教学应用能力方面依然有所欠缺。 
2) 不同地区的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水平存在差异 
农村和欠发达地区[14] [15]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意识相对比较薄弱、信息知识和技能不足，但随着

国家政策要求的不断推进，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意识不和态度断加强[16]，能利用互联网获取有效资源。

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水平较高[17][17]，但是关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念还未深入人

心。 
3) 不同学科的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水平存在差异 
新课标要求语文教师要有敏锐的信息意识、一定的信息处理技能、基本的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的理

论知识和较高的信息处理加工能力。但是当前语文教师的信息意识不强，操作技能低下，缺乏课程整合

的能力[18]。初中地理教师的信息素养不再是主要的技术应用障碍，而是缺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学

创新[18]。 
第三阶段是 2018~2021 年，该阶段研究者主要关注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策略研究。 
针对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水平和现状，学者们提出了以下的提升策略： 
1) 完善信息化教学环境[12]。学校的信息基础设施是提高教师信息素养的物理保障，学校应加强信

息化设施建设，加大硬件设备的资金投入。中小学在数字化教学环境建设中，要充分注重设施的质量，

让教师运用优质教育资源，开展优质教学活动。 
2) 优化信息素养培训内容和形式。一是完善师范类院校课程培养体系[19]，强化教师职前信息素养。

目前师范学校主要关注的是信息技术教育，而不是将信息素养与教师行业的特点结合起来。二是创新教

师在岗培训体系，实现线上培训和移动学习右击结合。线上研修和线上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有效地将大量

知识信息传递到教师的学习内容中，努力实现传统教学和网络教学的有机结合。 
3) 建立和完善有效的评价激励机制。为有效促进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需要定期开展信息素养能力

测试，以评促学，激发教师持续地提高信息素养的动力[20]。通过把教师信息化教学和教师考核和职务晋

升等结合，促进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提升。 

5. 展望与反思 

回顾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研究的发展过程，20 年来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积累了一定经验，

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国内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现状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教师的信息教学应用能力

有待提升、缺乏课程整合的能力等，仍需研究者继续研究其有效的提升策略。 
关于本研究的局限，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其一，本研究选取了 CNKI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作为数据来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未能囊括国内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研究出现至今的所有研究。其

二，本研究借助可视化工具、运用新的分析方法呈现了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领域的研究现状，

希望能为今后的综述研究提供启发和借鉴，但这一方法的局限亦可能是本研究的局限所在。其三，未来

在本研究基础上，有必要综合国外教师信息素养研究进展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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