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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CNKI收录1985~2023年收录的774篇核心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使用CiteSpace以及

VOSviewer软件对文献进行了知识图谱的计量分析，分析发现该领域研究集中在“双主体教学”的教

学理念、教学过程、教学改革和教学模式四个方面。双主体教学从早期的师生关系和课堂教学，逐渐

发展到了教学模式以及教学改革，而近期的热点为混合式教学和课程思政，可见双主体教学研究逐渐

从对传统教学的分析转变为具体学科的实践。展望未来研究，可从建设多学科联合研究力量支撑的综

合型研究团队，抓住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给双主体教学带来的机遇，挖掘双主体教学实践的新视角等方

面做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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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ook 774 core journal articles collected by CNKI from 1985 to 2023 as the research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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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t, and used CiteSpace and VOSviewer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literature in terms of knowledge 
mapping, and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focuses on four aspects, namely, teaching con-
cept, teaching process, teaching reform and teaching mode of “dual subject teaching”. From the 
early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classroom teaching, dual subject teaching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reform, and the recent hotspots are blended teach-
ing and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which shows that the research on dual subject teaching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th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to the practice of specific discip-
lines. Looking forward to future research, attempts can be made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re-
search team supported by multidisciplinary joint research power,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dual subject teaching, and to 
explore new perspectives of dual subject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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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双主体教学模式，是何克抗教授在奥苏贝尔“有意义学习理论”、“动机理论”、“先行组织者”

教学策略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下提出的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相结合的新型教学系统设计模式，

是指教师和学生都是课堂教学中的主体，是对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的进一

步优化、补充与完善[1]。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学会生存——教育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指出：

“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

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目前看来，国外素质教育开展比较完善，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式

学习十分常见，而国内教学现状中仍是以传统教学为主，但也有多所高校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医学

教育、英语教学等多门学科中引入了双主体教学并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为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素养，开展对教师学生间互动式教学的双主体教学模式具有极大的意义。 
鉴于此，本文对国内 1985 年 1 月至 2023 年 7 月发表在知网(CNKI)上的核心期刊论文采用文献计量

分析方法进行梳理，旨在了解我国国内双主体教学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包括：我国双主体教学研究领域

的发展状况；我国双主体教学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我国双主体教学的未来研究趋势。 

2. 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以学术期刊为研究对象。使用高级检索功能，主题设置

为“双主体教学”，时间为 1985 年 1 月至 2023 年 7 月，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通过手动筛选剔除无关

文献和非学术文献(如公告、通知、报道等)，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774 篇，以 Refworks 格式下载文献数据，

用于后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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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研究工具采用 CiteSpace 和 VOSviewer 两款软件，这两款软件常用于文献计量分析。CiteSpace 是由

美国德雷赛尔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教授陈超美博士基于 Java 语言开发、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信息可视化

软件，能够对学科内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分析，绘制一系列可视化知识图谱，便于研究者对该领

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发展方向进行分析预测[2]。VOSviewer 也是基于 Java 语言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

基于文献的共引和共被引原理，可用于绘制各领域的知识图谱。本研究结合 CiteSpace 和 VOSviewer 的

不同优势，开展对双主体教学文献的计量分析研究。 

3. 研究结果与数据分析 

3.1. 年度发文量分析 

对国内各年度在双主体教学主题的发文数量进行分析能够了解双主体教学研究领域相关研究的发展

过程以及发展状况。对国内各年度在双主体教学主题的发文数量做折线图(图 1)分析可知，自 1985 年起

双主体教育领域开始有核心论文发表，自 1998 年开始发文数量成增长趋势逐年增加，2007 年呈持续稳

定增长，于 2013 年达最高发文量 53 篇，预测 2023 年后发文量将逐年趋于稳定。 
综上所述，我国双主体教学研究目前仍处在起步初期，1998 年起双主体教学的研究才开始活跃并呈

快速发展趋势，仍需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探索，双主体教学正逐渐成为教育研究的热点。 
 

 
Figure 1. Dual subject teaching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图 1. 双主体教学年度发文量情况 

3.2.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核心内容的高度概括，能够代表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对文献进行关键词

共现分析，能够发掘双主体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关键词共现是通过文献中词频出现的频次高低来确定

研究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一种文献计量方法[3]。运用 CiteSpace 绘制的关键词共现图

谱(图 2)，由图可见，“双主体”字体最大，意味着该词在关键词中出现频次最高，其他关键词均围绕双

主体开展，其他研究的热点有教学模式、校企合作、教学改革、高职院校、高职教育、课堂教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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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教学等。 
 

 
Figure 2. CiteSpace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ping 
图 2. CiteSpace 关键词共现图谱 

3.3.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衡量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关系，关键词聚类分析能够将不同的关键词归为不同的类别，从而帮助

使用者研究不同研究领域的演进关系和研究热点等。此方法有助于进一步挖掘研究热点和前沿[4]。本文

使用 CiteSpace 对关键词“双主体教学”进行聚类，设定 LLR (Log-Likelihood Rate，对数似然率)算法提

取标签，生成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3)，聚类图谱的模块性(Modularity) Q 值为 0.7399 > 0.3，说明聚类结构

显著，平均轮廓值(Weighted Mean Silhouette) S 值为 0.9443 > 0.7，说明聚类是有说服力的。另外，使用

VOSviewer 也能对关键词进行较有效的聚类分析(图 4)，具有相同颜色的关键词代表着同一类别[5]。 
 

 
Figure 3. CiteSpace keyword clustering map 
图 3. CiteSpace 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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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VOSviewer keyword clustering map 
图 4. VOSviewer 关键词聚类图谱 

4. 双主体教学的研究热点 

结合关键词共现图谱和聚类图谱，再检索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当前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四个方向： 
1) “双主体教学”的概念研究 
2) “双主体教学”的教学过程研究 
3) “双主体教学”的教学改革研究 
4) “双主体教学”的教学模式研究 

4.1. “双主体教学”的概念研究 

在该领域的研究中，直接以“双主体教学”为关键词开展研究的数量最多。在这个研究主题下，学

者们较多关注“双主体教学”的概念、内涵以及价值等方面内容。 
众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理解方式对双主体教学做出了阐述。有研究者从哲学角度分析双主

体教学时提出：高校双主体教学理念与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是同一的，还提出了“所谓双主体教学理念，

即将学生与教师置于平等的地位，共同发挥他们在课堂中的重要作用。”的观点[6]。这不是对传统教学

中老师占主导地位的否定，而是强调要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学生从被动地位的学习

转变为主导地位。还有学者对在双主体教学中的教师和学生提出了建构主义的角色定位是双主体教学模

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扮演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利用情

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最终使学生有效地构建对

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以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7]。在两个主体关系中，教师是教的主体, 学生则是教

的对象、教的客体；学生是学的主体，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风格则同教学内容一样都成为学的对象、

学的客体[8]。在两个主体的平衡问题上，仅仅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容易导致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忽略，

而将课堂完全交给学生又可能导致教学的时效性被弱化、教学效果得不到保障[9]。 
因此，双主体教学对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素质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这也引出了双主体教学中可

能存在的弊端。一方面，由于高职院校的学生心智仍在完善过程中，对大量资讯和学习资料的正误可能

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若完全脱离教师则容易造成教师这一主体被边缘化，容易造成教学活动的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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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涣散；学生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如果部分同学学习动力不足，可能会有不主动学习、认为学习过

程枯燥厌烦的表现，容易造成学校学风的恶化。另一方面，过于注重教学过程也可能导致教学结果被忽

视，课堂上的小组展示需要占用大量的课堂时间，课后的小组合作内的分工或讨论内容教师往往无法得

知，因此存在部分学生刻意逃避自己基础薄弱或不感兴趣的课程内容或只参与自己感兴趣的部分而不对

知识整体做出总结分析的现象，长此以往，教学效果会大打折扣[10]。 
因此，认清双主体教学的概念和教学理念是应用到教学的前提，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都应该得到

重视。 

4.2. “双主体教学”的教学过程研究 

在了解“双主体教学”的概念后，教学过程需要从传统教学方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

主导”的教学方法。在课前需要教师对课堂进行教学方案的设计，在设计课堂时需要注重体现教学相长，

常见的教学方法有：情景教学、观摩教学、模拟教学、案例教学、辩论教学。在选择教学方法前应注意

教学目标的全面性，这样才能围绕目标来制定合适的教学策略和恰当的教学方法进而展开教学过程，让

课堂为学生和教师服务，得到最佳的教学效果。授课中需要注意改变教学组织形式，给学生重组的自主

学习空间，让学生主动探索。双主体教学模式下，教师的角色不再是课堂的主讲者，而是作为集体中的

一员、作为一个受教育者，通过设计问题和参与学生研讨来传递知识[11]。除此之外，还可以在课堂中引

入非课堂的多元化教学，例如小品、音乐创作、辩论赛等方式开展教学。在课后，教师可以选择适当的

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做出综合性评估，同时也可以设置学生对教师课程设计合理性、教学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或改进建议的反馈途径[12]。 

4.3. “双主体教学”的教学改革研究 

一方面，在校企合作的改革当中，有学者认为职业院校在实践中探索的一种校企深度合作模式，是

双方体育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对于促进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3]。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

深入推进，双主体教学模式不断深入到课堂教学应用中，越来越多学者开始研究“校企合作”中的优劣，

主要集中在思政、历史、医学教育等课程。以思政课程为例，双主体教学模式在教学改革的具体运行中

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矛盾：第一，双方之间的差异增加了校企双主体紧密配合的难度；第二，微薄获利

导致企业参与教学改革的意愿弱；第三，事务繁多且决策权限不足使学校参与思政教学改革的力度相对

较低[14]。以上是双主体教学改革在思政课程实践应用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同样存在于其他初高等

课程教学之中。这提示教育者在双主体教学中应该：增强双主体双方共同参与教学改革的意识；完善校

企双主体共同参与教学改革的内容；构建校企双主体共同参与高职院校教学改革机制。 
另一方面，在教学层面的改革中，要完成教学改革，针对教师应该提高高校教师的科研能力、教学

能力，以适应新时代新发展的社会需求，确立教师的主体地位，成为教学中的组织者、引导者；针对学

生要加强教学改革，以学生为主体，自发地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并且确定各种形式的教师

与学生交流机制，通过小组合作、展示汇报等方式来深入到知识的探索过程当[15]。然而当下仍然存在部

分教师“照本宣科”、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学习兴趣低、传统教学模式占主流、“双主体教学”理念尚

未深入一线教师等等问题。除此之外，有效的教学评价也是教学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长期以来的教

学中都存在教师对学生进行素质评价的机制，但随着教学改革的进行，师生间的互相评价也逐年增加。

基于双主体教学模式下，不只有教师主体能够对学生学情做出诊断性评价及学生总体评价，学生主体也

可以对学习过程及学习成果进行自我评价，也能对教师的教学方式及教学策略进行评价。这种形式的教

学改革不仅有利于学生及时了解自己在学习方面存在的不足，也有利于教师对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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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的改进[16]。然而这种评价制度在初等教育中仍未大范围覆盖和推广，当下大多数评价体系是由教师

制定的，含有较多主观情感因素，评价内容片面单一[17]。因此，双主体教学改革道阻且长。 

4.4. “双主体教学”的教学模式研究 

双主体教学模式也可以被称为双主体默契模式，注重师生之间的紧密合作，在保持良好师生关系的

基础上，通过双主体符号互动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18]。因此，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应当保持相对

独立的身份，地位应当平等，双方都应该拥有自主权，同时也要充分尊重对方的意愿和教学感受。只有

教与学相互融合、缺一不可，才能实现教学相长的效果，这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相互协作

与配合。 
当下构建双主体教学模式存在着许多困难，如：高校教师的“双主体”教学意识较弱、学生主体在

“双主体”中参与度低、师生间的信任缺失、高校的制度环境不完善、高校与其他社会组织间的合作不

够等等问题。对于如何构建师生协同发展的“双主体”教学模式，可以从师生间关系入手，首先建立师

生信任机制，形成观念的协同，既包括师生间的协同，又包括学生间的合作；其次，校企合作双方要对

自身有明确的角色定位，校方与企业争取做到合作共赢；再次，制定健全的教师考评制度也是构建双主

体教学模式中的重要一环，学生对教学效果进行实时反馈有利于教学模式的改进和完善。 
双主体教学模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仍然需要研究者和高校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探索和实践，在

实践中找到适合我国当下教育现状的授课方法、教学策略以及主体间的最佳平衡点。 

5. 双主体教学的发展趋势 

 
Figure 5. VOSviewer keyword-heat clustering mapping 
图 5. VOSviewer 关键词–热度聚类图谱 

 
对年度热点关键词进行分析能够较快了解每一年度研究学者对双主体教学相关研究的关注点的转

变。由图 5 可知，2005 年及以前的研究热点聚焦在“教学过程”、“教学活动”、“双主体性”等关键

词，这个阶段是“双主体教学”的教育理念传入我国的初期，各研究者对“双主体教学”的教育理念以

及概念的阐述尤其关注；2005~2010 年研究热点为“师生关系”、“体育教学”、“课堂教学”等关键

词，可见双主体教学逐步进入到课堂教学当中，许多研究者开始研究各个教学领域内的教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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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5 年的研究热点转变为“教学模式”、“实践教学”、“教学改革”、“校企合作”等关键词，

经过教学改革，“双主体教学”模式逐渐成型，各研究者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涌现出许多有实验依据的

文献资料；2015~2020 年的研究热点转变为“混合式教学”、“课程思政”、“现代学徒制”、“产教

融合”等等，伴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双主体教学开始与数字化教学相结合，形成“混合式教学”，

同时校企合作有了新的突破，呈现出产教融合的局面。 
可见双主体教学研究逐渐从对传统教学的分析转变为具体学科的实践，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形成新

的教学模式。虽然我国双主体教学研究起步较晚，但其对教学界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未来“双主体教

学”的研究仍然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者来探索。 

6. 讨论 

通过使用 CiteSpace 和 VOSviewer 软件对 1985 年至今的“双主体教学”主题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

本研究对双主体教学的各个阶段的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据研究发现，自 1985
年以来，该领域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双主题教学”教育理念研究、教学过程、教学改革以及教学模

式等四个方面。 
深入探索双主题教学的教学策略：进一步研究双主题教学的具体教学策略，包括教师的角色定位、

学生的参与方式、教材的设计等方面，以提高双主题教学的实施效果和教学质量。 
首先，成立一个由多个学科联合组成的综合性研究小组。随着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双主体教学

已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的课堂教学中，对于不同学科的双主体教学研究也越来越细致。因此，在未来的

研究中，建立一个多学科联合的综合性研究团队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双主体教学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带来的机遇。在数字化学习逐渐成为主流方式的

同时，信息化技术也在蓬勃发展，进而衍生出了“混合式教学”，在各高校教学中得到实践和应用。慕

课、云班课和学习通等教学平台广泛应用于各学科的教学中，使得数字化学习资源随时可得。这是信息

技术发展给双主体教学带来的机遇，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如何充分利用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是一个值得

研究者们密切关注的问题。 
第三，以新的角度探索双主体教学实践的挖掘。目前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上，对于教学

效果的实验研究仍然很少。未来的研究者可以采用实验方法来进行研究，通过改变课堂设计、学习方式

等多种因素来比较教学效果，以便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 

7. 结论 

本文以文献计量的方式对国内“双主体教学”研究的进展和趋势进行分析，对其未来发展趋势做出

预测并提出了联合多学科、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探索多角度双主体教学实践的建议，为当下国内双主

体教学现状中存在的教学效果不佳、双主体间利益矛盾等问题提供了突破方法及手段。由于国内“双主

体教学”研究起步时间较晚，本文存在研究论文数量较少、研究内容具有时代局限性的不足，希望在未

来研究中能够更加完善，更符合国内双主体教学的现状。 

基金项目 

长春市教育学会“十四五”科研规划课题“小学美术课堂合作学习的有效性研究”(课题批准号：CJKG 
20210218)。 

参考文献 
[1] 田瑞. “双主”教学模式的医学生信息素养教学实践[J].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16, 25(7): 73-76.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461


单子涵，高思杨 
 

 

DOI: 10.12677/ae.2023.13121461 9464 教育进展 
 

[2] 陈悦, 陈超美, 刘则渊, 等.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 科学学研究, 2015, 33(2): 242-253. 

[3] 高新陵. 基于高频关键词统计的“域级整合”分析方法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1, 55(18): 19-23. 

[4] 卫倩平. 国外教师创新能力研究热点: 基于 VOSviewer 的知识图谱分析[J].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8, 10(5): 61-68. 

[5] 刘欣颜. 国内近十年 STEM 教育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J]. 教育导刊, 2022(7): 29-35. 

[6] 赵海飞. 高职院校提升“概论”课教学实效性思考[J].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 21(5): 11-13. 

[7] 蔡有清. 建构主义视野下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J]. 百色学院学报, 2017, 30(3): 109-113. 

[8] 单振涛, 张天宝. 教学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研究述评[J]. 中国冶金教育, 2005(3): 74-77. 

[9] 陈娜. 构建师生协同发展“双主体”教学模式的路径选择[J].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5, 7(9): 91-93. 

[10] 郭娟娟, 刘晓英. 谈独立学院双主体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的体现[J]. 沧桑, 2009(2): 202-203. 

[11] 黄方树. 思品课“双主体”教学尝试[J]. 教育科研论坛, 2008(1): 31-32. 

[12] 谢勇旗, 孙青. 职业教育“双主体”育人教学模式的内涵、框架和保障[J]. 职教论坛, 2022, 38(4): 52-58. 

[13] 姚家春. 校企双主体共同参与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的路径研究[J].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 16(1): 44-46. 

[14] 崔召磊, 郜元兴. 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中师生的双主体作用[J]. 文学教育(下), 2021(8): 181-182. 
[15] Richard, R. and Stephen, R. (2013) Cognitive Styles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Understanding Style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and Behavior. Taylor and Francis, Abingdon-on-Thames. 

[16] 付明珠. 双主体教学模式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实践研究[J]. 亚太教育, 2022(24): 18-20. 

[17] 李梦媛. 小学语文教学评价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对策研究[C]//广东省教师继续教育学会教师发展论坛学术

研讨会. 2023: 7. 

[18] 韩祥伟. 基于师生协同发展为导向的思政课双主体教学模式研究[J]. 理论观察, 2014(4): 172-173.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461

	我国双主体教学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基于CiteSpace和VOSviewer的文献计量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Progress and Trends in Dual Subject Teaching Research in Chin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and VOSviewer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2.2. 研究方法

	3. 研究结果与数据分析
	3.1. 年度发文量分析
	3.2. 关键词共现分析
	3.3. 关键词聚类分析

	4. 双主体教学的研究热点
	4.1. “双主体教学”的概念研究
	4.2. “双主体教学”的教学过程研究
	4.3. “双主体教学”的教学改革研究
	4.4. “双主体教学”的教学模式研究

	5. 双主体教学的发展趋势
	6. 讨论
	7.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