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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使用CiteSpace软件对国内核心期刊中有关扎根理论的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自1999年国内开始引进扎

根理论的概念起，1999~2014年经历了该领域研究的平稳上升阶段，2015年后该领域发文量开始快速

上升。有关扎根理论的研究学科主要是经济学、管理学和教育学，心理学相关研究虽然较少但在2017
年后逐年增长。部分作者和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校间进行了合作，但未来应探索更有效的作者合作和学科

交流的途径。扎根理论领域的研究热点集中于扎根理论本身，背后的影响因素以及质性研究方法等，近

年来转向了价值共创和风险识别等更具社会意义的议题。未来使用扎根理论的研究可以扩展学科范围，

创新研究方法，探索其他社会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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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research on grounded theory in domestic core 
journals.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grounded theory in China in 1999,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experienced a steady rise from 1999 to 2014, and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is field began to rise rapidly after 2015. The research subjects related to grounded theory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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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y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psychology has been in-
creasing year by year after 2017,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few studies. Some authors have coo-
perated and many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 eastern coastal areas also have carried out col-
laborative researches. More and more effective ways of author cooperation and subject exchange 
should be explored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grounded theory focus on this theory 
itself,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shifted to 
more socially significant issues such as value co-creation and risk identification. Future research 
related on grounded theory should expand the scope of disciplines, innovate research methods 
and explore other social hot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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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在畅所欲言，随着深入探索人人平等的后现代思想的兴起，社会建构论

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对“科学”产生了许多质疑，对“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产生了质疑，并产

生了探索事物本质的研究倾向，质性研究方法随之兴起。作为质性研究方法中的重要理论，扎根理论在

各个领域受到了极大的欢迎，遍及各种学科。相对于立足于遵从科学的方法收集事实、强调测量程序的

信度和效度的量化研究，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更加强调研究的过程性、情境性和具体性(周明洁，

张建新，2008)。Auerbach 和 Silverstein (2003)认为质性研究是一种为了发现特殊现象背后的意义模式而

对访谈资料或者文本资料进行分析，并做出解释的一种研究，扎根理论是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扎

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起源于 Glaser 和 Strauss (1967)在医院的一项观察，是一种以编码为基础的质性研

究方法。目前大多数质性分析以及质性分析辅助软件的方法论框架都是扎根理论(MacMillan & Koenig, 
2004)，其宗旨是通过分析经验资料，提取要点进行归纳并建立相关理论(吴继霞，黄希庭，2012)，主要

特点在于它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了新的概念和思想(陈向明，2000)。是一个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

(陈向明，1999)，是一个不断迭代反复的研究过程。扎根理论的核心操作程序包括三级编码：首先不断阅

读原始资料产生概念，进行开放式编码；确定各开放式编码的类属关系将其归类建立轴心编码，及二级

编码；最后系统分析所有轴心编码选择一个“提纲挈领”的核心类属，即建立核心编码，其核心思路是

比较，通过不断比较资料提炼出类属关系，比较各类属关系提炼出实质性理论。 
随着研究文献的爆炸式增长，需要新的方法来回顾和分析扎根理论在各领域的发展趋势(Chen, 

2006)。这就需要文献计量学的支持，文献计量学最初由 Groos 和 Pritchard (1969)定义为“数学和统计方

法在书籍和其他传播媒介上的应用”，现在被广泛用于研究文学中的趋势(Thompson & Walker, 2015)。迄

今为止，应用文献计量学研究扎根理论相关文献的范围仅限于单一学科，如教育学、护理学和图书情报

管理学，短时间框架，因此，本研究的目标是对扎根理论文献进行更广泛和全面的文献计量分析，以阐

明这一迅速扩展的科学知识领域的历史发展、新兴趋势和活跃的研究领域。 
知识可视化领域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科学领域，其目标是对知识进行制图、挖掘、分析、排序和显

示的过程(Shiffrin & Börner, 2004)。知识可视化图谱分析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因为各种可视化工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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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科学和技术管理的领域分析成为可能(Boyack, Wylie, & Davidson, 2002)。与其他可视化工具相比，

CiteSpace——一个由陈超美教授在 2004 年开发的基于 java 语言的应用程序，包括文献计量分析、数据

挖掘算法和可视化方法，它可以帮助使用者减轻认知负担，在知识结构中找到关键趋势和关键点(Chen, 
2006)。目前，CiteSpace 在描述物种大灭绝的可视化(Chen, 2006)、确定再生医学的新兴趋势(Chen et al., 
2012)，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 CiteSpace 很受欢迎，但目前还没有人尝试使用 CiteSpace 来分析国

内扎根理论领域的相关文献。国内扎根理论领域发文情况和学科特点是怎样的？该领域被引用最多的学

者、机构分别是哪些？近几十年来该领域的主要研究热点是什么？发生过那些演变？近几十年来扎根理

论研究出现了哪些新课题？这些都是本研究要探讨的。在确定了文献计量学特征后，本研究通过基于

CiteSpace 的科学计量分析，对国内 1990~2021 年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可视

化了在该领域发表的文章之间的关系，以提供国内扎根理论研究领域的系统和客观的概述。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使用中国知网 CNKI 进行检索，选择中文核心期刊库进行“扎根理论”的主题检索，最后的检索时

间为 2021 年 11 月 20 日，剔除不相关文献后，共检索到中文核心期刊文献 2083 篇，导出其篇名、作者、

机构等信息。 

2.2. 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 CiteSpace 软件 5.8.R3 版本和 Excel 软件对导出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对国内核心期

刊中有关扎根理论研究的发文量趋势、作者和机构合作信息、研究热点内容等进行了分析。 

3. 数据分析与图谱解读 

3.1. 发表基本情况 

3.1.1. 年发表量 
国内对于扎根理论的研究始于陈向明(1999)年发表在《教育研究与实验》中的《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

法》，该研究详细介绍了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提供了研究思路并举例说明了研究程序，随后扎

根理论逐渐引起国内质性研究者的关注，由图 1 可知，1999~2009 年 10 年间虽有相关研究，但相对较少，

是扎根理论研究的平稳上升阶段，其中，2009 年孙嘉卿和金盛华等人将扎根理论引入心理学领域，使用

该理论和计算机辅助的定性分析方法(CAQDA)及 Nvivo8.0 软件探讨了对灾难后谣言传播心理，分析了谣

言特征和传播的心理机制(孙嘉卿，金盛华，曹慎慎，2009)。2010~2014 年的研究数量不断增多，但发文

量维持在一百篇以内，说明扎根理论已经受到少数研究者的关注，2012 年吴继霞与黄希庭使用扎根理论

对中国人的诚信结构进行了本土化探索，开创了国内使用扎根理论形成本土概念的先河(吴继霞，黄希庭，

2012)。同年，张婕等人探索了扎根理论程序化版本在心理咨询培训研究中的应用，强调了质性研究和量

化研究的结合的研究方法(张婕等，2012)。 
如图 1 所示，2015 年后开始出现大幅度增长，2015~2021 年间有关扎根理论的核心期刊发表占总数的

84.2%，2021 年达到峰值且还在不断增加，说明各学科的研究者对扎根理论进行了更深化的探索，越来越

多的研究者了解并推广了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在这一阶段，扎根理论也受到国内心理学者的重视，

其中，2018 年张秀敏和杨莉萍对于基督徒祷告过程中人神依恋关系进行质性探索，运用扎根理论形成“人

神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并进行了效度检验，为扎根理论研究的效度问题争议提供了解决范例(张秀敏，

杨莉萍，2018)。2018 年心理学领域另有三篇扎根理论相关内容的发表，分别是王建明关于定制化信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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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节能行为决策过程影响的追踪研究(王建明，孙彦，2018)、程新雷对抑郁障碍患者自助小组效果的定

性研究(程新雷，王希林，2018)和段文杰对移动健康的理论基础与效果评估(段文杰，张洁文，何雷，2018)。
2019 年张丹丹等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需求理论进行了探讨(张丹丹，路茗涵，王卫红，2019)。2020
年傅安国等人对脱贫内生动力机制进行了质性探究(傅安国等，2020)，许丹和李亦欣研究了个体助人行为

的形成与发展(许丹，李亦欣，2020)。2021 年卢凤等人探讨了青年夫妻冲突应对方式性别差异(卢凤等，

2021)，孟祥寒等人结合社会现状运用扎根理论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死亡心理进行了质性探究(孟祥寒

等，2021)。由此看出，心理学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对扎根理论的运用进行了初步探索。 
 

 
Figure 1. Trends of publications in core journals of grounded theory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21 
图 1. 中国 1999~2021 年扎根理论研究核心期刊发文量趋势 

3.1.2. 学科分布 
扎根理论的研究跨越了很多学科，其中经济学类最多，共有 998 篇，占总体的 47.9%，329 篇来自管理

学，占 15.8%，254 篇来自教育学，占 12.2%，144 篇来自旅游学，占 6.9%，只有 16 篇来自心理学，占 0.8%。

2001 年刘建达等人在教育领域使用扎根理论研究了成段改错试题，同年，冯生尧等人详细的介绍了扎根理

论。随后几年，在护理学、传媒学、医药学、经济学领域开始出现扎根理论的研究并不断扩大。 
虽然在心理学领域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并未引起重视，近五年心理学核心期刊发表扎根理论的

研究有所增加。可见，扎根理论在心理学领域还是一个较新、具有很大探索空间的研究方法。 

3.2.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3.2.1. 作者合作图谱分析 
为获扎根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以及作者间合作的强度信息，在 CiteSpace 中将分析项目选择“作

者”，时间尺度设置为 1999~2021 年，间切片设置为 1，裁剪方式选择 Pathfinder 和 Pruning sliced networks，
其余保持默认设置(吴悦，李朝旭，2020)，经 CiteSpace 软件运算后，得到了图 2。在图 2 中，每个作者

的发文量以节点的大小形式呈现，节点越大，表示该作者的发文量越多，基于普莱斯定律(宗淑萍，2016)
对核心作者的界定，发文量指著者某一时期在某刊物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衡量著者对该刊物贡献大小的

一项重要指标，计算公式为： 

max0.749p pnm =  

该式中：mp 为统计时段内核心著者至少发表的论文数；npmax 是统计时段内发表论文最多的著者发表

的论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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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显示：1999~2021 年期间，扎根理论领域中发文最多的著者共发文 11 篇。根据公式计算出

该领域核心著者至少发表的论文数 mp = 2.484，所以在扎根理论研究领域发文量大于等于 3 篇的作者为核

心作者。在扎根理论研究领域，核心作者共有李志刚、贾旭东、胡守忠等 66 位。 
图 2 中连线的粗细代表了作者间的合作关系，连线越粗，表示作者间的合作越紧密。颜色由浅变深

代表作者的发文时间的先后。从图中可以看出，共有 526 个作者，283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2。有 7
个比较明显的作者名字，分别是李志刚、贾旭东、胡守忠、张晓燕、李燕萍、胡娟、孙志忠、严玲、张

庆普。其中，李志刚、刘振、乐国林、李硕、何诗宁等人构成了一个较大作者群，余昌胤、黄辉华、张

年和魏来构成一个四人作者合作网络，另外也有一些小合作团队，但其合作关系网络并没有展开。节点

中心颜色越深表明越早开始此领域的研究，陈向明、李志刚、胡雁等人是国内研究扎根理论的先驱，李

娟、张海、李朋波则是近几年才有相关文献的发表。总览全图，还可以看到很多比较孤立的点，说明存

在多个学科领域的扎根理论研究者缺少彼此间的合作，中国扎根理论的研究还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心

理学人为改善这一现象做出了努力，比如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委会成立就为心理学领域中质

性研究者间的合作与交流搭建了桥梁。 
 

 
Figure 2. Mapping of collaboration among authors of grounded theory studies 
图 2. 扎根理论研究作者合作图谱 

3.2.2. 机构合作图谱分析 
图 3 为扎根理论研究机构合作图谱，共有 412 个节点，198 条连线，密度为 0.002。图中字体越大，

节点越大代表发文量越多，从图中可以看出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商学院、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

院等为主要研究机构。其中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为最早研究机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

院、广西财经学院金融与保险学院等近几年才有相关文献产出。连线代表机构间的合作关系，连线越粗

代表合作越紧密。从图中可以看出，吉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形

成了较为明显的合作团体，并且有许多机构以这些机构为中心形成合作，此外，也有一些机构间小范围

的合作和两个机构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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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Mapping of collaboration among institutions of grounded theory studies 
图 3. 扎根理论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3.2.3. 热点分析 
通过关键词分析可以了解扎根领域内的主要研究热点，为获得扎根理论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选择

了关键词共现分析方法识别研究热点。在 CiteSpace 中将分析项目选择“关键词”，数据抽取对象设置为

Top 50，剪裁方式为 Pathfinder，其余保持不变(曹洁，2015)。如图 4 所示，共产生 241 个节点，336 条连

线，密度为 0.012。 
图 4 中节点的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连线的粗细形式表示关键词中心性的大小。关键词 

 

 
Figure 4. Mapping of key words co-occurrence of grounded theory 
图 4. 关键词共现的科学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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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性是指该关键词在整个热点关系网络中作为媒介者的能力(何雅菲，文佳慧，2019)，中心性大于 0.1
的关键词会更大程度的将该领域的研究联结起来。根据软件统计结果，中心性大于 0.1 的关键词只有三

个：扎根理论(1511)，影响因素(206)，质性研究(75)，代表它们在整个扎根理论研究关系网络中起着较大

的联络作用，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 

3.2.4. 研究前沿分析 
研究前沿可以明确未来研究方向，揭示更多潜在研究问题。关键词聚类图谱可依据数据运算将共词

间关系明显的节点聚成一类，准确捕捉该领域的研究前沿(龚伯韬，2019)。如图 5 所示，扎根理论研究领

域关键词共聚成 7 个大类，Modularity Q = 0.599 > 0.3，聚类显著，Silhouette = 0.737 > 0.7，聚类紧密度

良好，可信度较高。扎根理论研究主要围绕七个主题开展：扎根理论、影响因素、质性研究、商业模式、

驱动因素、信息茧房、形成机理。 
 

 
Figure 5. Mapping of key words clustering of grounded theory 
图 5. 扎根理论领域关键词聚类科学知识图谱 

 

同样可以预测一个领域研究前沿的还有突发词的探索。图 6 是扎根理论研究领域突发词图谱的呈现，

其中左侧为关键词、出现年份及强度，右侧红色部分以更直观的方式反映了研究热点的重大转向。本研

究共截取了扎根理论领域的 10 个突发性关键词，如图 6 所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热点也就是红色部

分在不断改变，每年都有不同关键词爆发但持续时间都比较短。扎根理论的研究热点从最初的技术创新、

协同创新等转向了价值共创和风险识别，且持续至今。 

3.2.5. 研究趋势分析 
结合图 7、图 8 扎根理论研究发展趋势的时间线视图和时区图谱，可以看出该领域相关文献的时间

跨度(吴悦，李朝旭，2020)。由图分析可知，1999 出现扎根理论后，到 2010 连线非常少，2010 出现第三

个热点“影响因素”，主要应用与商业模式的构建，2012 年出现“大学生”这一研究对象，编码和场所

依赖。2013 供应链，农业。2014 开始出现较多连线，主要集中在能力培养、社会风险评估、虚拟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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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Mapping of key words highlighting of grounded theory  
图 6. 扎根理论领域关键词突发性图谱 

 

公众形象、并多次出现访谈法和理论构建，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和应用领域初现雏形。2015 在旅游学

中有较多研究，并且首次出现本土化、量表开发、案例研究，结构维度等。随着时间推移，研究热点

和学科重点也在不断变化，2016 年知识创新、网络舆情、学习倦怠，创新绩效，形成机制成为热点。

2018 年为生成逻辑、身份认同、创业教育、用户感知、核心素养、跨境电商、国际化。2019 年为科研

诚信、儒家文化、方法论、社交媒体。2020 年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治理机制、用户行为。2021 年为

老年用户，风险沟通、专业发展、智慧城市、社会共情、新冠肺炎、患者安全、险兆事件、一带一路、

信息生态、信息茧房、网络用户、区块链。有关扎根理论的研究每年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热点

的改变而改变。 
 

 
Figure 7. Time line mapping of grounded theory 
图 7. 扎根理论研究的时间线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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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Time zone mapping of grounded theory 
图 8. 扎根理论研究的时区图 

4. 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 1999~2021 年 CNKI 数据库中扎根理论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有关扎根理论的研

究正以逐年增长的趋势发展，并且在经历了 1999~2014 平稳期后，在 2015 年至今进入一个快速上升期。

由此可见，扎根理论正在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有关扎根理论的研究在心理学研究领域虽然占比很少但在

2017 年后每年都有心理学领域使用扎根理论研究的核心文章发表。随着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

委会的成立，越来越多的质性研究方法进入心理学研究者的视野，其中扎根理论是逐渐受到关注并引起

热度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机构合作图谱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在扎根理论研究领域作者间合作包括了

多人团体合作、三人团体合作等合作方式，但更多的还是以独立的方式进行研究和论文发表，机构间的

合作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促进作者和机构合作的委员会，实施更多的学校间帮扶计划是促进学科

交流与合作的初步尝试。关于扎根理论领域的研究热点分析，也逐渐向信息化、价值化方向靠拢，未来

研究的热点趋势仍旧集中在社会热点问题、社会现象等更具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的方向展开。除此之外，

也可在心理学研究领域进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以使扎根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例如，将以扎根理论为

基础的质性研究方法和传统量化方法研究结合起来，可以为扎根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曹洁(2015). 基于 CiteSpace 的计算机网络领域可视化分. 电脑知识与技术, 11(32), 156-158. 

陈向明(1999). 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 教育研究与实验, (4), 58-63+73.  

陈向明(2000).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pp. 104-111). 教育科学出版社. 

程新雷, 王希林(2018). 抑郁障碍患者自助小组效果的定性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32(5), 384-388.  

段文杰, 张洁文, 何雷(2018). 移动健康的理论基础与效果评估. 心理科学进展, 26(7), 1232-1243.  

傅安国, 张再生, 郑剑虹, 岳童, 林肇宏, 吴娜, 黄希庭(2020). 脱贫内生动力机制的质性探究. 心理学报, 52(1),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7310


刘云 
 

 

DOI: 10.12677/ap.2022.127310 2611 心理学进展 
 

66-80.  
龚伯韬(2019). 儿童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基于CNKI数据库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当代教育与文化, 11(3), 6-13. 

何雅菲, 文佳慧(2019). 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文献计量. 改革与开放, (4), 74 -78. 

卢凤, 许定远, 刘电芝, 朱传林(2021). 青年夫妻冲突应对方式性别差异的扎根理论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9(1), 
109-117.  

孟祥寒, 李强, 涂永波, 周彦榜(2021).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死亡心理质性探究. 心理科学, 44(5), 1224-1230.  

孙嘉卿, 金盛华, 曹慎慎(2009). 灾难后谣言传播心理的定性分析——以“5.12 汶川地震”谣言为例. 心理科学进展, 
17(3), 602-609.  

王建明, 孙彦(2018). 定制化信息对家庭节能行为决策过程影响的追踪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6(4), 571-583.  

吴继霞, 黄希庭(2012). 诚信结构初探. 心理学报, 44(3), 354-368.  

吴悦, 李朝旭(2020). 中国空间隐喻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 心理学探新, 40(4), 
302-308+384. 

许丹, 李亦欣(2020). 个体助人行为的形成与发展——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究. 心理科学, 43(5), 1243-1249. 

张丹丹, 路茗涵, 王卫红(2019). 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需求理论——基于扎根理论. 心理科学, 42(1), 237-244.  

张婕, 刘丹, 陈向一, 孟馥, 邓云龙(2012). 扎根理论程序化版本在心理咨询培训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6(9), 648-652.  

张秀敏, 杨莉萍(2018). 基督徒祷告过程中人神依恋关系的质性探索. 心理学报, 50(1), 115-129. 

周明洁, 张建新(2008). 心理学研究方法中“质”与“量”的整合. 心理科学进展, (1), 163-168. 

宗淑萍(2016). 基于普赖斯定律和综合指数法的核心著者测评——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为例.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7(12), 1310-1314. 

Auerbach, C. F., & Silverstein, L. B. (2003). Qualitative Data: An Introduction to Coding and Analysis in Qualitative Stu-
dies in Psychology (p. 3).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Boyack, K. W., Wylie, B. N., & Davidson, G. S. (2002). Domain Visualization Using VxInsigh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3, 764-774.  
https://doi.org/10.1002/asi.10066 

Chen, C. (2006).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7, 359-377. https://doi.org/10.1002/asi.20317 

Chen, C., Hu, Z., Liu, S., & Tseng, H. (2012). Emerging Trends in Regenerative Medicine: A Scientometric Analysis in Ci-
teSpace. Expert Opinion on Biological Therapy, 12, 593-608. https://doi.org/10.1517/14712598.2012.674507 

Glaser, B., & Strauss, A.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67-82). Al-
dine. 

MacMillan, K., & Koenig, T. (2004). The Wow Factor: Preconceptions and Expectations for Data Analysis Software in Qua-
litative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2, 179-186. https://doi.org/10.1177/0894439303262625 

Groos, O. V., & Pritchard, A. (1969). Documentation Note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5, 344-349.  
https://doi.org/10.1108/eb026482  

Shiffrin, R. M., & Börner, K. (2004).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1, 5183-5185. https://doi.org/10.1073/pnas.0307852100 

Thompson, D. F., & Walker, C. K. (2015). A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Review of Bibliometrics with Applications to Med-
ical Sciences. Pharmacotherapy, 35, 551-559. https://doi.org/10.1002/phar.1586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7310
https://doi.org/10.1002/asi.10066
https://doi.org/10.1002/asi.20317
https://doi.org/10.1517/14712598.2012.674507
https://doi.org/10.1177/0894439303262625
https://doi.org/10.1108/eb026482
https://doi.org/10.1073/pnas.0307852100
https://doi.org/10.1002/phar.1586

	国内扎根理论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摘  要
	关键词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in China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2.2. 研究方法与工具

	3. 数据分析与图谱解读
	3.1. 发表基本情况
	3.1.1. 年发表量
	3.1.2. 学科分布

	3.2. 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3.2.1. 作者合作图谱分析
	3.2.2. 机构合作图谱分析
	3.2.3. 热点分析
	3.2.4. 研究前沿分析
	3.2.5. 研究趋势分析


	4. 总结与展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