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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特殊教育》在我国特殊教育领域中保持着权威性与指导性。研究使用CiteSpace工具对该期刊在

1994年3月~2021年8月之间刊载的4073篇文献进行分析，对《中国特殊教育》的研究进程、热点和趋

势进行分析概括。结果发现：1) 《中国特殊教育》的研究以“特殊教育”、“随班就读”等关键词为核

心向外拓展；2) “心理健康”、“自闭症”、“社会支持”、“融合教育”等主题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3) 与“中介作用”、“流动儿童”、“自闭症谱系障碍”、“学习投入”和“融合教育”等相关主题可

能是未来的研究趋势。结论：整体研究水平逐步提升，研究主题呈多元化、精细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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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maintains its authority and guidance in the field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study used the CiteSpace tool to analyze 4073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between March 1994 and August 2021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progress, hot spots and 
trends of Chines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Discovery: 1)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Journal of Spe-
cial Education is expanding outward with the core keywords of special education, learning in reg-
ular classroom, etc.; 2)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re mental health, autism, social 
support, confluent education etc.; 3)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may be related to the themes of 
Mediation effect, migrant childre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learning input, confluent education 
etc. Conclusions: The overall research level is gradually improved, and the research topics are di-
versified and r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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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中国特殊教育》是我国重要的特殊教育领域学术期刊，反映我国特殊教育各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

在我国教育领域享有盛誉，在国际亦具有相当影响。迄今为止，《中国特殊教育》总出版文献量 4572 篇，

总下载次数高达 3,493,226 次，总被引次数高达 65,839 次。这些数据仍在不断增加，《中国特殊教育》

的指导性和权威性也在不断增强，但遗憾的是，其创刊近三十年来，鲜有研究者回顾其研究进程、热点

和趋势的发展。因此，为了解其创刊以来我国特殊教育领域的研究演变，同时也为研究者的研究选题提

供参考，研究借助 CiteSpace 工具对《中国特殊教育》在 1994~2021 年之间刊登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及方法 

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 5.8.R1)，对 1994~2021 年之间在《中国特殊教

育》刊登的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Bibliometrics Analysis)和知识图谱分析(Knowledge Mapping Analy-
sis)。该软件通过绘制相关领域的知识图谱，可揭示整体结构及其规律分布，看出各科学知识之间的相关

联系，帮助研究者了解相关领域的发展进程与发展趋势[1]。 
文献计量学分析是在当前学术界进行学术文献分析的常用研究手段之一，可以定量地、不同方向地

分析、评价和预测相关领域的现状与发展趋势[2]。知识图谱分析借助可视化技术来发现、描述、分析数

据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绘制图形让读者清晰地了解某一学术领域的发展进程、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3]。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的文献均来源于《中国特殊教育》。在中国知网中，检索“中国特殊教育”获得的原始文

献有 4230 篇，将其中的非学术性论文如通知、讲话、征稿等剔除后，最终获得有效文献 407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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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3.1. 年度发文量 

根据 CNKI 统计，1994 年至 2000 年的发文量呈向上趋势，但是历年平均发文量不超过 100 篇。2001
年至 2010 年是繁荣期，《中国特殊教育》在 2003 年取消了季刊，将其改为双月刊，2004 年改为月刊，

刊载文献增多，2004 年至 2010 年的历年发文量均保持 200 篇以上。2011 年至 2021 年属于稳定发展期，

该时期研究呈现多元化、精细化，稳步发展，历年的发文量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3.2. 研究机构分析 

通过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绘制出各研究机构之间合作关系的共现图。由图 1 可知，华东师范大学

特殊教育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等研究机构，所代表的节点圈层大、

字体大、连线多且粗，表示它们与其它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强度大。其中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237
篇)发文量排名第一，其后依次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141 篇)，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137 篇)，
表明我国高校是特殊教育研究的主要阵地。 
 

 
Figure 1. Co-occurrence of institutions with high output of subject literature in Special Education of China 
图 1. 《中国特殊教育》主题文献高产机构共现图 

3.3.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献最重要的精华部分，其可以展示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情况和未来演进趋势[4]。在

CiteSpace 中，设置单个时间区间为 1 年，并采用 Pathfinder 算法进行裁剪和网络切片裁剪，最终生成《中

国特殊教育》历年来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图(图 2)。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节点越多表示出现的关键词数量

越多，某一节点圈层越大、与其他节点之间的连线越粗，则代表该关键词使用的频率越多，与其他关键

词之间共现强度越大。图 2 显示，“特殊教育”、“随班就读”节点圈层大、字体大、连线颜色深、线

条多且粗，相较其它关键词它们受关注度更高，且与其它关键词的共现强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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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in subject literature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China 
图 2. 《中国特殊教育》主题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3.4.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 CiteSpace 中，找到 Cluster 项目，选择 Find cluster，再选择 Extract Cluster Labels 中的 use keyword
呈现聚类词，然后选择项目中的 show the Largest K Clusters，K 值选择 5，突显前五的关键词聚类，之后

选择 Find Clusters’k-Cores 显现区域，最后再选择 Convex Hull：Show/Hide 添补聚类色块，总结绘制出最

终的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图谱(图 3)，由此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在聚类可视化图谱中，一般而言当 Q 值

(Modularity) > 0.3，S 值(Mean Silhouette) > 0.5 时，说明网络结构划分具有显著性且聚类效果具有合理性

[5]。在该图谱模块中，Q 值为 0.631，S 值为 0.9074，表明该聚类可视化图谱的网络结构是显著的，且具

有合理性。 
 

 
Figure 3. Keywords clustering vis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literature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China 
图 3. 《中国特殊教育》主题文献的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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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结果显示，主要聚类分别为聚类#0“社会支持”，聚类#1“特殊教育”，聚类#2“随班就读”，

聚类#3“自闭症”，聚类#4“阅读障碍”，这些聚类主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创刊以来的研究热点领域。 
聚类#0“社会支持”是聚类图谱中范围最大的聚类，其中包括了“生活质量”、“职业倦怠”、“特

殊教育教师”、“错失焦虑”、“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社会认同”、“听障大学生”等研究

主题。研究者发现社会支持在特殊儿童、特殊儿童父母、特殊教育教师等群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

特殊儿童而言，社会支持可以改善与父母的亲子关系[6]，可以激发学习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学

业成绩[7]等；对于特殊儿童父母而言，社会支持可以减缓父母应对特殊儿童的压力，一定程度上能将家

庭教育的质量进行提高[8]，可以缓解父母的焦虑和亲职压力[9]等；对于特殊教育教师而言，社会支持可

以帮助其减缓压力、获得成就感、建立积极的应对方式[10]，可以调节工作与家庭的冲突、提高职业承诺

水平[11]等；对听障群体而言，社会支持可以提高幸福感、促进心理健康[12] [13]等。但目前研究发现，

特殊儿童家庭实际获得社会支持比较少，社会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利用[14]，对于特殊人群自身而言(如轻

度智力落后学生)，获得的社会支持有限，学校、教师、同伴所提供的支持仍然不足[15]。为此，研究者

积极探讨扩大社会支持作用的实施途径，在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法律保障的完善、社区服务的改进、

政府支持、政策支持、经济支持等方面[16] [17] [18]，提出不同的建议，共同探究社会支持保障体系的建

设发展。 
聚类#1“特殊教育”包含“形状知觉”、“支持保障体系”、“全纳教育”、“全纳学校”、“全

纳社会”等研究主题，研究聚焦在特殊儿童的教育问题，重点是全纳教育。全纳教育是指所有的特殊儿

童在适龄阶段，与同龄儿童在相同的环境去学习与生活[19]。当前我国的全纳教育仍处于摸索发展阶段，

研究者认为推动全纳教育的发展，需要借鉴外国建设全纳教育体系的经验并分析不足[20] [21]、探讨相关

的特殊教育政策与教育立法的完善[22]、探讨推动全纳教育理论的本土化[23]、研究健全随班就读支持保

障体系[24]等，进行多方面的研究。研究发现促进全纳教育的发展可以让特殊儿童更好地享受公平的教育

权利[25]，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人权理念的发展[26]等，更可以帮助研究者进一步探讨全纳学校的建设

[27] [28]以及全纳社会的构建[29]。 
聚类#2“随班就读”包含“师范院校”、“残疾儿童少年”、“培智学校”、“标准研制”、“教

育课程”等研究主题，主要探讨随班就读工作的改进措施。有研究者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

议[30]。也有研究者进一步探讨了社会支持保障体系的完善途径，其中包括理解支持保障体系的建设目的

并构建科学的支持保障体系[31] [32]、从全纳教育的角度不断重构和建设高质量保障体系[33]、基于影响

因素的研究调查探究各方面的改善措施[34]等。还有研究者重视随班就读的课程建设，提出调整课程、特

设课程、融合教学等设想[35]。部分研究认为关键部分是建设和运行资源教室，探究了资源教室的建设发

展和作用[36] [37]。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关注到了教师资源的重要性，强调随班就读的师资培养，重视教师

的教学态度，培养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38] [39]。 
聚类#3“自闭症”，主要关注“普通儿童”、“社会交往”、“自我认同”、“情绪智力”、“自

闭症谱系障碍”、“理论解释”、“对话式阅读”、“情绪智力”、“自闭症儿童”等研究主题，涉及

行为干预、交流干预、社会能力干预[40] [41]，主要探讨的是自闭症儿童沟通能力培养策略，着重观察和

培养自闭症儿童的沟通行为，并在干预过程中做出指导[42] [43]。通过研究探索，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沟通

能力培养策略，如：游戏类，借助体育游戏加强沟通行为[44]或者通过积木游戏提高社交能力[45]等；沟

通系统类，通过运用图片交换的方式来引起自闭症儿童的沟通兴趣，引起他们主动交流[46]，或运用辅助

沟通系统(AAC)，系统化、针对化地让自闭症儿童的沟通能力进行锻炼[47]等；方法类，运用同伴介入法

让自闭症儿童在社交时建立适合自己的社交模式[48]，也有借助录像示范法帮助自闭症儿童进行练习，让

其在观看录像中提升自己的社交技能[49] [50] [51]等等，综合多元化的沟通能力培养策略来提升自闭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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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社会沟通能力。 
聚类#4“阅读障碍”，包含“学习障碍”、“拼写障碍”、“执行功能”、“交往障碍”、“问题

解决”、“抑制控制”、“数学认知障碍”等方面的研究，主要探究特殊儿童的障碍问题和应对措施。

研究通过 Stroop 任务发现有障碍问题的特殊儿童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控制能力缺陷[52] [53]，也有研究

通过记忆任务发现学习障碍儿童存在工作记忆刷新能力缺陷[54]。研究者为特殊儿童的障碍问题探讨了相

应的措施，有研究者针对特殊儿童的学习障碍问题，探讨动机模式运用到特殊教育中，激发特殊儿童的

学习动机[55] [56]，有研究者通过音乐干预提升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能力[57]，也有研究者通过执行功能

训练提高数学障碍儿童的数学能力[58]等等。 

3.5. 研究前沿及趋势分析 

在研究前沿时区视图中，节点出现的位置是指，其所代表的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时区，同期出现

的关键词会在同一时区内，从节点的大小、光圈、连线密度可以看出该关键词后期的关注程度和研究热

度[59]，图 4 显示关键词节点“特殊教育”、“随班就读”圈层多、光圈大、连线密度大，系该期刊 1994
年至 2000 年的研究前沿与研究重点。随着时间推移，“残疾儿童”、“特殊教育学校”、“残疾人”、

“全纳教育”等关键词节点受到研究者的重视；2001 至 2010 年是《中国特殊教育》研究的繁荣期，研

究方向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该时期突出的关键词节点有：“自闭症”、“融合教育”、“心理健康”、

“特殊教育教师”、“社会支持”等。2011 年至 2021 年，关键词节点是“中介作用”、“调节作用”

和“心理韧性”，该期刊重视量化研究，出现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并重的趋势。 
 

 
Figure 4. Time zone view of the research frontier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China 
图 4. 《中国特殊教育》研究前沿时区视图 

4. 不足 

跨学科研究较少。当前《中国特殊教育》所刊载论文主要以单一学科研究为主，与医学、政治、语

言类等其他学科相关的跨学科研究文献数量仍相对不足。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数量不均衡。《中国特殊教育》中定量研究的文献相对偏少，在该期刊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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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关的关键词检索，笔者发现“中介作用”206 篇、“调查”110 篇、“调节作用”24 篇等，在刊载

文献中占重较小。 
仍不能将专业性关键词统一的问题。笔者在使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分析过程中，仍发现“阅读障碍”

和“阅读困难”、“自闭症”和“孤独症”等表意相似的词，未来有待进一步规范和统一。 

5. 结论 

通过对《中国特殊教育》的综合分析、研究热点分析以及发展趋势分析，整理后得出以下结论： 
现阶段该期刊仍保持较高的发文量，处于平稳发展期；各研究机构合作力度增强，关系紧密，发展

前景好；位居前列的研究者发文量多，对外合作密切，促进科研成果产出。 
《中国特殊教育》的研究主题呈现多元化、精细化的趋势。以“特殊教育”、“随班就读”、“全

纳教育”等关键词为核心向外拓展，并与当前热门关键词存在着较高的共现性。 
“中介作用”、“流动儿童”、“自闭症谱系障碍”、“学习投入”、“融合教育”在众多研究主

题中仍保持较高的关注度和研究热度，其中，“中介作用”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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