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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全面、清晰地展现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及变化趋势。方法：通过CiteSpace
软件对CNKI收录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有关科学文献进行分析。结果：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部分学者、机

构间已经形成了学术研究矩阵，专业化程度较高；研究聚焦于青少年的精神卫生、抑郁情况等，研究变

化的趋势分为内容及研究方法，内容上转而关注亚健康、健康教育等，研究方法上量化研究逐渐占据主

要位置，学者们开始多角度探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的因素。结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持续

关注青少年家庭环境、自身因素的同时，还应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健康的网络文化氛围等，注重青少

年的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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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rehensively and clearly present the current status, hotspot and trend of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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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e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field. Methods: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cientif-
ic literature about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n CNKI. Results: Some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have formed an academic research matrix with a high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nd depression, and the research 
trends are divided into content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terms of content,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sub-health and health education, etc.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quantitative research gradu-
ally occupies the main position, and scholars begin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Conclusion: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while continuing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family environment and their own factors, we should also 
create a goo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y network culture atmospher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health education of teenagers. 

 
Keywords 
CiteSpace,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Visualization, CNKI Database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青少年处于生理及心理成长的重要阶段，是个体发展的重要转折期。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受到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以往研究更多针对于青少年心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随着健康心理学的快速发展，最

新研究视角更多倾向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促进[1]。虽然学界持续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有关问题，

但鲜少有利用可视化工具对研究现状进行知识网络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利用 CiteSpace 分析青少年心理健

康领域的有关科学文献，为把握该领域研究热点及发展方向提供一定的参考。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CNKI 是全球信息量最大、极具学术价值的中文网站，因此本文选择 CNKI 作为文献来源检索库。样

本数据的质量直接决定研究结论的科学性，根据布拉德福文献离散定律，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大部分

关键成果集中于数量较少但质量较高的核心期刊之中[2]，因此在检索文献时限定搜索范围为“北大核心”

及“CSSCI”，确保本文所分析的是该领域的核心研究成果。将主题设置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时间

范围设置在 2000~2022 年进行检索，手动剔除重复数据、会议综述、期刊导读等与该主题相关度较低的

无效文献，最终获得 483 篇相关期刊。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软件是美国德雷赛尔大学美籍华人陈超美博士开发的动态可视化分析工具[3]，本文使用的

CiteSpace 软件版本为 6.1.R4(64_bit)。作为一个可用于可视化展示、分析科学文献的趋势和动态的 Java
软件，CiteSpace 软件可以对作者、机构以及关键词进行分析，提供各种聚类图、时间线图、凸现图等多

样化显示模式并生成知识图谱，由此可以直观显示出发文数目较多的学者、机构及其合作程度、研究重

点及其变化趋向，从而把握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脉络及发展趋势。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100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蔡佳 
 

 

DOI: 10.12677/orf.2023.131001 3 运筹与模糊学 
 

3. 文献研究结果分析 

3.1. 发文作者分析 

作者共线图呈现的是该领域发文较多的学者，学者名字的字体越大、节点越大，代表该学者对该领

域的贡献越大。将选定的 483 篇文献放入 CiteSpace 软件中进行分析，“节点类型”选择“author”，时

间切片设置为 1。由图 1 可知“N = 1176”，即在 2000~2022 年间有 1176 位作者在该领域发表文章；“E 
= 2424”，即作者间有 2424 条连线，这象征着作者与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网络密度为 0.0035。青少年

心理健康领域的部分学者间虽形成了学术研究矩阵，但整体而言联系依旧不够紧密，关联度不高。详情

见图 1。 
 

 
Figure 1. 2000~2022 author collinear chart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图 1. 2000~2022 年作者共线图 
 

该研究领域中，作者“陶芳标”“孙莹”等学者发文量较多，为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的发展做

出了一定的贡献。如表 1 所示，2000~2022 年间，作者“陶芳标”发表了 18 篇文章；作者“孙莹”“尹

小俭”“吴慧攀”“俞国良”发文量分别为 9 篇、8 篇、7 篇及 6 篇；作者“曹俊方”“苏普玉”“张大

均”发文量均为 5 篇。详情见表 1。 
 

Table 1.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by authors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n 2000~2022 
表 1. 2000~2022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作者发文量 

Count Authors 

18 陶芳标 

9 孙莹 

8 尹小俭 

7 吴慧攀 

6 俞国良 

5 曹俊方 

5 苏普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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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5 张大均 

4 沈德立 

4 陆林 

4 万宇辉 

4 方慧 

4 程灶火 

3.2. 发文机构分析 

机构共线图能够较为直观地呈现出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一研究领域发文较多的机构。机构共现网络

的关系体现了机构间存在着相似和相关的研究领域，而共现的程度大小表明了机构间存在的学术合作

的多少 [4]。同样将选择的 483 篇文献放入 CiteSpace 软件中进行分析，“节点类型”更换为

“institutions”，时间切片设置为 1，“N = 709”代表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一领域在 2000~2022 年共有 709
个机构发文，“E = 603”代表机构之间有 603 条连线，表示机构之间相互合作，网络密度为 0.0024。
详情见图 2。 
 

 
Figure 2. 2000~2022 co-line chart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nstitutions 
图 2. 2000~2022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机构共线图 

 

如图 2 所示，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表 2 显示，

2000~2022 年间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发文 9 篇；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发文 7 篇；太原工业学院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人民

大学心理研究所均发文 6 篇。总体来看，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领域中的部分机构已经形成了学术矩阵，

专业化程度较高。详情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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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issued by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nstitutions in 2000~2022 
表 2. 2000~2022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机构发文量 

Count Institutions 

9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 

7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6 太原工业学院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研究中心 

6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6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 

5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学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
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5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5 出生人口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人口健康与优生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5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 

5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体育教育部 

3.3. 关键词分析 

在 CiteSpace 软件中选择节点类型为“keywords”，提取 2000~2022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主要关键

词，阈值的参数设定为 top50，时间切片设置为 1，运行后得到 594 个节点和 880 条连线构成的如图 3 所示

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关键词共线图，体现了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图谱的节点越大，中

介中心性越高，该节点的研究热度就越大[5]。图 3 中“青少年”作为最大的关键词，连线数量最多，然后

依次是心理健康、回归分析、青春期、抑郁等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共同构成了 2000~2022 年该研究领域研

究的主要内容。 
 

 
Figure 3. 2000~2022 collinear chart of key words for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图 3. 2000~2022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关键词共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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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热点及变化趋势 

在关键词分布图的基础上，通过聚类将关键词聚合成 18 个聚类，并将聚类转换成时间图谱，如图 4
所示。分析图谱中显示的参数值，模块性 Q 值(Modularity)越接近于 1，说明聚类效果越显著。据图 4 可知，

Q 值为 0.8998，表明本研究聚类效果显著。同时，图 4 也展现出了该研究领域的热点，如青少年心理素质、

青春期、抑郁等主要内容；随着学科发展的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量化研究的方式考察影响青少

年心理健康的因素。详情见图 4。 
 

 
Figure 4. 2000~2022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timeline knowledge map 
图 4. 2000~2022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时间线知识图谱 

 

在图 3、图 4 的基础上得到如图 5 所示的关键词突现图，突现词指在特定时间内出现频次较高的词

汇，有助于抓取研究关键点。图 5 展现了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热点变化趋势，除了研究热点与内容不

断丰富之外，青少年亚健康、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等话题成为近几年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热点内容。

详情见图 5。 

4. 结论及讨论 

4.1. 主要结论 

本文中的相关分析均基于中国知网 CNKI 中 2000~2022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中英文扩展期刊中的

CSSCI、北大核心科学文献，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领域进行可视化分析不难得

出以下结论： 
首先，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领域发展较为成熟，涌现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和研究机构，但

鉴于中国国土面积广、区域间人口结构及风俗文化不同等原因，学者之间与机构之间的合作并不紧密。

其次，学界始终关注着青少年心理健康，尽管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但由于

青少年所处年龄阶段的特殊性，其心理健康问题依然受到关注。最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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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界也随之拓展，其心理健康的波动性也在增大，近几年学界也关注到了健康促进、健康教育等研究

内容。 
 

 
Figure 5. 2000~2022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keyword emerging words 
图 5. 2000~2022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关键词突现词 

4.2. 讨论与建议 

从定义和标准来看，与其说心理健康是一种特质，不如说它是一种状态，是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

时代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的[6]。近 20 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青少年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

了重大变化，不少研究指出，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和经济的发展，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6]。基于此，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以下建议： 

4.2.1. 和谐家庭：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奠定基础 
父母是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第一责任主体，要求家长能够正确认识自身言行举止对孩子的影响，从而

为青少年营造良好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7]。关注亲子关系、呼吁良好的亲子关系应该成为心理学与家庭

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8]。家庭成员应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投以更多的关注，帮助青少年掌握心理

健康相关知识，提升心理调适能力；家长也应当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帮助孩子正确认识、处理碰到的

情绪问题。 

4.2.2. 文明社会：为青少年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青少年心理健康事关个人成长、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及民族未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应该是

全社会关心关注的重点。社会长期倡导的某种行为或价值观，久而久之会形成一定的社会规范，个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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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社会之中，自然而然会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或约束，从而形成与社会规范相符合的个人性格及行为。

基于此，各级政府部门、学校、医疗卫生机构、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应当加强合作，共同创造更

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 

4.2.3. 健康网络：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指引方向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Z 世代青少年被称作“数字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与人格无时无刻不

受到媒介的影响。近年来，青少年网络成瘾等现象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根据“涵化”理论可以得知，如

果长时间使用媒介，必然影响到青少年的理念、态度和价值观，从而进一步影响其心理健康。目前，网

络空间中不乏血腥、暴力的内容，有关部门应当加大监管力度，营造一个良好健康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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