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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可视化的知识图谱，分析近二十年我国社区教育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明晰社区教育的现状及研

究方向，为后续开展社区教育提供指导。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从2003年至2023年对我国

以社区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献进行选择。采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从发文作者和研究机构、热点

主题等角度绘制我国社区教育研究动态知识图谱。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教育方面的研究文献数量总体平

稳，2008年至2016年间波动较大且出现文献数量的峰值，后逐渐趋于平稳。我国各个地区的研究机构

日益关注此课题，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研究中坚力量正在逐渐形成，但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仍需要加

强。目前，我国社区教育的研究热点主要关注社区教育与终身学习、社区治理、社区伦理等内容。后续

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社区教育的平衡发展，关注伦理方面的相关研究，为规范社区教育，为合理有效的

发挥其教育价值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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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research on the motivation of community resi-
dents to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data comes from the database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Network. From 2003 to 2023, Chinese literatures with community 
education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re selected. And the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was 
used to draw the dynamic knowledge map of community education research in our countr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uthor, research institution, hot topics and so on. Through this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community education shows a steady trend at 
first, then a sudden rise, then a fluctuation and finally gradually stabilize. At present, research in-
stitutions in various regions of our country hav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is subject,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ed areas; the backbone is emerging, but collaboration among researchers from differ-
ent regions still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research hotspo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mainl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the variables such 
as lifelong learning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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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区教育是运用本社区教育、文化等资源，面向本社区全体公民，以促进社区居民和社区整体发展

为目标的各类教育活动。社区教育是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的产物，其在教育连续性、社会适应性、教育

手段多样性，以及教育与社会各部门的合作方面都较好地适应了终身教育体系的原则要求，在构建终身

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尤其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当今社会，老年人可以通过社区教育持

续学习、保持社交互动、改善健康状况、参与社区事务，并将自己的经验与知识传承给后代。这些积极

的参与和行动有助于老年人的自我实现、生活质量的提升，推动了积极老龄化的发展。 
近年来，国家正大力推进建设学习型社会，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加

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倡导全民阅读，推动全民学习[1]。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部

署，社区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有研究指出，我国社区教育政策在制定和完善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社区教育政策目标仍需全面化、社区教育政策内容仍需具体化、社区教育政策保障仍需专门化、社区

教育政策的作用日仍需前瞻化[2]。在国家大力推进发展建成学习型社会背景下，不能仅仅只从学习课程、

授课老师、学习场地等方面进行投入改善。社区教育的学习模式脱离了义务教育范畴，不属于强制参与

课堂的形式，所以更像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更大的选择在于社区居民自己的看法和意愿。只有居民

自己全身心投入自身感兴趣或喜爱的课程，才会起到 1 + 1 > 2 的效果，而且形成良性循环，在自身学到

知识的同时，更加激发居民学习的欲望，改善对于社区教育的看法，且利用居民自身的社会关系，形成

对社区教育的良好宣传，达成“共赢”局面。为真正建成学习型社会提供助力[3]。 
因此，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近二十年来的各类关于社区教育的文献资料进行可视化分析，

全面梳理我国社区教育的研究现状和主要成果，为后续社区教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等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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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工具和数据来源 

2.1. 研究工具 

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构建“社区教育”的可视化知识图谱，通过图形化并辅以数据表的形式展现

当前社区教育研究的热点和趋势，主要包括以下方法： 
第一，文献计量法。对社区教育研究相关的论文，从发文数量、研究机构、发表作者和关键词等维

度进行定量分析，通过这种方法来发现社区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和趋势[4]。 
第二，词频分析法。首先对于一篇论文来说，它的主题和核心一般由关键词来反映。关键词出现的

次数一般也能够显示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规律。本文通过对社区教育研究领域论文高频关键词进

行分析，以了解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 
第三，聚类分析法。一般认为关键词两两共现的次数越多，其相关性越大。对共现关键词进行聚类，

对社区研究中的热点进行归纳。 

2.2. 数据来源 

社区教育是一个较晚兴起的研究领域，在 21 世纪初社区教育在我国逐渐受到重视，并作为我国的一

重要目标。本文数据来源于对时间跨度为 2003~2023 年的中国知网(CNKI)论文数据库以“社区教育”为

主题词进行检索，全部期刊共检索出 5245 篇论文，进一步按照来源质量、相关性等筛选后共计获得 865
篇文献。 

3. 社区教育的计量分析 

3.1. 文献数量分析 

对知网 2003 年以来收录的“社区教育”的文献发文量进行统计分析(见图 1)，可以大致了解社区教

育领域的研究进展阶段和变化情况。 
 

 
Figure 1. The annual volume of articles published on the them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the past 20 years 
图 1. 近 20 年来以“社区教育”为主题的年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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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以看出，2003 年至 2007 年社区教育研究每年在 30 篇左右，波动较小；2008 年至 2016 年

关于社区教育的研究文章发表数量波动较大，在 2007 年上海、福建、江苏、浙江等地党政部门陆续出台

了开展社区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5]，对于社区教育研究的重视也达到最高潮，于 2008 年出现文章发表量

的峰值；2017 年之后，年发文量开始低于 40，稳定在 30 多篇。总体而言，近 20 年来对于社区教育的研

究发文量虽然受到政策影响而有较大波动，但该研究领域的年发文量均在 28 篇以上，是研究者较多关注

的研究领域。 

3.2. 研究机构的分析 

在发文作者的共现知识图谱中，共包含 250 个网络节点(N)、148 条连线(E)、网络密度为 0.0048，将

图谱转换为表 1，通过分析得出发文超过 4 篇以上的研究机构共 10 所，在这些高校中文章发布数量最多

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发文数量最多的前 10 所高校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11 篇)、山西大学教

育科学学院(7 篇)、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7 篇)、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7 篇)、四川师范大学(5 篇)、华

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5 篇)、福建广播电视大学(4 篇)、曲阜师范大学信息技术与传播学院(4 篇)、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学部(4 篇)、中央电化教育馆(4 篇)。从地域上看，华东和东北等地区的高校对社区教育研究

较多，经济发达地区对社区教育的研究也是更为关注。 
 
Table 1. Co-occurrence map of community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ions 
表 1. 社区教育研究机构的共现图谱 

名次 发文机构 发文数量 发文年份 

1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11 2015 

2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7 2015 

3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7 2014 

4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5 2017 

5 四川师范大学 5 2017 

6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5 2015 

7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4 2013 

8 曲阜师范大学信息技术与传播学院 4 2013 

9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4 2015 

10 中央电化教育馆 4 2015 

3.3. 核心作者的分析 

将作者知识图谱的可视化结果转换为表 2。由表 2 可以看出，2003~2023 年社区教育领域研究者

中发文量较多作者有陈乃林、宋亦芳、邵晓枫和官华，这些作者是社区教育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在

这些作者中发文数量最多的是陈乃林，他是全国成人教育协会副会长、全国社区教育专家组成员、全

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人教育学科组成员，所从事的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社区教育

理论和实践研究等。在社区教育方面的发文量为 11 篇；还有宋亦芳，发文量为 10 篇。目前，在社区

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从整体上看有些许薄弱。会出现该状况根本还是受到不同地域、出现研

究热点的时间等要素的干扰。不同地区的团队的交流有些许缺乏，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增加各个核心

作者之间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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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Visualizing author knowledge graph 
表 2. 可视化作者知识图谱 

名次 发文数量 年份 作者 

1 11 2004 陈乃林 

2 10 2012 宋亦芳 

3 9 2012 邵晓枫 

4 7 2018 官华 

5 6 2007 刘楚佳 

6 6 2011 张永 

7 6 2012 丁红玲 

8 6 2008 赵小段 

9 5 2008 刘尧 

10 5 2010 陈龙根 

11 4 2022 王中 

12 4 2019 杨智 

13 4 2011 吴遵民 

14 4 2015 刘彦 

15 4 2004 朱涛 

16 4 2018 李盛聪 

17 4 2010 吴锦程 

18 4 2010 柯玲 

19 4 2019 杨钋 

20 4 2013 李佳萍 

21 4 2012 杨东 

22 4 2013 李天鹰 

23 4 2013 丁海珍 

24 4 2018 李宜芯 

3.4. 关键词的分析 

通过绘制关键词知识图谱，得到社区教育关键词词频 11 次以上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2)、中心度和

年份列表(表 3)、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其中，社区教育关键词共现图谱共有 374 个结点，501 条连线，

网络密度为 0.0072、Q 值为 0.6713 > 0.30、S = 0.9603 > 0.50，说明聚类有效且有较高信度。 
从表 3 的高频关键词排序可以看出，当前有关社区教育的研究主要围绕社区、终身教育、终身学习、

社区治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远程教育等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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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Keywords with frequency up to 11 times 
表 3. 出现频次达 11 次的关键词 

排名 关键词 中心度 频次 年份 

1 社区教育 0.77 236 2003 

2 社区 0.15 43 2003 

3 终身教育 0.06 35 2003 

4 终生学习 0.02 26 2003 

5 社区治理 0.02 15 2015 

6 影响因素 0.03 15 2009 

7 学校教育 0.01 13 2007 

8 社会教育 0.08 13 2005 

9 远程教育 0.01 11 2005 

3.4.1. 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图谱结果 
通过分析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 2)和聚类图谱(见图 3)，并统计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见表 3)。通

过总结和归纳国内“社区教育”研究前 11 名高频关键词发现，国内关于社区教育的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

社区、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等三方面并最终聚类出 8 个主题。“社区教育”和“社区治理”类别反映了

社区教育的研究目的不仅仅是为社区居民提供福利，其更长远的目标是建立学习型社会，发挥满足居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能力、助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功能[6]。终身学习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社区教育成为终身学习一个非常不错的社会平台。教育部和学校也能够为社区教育的发展提供资源和支

持，以保证社区教育更好地发展[7]。 
 

 
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图 2.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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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Keyword clustering map 
图 3. 关键词聚类图谱 

3.4.2. 关键词突现的研究前沿分析 
突现词是指特定时间内出现频次较高的词汇，CiteSpace 利用突现词简算法确定某一领域的研究前沿，

通过统计选定领域的文献标题、摘要、关键词及其标识符中的词汇频率，根据词汇频次增长确定研究前沿

术语。因此，本研究通过对突现关键词的分析了解国内对社区教育研究的前沿动态，进而把握研究方向。

将样本文献导入 CiteSpace，时间切片设置为 2，选取突现强度前十三的关键词进行呈现，结果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Keyword mutation map 
图 4. 关键词突变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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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突现词的强度来看，关键词中“终身学习”“社区治理”“影响因素”的突现强度位居前三，这

说明国内社区教育的研究中，探究社区教育与终身学习、社区治理和影响因素等变量的关系是该领域的

前沿主题。 
从突现时间来看，关键词中的“社区成员”“远程教育”“学校教育”等是较早出现的突现词。这

表明，一开始国内社区教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这一群体中，并且较早对社区教育、社区成员和学校教育

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终身学习”“社区治理”“老年教育”“伦理规范”是近些年出现的突现词，

反映了近些年社区教育的研究热点。 

4. 讨论 

4.1. 我国近二十年社区教育研究的基本情况 

近二十年文献数量的变化趋势表明，社区教育研究平稳增长后出现波动增长，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

至平稳。2004 年 12 月，教育部为积极推进社区教育，加快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

的任务，颁布了《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该政策的颁布推进了全国社区教育工作，

为社区教育快速增长提供了政策支持。在 2016 年 7 月，教育部为加快实现教育规划纲要关于基本形成学

习型社会的目标，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要求，颁布了《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

育发展的意见》。该政策指出近年来我国社区教育蓬勃发展，提供关于社区教育的研究方向，如社区教

育信息化、创新社区教育形式、课程资源建设等。从研究机构所在地域看。华东和东北等地区的高校在

社区教育研究方面更为活跃。这可能说明位于经济建设更繁华的地区更注重社区教育，更重视对社区教

育的研究。经济建设更好的地区往往人口更多，对社区教育的需求也更强烈。因此，对社区教育的研究

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社区教育的研究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参与和协调。除了研

究机构的努力，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都应该积极参与到社区教育的研究和发展中来。只有通过

多方面的合作和努力，才能够推动社区教育的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促进社会的发展和

进步。 
综上所述，通过对社区教育研究机构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社区教育的研究现状。这对于推动社

区教育的发展和提高社区教育的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核心作者研究发现。大部分上榜学者发文数量均未突破 10 篇。这表示在社区教育这个领域中还存

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可能的原因是在国内引入终身学习概念之前，大部分学者都没有关注到社区教育这

一属于终身教育中的一种教育形式，因此在此领域中发文数量较少。大多数学者关注的内容仍然是成人

教育和继续教育领域。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期望看到有关社区教育研究领域的文献数量逐渐增多。目

前，在社区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从整体上看有些许薄弱。会出现该状况根本还是受到不同地域、

出现研究热点的时间等要素的干扰同时不同地区的团队的交流有些许缺乏。为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各个核

心学者加强联系和交流，共同为社区教育研究做出贡献。 

4.2. 我国近十年社区教育的研究热点 

从热点主题分析发现。我国社区教育研究关键词聚类得出国内关于社区教育的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

社区、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等三方面并最终聚类出 8 个主题。 
从突现词的强度来看，可以发现关键词中“终身学习”“社区治理”“影响因素”的突现强度位居

前三，这说明国内社区教育的研究中，探究社区教育与终身学习、社区治理和影响因素等变量的关系是

该领域的前沿主题。其中“社区教育”和“社区治理”类别的显现社区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社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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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福利，其更长远的目标是建立学习型社会，发挥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能力、助力基层治理

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功能[8]。 
从突现时间来看，关键词中的“社区成员”“远程教育”“学校教育”等是较早出现的突现词。这

表明，一开始国内社区教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学生这一群体中，并且较早对社区教育、社区成员和学校

教育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并且“远程教育”作为互联网的出现也让社区教育出现了更多的展开形式，

社区成员如何高效利用互联网也是早期一大研究热点。而“学校教育”是社会中最为关注的一大热点，

孩子能在学校中获得怎样的教育效果，是各大家长所最为关心的，而“社区教育”如何能够协助“学校

教育”也是早期一大研究热点。近些年，“终身学习”“社区治理”“老年教育”“伦理规范”等成为

研究热点，这些转变一方面受到了社区教育相关政策的影响，同时，更体现了社区角色和功能的变化。 

5. 结论与研究展望 

首先，我国社区教育本身起步时间就比较晚，存在疏落与分散问题，自 1996 年“社区教育”正式出

现在政策文本中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社区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但这些政策内容都散落于各类

教育政策文本之中，没有形成完善的社区教育政策体系[9]。由于缺乏有关部门的统一领导与部署，社区

教育与正规教育之间一直处于脱离的状态，彼此之间未能形成一种紧密的联系，导致社区教育游离于目

前的教育体系之外，难以发展。后续需要更多研究者关注该领域，进一步深入探讨社区教育的内容、形

式等，确保社区教育的有效性。 
第二，受众群体存在一定局限性，群众积极性较低。在 2015 年社区教育培训人群占比的调查统计中，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 31.44%，青少年占 20.25%，下岗再就业人员占 6.38%，进城务工人员占 13.07%，

新型职业农民占 11.3%，残疾人占 1.4% [9]。可以看出，老年人与青少年的占比是最多的。同时，目前的

社区教育还是有行政管理组织进行组织，民众自发参与度较低，社区教育对于民众的吸引力远远不够。 
第三，社区教育发展极度不平衡。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速度也是不相同的，在沿海地带如

江浙沪闽粤，经济发展速度快，人们对自身能力水平更新要求高，就会能动地接受社区教育，所以在这

些地方社区教育的政策与模式都会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而其它地区则由于思想意识局限或社区条件限

制等原因普遍存在参与度不够[10] [11]，导致社区教育难以顺利开展。 
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社区教育的平衡发展。首先，了解不同年龄群体的社区教育需求，吸引更

多的居民主动选择社区教育；其次，发挥社区教育成熟区域的榜样作用，更好的指导经验缺乏社区开展

相关工作。在重视社区教育发展的同时，更需要关注伦理方面的相关研究，为规范社区教育，为合理有

效地发挥其教育价值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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