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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质量的教师是高质量教育的前提，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是教师高质量的核心，本研究旨在探索高

校教师专业素养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研究时间跨度为2003年1月至2023年12月，选取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647篇关于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的核心期刊文献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应用可视化分

析工具CiteSpace，采用时间知识图谱和关键词突现分析法，本文揭示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动态和趋势。

结果表明，相关研究自2006年起呈现集中增长趋势，特别是在2007至2017年期间，研究呈现出明显的

扩张。研究热点包括“教学能力”、“青年教师”、“胜任力”、“创新能力”和“体育教师”。本文

总结了研究成果，并提出了深化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研究与实践的建议，旨在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提供理

论与实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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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quality teachers are the prerequisite for high-quality educa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is central to the excellence of teaching staff.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Spanning from January 2003 to December 2023, this research 
analyzed 647 core journal articles on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from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 By employing the visual analysis tool 
CiteSpace and using time-zone views and keyword burst analysis, this paper unveils the primary 
research dynamics and trends in this field. The findings indicate a concentrated growth in related 
studies beginning in 2006, with a significant expansion particularly between 2007 and 2017. Re-
search hotspots include “teaching ability”, “young teachers”, “competency”,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nd suggests 
avenues for deepening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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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教师专业素质能力提

升设计和规划，明确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的目标以及实现路径。教师专业素养作为广泛和深层的综合

素质，它包含了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信念等，为教师专业素质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方向。从 21 世

纪初至今，尽管高校教师专业素养领域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对这些研究成果的系统整合和分析仍相对缺

乏。本研究借助文献计量分析工具 CiteSpace，对 2003 至 2023 年间中国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的研究文献进

行了可视化分析，旨在综合评述这一时期内的研究热点、发展趋势及未来方向，为深化高校教师专业素

养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为了尽可能地拓展研究广度的同时又保证研究的精确，本文选择 CNKI 数据库中的核心文献进行我

国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研究的对比分析。 
为了全面地涵盖我国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研究领域的核心文献，本研究在 CNKI 数据库中进行了多次

检索尝试。主要检索主题词包括“高校”与“教师专业素养”“教师胜任力”“教师专业化”“教师教

学能力”进行同一检索项内多个检索词的组合运算。最终共计检索得到 689 篇相关的中文核心文献；为

保证样本文献的质量，本研究进一步采用人工阅读和筛选的方式进行评估，剔除了重复的文献、会议论

文和书评等。最终，本研究共筛选得到有效的 647 篇样本文献用于分析我国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研究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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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检索的时间范围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2.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科学计量学领域的知识图谱理论(Mapping Knowledge Domain)开展研究。2005 年，刘则渊

教授作为先驱者首次将“科学知识图谱”这一先进概念引入到中国学术界。之后，中国在科学知识图谱

与学科可视化研究领域内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方法论，取得了多方面、深层次的研究成果[1]。
科学知识图谱作为一种数据可视化工具，可用于揭示学科结构、追踪主题演化、探索研究前沿等[2]。 

本研究运用了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的陈超美教授所创立的 CiteSpace 可视化技术，构建了我国高校教

师专业素养领域的科学知识图谱，使数据可视化并系统地分析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发展趋势，指引未来

学术探索的方向。CiteSpace 软件最早开发于 2004 年，目前仍在不定期更新，本研究采用的是

CiteSpace6.2.R2 版本(发布于 2023 年 4 月 3 日)。 

3. 我国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研究分析 

3.1. 发文量分析 

发文量是评估特定领域时段内发展动态及研究热度的关键量化指标，具有对未来趋势预测的决策性

价值。本研究采用 Excel 软件对样本文献进行了量化统计分析。根据图 1 的展示，2007 年之前，对中国

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的研究尚处于萌芽期，年均发文量未突破 20 篇的门槛。而在 2007 至 2017 年间，相关

研究的发文量持续增长，标志着研究向常态化过渡。尤其是 2015 年，发文量攀升至 96 篇的峰值。进入

2018 至 2023 年，虽然研究发展呈现波动，经历了短暂下滑后于 2020 和 2021 年迎来小高潮，2022 年之

后发文量有所下降，但整体趋势依据 Excel 拟合度曲线显示上升态势，映射出我国高校教师专业素养领

域研究量的增长趋势。 
 

 
Figure 1. Overall trend of publications on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in China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图 1. 近二十年我国高校教师专业素养发文量总体趋势图 

3.2. 我国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热点分析 

3.2.1. 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的核心与精髓，是研究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3]。关键词词频和中心度是用于概括和

集中反映文献研究内容的重要指标，它们揭示了当前研究的主要热点。本研究通过 CiteSpace 中“keywords”
的关键词分析功能，其余为默认值，获得我国高校教师专业素养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基于关键词共

现网络构建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的知识图谱，并对主题相近的关键词进行合并，采用 Excel 工具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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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我国高校教师专业素养领域的关键词词频和中心度的对比分析。 
表 1 展示了我国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前 12 位)，教学能力、高校教师、青年教

师、高校、胜任力等关键词出现频次较高。在排除研究检索词的对象类(高校教师、高校、教师、大学教

师等)高频关键词后，频次靠前的关键词为：教学能力、青年教师、胜任力、创新能力、教师发展、体育

教师，它们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此外，由于中心度可以反映一个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媒介能力，

因此进一步计算关键词的中心度。如表 1 所示，教学能力、高校教师、高校、教师、青年教师、创新能

力等关键词的中心度较大，说明受关注程度高；体育教师这个关键词的中心度高于与其频次相近的其他

关键词，说明它在该领域研究的推进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Table 1. Frequency and centrality of keywords in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Top 12) 
表 1. 高校教师专业素养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度(前 12)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中介中心性 首现年份 

1 教学能力 130 0.6 2006 

2 高校教师 97 0.3 2008 

3 青年教师 59 0.12 2009 

4 高校 52 0.25 2006 

5 胜任力 36 0.1 2009 

6 教师 26 0.16 2004 

7 地方高校 14 0.04 2010 

8 创新能力 12 0.11 2007 

9 教师发展 12 0.03 2008 

10 大学教师 12 0.03 2008 

11 体育教师 11 0.07 2006 

12 教学学术 11 0.04 2010 

3.2.2. 研究热点聚类分析 
本研究依托 CiteSpace 软件，采纳“对数似然比”(LLR)算法，对高等教育机构教师职业素养研究领

域内的关键词共现及其显著性分析进行了深入探讨。此举旨在探索该领域研究主题的普遍性与集中趋势，

基于关键词聚类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揭示研究热点的共性特征。具体的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Mean 
Silhouette 值常被用来评估整个网络的同质性，数值越接近 1，表明网络同质性越高。Q 值大于 0.3 则表

示网络的聚类结构具有显著性。 
依据图 2 的参数显示，我国高校教师专业素养关键词的网络聚类包含 421 个节点和 780 条连线，其

中 Q = 0.6035 (>0.3)，说明聚类结构显著；S = 0.8719 (>0.5)，进一步说明该聚类结果是令人信服的。通过

CiteSpace 关键词聚类功能，识别出高校教师专业素养领域研究有 14 个主要的聚类。 
在本研究中，通过对聚类分析结果的深入探讨，我们识别出与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研究主题紧密相关

的几个关键领域。首先，聚类“#1 高校教师”直接关联到研究内容，显现出对教育实践的直接贡献。相

较之下，聚类“#0 青年教师”、“#2 高校”、“#3 教师”以及“#7 体育教师”主要涉及研究对象，这

进一步验证了所收集数据与本研究主题的一致性。此外，聚类“#4 对策”“#5 胜任力”“#6 教学改革”

“#8 专业素质”“#9 实践教学”“#11 人才培养”以及“#12 教师发展”围绕教师能力、职业发展以及

教学方法的革新等核心议题展开，凸显了这些领域作为研究焦点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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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Keywords clustering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图 2. 高校教师专业素养关键词聚类 

 
基于以上聚类分析，我们得出了关键词聚类统计表(见表 2)，其中聚类编号的递减顺序反映了聚类体

积的递增，每个聚类的轮廓值均超过 0.7，表明了聚类结果的高度一致性和可靠性。进一步的分析将这些

结果综合为四大研究主题，具体如下： 
 
Table 2. Statistical clustering of keywords in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表 2. 高校教师专业素养关键词聚类统计 

编号 聚类名称 聚类大小 轮廓值 聚类关键词 

#0 青年教师 59 0.867 教学能力(34.87)、地方高校(19.68)、高校教师(10.91)、培养机制(8.31) 

#1 高校教师 39 0.762 青年教师(11.01)、高校(8.29)、培养模式(7.25)、教师(4.59) 

#2 高校 36 0.867 培养(13.59、教师素质(12.83)、专业能力(8.53)、扎根理论(8.53) 

#3 教师 34 0.901 能力(28.2)、教学能力(11.85)、特征(9.93)、监控能力(9.93) 

#4 对策 25 0.903 大学英语(17.02)、实证研究(12.46)、影响因素(11.3)、教师胜任力(7.61) 

#5 胜任力 23 0.805 提升(10.34)、继续教育(10.34)、教学能力(5.19)、护理专职教师(5.25) 

#6 教学改革 20 0.916 创新能力(13.84)、高等教育(13.84)、反思(12.11)、教学能力(6.83) 

#7 体育教师 15 0.871 普通高校(12.11)、体育教学(7.87)、师资建设(7.87)、途径(7.87) 

#8 专业素质 15 0.884 信息素养(13.11)、信息化(13.11)、教师培训(13.11)、科研能力(7.72) 

#9 双语教学 14 0.888 教师能力(14.66)、师资(7.28)、课程设置(7.28)、外语战略(7.28) 

#10 实践教学 14 0.818 实验教师(15.61)、辅导员(7.74)、工匠精神(7.74)、教育改革(7.74) 

#11 人才培养 14 0.97 双一流(6.91)、质量保障(6.91)、高等教育现代化(6.91)、能力需求(6.91) 

#12 教师发展 13 0.935 产教融合(7.28)、高等学校(7.28)、兼职教师(7.28)、价值取向(7.28) 

#13 教学学术 11 0.986 制度设计(14.88)、高校青年教师(9.43)、高校教师教学(7.39)、 
智能教学能力(7.39) 

#14 提升路径 9 0.954 专业教师(8.17)、新农科(8.17)、多元影响(8.17)、农林高校(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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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师专业成长与培训体系。涵盖聚类“#0 青年教师”“#1 高校教师”以及“#12 教师发展”，关

键词如“培养机制”“培养模式”“产教融合”和“兼职教师”等高频词频繁出现。这一主题聚焦于教

师培养和发展的重点，包括青年教师的特殊需求、继续教育的重要性和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多样化途径。

周扣娟(2023)的研究分析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困境，她认为高校青年教师，在个人生涯发展的关键阶段，面

临着专业身份、价值认识、教学与科研平衡以及职业定位的多重困惑。他们挣扎于家庭与工作的角色平

衡、教育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教学与科研的优先顺序选择，以及成为学者与官员之间的职业抉择，这些

困境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专业发展和个人成长[4]。李香玲(2009)指出，高校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性在于适

应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求、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以及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随着教育的多样

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教师面临知识更新、教育技术能力提升的挑战，因此，持续学习和专业发展成了

确保教学质量和满足学生需求的关键[5]。殷江(2013)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推动了教育理念、功能、培

养目标与模式等方面的多样化变革，要求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路径同样多样化。这种多样化不仅体现在

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还涉及高校与社会关系的新型管理方式[6]。潘玉腾(2023)提出，基于学校的具

体情况，通过深化教师收入和绩效工资改革，完善激励机制，是构建多元化教师成长体系和服务社会平

台的关键。这种做法旨在促进教师的多劳多酬，激发其工作动力，支持教师的全面发展[7]。 
2) 教学创新与教学策略改革。包含聚类“#3 教师”“#4 对策”和“#6 教学改革”，突出了“教学

能力”“监控能力”“创新能力”“教师胜任力”和“反思”等概念。这一主题强调了教师教学能力提

升的重要性，及教育改革背景下教学方法与策略的需求。王伟红与杨静(2023)通过分析国家政策文本，强

调了以评价改革为核心，采用多维度评价体系和实地调研来激发高校教师的积极性，从而提升教学能力

和教学质量。他们提倡选择和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如对教师道德、教学理念及方法的评价，促进教学能

力的多维协同提升[8]。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教育改革背景下对

教学方法和策略的需求被强调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对良好教育的期望，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和创新。该规划纲要提倡改革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以及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旨在通过优化教学策略

来提高教育质量，满足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此外，《关于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2019)
进一步强调了改革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方法的重要性，以培养能够满足 21 世纪需求的高素质、现代化

教师，突出了教学方法改革在教师专业化发展中的关键角色。 
3) 信息技术融合与教师科研能力。整合聚类“#8 专业素质”“#13 教学学术”和“#14 提升路径”，

以“信息素养”“信息化”“科研能力”“制度设计”和“智能教学能力”等为主要关键词。这一主题

揭示了教师专业素质包含广泛的定义，强调信息技术在提升教师教学及科研能力中的关键作用。在适应

互联网+时代及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高校教师的专业素养内涵经历了显著的丰富和扩展。这一时代不仅

对教师的信息化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也强调了数字素养的重要性。同时，随着课程思政的推进，教师在

教学设计中融入思政元素的能力变得尤为关键。这些变化反映了教育现代化需求对教师能力的提升要求。

吴砥和陈敏(2023)指出，《教师数字素养》标准的制定明确了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方

向和措施，他们的研究强调了提高教师对数字素养重要性的认识、开展基于数据的精准评价和实施针对

性强的培训模式的必要性，以促进教师个性化和精准化的发展[9]。 
4) 学科专门化教师发展路径。聚焦于聚类“#7 体育教师”和“#9 双语教学”，关键词包括“体育

教学”“师资建设”和“外语战略”等。这一主题关注特定学科教师在专业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需求，

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策略。在“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战略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师专业素养的研究

层出不穷。陆晓雨等人(2023)在新时代背景下，对高校青年体育教师进行的扎根理论研究揭示了提升其专

业素养对实现我国体育强国和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性，通过访谈和质性分析构建了一个全面的专业

素养模型，该模型强调了激发兴趣、加大支持与服务力度，以及实施个性化和差异化培养策略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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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校青年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10]。徐显明、李龙等(2008)总结了高等教育司李静的报

告，报告强调了通过发展双语课程来培训高校教师进行双语教学，以及通过改善双语教学策略来提高双

语教学的质量，此举旨在为培养具备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人才以及增强高等学府的创新能力，提供了教

师队伍的支持[11]。 

4. 演进趋势 

4.1. 关键词时间线图分析 

为了探究我国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研究的趋势与热点，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软件的“Timeline View”

功能，构建了关键词时间线图谱(见图 3)。此图谱将关键词按时间序列排序，直观展示了各研究主题及子

领域的演变。 
 

 
Figure 3. Timeline view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图 3. 高校教师专业素养时间线图 

 
从图 3 中可以观察到，每个聚类都有一条相应的时间线，线上的节点代表该聚类的主要研究内容。

近二十年我国高校教师专业素养在 2011 年的研究最为活跃。部分聚类如“#1、#4、#6、#7、#8、#9、#10、
#11”随着时间逐渐淡出，说明这些主题存在明显的时代性；而研究主题“#0、#2、#3”长期被关注。根

据节点的颜色和大小我们发现，教学能力作为最大研究节点，它不仅出现时间较早，而且至今仍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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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应，高校教师、高校、青年教师节点也相对较大，也是今后开展高校教师专业素养领域研究的

重要切入点。 

4.2. 关键词突现分析 

某一时段内突现的关键词能反映该时段的研究前沿。由图 4 可见，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跨度内，我

国高校教师专业素养领域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发展趋势和阶段性特征，这可以通过关键词的时间分布和

内容变化来观察。根据关键词的出现和变化，这一时期内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每个阶段都

体现了从基础构建到深化探索的过程。 
 

 
Figure 4. Top 14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图 4. 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突现关键词(前 14) 

 
1) 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的早期探索(2004~2010) 
在这一阶段，学术界着重于高校教师基本能力内涵的探讨、体育教师的能力结构的分析以及教师胜

任力的现状与评价机制研究。研究聚焦的关键词包括“能力”“体育教师”和“胜任力”映射出学术界

对高校教师能力定义和评价体系建立的初步尝试与探索。 
2) 教学能力与教学改革的深化研究期时期(2011~2014) 
此阶段，研究焦点转向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继续教育的效果评估，以及教学能力培养机制的构建。

研究同时关注创新创业与能力的培养，核心关键词涵盖“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继续教育”“培养

机制”和“教学改革”，体现了对教学方法革新和教育模式创新的深度研究与讨论。 
3) 全面促进教师职业发展的研究时期(2015~2019) 
在该时期，研究聚焦于青年教师的成长与发展现状、心理健康，及教学能力提升策略研究。通过关

键词“青年教师”“高校”和“教师发展”，突现了对教师发展多元化需求的关注及对教学团队合作与

课程体系建设在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中的重要性。 
4) 应对新时代挑战的策略探索时期(2020~2023)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新时代下高校教师专业素养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的探索。通过突变关键词

“教学学术”“扎根理论”以及“新时代”，强调了教师在课程开发、教学设计与执行方面能力的重要

性，以及通过扎根理论方法对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的问题和提升策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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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反思与展望 

1) 厘清与统一高校教师专业素养概念的理论紧迫性 
当前学术界对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的定义及内涵存在显著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导致研究方向的碎片化，

还造成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虽然众多学者提出了各自的理论框架和模型，但迄今为止，尚缺乏一个广

泛认同的统一理论基础。例如，李兆义与杨晓宏(2019)在“互联网+”背景下将教师专业素养界定为教师

在教学知识、能力和信念方面的综合体现，认为这包括思想道德、理论、学科、人文及科学等五个方面

的素养，这些方面直接关联教育活动的质量和效果[12]。相较之下，仲小敏(2005)的定义则侧重于教师完

成教学任务所需的知识素养、教学技能素养及相关的教育观念和研究意识等方面[13]。这些差异反映出，

对教师专业素养的内涵和范围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对高校教师专业素养概念的厘清与统一，对

于指导教师教育实践、提升教师队伍质量及推进教育科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建立共识的理论基础，不

仅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必要前提，也是当前教师教育研究领域面临的迫切需求。 
2) 全面考虑多元化因素的高校教师专业素养评价体系构建 
近年来，虽然对高等教育教师专业素养评价的关注日益增加，但现行评价模型与体系多数未能充分

考虑到教师个体的差异性及教育环境的多样性。现有研究在深入探讨不同背景教师需求方面存在不足，

导致评价体系难以全面反映教师的专业发展需求。因此，开发一个综合且多元化的高校教师专业素养评

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该体系应考虑高校教师的职称、年龄、岗位等个体差异因素，以便为教师提供更

有效的支持和指导，从而精准地识别每位教师的发展需求，并制定个性化的发展计划，促进其职业生涯

的成长和发展。 
教学学术是构成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的基本元素之一，但现有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显不足，特别

是在探讨其对教师专业发展全貌的影响方面。强化教学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能推进教师专业素

养的全方位增长，还在于它对提升教育总体品质和学生学习成就的积极作用。当前，教育领域新出现的

议题和挑战使得对教学学术更深入的研究变得尤为关键，这已经成为教师教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和迫

切需求。 
3) 创新研究方法提高教师专业素养研究的可靠性 
在教师专业素养领域的研究中，过分依赖定量分析或单一的文本分析方法，已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

尤其是在全面捕捉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方面。为了克服这些局限，引入多样化研究方法，包括

但不限于扎根理论和质性研究，变得尤为重要。这种方法论的多元化不仅能够增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还能显著提高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适用性。通过综合运用多种研究工具和策略，研究者能够更为全面和

精确地揭示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的各个维度，为提升教育质量和教师发展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和理论依据。 
4) 探索数字时代教师学科专门化素养的新视角 
先行的研究为理解高校教师专业素养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数字化教学环境的演进，高校教

师在特定学科背景下的专门化素养，特别是数字素养的研究，变得尤为关键。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关乎教

师自身的技能发展，也直接影响教育质量和学生的学习体验。在这一背景下，研究高校教师如何通过专门

化素养，尤其是数字技能，以适应并优化其教学实践，对于提高教学互动性和学习成效具有实际意义。

这种研究不仅反映了对现代教育挑战的应对策略，也为高校教师个性化和专业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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