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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CiteSpace对2011~2022年有关义务教育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492篇期刊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

以下结论：一是492篇期刊论文的年发文量分析表明，我国义务教育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阶段为萌

芽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二是对发文机构的分析表明，科研机构之间缺乏合作，存在

“各自为政”的情况；三是关键词聚类分析表明，现阶段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0#小学数学、#1数学素养、

#2教学设计、#3初中数学、#4数学知识、#5数学抽象、#6义务教育、#7单元作业、#8运算能力、#9
课程目标、#10中学数学、#11回顾展开；四是关键词突现分析表明，2011~2022年我国义务教育数学

学科核心素养的研究经历了数学教学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的探索期；探讨数学教学、考试评价体系的改

革的发展期；促进学生各方面发展为核心的创新期三个时期。未来的研究方向要专注于坚持教育行政部

门和高校理论引领，中小学贯彻实践的模式；强化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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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492 journal papers on core literacy of mathematics subject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from 2011 to 2022 were visualized and analyzed utilizing CiteSpace, a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summarized: Firstly, the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analysis of 492 journal papers exhibits 
that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mathematics subject in China’s compulsory 
education are embryonic stage, initial stage, development stage and mature stage; Secondly, the 
analysis of the issuing institutions shows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cientific re-
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ere is a situation of “independent governance”; Thirdly, the keyword 
clust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levant research at this stage mainly focuses on 0#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1 mathematical literacy, #2 instructional design, #3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
ics, #4 mathematical knowledge, #5 mathematical abstraction, #6 compulsory education, #7 unit 
homework, #8 arithmetic ability, #9 curriculum objectives, #10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11 
review; Fourthly, keyword emergence analysis also shows that the research on the core literacy of 
mathematics subject in China’s compulsory education from 2011 to 2022 has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exploration of the basic concepts and values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the 
reform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examination evaluation system is discussed. Promote all aspects 
of student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of the innovation period in three periods. The future research di-
rec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on adhering to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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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提出《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这一文件的提出在我国教育发展的长河中起着引领作用。

教育部于 2022 年 4 月颁布了《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课标(2022 年版)》)，明

确提出“三会”的义务教育数学核心素养[1]，形成以学科核心素养为基本出发点的课程目标，我国数学

核心素养的理论研究从数学核心词向数学核心素养发展[2]。数学核心素养是一种综合素养，是学生在数

学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必须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备品格和

关键能力，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础。为了了解义务教育阶段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研究的基本现状，归纳出

其发展历程，定位研究热点，并为今后的研究方向提供参考，利用 CiteSpace 6.1.R2 从年发文量、发文机

构和关键词角度，对 2011~2022 年义务教育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相关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进入中国知网高级检索界面，以“核心素养”“义务教育”“数学”为主题词，时间区间限定为 2011~2022
年，文献类别选择期刊，共检索到文献 803 篇，剔除会议、资讯等无关文件，最终得到 492 篇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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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以 ReFworks 文件格式导出相关关键词等信息，被认为是研究内容的数据库数据。 

2.2. 研究方法 

研究借助 CiteSpace 6.1.R2 对 492 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CiteSpace 在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领域受

到学者专家的认可，通过该方法能够分析某一领域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并且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

丰富清晰的图谱为作者的研究提供便利。 

3. 研究现状 

3.1. 发文量统计 

对 2011~2022 年义务教育数学核心素养每年的发文数量进行统计，得出发文数量的变化趋势，能清

晰的观察到义务教育数学核心素养近些年的发展情况和未来的趋势，如图 1 所示，2011~2022 年，发文

量一直处于递增趋势，2022 年发文量突然增加，这一现象表明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研究历程经历了萌芽

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 
 

 
Figure 1. Publication trend chart of core literacy of mathematics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图 1. 义务教育数学核心素养发文趋势图 

 
萌芽阶段：2011~2015 年。2011 年和 2013 年没有有关数学核心素养的文献，2012~2014 年文献数量

非常少，主要的原因是这一阶段我国缺乏相关理论的指导和支撑。 
起步阶段：2015~2016 年。由于 2014 年提出了关于立德树人的要求，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

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

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3]，但是由于实践不足，数学

核心素养的概念也是初步形成，相关研究偏少。 
发展阶段：2017~2021 年。这是义务教育数学核心素养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学者专家们从不同的

角度研究了义务教育数学核心素养的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推动其发展。2020~2021 年有关数学核

心素养的研究进度变得缓慢，学者们已经开始重新定位它们，并重新审视核心素养的发展，研究越来越

成熟。 
成熟阶段：2021~2022 年。《课标(2022 年版)》，其中明确提出了“三会”的义务教育数学核心素

养，并提出在小学和初中核心素养的主要表现[1]。在这一背景的影响下，有关义务教育数学核心素养的

文章数量再次突增，相关研究也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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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发文机构 

对发表论文的相关机构进行具体分析，能够重点关注该领域参加研究的相关机构的现状以及如何相

互交流、如何合作，这对于系统认识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不可或缺。设置统计类别为相关机构，时

间切片跨度设置为 2011~2022，每个工作单位时间可设置为 1 年，链接剔除选择“path-finder”，并将数

据分析结果后生成相关机构的共现图(图 2)。图中共有 186 个节点、84 个连接，网络密度为 0.0049。由此

可知，开展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研究的机构和单位交流与合作不够密切，合作网络的覆盖率较低。 
 

 
Figure 2. Co-occurrence map of issuing institutions 
图 2. 发文机构共现图谱 

 
根据生成的数据，将同一机构发文量进行合并，例如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东北师范大学教师教

育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等合并为东北师范大学，绘制

了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机构(表 1)。从发文数量来看，东北师范大学以 27 篇的发文量领先于其他机构，华

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以 21 篇的发文量位居第二名，紧随其后的是中南民族大学，发文量 19 篇，

接下来是南京师范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发文量分别是 13 和 11 篇，以及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修订组、

中央民族大学、苏州大学实验学校、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发文量分别是 7 篇、7 篇、6 篇、5 篇。从

发文机构层面来看，大部分都是高等院校，这说明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数学教育教学研究的任务。

同时，苏州大学实验学校发表文章的量排在前十，可见这所中学走在教育的前沿探索着教育改革。但是

其他的中小学发表的文章比较少，说明中小学对于教育教学改革的参与比较少。 
 

Table 1. The top 10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publication volume 
表 1. 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机构 

序号 发文机构 首发时间 发文量/篇 
1 东北师范大学 2015 27 
2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21 
3 北京师范大学 2016 21 
4 中南民族大学 2018 19 
5 南京师范大学 2016 13 
6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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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7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修订组 2022 7 
8 中央民族大学 2019 7 
9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2016 6 
10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22 5 

4. 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 

4.1. 研究热点 

运行 Citespace 6.1.R2 程序工具软件，导入 ReFworks 格式的文献信息，在新建逻辑操作文件目录系

统菜单中选择 2011~2022 时间跨度，时间分区选择 1 年，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并将阈值设置为 20，生

成图谱如图 4 所示。相关关键词的共现分析能够揭示该空间领域的搜索内容热点。中心度较高的相关关

键词和相关词汇所反映的主题是该研究的热点。由图 3 可见，相关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它所呈现的节

点也就越大，在图中显示的中文字体越大；中心性越高，节点的颜色越深，图中呈现的图形面积就越大。

鉴于主观原因，图谱中的网络链接可能会丢失，如果想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无需对这些关键词进

行整理。从图 4 可见，核心素养、小学数学、义务教育、初中数学、数学素养、教学设计、课程标准、

数学抽象是词频和中心度较高的词汇，也就是研究的热点所在。 
 

 
Figure 3. Keyword knowledge graph 
图 3. 关键词知识图谱 

 

为了进一步探索与义务教育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相关的内容，研究采用 LLR 算法进行聚类，得到聚类

关键词的知识图谱。其中，网络模块度值 Q = 0.8085，S = 0.9581。这表明 492 篇文献的聚类效果好，信

度高。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图 4)中，共有 11 个聚类标签，如下图所示。尽管聚类分析可能反应了研究

的热点，但还要结合文献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本研究在关键词聚类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总

结了当前义务教育数学学科核心素养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下面三个方面。 
一是基于核心素养开展数学教学设计。如在学习勾股定理时，吴增生提出可以通过两项“剪拼”任

务引导学生“再发现”赵爽“割补证法”去证明勾股定理，进而发展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4]。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569


王蒙 
 

 

DOI: 10.12677/ae.2023.13121569 10168 教育进展 
 

二是基于《课标(2022 年版)》落实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朱长青认为，要让数学核心素养真正在课

堂上扎根，前提是要对数学核心素养的基本含义有所理解，并明确提高数学核心素养的途径是保障，关

键还要学习实用的落实数学核心素养的策略[5]。 
三是探究促进学生数学素养的培养策略。马云鹏提出培养学术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策略包括一是以

学科核心内容为载体，二是引发学生认知冲突，三是组织深度探究活动[6]。 
 

 
Figure 4. Keyword clustering diagram 
图 4. 关键词聚类图 

4.2. 研究趋势 

利用 CiteSpace 中 TimezoneView 的功能，绘制得到如图 5 所示的义务教育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关键时

区图谱。图谱直观地描绘了研究热点随时间的发展不断演变，有助于理清义务教育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

发展脉络。从具体研究选题出现频率来看，2014 年的研究热点较为集中，出现频率高于 170 的核心素养

热点数量为近 10 年之首，涌现了较多的相对宏观、把握整体方向性的研究主题，如小学数学、义务教育、

教学设计等。从图中 2014 年研究热点数学素养与 2018、2019 年的联系可看出 2014 年的研究促进了后续

的研究，2015 年的研究方向为接下来几年的选题方向和范围奠定了基础。 
 

 
Figure 5. Keyword time zone map 
图 5. 关键词时区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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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的聚类研究方向来看，近些年的选题范围呈现多样性发展，每年都会有新的主题出现。但更进

一步观察可发现，不论聚类主题如何转变，始终围绕数学素养、核心素养延伸。如 2014 年出现的核心素

养与 2020 年的量感、主题学习密不可分。 
同时探究突发性关键词探测，即在短时间内变量值突然增加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为了寻找特

定时间段内数学核心素养的关注角度，分析了关键词的出现情况，前 25 名的突现词是教育价值、数学素

养、空间观念、数与代数、数学抽象、培养学生、培养、数学学科、四基、一次函数、运算能力、数学

教学、数学、数感、价值、数据分析、数学知识、数学课堂、课程改革、发展、课程目标、中学数学、

长方形、能力提升、新课改。其中教育价值、数学素养、空间观念、数与代数、价值、数据分析是研究

时间最长的、强度最大的，这对数学教育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由此可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数学素养研究的核心内容的演变和发展进程主要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是探索时期，重点是探索数学教学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2012~2017 年)。在这一阶段教育价

值、数学素养及数学抽象成为数学教学领域的热门词汇，2014 年，教育主管部门出台《关于全面深化课

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建立“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是助力教育、教学及课程

改革长远发展的关键环节。出乎意料的是，因其缺乏统一的数学核心素养的概念界定，数学教育教学素

养的研究尚未逐步形成体系。 
第二阶段是发展时期，开始探讨数学教学、考试评价体系的改革(2018~2019 年)。在该阶段，对运算

能力、数感、数据分析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研究人员以核心素养为中心，深入挖掘数学教学内部的

各个方面[7]。 
第三阶段是创新时期，以促进学生各方面发展为核心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2020~2022 年)。研究者们

开始从真实情境入手，教学研究的目标在于力求推动学生各方面能力发展，让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

彰显[8]。 
综上所述，数学核心素养的研究获得了显著的结果。但在之后还要持续关注以下方面。 
首先，我们应该坚持教育部门和高校的理论引领，让中小学贯彻实践的模式。目前数学学科核心素

养的研究重心在高等院校，缺乏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沟通，整体上过于分散。因此，应确保高校和中小学

能够有交流合作的条件，统一理论研究与实践落实[9]。 
其次，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一是要注意自下而上的归纳和概括研究。优秀的一线教师要结合

自身的教学经验，在教学方法上要不断创新，在课堂上能够利用教学手段、教师人格魅力等方法激发学

习兴趣，以此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二是数学教育研究者需要注重理论创新，将理论与具体教学方法相

结合，为新锐教师提供指导。总之，要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以真实的情境来营造自然的数学课堂，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将核心素养渗透在课堂的方方面面。 
最后，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经过多轮教育改革的今天，“智慧课堂”、“翻转课堂”等广

泛应用于数学教学，也越来越重视核心素养的培养。在评估基础数学素养的机制中，应注意学科和评估

过程的多样性[10]。因此，迫切需要应用信息技术来评估数学核心素养[11]，利用大数据实现数学核心素

养的实时评估，这将是评估的新突破。数据驱动的评估仍处于起步阶段，众多科学工作者还得更多地关

注搭建基本的数学素养专业评估系统，搜集大规模数据并将其实现可视化，并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处

理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及时反馈给学生，满足学生的差异化需求，并为教师提供自我反思学习的机

会，以便提升整体教学，有助于数学核心素养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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