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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国内跨校修读和学分互认机制的研究热点和趋势，利用中国知网(CNKI)中主题相关的文献数据信

息，通过CiteSpace6.2.R3软件对发文量和关键词进行计量研究和可视化分析。发现近二十年来我国跨校

修读和学分互认机制的研究热点主要是学分互认、学分银行和学分制这三方面，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划

分为跨校修读管理制度的改革、学分互认机制的研究以及学分互认对象的探索。通过研究分析得出未来

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继续教育、跨校修读和资料框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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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of cross-school enrollment and credit mutual 
recognition mechanisms in China, a quantitative study and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publication 
volume and keywords were conducted by CiteSpace 6.2.R3 software, using literature data in-
formation related to topics i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China’s intercollegiate learning and credit mutual recognition 
mechanisms have mainly been in three aspects: credit mutual recognition, credit banking, and 
credit system.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reforming the intercollegiate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studying credit mutual recognition mechanisms, and exploring 
credit mutual recognition objects. 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future re-
search directions will mainly focus on continuing education, cross-school studies, and data 
frame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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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时代的强势来袭，加之传统的教育模式不能满足全民终身学习的要

求，与国家十分重视的教育公平不相匹配，这表明教育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1]。跨校

修读和学分互认机制就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应运而生的一种崭新的教学模式。该模式以教育资源共享

为主要核心，一方面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空间，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促进了各高校之

间优质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提高了高等学校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办学成本，同时也促进了教育

公平的发展[2]。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发现，跨校修读和学分互认机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跨校修

读平台监管力度不够，出现学生刷分、视频空放等现象；学分互认机制缺乏统一标准，在不同层次和不

同性质的高校之间没有明确统一的学分认定标准，导致管理难度增大，管理成本提高[3]。 
跨校修读和学分互认机制的完善与统一，有利于各高校在综合素质人才培养方面提升自身的核心竞

争力。各高校开始重视和加强与其他高校间的联盟与合作，共享优质教学资源，互相借鉴学习，共同推

进教育改革事业的发展[4]。高校间的联盟与合作主要依托于跨校修读和学分互认机制，这不仅激发了教

学资源共享平台的不断优化，还促进了各高校对学分互认机制的逐步完善。因此，在当前高质量教育发

展阶段，本实验希望以此为契机探索跨校修读和学分互认机制的相关文献，找出相关研究的科学信息，

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为完善和发展高校教育管理体系和教育公平提供科学信息和可行性

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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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整理与分析方法 

2.1. 数据来源 

利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主题：跨校修读 AND 主题：学分互认”为检索条件，时间跨度

为 2000 年 1 月 1 日至今，共检索到 1050 条结果。筛选排除重复文献、会议论文、新闻稿件、无作者及

主题不符期刊等，最终得到 484 篇符合研究主题的合格文献，并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所得数据文本经

CiteSpace6.2.R3 转化格式用以可视化图谱分析。 

2.2. 分析方法 

CiteSpace 是一款对文献集合进行计量，利用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方法学，用直观美化的

知识网络图谱以探索研究领域演进的关键路径和热点前沿的分析软件。本文使用 CiteSpace6.2.R3 软件绘

制相关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图、聚类图、时序演进图和突现图，以探索目前跨校修读和学分互认机制在教

育体系的研究模块聚类、研究演进及研究前沿。 

3. 结果分析 

3.1. 发文趋势 

利用 Microsoft Office Word 绘制了自 2000 年以来逐年发文量的趋势图。由图 1 可知，近 20 年来，

该领域发文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大致经历了 3 个时期，即缓慢发展期(2000 年至 2002 年)、平稳增长期(2003
年至 2011 年)、波动增长期(2012 年至 2023 年)。2000 年至 2002 年发文量较少，均小于 10 篇，此时处于

萌发想法和提出概念的阶段。2003 年至 2011 年，发文量持续稳定增长，可能与 2003 年之后相继出台关

于改革教育管理体系的政策有关。2012 年后发文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在 2016 年达到顶峰，原因可能

在于教育部正式出台的《关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的意见》，文件明确指出，高校要畅通

学分认定和转换通道，完善管理办法，积极推动各高校之间的学分互认机制，推进高等学校教学管理改

革，积极开展高等学校之间学分认定试点工作，提高开放大学的办学水平[5]。然而从 2021 年至今有关跨

校修读学分互认的发文量开始有了下降的趋势。 
 

 
Figure 1. The trend chart of number of publications 
图 1. 发文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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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键词知识图谱 

3.2.1. 关键词共现图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主旨内容的高度浓缩，可以高度反映文章的主题。CiteSpace 通过对检出文献的关键词

进行提取，形成关键词共现图谱，能够更直观的反映该研究领域的主题。 
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导入从 CNKI 收集的相关数据，得到关键词共现图(如图 2 所示)。其中，关键

词共现图谱共形成了 467 个节点，产生了 1065 条连线。选取共现频次排名在前 20 的关键词，绘制出高

频关键词词表(如表 1 所示)。其中，词频越高代表了该关键词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比如频次排在前三的

关键词为“学分互认(250)”、“学分银行(73)”和“学分制(38)”，说明它们是跨校修读学分互认研究领

域的热点。中介中心性(Centrality)是分析关键词重要程度的一个关键指标，若节点的中介中心性超过 0.1，
则说明该节点为中心节点，在研究中较为重要且具有较大的影响力[6]。比如，“学分互认(1.22)”、“学

分银行(0.23)”、“学分制(0.14)”、“学分转换(0.14)”的中介中心性均大于 0.1，说明以上关键词在学

分互认领域的研究中具有较大影响力。 
 

Table 1. The high frequency list of keywords 
表 1. 关键词高频词表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学分互认 250 1.22 

学分银行 73 0.23 

学分制 38 0.14 

学分转换 29 0.14 

资源共享 21 0.07 

高职院校 20 0.04 

终身教育 16 0.01 

学分 12 0.02 

继续教育 11 0.04 

终身学习 10 0.00 

高等教育 9 0.03 

高职教育 9 0.01 

远程教育 9 0.03 

对策 8 0.02 

学分认证 8 0.01 

网络教育 8 0.01 

学习成果 8 0.00 

职业学校 8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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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图 2. 关键词共现图 

3.2.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点击菜单栏 K 并选择对数似然率算法(LLR 算法)对关键词进行聚类，

生成的关键词聚类图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示该研究的主要研究领域及热点[6]。 
对所检索文献中的 467 个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形成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 3 所示)。据关键词聚类信

息绘制关键词聚类信息表(如表 2 所示)。聚类图谱共包含 7 个聚类，聚类模块值 Modularity Q = 0.6302 
(>0.5)，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轮廓值 Silhouette S = 0.9135 (S > 0.7)，说明聚类是令人高度信服的；大小

值(Size)越大表示包含的关键词越密集，同时说明该关键词在研究领域中最具有方向代表性。 
 

 
Figure 3. Keywords clustering map 
图 3. 关键词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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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0 学分认证、#1 学分银行、#2 学分制、#3 学分转换主要涉及学分互认机制的研究。根据学分

互认提出可行性操作方法，例如学分银行，是一种借鉴银行的部分特征制度体系和运行机构，形成以学

分制为基本制度的教育管理体制，与商业银行零存整取的储蓄方式相似，学习者利用碎片时间进行相关

课程学习以获得学分，这些学分能像货币那样被存储在国家相关部门授权的机构，当达到一定标准之后，

就能兑换相应的学历或学历证书[7]。聚类#7 教学改革着重于教育管理体系的改革。在教育教学体系上宏

观调控，把握学分互认机制的发展趋势，加深院校之间的合作，不断优化学分认证体系，丰富教育管理

体系的实用性和特色性。聚类#8 综述、#9 本科生强调了学分互认服务的对象。这与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指导意见相贴合，旨在培养拥有国际视野的综合性应用人才，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8]。 
 

Table 2. The clustering information chart of keywords  
表 2. 关键词聚类信息表 

标签 
(Label) 

大小值 
(Size) 

轮廓值 
(Silhouette) 

聚类关键词 
(Keywords of clustering) 

#0 学分互认 102 0.954 学分互认；学分银行；学分转换；开放大学；资源共享 
#1 学分银行 64 0.86 学分银行；终身学习；继续教育；学习成果；终身教育 
#2 学分制 50 0.801 学分制；弹性学制；学分认证；对策；高职院校 

#3 学分转换 34 0.884 学分转换；职业资格证书；校选课；不同类型；交换生 
#7 教学改革 18 0.978 教学改革；教育；发展趋势；深港合作；跨校修读；证体系 

#8 综述 13 0.982 综述；专业设置；实践性环节；模式 
#9 本科生 12 0.973 本科生；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专业建设 

3.2.3. 关键词突现分析 

 
Figure 4. Keywords burst detection map 
图 4. 关键词突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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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 的关键词突现探测功能不仅能够分析短期内产生巨大变化的关键词，还可以展示该关键词

的起止年份以及突变强度。因此可以通过关键词突现分析，来获取过去和现在的研究热点以及重要转折

点。 
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进行关键词突现分析，选取前 20 个关键词生成关键词突现图谱(如图

4 所示)。对“远程教育”的研究开始于 2004 年，延续至 2012 年，研究时间持续 8 年，为该领域研究时

程最长的，这可能与该时段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有关。“学分制”的研究年限从 2001 年持续到 2005 年，

研究时间相对较长，且强度为 5.6，受到的关注度颇高，说明“学分制”概念的提出是该领域的一个重大

突破。在 2012 年到 2013 年之间，提出了“学分银行”的概念，在这一年之间强度达到了 4.03。这一变

化可能是由于 2012 年 8 月 4 日，上海市正式成立了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该举措大大促进了学分银行概念

的发展。并且学分银行与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25 家高校和教育机构达成了合作关

系，实现了 139 种职业资格证书与商务英语、工商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6 个专业 166 门课程的学分

互认[9]。这也证实了“学分银行”的引入是教学体系改革的一大重要转折点。近年来该方向的研究热点

倾向于“继续教育”、“跨校修读”、“资料框架”等。 

3.2.4. 研究演进图和时区图 
通过 CiteSpace 绘制关键词时序演进图，以时间轴为载体，呈现不同节点关键词在其对应主题上随研

究时间变化的关联路径。 
对关键词聚类进行演进路径分析，得到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如图 5 所示)。聚类#0 学分认证、#1 学

分银行、#2 学分制、#3 学分转换开始研究的时间较早，且至今仍保持较高热度，说明在该领域这方面的

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聚类#4 资源共享、#7 教学改革开始研究时间与前四种相比较晚，但至今仍然保持一

定的研究热度，但其发文量较少，说明还存在研究空间；聚类#5 中职学校、#6 跨校选课、#9 本科生和

#10 存分，分别于 2014 年、2018 年、2016 年和 2015 年左右热度降低，说明相关研究人员对该领域的关

注度降低。但在此期间，我国学分互认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对该领域中职院校、跨校修读和本科生方

向的研究仍存在很多较多研究空间，如高校内部机制的完善、各高校间管理模式和评价体系的差异等[10] 
[11]。此外，存分机制的研究热度下降，可能是其研究成果已经较为成熟，可在跨校修读学分互认体系中

较为合理的被运用[12]。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timeline 
图 5.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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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与研究建议 

4.1. 研究结论 

积极开展跨校修读学分互认的研究现状和实际运用的总结，是教育管理工作者进一步开展教育教学

体系改革的基础，有助于其全面掌握该领域的发展进程，能及时发现不足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加强和完

善，这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基于 CNKI 数据库，针对“跨校修读，学分互认”的研究，利

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跨校修读学分互认领域近二十年的研究热点是学分互认、学分银行和学分制，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

划分为对学分互认机制的研究、教学管理制度的改革以及学分互认对象的探索。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倾

向于“继续教育”、“跨校修读”和“资历框架”，跨校修读有利于实现优质资源的共享，大多数国家

的资历框架都有“终身学习立交桥”的目标定位，旨在促进教育、培训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衔接[13]。
就本次研究结果分析可见，近几年对学分互认的研究有了下降的趋势，但是相关学者表明，我国高校的

跨校修读和学分互认机制仍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吴钧曾指出我国学分银行探索仍存在设计

主体模糊、学分转换存在技术困难和学习者收获不多等问题[14]；杨晨提出学分银行的实施遇到现有教育

体制、制度和学校管理等深层次障碍问题[15]；周晶晶等人的研究表明，学分互认的主体不清、学分累积

能力不济、学分转换需求不足成为了区域性学分银行建设的三大困境[16]。由此可见，认真分析和讨论建

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突破教育体制改革瓶颈的关键。因此，相关教育工作者还应加强对该领域的探

索与研究。要解决当前阶段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突破跨校修读学分互认机制在政策保障、实施主体和管

理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局限，需要政府、高校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17]。 

4.2. 研究建议 

4.2.1. 紧跟时事政策，抓牢发展导向 

某研究领域的研究阶段和相关政策文件的发布能显著影响该领域的发文量[18]。跨校修读和学分互认

机制的完善与优化，从前期的研究探索到落地实施，都需要政府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统筹

规划。由相关教育管理部门综合各高校的实际情况，制定跨校修读学分互认的统一执行标准，充分发挥

教育部门“立交桥”的作用，有效推动各高校联盟之间、高校和其他继续教育机构之间的学分互认工作，

构建优质资源共享、不同结构和不同形式的学分互认机制[19]。从长远发展来看，政府把握发展导向出台

政策法规，从制度上得以保障，推动更好地开展跨校修读学分互认工作。一方面要发挥教育主管部门的

导向作用，引领并切实推动对跨校修读学分互认机制的探索；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必须紧跟政策导向，

切实推进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分析与探索[20]。 

4.2.2. 完善校际合作，健全管理制度 
完善的教学资源共享机制和管理制度是跨校修读学分互认的前提和保障。我国大部分高校都实行跨

校修读和学分互认机制，这一教学模式目前实现较多的还是依托线上平台，如慕课、超星尔雅等。而线

下合作在持续性、稳定性和保障性上还有待提升。各高校应充分挖掘各自优质、特色和品牌的教育教学

资源，校际联盟间相互借鉴学习，形成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校教育合作模式[5]。此外，还可以采取共

享性合作机制，打造一种“资源共享”的交流型合作模式，如跨校兼职、集体备课、跨校师徒和跨校兼

课的资源共享机制[3]。高校间资源共享使得课程资源更加丰富，但同时也会导致新的问题出现。例如在

课程的选择上，出现了学生盲目选课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耽误学生自身的学习，还会造成教学

资源的浪费。 
针对这类问题，可发挥学分对财政收费的调控功能，从计划性收费模式转变为类市场收费模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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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为基本收费单位，根据学生所修学分、课程内容和学校条件对学分进行科学定价，使学分与学费挂

钩。一方面使学生拥有自主选课权，减轻学生学费负担，又能避免学生随意选课造成的资源浪费；另一

方面促使选课与教学质量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有利于提高课程质量[21]。此外，合作高校间有必要实施导

师制，选课之前对学生进行科学引导，让学生提前对课程有大致了解，避免盲选、乱选的现象。选课之

后还要指导学生如何制定科学的学习计划，如何能够正确获得学分等[22]，推进实现学生学习进步。 

4.2.3. 保障课程质量，优化资源配置 
优质的教学课程是保障跨校修读学分互认机制长久运行的关键，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是高校教育管

理的重要内容。师资结构、学生需求和课程质量是资源调控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类似于市场调节中的

价值、供求、竞争等关系，在调控中充当重要角色。一位教师若想开设一门课程，就必须丰富课程内容，

提高教学质量，以此在课程“市场”中取得优势，同时需要获得足够的学生数量以达到开课条件。此外

还需要宏观调控的介入，若将课程作为商品来看，其供应与否受选课学生数量的制约，但其供应数量却

是相对固定不变的。这可有效避免学生不以课程的质量而以教师给定成绩的高低进行选课，而使“水课”

大行其道，“金课”却因为难度大而无人问津[21]。 
在资源配置的内容方面，按照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进行融合，形成了“通专

结合”的人才培育模式，课程内容主要分为专业课程和非专业课程[23]。参与跨校修读学分互认机制的高

校应充分利用各自的优质学科特色，深入挖掘各校一流专业的前沿知识，使不同学校的学生能够跨校学

习一流学科的专业知识。各高校联合开展通识教育课程，鼓励学生结合自身实际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

课，除了机构驱动式，还可以采取学生驱动模式，即学生进行跨校修读后，即使双方不存在任何协议，

亦可以提出学分互认的请求，只要其交换机构所提供的学习记录符合该校规定，就能够通过审核与认证

[24]。这种给予适度的“自由裁量权”的权变理论既能保证跨校修读学分互认机制的顺畅运作，又能体现

“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同时也响应了陈宝生部长提出的“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促使学生感受“金

课”的魅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激发学校切实提高自身课堂教学质量的目标[25]，进一步贯彻

“博学与精专相统一”的个性化素质教育。 

5. 总结与展望 

教育教学体系的建设是以培养人才和提升社会发展为目标，长久的、持续地、需要多方面组织协调

的教学措施和策略。跨校修读和学分互认机制是高质量教育改革和互联网快速发展催生的产物，通过资

源共享的模式解决教育资源短缺和教育不公平问题。而我国也正处于探索和实践的阶段，教育教学体系

的改革将面临许多的问题与挑战，但也可能是一个转折的机遇[22]。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经济

和新媒体是我们建设资源共享机制的重要手段，只有我们不断地探索优化，教育教学体系才能够更加完

善。当然，成熟的教学机制需具备的优质教学资源需要优秀的教师、学校乃至于全社会共同的努力。同

时跨校修读学分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不仅适用于大学生，也可推广适用于研究生等各类学生的教学改革，

极大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社会对创新人才培养的需求。只有教学资源本身得到了数量上的丰富、

质量上的提高、内容上的创新，再依托于互联网经济和新媒体平台辅助实现资源共享，才能真正从根本

上解决我国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资源短缺和教育公平的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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