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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研究主题发展趋势的引文分析：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方瑀绅

摘　 要　 为鉴往知来，本研究运用引文分析方法，探讨近 ２０ 年来（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年） 科技教育研究的主题演进状

况。 样本取自 ＷｏＳ 数据库的 ＳＳＣＩ、ＳＣＩ 和 Ａ＆ＨＣＩ，共 １ １９６ 篇，过滤后为 １ ００９ 篇文献，共 ３０ ８２５ 条引文。 ①以五

年为一个阶段，分析文献数量持续增加情况，各阶段的成长率分别为第 Ｉ － ＩＩ 阶段为 ８５．４５％，第 ＩＩ － ＩＩＩ 阶段为

６２ ２６％，第 ＩＩＩ－ＩＶ 阶段为 ５５．７９％；②关键词的使用由技职训练转向师资培育、工程和创造力；③高被引期刊主要

有《科技与师资教育》（ＪＴＴＥ）等，被引用期刊由技职教育转向设计与科技、工程教育和科技教师；④Ｉ－ＩＶ 阶段的

主题类别领域包含经济、技职、法律、专业和教育；⑤被引用最多的作者与机构都来自美国；⑥科技教育与技职、商

业、科学、工程、数学等多学科关系密切。 本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国际科技教育研究主题演进与现况，并预测未来

几年的研究趋势。 图 １。 表 １３。 参考文献 ４０。

关键词　 引文分析　 文献计量　 科技素养　 科技教育

分类号　 Ｇ２５０ ２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４ ｔｏ ２０１３

ＦＡＮＧ Ｙｕｓｈ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ｍｅｓ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ｅｎｄｓ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ｒ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ｉｇｎ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ｏ ｆｏｒｅｓｅ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ｗｏ ｄｅｃａｄｅｓ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ＳＣ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ＣＩ  ａｎｄ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ＨＣＩ ｉ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１ ００９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３０ ８２５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ｆｉｌｔ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１ １９６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ｈａ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 ｔｈｅ ｅｖｅｒｙ⁃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ｈａｓ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ａｒｅ ８５． ４５％  Ｐｈａｓｅｓ Ｉ － ＩＩ  ６２． ２６％  Ｐｈａｓｅｓ ＩＩ － ＩＩＩ ａｎｄ ５５． ７９％  Ｐｈａｓｅｓ ＩＩＩ － ＩＶ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 Ｔｈ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ｉｔｅｄ ｗｅｒｅ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ｉｔ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ｗｅ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ＴＴ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Ｅ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１０９

通信作者：方瑀绅，Ｅｍａｉｌ：ｆａｎｇ．ｙｕｓｈｅｎ＠ ｇｍａｉｌ． ｃｏｍ，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８２４８－ ８５８５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ＦＡＮＧ Ｙｕｓｈｅｎ，Ｅｍａｉｌ：ｆａｎｇ．ｙｕｓｈｅｎ＠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２４８－８５８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一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１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ＳＣＩ ＳＳＣＩ ｏｒ Ａ＆ＨＣ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ｃｉｔｅｄ ｗｅｒｅ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 ４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ａｓｅｓ Ｉ－ ＩＶ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５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ｉｔ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６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ｉ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Ｆｏｒ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ｏ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ｆｏｕ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ｉｇｈｌｙ⁃ｃｉｔ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ｄｎ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ｄｏ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ＳＣＩ ａｎｄ ＳＳＣＩ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ｍａｙ ｂｅ ｎｏｔ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ｖｅｒ ａｌｌ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ｃｉｔ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ａｎ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ｅ． ｍｕｓｔ 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ｉｄｅｌｙ ｃｉｔ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ａｒｅｌｙ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ｔｏ ｄ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ｒｔ ｓｔａｔｉｃ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ｉｎｔｏ ａ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ｑｕａｎｔｉｚ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ｏｒ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ｐａｓｔ 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ｆｅｗ ｙｅａｒｓ． １ ｆｉｇ． １３ ｔａｂｓ． ４０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　 前言

引文分析常被用来辨识学科领域的研究趋

势，其方法来自信息计量，又被称为文献计量学

或科学计量学［１］ 。 利用引文分析法探讨来源文

献及被引文献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简洁反映

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而且可以定量地揭示引

用文献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其理论基于文献相

互引用关系，运用数学、统计学、逻辑方法对期

刊、论文、作者等各种对象进行分析，能将静态

的文献引用形式转化成一种动态的具有价值的

形式来观察，累计频次愈大者影响力相对愈大，

亦即可以分析学科的核心文献，以及知识流动

与技术扩散路径。 本研究利用引文分析法，分
析科技教育学科近 ２０ 年来的演进情况，预测未

来的发展趋势。
广义的科技教育（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旨

在促进全民科技素养和培育科技专门人才，涵
盖以科技为知识体的各种教育，着重于适宜的

学科学习、课堂实务、学习者就业需求和全民

科技素养的养成［２－３］ 。 近年来，科技快速进步

与复杂化，常见研究主题着重预测未来科技产

品竞争的发展趋势。 如 Ｄａｉｍ 等［４］ 运用文献计

量学分析方法，获得科技新兴领域最佳的知识

体；Ｈｕａｎｇ 等［５］ 针对国家、科技、产业、风险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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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绅： 科技教育研究主题发展趋势的引文分析：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ＦＡＮＧ Ｙｕｓｈｅ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４ ｔｏ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响四个向度，试图从看似无尽的新兴科技中，
正确找到特定领域，并识别未来几年的发展核

心，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６］ 。 这

些以科技发展为主轴的研究主题常忽略“科技

教育” 的角色，凸显出科技教育被关注程度

不足。
Ｇｒｅｅｎｓｅｉｄ 和 Ｌａｗｒｅｎｚ［７］ 运用引文分析方法

分析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的教育影响，探讨

科技教育在知识创新、扩散与趋势之间的互动，
试图厘清其知识结构的共通属性，如模型、理

论、方法、结果和影响，以了解研究主题，结果与

Ｄｉ Ｇｕａｒｄｏ 和 Ｈａｒｒｉｇａｎ ［８］ 、Ｔｓａｙ ［９］ 、Ｓｔｒａｄｅｒ ［１０］ 等

的研究一致，显示出科技教育已发展成为一个

相对开放、分散和动态发展的学科体系，其知识

主要来自三个学科领域：“艺术与人文科学” “社

会科学”和“科学、科技、工程和医学”。 然而，上
述以文献计量学和引文分析为主的研究结果，
只能局部揭示科技教育的影响范围，尚未能提

供近 ２０ 年来（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年）科技教育研究主

题的整体趋势，也未能清楚识别不同阶段的科

技教育知识演变状况，及经常被引用的知识来

源，如期刊、文献作品和作者。
有鉴于此，本研究以文献计量学的引文分

析方法，探究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Ｓ）中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ＳＳＣＩ）、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和艺术与

人文引文索引（ Ａ＆ＨＣＩ）数据库期刊，了解此领

域的研究趋势。 研究目的在于： ① 了解国外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年间四个不同阶段（每阶段五年）常

被引关键词、期刊、文献作品和作者情况；②通

过常被引关键词、期刊、文献作品和作者四方面

的高被引频次，了解科技教育研究主题领域近

２０ 年来的演进状况与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研

究结果可供科技教育研究人员了解此领域的趋

势，协助他们迅速、有效、准确地识别经典文献

（即必读、最佳、被广泛引用文献），发现该领域

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为引文分析法提供例证，为
其他研究领域使用此方法进行类似研究提供借

鉴，也为进一步的跨领域研究主题之间的关联

分析提供参考。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设计

本文根据研究目的，将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年划

分为四个时间阶段：第 Ｉ 阶段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年，
第 ＩＩ 阶段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第 ＩＩＩ 阶段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 年，第 ＩＶ 阶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 通过比

较四个阶段的情况，分析科技教育在各阶段

研究主题的动态发展情况，预测未来的发展

趋势。

１．２　 资料来源

研究样本数据取自汤森路透（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
ｔｅｒｓ）公司开发的 ＷｏＳ 核心合辑“引用文献索引

数据库”，通过检索前述第 Ｉ－ＩＶ 阶段的作者和

引用文献，可协助本研究客观掌握最常用的科

技教育期刊信息。 本研究在搜索上述引文索引

数据库数据时，只针对期刊文献数据。

１．３　 资料搜集

本研究采用一般较常使用的“科技教育”
“Ｔｅｃｈｎ∗ Ｅｄｕｃａｔ ∗” 和 “科技素养” “ Ｔｅｃｈｎ ∗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代表 ０ 至多个字母的通用字符）作

为检索条件，检索 ＷｏＳ 数据库内论文名称、摘要

和关键词。 考虑科技教育的多学科特性，范围

极广，若用单一学科方式逐一搜索，恐会造成某

一学科以较多研究篇数取得分析优势，忽略数

量较少的一些学科领域，故以学界通称的“科技

教育 ” 和 “ 科 技 素 养 ” 为 检 索 条 件 在 ＳＣＩ⁃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ＳＳＣＩ，Ａ＆ＨＣＩ 中进行检索。 检索时间

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检索指令＝ 主题：（ ＂ Ｔｅｃｈｎ∗ Ｅｄｕｃａｔ∗＂ ） ｏｒ

主题：（＂ Ｔｅｃｈ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
对于四个阶段排名前 １０ 的数据，包括关键

词、被引用次数、文献标题、出版日期、作者姓

名、学科属性和参考文献，均使用 Ｂｉｂｅｘｃｅｌ Ｖｅｒ．
２０１４－ ０５ － １５ 和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进行汇总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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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一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１

１．４　 资料分析

根据引用次数辨识出前 １０ 种关键词、高被

引期刊、参考文献和作者等信息，了解科技教育

研究主题的高被引情况。 对于某些不一致的名

称，如同义关键词、相似关键词或其他可能涵义

相近但表现不同的关键词，例如：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等，以各阶

段的各年度关键词为主，进行核对修正，以保证

数据的规范性，并有助于了解不同阶段所使用

关键词的变迁。 其次，应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的

ＪＣＲ 系统获取期刊所属类别，期刊排名以被引频

次和影响因子（ ＩＦ）为依据，并考虑期刊发表作

品被引平均数，以及各学科类别在 ＳＣＩ 或 ＳＳＣＩ
的排名顺序；由于 ＪＣＲ 系统并无收录一般期刊

的相关信息，故暂时忽略一般期刊在此方面的

相关信息。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排名前 １０ 的高被

引参考文献，了解这些文献在对应阶段学科类

别的位置，并搜寻该文献作者的个人简历或组

织的官方网站和代表性刊物，以揭示其专业研

究领域。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常用关键词分析

第 Ｉ－ＩＶ 阶段共有 １ １９６ 篇文献，过滤后为

１ ００９篇（见图 １）。 对关键词进行统计时，排除

了搜索时使用的关键词以及不容易从字词中辨

识研究主题趋势的关键词，如科技教育或技术

教育（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科技素养或技术素养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科技或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 教 育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学 习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课程（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设计（ Ｄｅｓｉｇｎ）和

教学（Ｔｅａｃｈｉｎｇ）等，以期更明确揭示科技教育在

不同阶段重要的研究主题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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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第 Ｉ－ＩＶ 阶段各年度论文数量

　 　 第 Ｉ 阶段共有 １０４ 篇论文，大部分文献未提

供关键词，因此仅获得 １０２ 个关键词，其中相对

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有 ４ 个，排除及过滤后得到 ２
个（２ 次）关键词，意味着科技教育在该阶段尚未

聚焦及在研究者中达成共识；第 ＩＩ－ＩＶ 阶段分别

有 １６５ 篇、２６５ 篇、４７５ 篇论文，各自获得 ３１７ 个、
６９５ 个、１ ３３２ 个关键词，排除及过滤后分别得到

９ 个（出现频次 ２—３ 次）、１０ 个（３—９ 次）、１０ 个

（６—１２ 次）高频关键词（见表 １）。 第 Ｉ 阶段高

频次关键词倾向于技职训练方面的研究主题；
第 ＩＩ 阶段着重于设计、课程发展、科技管理、小
学、医疗、师资培育、工程、技职和专业发展，其
中比较引人关注的是“医疗”，进一步分析发现，
相关文献涉及医学院学生应用医学科技、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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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绅： 科技教育研究主题发展趋势的引文分析：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ＦＡＮＧ Ｙｕｓｈｅ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４ ｔｏ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检验、外科科技设备的程序技能训练课程、教学

和评价研究；第 ＩＩＩ 阶段，着重于工程、中学、科
学、教育学、科学与科技、创造力、设计、人力资

本，兼具创造性、操作性思维方式的以解决问题

为主的课程活动、师资培育，本阶段的“科学”指

ＳＴＳ （科学—科技—社会），及关于学生如何看

待科学、理解科学和科技的知识本质；第 ＩＶ 阶

段，着重于创造力、科学、性别、师资培育、信息

素养、工程、自我效能感和科技知识，其中“性

别”指科技素养中的性别差异，“信息素养”涉及

科技教育的协同合作、信息组织、创造力和在线

讨论，“自我效能感”则是准教师在应用数字信

息学习过程中的自我效能感。

表 １　 第 Ｉ—ＩＶ 阶段前 １０ 位关键词（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年）

序

号

第 Ｉ 阶段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年）
第 ＩＩ 阶段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
第 ＩＩＩ 阶段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
第 ＩＶ 阶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１ ２ 策略 ３ 设计和科技教育 ９ 工程教育 １２ 创造力

２ ２ 训练 ２ 课程发展 ７ 中学教育 １０ 科学教育

３ ２ 科技管理 ６ 科学教育 １０ 性别

４ ２ 小学科学 ４ 教育学 ７ 师资教育

５ ２ 医疗 ４ 科学与科技教育 ７ 科学与科技教育

６ ２ 师资教育 ４ 创造力 ６ 教师训练

７ ２ 工程教育 ３ 设计和科技 ６ 信息素养

８ ２ 职业教育 ３ 人力资本 ６ 工程教育

９ ２ 专业发展 ３ 解决问题 ６ 自我效能感

１０ ３ 师资教育 ６ 科技知识

　 　 由 Ｉ－ＩＶ 阶段常用关键词的演进可以看出，
科技教育的关键词已经由技职方面的训练策略

向工程、设计与科技、师资培育，兼具创造性、操
作性思维方式的以解决问题为主的课程活动，
以及创造力和着重个体自我效能感走向的科技

素养教育研究转变。 相对地，从低频关键词仍

可见科技教育是以科技为知识体的各种教育，
涵盖的教育范围极广。 方瑀绅与李隆盛［１１］ 利用

共词分析方法分析“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

系统”中科技教育学系的 １ ２６２ 篇硕博士学位论

文，结果显示关键词主要聚焦于中小学的科技

教育，其次为面向产业界的科技应用及科技研

发取向的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技职方面），其结

果与本研究结果类似。 由于国内尚未见以引文

方法分析科技教育论文的研究，故本研究将有

助弥补科技教育学科现有研究的不足，丰富学

科的内涵及应用。 而 Ｉ－ＩＶ 阶段代表性关键词演

进，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国际科技教育研究文

献近 ２０ 年来研究主题的演变情况，以及本领域

研究者的一些共识。

２．２　 高被引期刊及其类别与影响因子分析

第 Ｉ 阶段，高被引期刊范围十分广泛，包括：
化学、特殊教育、科技教师、商业评论、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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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心理学、手工训练、社会工作、社会议题和师

范学院教育等。 第 ＩＩ 阶段更多聚焦在科技教育

方面，分别为：设计与科技教育、科技与师资教

育、学校科学评论、医学、农业、工程教育、经济

评论、教育研究、法律经济学与组织等期刊。 第

ＩＩＩ 阶段，继续聚焦于科技教育方面，分别为：工
程教育、科技与师资教育、ＩＥＥＥ 教育、设计与科

技教育、科技教师、科技与设计教育、教育领导、
科学和数学等。 第 ＩＶ 阶段为科技与师资教育、
工程教育、能源教育、科技教师、科学和数学、设
计与科技教育、经济昆虫学、化学、工业师资教

育等。 第 Ｉ 阶段，引用的科技教育期刊常以一般

期刊为主，ＳＳＣＩ 和 ＳＣＩ 期刊其次。 第 ＩＩ 阶段与

前一阶段相比，期刊范围更多聚焦科技教育领

域，且引用 ＳＣＩ 和 ＳＳＣＩ 期刊的次数明显增加，以
一般期刊和 ＳＣＩ 为主，ＳＳＣＩ 为辅。 第 ＩＩＩ 阶段与

第 ＩＩ 阶段相比，期刊范围更为聚焦科技教育领

域，引用的科技教育期刊仍以一般期刊为主，ＳＣＩ
和 ＳＳＣＩ 为辅。 第 ＩＶ 阶段与第 ＩＩＩ 阶段相比，期
刊范围更加聚焦，被引次数明显增加，引用期刊

以一般期刊和 ＳＣＩ 期刊并重，又以《科技与师资

教育期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ＴＴＥ）为首，同时发现《经济昆虫学》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ＪｏＥＥ）出现在科

技教育领域中。 上述四个阶段科技教育领域期

刊主要发行国家为美国，其次为英国。
在期刊类别与影响因子方面。 第 Ｉ 阶段，类

别主题可分为十个领域： ① 教育与教育研究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② 管 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③商业（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④社会工作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⑤社会议题（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⑥心

理学、 社会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⑦ 特殊教育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⑧ 复康 （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
⑨化学、 多学科 （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
⑩教育科学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它们来自六个期刊， 只有 《 化学教育期刊》
（ＪＣＥ） 为 ＳＣＩ 期刊， 其余皆为 ＳＳＣＩ 期刊。 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的影响因子可发现同一期刊在不

同年份的消长情况：《哈佛商业评论》 （ ＨＢＲ）每

年的影响因子一路上扬，分别为 １．２６９、１．５１９、１．
８３１，该期刊在相应主题领域的排名也愈来愈靠

前；《社会议题期刊》（ＪＳＩ）和《特殊儿童》（ ＥＣｈｉ）
期刊逐年下滑； 《印度社会工作期刊》 （ ＩＪＳＷ）
ＷｏＳ 数据库只收录到 ２０１１ 年（见表 ２）。 第 ＩＩ 阶
段，类别主题可分为七个领域：①教育与教育研

究，②教育科学，③法律，④经济，⑤医药，⑥农

艺学，⑦工程及多学科。 它们来自十个期刊，其
中教育科学、经济、工程、多学科类别领域，包括

《工程教育期刊》（ ＪＥＥ）、《国际科技与设计教育

期刊》（ＩＪＴＤＥ）、《美国经济评论》 （ ＡＥＲ） 和《法

律经济学与组织期刊》 （ ＪＬＥ＆Ｏ） 等期刊。 影响

因子方面：《工程教育期刊》 （ ＪＥＥ）和《美国经济

评论》（ＡＥＲ）每年的影响因子呈现一路上扬现

象，分别为 １．５６９、１．９２５、２．７１７ 与 ２．６９３、２．７９２、３．
３０５；《农业科学》 （ ＣＳ）期刊影响力则有所下滑；
《英国医学期刊》（ＢＭＪ） 只收录到 ２０１１ 年（见表

３）。 第 ＩＩＩ 阶段，类别主题可分为四个领域：①
教育与教育研究，②林业，③教育科学，④工程

及多学科类别领域。 它们来自七个期刊，包括

《国际科技与设计教育期刊》 （ ＩＪＴＤＥ） 和《国际

工程教育期刊》 （ ＩＪＥＥ）。 影响因子方面：《工程

教育期刊》（ＪＥＥ）每年的影响因子一路上扬，分
别为 １ ５６９、１．９２５、２．７１７；《教育领导》 （ ＥＬ）期刊

则有所下滑（见表 ４）。 第 ＩＶ 阶段，类别主题可

分为八个领域：①教育与教育研究，②教育、科
学学科，③化学、多学科，④昆虫学，⑤工程、多
学科，⑥能源与燃料，⑦工程、化学，⑧工程、环
境。 它们来自十个期刊，其中教育与教育研究

类别包括《教育科技与社会》（ＥＴ＆Ｓ）和《科学教

学》，教育、科学学科类别包括《工程教育期刊》
（ＪＥＥ）、《化学教育期刊》 （ ＪＣＥ）和《国际工程教

育期刊》（ＩＪＥＥ），工程、多学科类别包括《工程教

育期刊》（ＪＥＥ）和《国际工程教育期刊》 （ ＩＪＥＥ）。
《工程教育期刊》 （ ＪＥＥ） 和 《 化学教育期刊》
（ＪＣＥ）每年的影响因子一路上扬，分别为 １．５６９、
１．９２５、２．７１７，０．７３９、０．８１７、１．００１（见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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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绅： 科技教育研究主题发展趋势的引文分析：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ＦＡＮＧ Ｙｕｓｈｅ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４ ｔｏ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表 ２　 第 Ｉ 阶段高被引期刊及其类别、影响因子（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年）

序

号
类别 期刊名称（缩写）

期刊

属性

影响因子（ ＩＦ） （年） 期刊排名（年）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１ 教育与教育研究 师范学院季刊（ＴＣＲ） ＳＳＣＩ ０．７８８ ０．８９６ ０．７２２ ９１ ／ ２０６ ８０ ／ ２１９ １１２ ／ ２１９

２ 管理

３ 商业
哈佛商业评论（ＨＢＲ） ＳＳＣＩ １．２６９ １．５１９ １．８３１

７６ ／ １６８ ６５ ／ １７４ ５０ ／ １７３

５３ ／ １１３ ４５ ／ １１６ ３７ ／ １１１

４ 社会工作 印度社会工作期刊（ＩＪＳＷ） ＳＳＣＩ ０ ０００ ／ ／ ／ ／ ／

５ 社会议题

６ 心理学、社会
社会议题期刊（ＪＳＩ） ＳＳＣＩ １．９６３ １．８５７ ０．９２３

５ ／ ３８ ４ ／ ３９ ２１ ／ ４２

／ ／ ４３ ／ ６１

７ 特殊教育

８ 复康
特殊儿童（ＥＣｈｉ） ＳＳＣＩ ２．２９２ ２．０６０ １．９４１

４ ／ ３７ ５ ／ ３６ ６ ／ ３７

６ ／ ６７ ８ ／ ６７ ７ ／ ６９

９ 化学、多学科

１０ 教育科学
化学教育期刊（ＪＣＥ） ＳＣＩ ０．７３９ ０．８１７ １．００１

１０８ ／ １５４ １０９ ／ １５２ １０３ ／ １４８

２３ ／ ３３ ２１ ／ ３４ ２３ ／ ３６

　 　 注： ／ 表示在 ＪＣＲ 数据库未提供该年度数据。

表 ３　 第 ＩＩ 阶段高被引期刊及其类别、影响因子（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

序

号
类别 期刊名称（缩写）

期刊

属性

影响因子（ ＩＦ） （年） 期刊排名（年）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１ 教育与教育研究 教育研究（ＥＲ） ＳＳＣＩ ０．４８０ ０．９０７ ０．３３９ １３３ ／ ２０６ ７９ ／ ２１９ １７９ ／ ２１９

２ 教育科学

工程教育期刊（ＪＥＥ）

国际科技与设计

教育期刊（ ＩＪＴＤＥ）

ＳＣＩ

１．５６９ １．９２５ ２．７１７ ５ ／ ３３ ４ ／ ３４ ４ ／ ３６

０．４１２ ０．３３９ ０．７３３ ２６ ／ ３３ ２８ ／ ３４ ２７ ／ ３６

３ 法律
法律经济学与

组织期刊（ＪＬＥ＆Ｏ）
ＳＳＣＩ １．０２３ ０．９３２ １．０３６ ４７ ／ １３６ ５８ ／ １３８ ４２ ／ １３９

４ 经济学

美国经济评论（ＡＥＲ）

法律经济学与

组织期刊（ＪＬＥ＆Ｏ）

ＳＳＣＩ

２．６９３ ２．７９２ ３．３０５ １９ ／ ３２１ ２０ ／ ３３３ １３ ／ ３３３

１．０２３ ０．９３２ １．０３６ １２０ ／ ３２１ １４４ ／ ３３３ １２５ ／ ３３３

５ 医药、通用及内部 英国医学期刊（ＢＭＪ） ＳＣＩ １４．０９３ ／ ／ ６ ／ １５５ ／ ／

６ 农艺学 农业科学（ＣＳ） ＳＣＩ １．６４１ １．５１３ １．４７８ ２０ ／ ８０ ２５ ／ ７８ ２７ ／ ７９

７ 工程、多学科

工程教育期刊（ＪＥＥ）

国际科技与设计

教育期刊（ ＩＪＴＤＥ）

ＳＣＩ

１．５６９ １．９２５ ２．７１７ １３ ／ ９０ ９ ／ ９０ ５ ／ ８７

０．４１２ ０．３３９ ０．７３３ ６１ ／ ９０ ７３ ／ ９０ ５１ ／ ８７

　 　 注： ／ 表示在 ＪＣＲ 数据库未提供该年度数据；ＩＪＴＤＥ 期刊跨两个领域，一为“教育科学”，二为“工程、多学科”，
ＪＣＲ 系统提供该期刊影响因子（ ＩＦ）一样，同时也提供该期刊在不同领域的排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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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第 ＩＩＩ 阶段高被引期刊及其类别、影响因子（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

序

号
类别 期刊名称（缩写）

期刊

属性

影响因子（ ＩＦ） （年） 期刊排名（年）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１ 教育与教育研究
工程教育期刊（ＪＥＥ）

教育领导（ＥＬ）
ＳＳＣＩ

１．５６９ １．９２５ ２．７１７ ／ １６ ／ ２１９ １０ ／ ２１９

０．２３１ ０．１９２ ０．１２３ １７９ ／ ２０６ １９９ ／ ２１９ ２０９ ／ ２１９

２ 林业 林业期刊（ ＩＦ） ＳＣＩ １．３５４ １．２４４ １．６２９ １９ ／ ５９ ２２ ／ ６２ ２０ ／ ６４

３ 教育、科学

国际科技与设计

教育期刊（ ＩＪＴＤＥ）

国际工程教育期刊（ＩＪＥＥ）

ＳＣＩ
０．４１２ ０．３３９ ０．７３３ ２６ ／ ３３ ２８ ／ ３４ ２７ ／ ３６

０．４８７ ０．２９０ ０．３６０ ２５ ／ ３３ ３１ ／ ３４ ３４ ／ ３６

４ 工程、多学科

国际科技与设计

教育期刊（ ＩＪＴＤＥ）

国际工程教育期刊（ＩＪＥＥ）

ＳＣＩ
０．４１２ ０．３３９ ０．７３３ ６１ ／ ９０ ７３ ／ ９０ ５１ ／ ８７

０．４８７ ０．２９０ ０．３６０ ６０ ／ ９０ ７９ ／ ９０ ７４ ／ ８７

　 　 注： ／ 表示在 ＪＣＲ 数据库未提供该年度数据；ＩＪＴＤＥ 期刊跨两个领域，一为“教育科学”，二为“工程、多学科”，
ＪＣＲ 系统提供该期刊影响因子（ ＩＦ）一样，同时也提供该期刊在不同领域的排序数。

表 ５　 第 ＩＶ 阶段高被引期刊及其类别、影响因子（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

序

号
类别 期刊名称（缩写）

期刊

属性

影响因子（ ＩＦ） （年） 期刊排名（年）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１ 教育与教育研究

教育科技与社会（ＥＴ＆Ｓ）

科学教学（Ｅｎｓｅｎａｎｚａ
ｄｅ ｌａｓ Ｃｉｅｎｃｉａｓ）

ＳＳＣＩ

１．０１１ １．１７１ ０．８２４ ５８ ／ ２０６ ４６ ／ ２１９ ９４ ／ ２１９

０．１８８ ０．２３８ ０．１０３ １８９ ／ ２０６ １９２ ／ ２１９ ２１２ ／ ２１９

２ 教育、科学学科

工程教育期刊（ＪＥＥ）

化学教育期刊（ＪＣＥ）

国际工程教育期刊（ＩＪＥＥ）

ＳＣＩ

１．５６９ １．９２５ ２．７１７ ５ ／ ３３ ４ ／ ３４ ４ ／ ３６

０．７３９ ０．８１７ １．００１ ２３ ／ ３３ ２１ ／ ３４ ２３ ／ ３６

０．４８７ ０．２９０ ０．３６０ ２５ ／ ３３ ３１ ／ ３４ ３４ ／ ３６

３ 化学、多学科 化学教育期刊（ＪＣＥ） ＳＣＩ ０．７３９ ０．８１７ １．００１ １０８ ／ １５４ １０９ ／ １５２ １０３ ／ １４８

４ 昆虫学 经济昆虫学期刊（ＪｏＥＥ） ＳＣＩ １．６９９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５ ２０ ／ ８６ ２６ ／ ８７ ２２ ／ ９０

５ 工程、多学科
工程教育期刊（ＪＥＥ）

国际工程教育期刊（ＩＪＥＥ）
ＳＣＩ

１．５６９ １．９２５ ２．７１７ １３ ／ ９０ ９ ／ ９０ ５ ／ ８７

０．４８７ ０．２９０ ０．３６０ ６０ ／ ９０ ７９ ／ ９０ ７４ ／ ８７

６ 能源与燃料

７ 工程、化学

８ 工程、环境

能源教育科技（ＥＥＳＴ） ＳＣＩ ３１．６７７ ／ ／

１ ／ ８１ ／ ／

１ ／ １３３ ／ ／

１ ／ ４５ ／ ／

　 　 注： ／ 表示在 ＪＣＲ 数据库未提供该年度数据。

　 　 科技教育着重引用一般期刊及 ＳＣＩ 期刊，其
次为 ＳＳＣＩ 期刊。 有两个期刊，《科技与师资教

育》（ＪＴＴＥ）与《工程教育期刊》 （ ＪＥＥ），在过去

２０ 年中累计被引用次数分别达 １４０ 和 １３２ 次，
对科技教育的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有着很大

的学术影响力，被视为科技教育研究主题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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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绅： 科技教育研究主题发展趋势的引文分析：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ＦＡＮＧ Ｙｕｓｈｅ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４ ｔｏ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心期刊。 科技教育领域期刊主要出版国家依次

为美国、英国、爱尔兰、荷兰、新西兰、西班牙、土
耳其和印度。 引用期刊演进趋势由原先的职

业、训练、商业、心理学、化学、医学、农业、经济

和法律等，朝着设计与科技、工程教育、能源教

育、工业教师、科技教师、科学和数学等方向转

变。 Ｉ－ＩＶ 阶段的主题类别包含：①经济：经济、
管理和商业，②技职：社会工作和社会议题，③
法律，④专业：医药、复康、农艺、林业、昆虫学、
化学和多学科及工程多学科，⑤教育：教育与教

育研究、特殊教育和教育科学，存在从经济、技
职、法律，转向专业和教育发展的研究趋势。 Ｄｉ⁃
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和 Ｋｏｕｌａｉｄｉｓ［２］ 以内容分析法分析 １８６７
年至今的四个科技教育期刊，探讨适宜提高科

技教育的教学资源内容，结果与本研究结果类

似，但本研究更进一步揭示了一般期刊、ＳＣＩ 与

ＳＳＣＩ 期刊以及期刊影响因子和主题类别领域，
延伸或扩展了之前的研究结果。

２．３　 高被引文献分析

大体选取被引排名前 １０ 的文献为高被引文

献进行分析。 第 Ｉ 阶段，有 ３ 条文献来自书籍及

图书章节，其余为期刊（见表 ６）。 本阶段研究主

题与趋势包括：①课程：探究课程是否职业化或

非职业化［１２］ ，②技职：教育与训练［１３］ 和职业学

校发展规划［１４］ ，③教学：科学、数学的创新［１５］ ，
④职场：心理健康［１６］ 。 第 ＩＩ 阶段，有 ４ 部最经常

被引用的书籍作品，其余为期刊（见表 ７）。 研究

主题与趋势包括：①课程：新西兰科技课程［１７］ 和

情境认知与学习［１８］ ，②解决问题：设计和科技实

践过程以解决生活中潜在的问题［１９－２１］ ，③推广：
发展科技教育［２２］ ，④准则：科学素养基准［２３］ ，⑤
师资培育：科技师资发展［２４］ 。 第 ＩＩＩ 阶段，有 ５
部最经常被引用的书籍作品，其余为期刊（见表

８）。 研究主题与趋势包括：①课程：情境认知与

学习［１９］ 、概念性和程序性知识［２５－２６］ 、社会与心

智发展过程［２７］ ，②解决问题：设计和科技实践过

程［２８－２９］ ，解决生活中潜在的问题［２０，３０－３１］ ，③推

广： 发展科技教育［２１］ ， ④ 准则： 科技素养标

准［３２］ 、科学素养基准［２３，３３］ 。 第 ＩＶ 阶段，有 ７ 部

最经常被引用的书籍作品，其余为期刊（见表

９）。 研究主题与趋势包括：①科技哲思：习得生

活中科技，以及工程与哲学之间的平衡［３４－３６］ 。
②课程：新西兰课程［３７］ 、情境认知、情境学习与

合法的边缘参与［１９，３８］ 、科技教育概念性和程序

性知识的学习与问题［２６，３０］ 、社会与心智发展过

程［２７］ ，③准则：科学教育标准［３３］ 、科技素养［３９］ ，
④自我认同：身份、认知、社群和社会认同［４０］ 。

表 ６　 第 Ｉ 阶段前 １０ 名高被引文献（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年）

序号 文献标题 作者 属性 被引次数

１
Ｔｏ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 ｏｒ Ｎｏｔ ｔｏ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ｓａｃｈａ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１９８７） 期刊 ４

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１９９１） 期刊 ４

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ｌａｃｋ ＆ Ａｔｋｉｎ （１９９６） 书 ３

４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ａｌｌａｃｙ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ｓｔｅｒ （１９６５） 书章节 ３

５ Ｗｏｒｋ，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ａｒｒ （１９８７） 书 ３

　 　 注：被引次数 ２ 次者有 ３７ 篇文献，故选择前 ５ 篇。

１１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一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１

表 ７　 第 ＩＩ 阶段前 １０ 名高被引文献（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

序号 文献标题 作者 属性 被引次数

１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５）

书 ８

２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ｒｏｗ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９） 期刊 ７

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ｖ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期刊 ７

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ｉｍｂ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 书 ６

５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Ｑｕａｒｒｙ
ｏ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ｔｏｒｅ．

Ｌａｙｔｏｎ （１９９３） 书 ６

６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ｉ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ｅｎｎｅｓｓｙ ＆ Ｍｕｒｐｈｙ
（１９９９）

期刊 ６

７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ｓ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ＡＡＳ （１９９３） 书 ５

８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Ｊｏｎｅｓ ＆ Ｃｏｍｐｔｏｎ
（１９９８）

期刊 ５

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ｉｎ Ｒｅａｌ⁃ｌｉｆ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ｉｌｌ （１９９８） 期刊 ５

１０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Ｄｏｅｓ ｉｔ Ｅｘｉｓｔ？ Ｊｏｈｎｓｅｙ （１９９５） 期刊 ５

１１ Ｗｏｌｆｆ⁃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ｏｔｈ，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Ｊｅｎｋｉｎｓ （１９９８） 期刊 ５

　 　 注：由于被引次数排第 ７ 名的有 ５ 种刊，故选择前 １１ 种。

表 ８　 第 ＩＩＩ 阶段前 １０ 名高被引文献（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

序号 文献标题 作者 属性 被引次数

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Ｃｏｎｔ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ＴＥＥＡ （２０００） 书 １６

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 （１９９７） 期刊 １１

３
Ｍｉｎｄ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０） 书 １０

４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ｓ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ＡＡＳ （１９９３） 书 ９

５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ｒｏｗ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９） 期刊 ９

６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ｉｎ Ｒｅａｌ⁃ｌｉｆ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ｉｌｌ （１９９８） 期刊 ９

７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ｖ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期刊 ８

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ＮＲＣ （１９９６） 书 ８

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ｉｍｂ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 书 ８

１０ Ｒｅｃ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Ｊｏｎｅｓ （１９９７） 期刊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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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绅： 科技教育研究主题发展趋势的引文分析：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ＦＡＮＧ Ｙｕｓｈｅ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４ ｔｏ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续表

序 文献标题 作者 属性 被引次数

１１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 （２００４） 期刊 ７

１２
Ｒｅａｌ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 ａｎｄ Ｌｏｓ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ｆｏｒ Ｐｅｅｒ Ｃ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Ｍｕｒｐｈｙ ＆ Ｈｅｎｎｅｓｓｙ
（２００１）

期刊 ７

１３ Ｓｋｅｔｃｈｉｎｇ：Ｆｒｉｅｎｄ ｏｒ Ｆｏ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ｖｉ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ｒ． Ｗｅｌｃ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期刊 ７

　 　 注：由于被引次数排第 １０ 名的有 ４ 种刊，故选择前 １３ 种。

表 ９　 第 ＩＶ 阶段前 １０ 名高被引文献（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

序号 文献标题 作者 属性 被引次数

１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Ｎ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２００５ａ） 期刊 １３

２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ｒｏｗ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９） 期刊 １２

３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 （２００４） 期刊 １２

４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Ｌａｖｅ ＆ Ｗｅｎｇｅｒ （１９９１） 书 １１

５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Ｍｉｔｃｈａｍ （１９９４） 书 １１

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ＮＲＣ （１９９６） 书 １１

７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 （１９９７） 期刊 １０

８ Ｔｈｅ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

书 １０

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Ｄｏ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Ｗｅｎｇｅｒ （２０００） 书 １０

１０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２００５ｂ） 期刊 ９

１１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Ｗｈｙ Ａｌ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 Ｍｏ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Ｐｅａｒｓｏｎ， ＆ Ｙｏｕｎｇ．

ＮＡ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书 ９

１２
Ｍｉｎｄ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０） 书 ９

　 　 注：由于被引次数排第 １０ 名的有 ３ 种刊，故选择前 １２ 种。

　 　 分析高被引文献可知，第 ＩＩ 阶段与第 Ｉ 阶段

被引用的文献作品不重复，表明科技教育研究

主题在该阶段的引用具有快速变迁现象，可能

是从工艺教育转变为科技教育的过程中，正在

寻求适宜的知识文献。 第 ＩＩＩ 阶段与第 ＩＩ 阶段

相比，有 ５ 篇文献延续了第 ＩＩ 阶段：科学素养基

准，情境认知与学习文化，解决问题的科技教

育，发展科技教育，理解和实践设计技术。 第 ＩＶ
阶段与第 ＩＩＩ 阶段相比，也有 ５ 篇文献在第 ＩＩＩ 阶
段被大量引用：情境认知与学习文化，解决问题

的科技教育，概念性和程序性知识，国家科学教

育标准，社会学习认知发展理论。 高被引用文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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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在第 ＩＩ 阶段开始形成，这些高被引文献作品

呈现连贯性，体现了目前科技教育的研究重点。
其中，大多数为书籍文献，其引用次数及被引频

次不像期刊文献那样快速地累积。 被延续引用

１５ 年的文献是一篇期刊论文，发表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延续 １０ 年被引的文献有 ８ 种，书籍和期刊

各 ４ 种，分别有 ２１ 世纪前十年出版的期刊论文

２ 篇，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出版的书籍 ３ 部和 ２ 篇期

刊论文，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出版的书籍 １ 部。 在引

用上，期刊与书籍两者相比，期刊比较接近当

代，被引用时间也较长，表明这些文献作品的影

响力并没有随着时间而衰退，其引用率反而增

加，这表明愈来愈多的研究者正参与到科技教

育相关主题领域的研究中来。

２．４　 高被引作者分析

选取第 Ｉ－ＩＶ 阶段被引前 １０ 位的作者或组

织进行分析，因有被引数相同的情况，故数量会

稍有增减。 从作者所在机构的官方网站、Ｅｍａｉｌ
辨识国别区域和学术专业。 第 Ｉ 阶段，１０ 位中

有两位来自国际组织，分别为世界银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英国有

３ 位，美国有 ２ 位，其余来自印度、澳大利亚和挪

威（见表 １０）。 第 ＩＩ 阶段，同样有两位来自国际

组织，分别为世界银行和美国科学促进学会

（ＡＡＡＳ）；英国有 ４ 位，美国有 ３ 位，其余来自新

西兰、以色列和瑞典（见表 １１）。 第 ＩＩＩ 阶段，有
３ 个机构或组织，分别为：美国科学促进会、国际

科技与工程教育人员学会（ ＩＴＥＥＡ）和美国教育

部（Ｕ．Ｓ． ＥＤ）；来自美国和英国各有 ４ 位，其余来

自新西兰、加拿大和荷兰（见表 １２）。 第 ＩＶ 阶

段，有 ３ 个国际性组织，分别为：美国国家科学委

员会（ＮＲＣ）、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和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有 ２ 位，其余来自新西兰、
荷兰、英国、联合国、澳大利亚、土耳其、法国和

以色列（见表 １３）。

表 １０　 第 Ｉ 阶段前 １０ 名高被引作者（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年）
序号 姓名（机构）、学历、专业领域 隶属国家 被引次数

１
Ｇｅｏｒｇｅ Ｐｓａｃｈａｒｏｐｏｕｌｏｓ，博士。 高等教育经济研究、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发展、教育

政策与规划、教育投资、国际教育规划、教育发展、妇女就业、国际教育比较。
美国 ／ 希腊 １７

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世界银行，国际组织。 全球经济、国际发展、世界金融市场，以终结极

度贫困、促进共享繁荣为两大目标。
联合国 １０

３ Ｓｈａｈｒａｍ Ｇｈａｎｄｅｈａｒｉｚａｄｅｈ，博士。 计算机科学。 美国 ９

４ Ｌａｌ Ｂａｈａｄｕｒ Ｓｉｎｇｈ，博士。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心理幸福感、职业价值观。 印度 ９

５
ＵＮＥＳＣ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组织。 知识和科技，制订准则，教育、科学、研
究、培训、文化和传播。

联合国 ９

６ Ｎｏｒｍａ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Ｆｅａｔｈｅｒ，博士。 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态度问题、失业心理影响。 澳大利亚 ８

７
Ｍａｒｉｅ Ｊａｈｏｄａ，博士。 社会心理学家、心理健康、有效自我认知、自尊和承诺、行为

控制、科技与欧洲的未来。
英国 ８

８
Ｗ Ｋｅｎｔ Ａｎｇｅｒ，博士。 计算机培训、职场安卫、人类行为、行为神经科学、公共卫生

与预防医学。
英国 ７

９
Ｊｏｎ Ｌａｕｇｌｏ，博士。 社会资本和教育、青少年教育和公民参与、职技教育和培训、发
展中国家政策、成人非正规教育、比较 ／ 国际教育社会学、教育和创新研究。

挪威 ７

１０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ｒｒ，博士。 心理学、职工快乐与不快乐因素、动机与参与、个性图案及相关

因素、人－职能匹配。
英国 ７

１２０



方 绅： 科技教育研究主题发展趋势的引文分析：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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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表 １１　 第 ＩＩ 阶段前 １０ 名高被引作者（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

序号 姓名（机构）、学历、专业领域 所在国家 被引次数

１ Ａｌｉｓｔｅｒ Ｊｏｎｅｓ，博士。 科技教育、科学教育、教师发展、教学和评量、课程发展、评鉴方法。 新西兰 ２３

２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博士。 计算机辅助学习、课堂教学实践参与、教师专业发展、数
字学习、学习如何学习。

英国 １７

３
Ｍｏｓｈｅ Ｂａｒａｋ，博士。 科技教育、科学和科技、资通科技（ ＩＣＴ）、图像处理、工业教育

（电力、电子和计算机）。
以色列 １５

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ｉｍｂｅｌｌ，博士。 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师资培育、课程分析、教学设计、教
学评鉴、创造力和想象力、设计实务标记和分析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研究方法。

英国 １２

５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世界银行，国际组织。 全球经济、国际发展、世界金融市场，以终结极

度贫困、促进共享繁荣为两大目标。
联合国 １２

６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ＡＡＳ），专业团体。 美国国

家科学教育标准，科学素养基准。
美国 １１

７
Ｄａｖｉｄ Ｍ． Ｂａｒｌｅｘ，博士。 科技教育、科技与设计教育、创造力设计与科技、课程发

展、儿童科技理解发展。
英国 １１

８
Ｄａｖｉｄ Ｌａｙｔｏｎ，博士。 科学与科技教育国际发展、设计和科技、国家课程开发、科学

与科技教育研究和评估。
英国 １１

９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Ｌｅｗｉｓ，博士。 社会学、人类学。 美国 １０

１０
Ｌｅｎｎａｒｔ Ｓｊöｂｅｒｇ，博士。 风险研究、媒体和经济心理学、心理学、风险心理、情绪智

力、性格测试、法医心理学、市场营销与策略。
瑞典 １０

表 １２　 第 ＩＩＩ 阶段前 １０ 名高被引作者（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

序号 姓名（机构）、学历、专业领域 所在国家 被引次数

１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博士。 计算机辅助学习、课堂教学实践参与、教师专业发展、数
字学习、学习如何学习。

英国 ４０

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ｉｍｂｅｌｌ，博士。 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师资培育、课程分析、教学设计、教
学评鉴、创造力和想象力、设计实务标记和分析、研究方法。

英国 ２５

３
Ａｌｉｓｔｅｒ Ｊｏｎｅｓ，博士。 科技教育、科学教育、教师发展、教学和评量、课程发展、评鉴

方法。
新西兰 ２１

４
Ｄａｖｉｄ Ｍ． Ｂａｒｌｅｘ，博士。 科技教育、科技与设计教育、创造力设计与科技、课程发

展、儿童科技理解发展。
英国 １８

５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Ｍｕｒｐｈｙ，博士。 教育教学法、教师教育、教育发展、课程国际视野、社会性

别和科技、科技素养、性别差异。
英国 １７

６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Ｗｅｌｃｈ，博士。 设计和科技、设计教育、学习和评量、课程与教学、科技素养。 加拿大 １６

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ＡＡＳ），专业团体。 美国国

家科学教育标准，科学素养基准。
美国 １４

８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Ｕ．Ｓ． ＥＤ），政府机构。 美国教育部，促进学生通过

优质教育，确保平等地获得全球的竞争力。
美国 １４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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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机构）、学历、专业领域 所在国家 被引次数

９
Ｍａｒｃ Ｊ． ｄｅ Ｖｒｉｅｓ，博士。 科技教育、科技知识（科技史）、科技哲学、师资培育、设计

方法学领域。
荷兰 １３

１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ＩＴＥＥＡ）。 专业团

体。 国际科技与工程教育人员学会，从事科技教学、推广、创新、设计和工程教

育，以促进科技素养。
美国 １３

１１ Ｊｅａｎ Ｌａｖｅ，博士。 情境学习理论。 美国 １３

　 　 注：由于被引次数排第 ９ 的有 ３ 名作者，故选择前 １１ 名。

表 １３　 第 ＩＶ 阶段前 １０ 名高被引作者（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

序号 姓名（机构）、学历、专业领域 所在国家 被引次数

１
Ａｌｉｓｔｅｒ Ｊｏｎｅｓ，博士。 科技教育、科学教育、教师发展、教学和评量、课程发展、评鉴

方法。
新西兰 ３７

２
Ｍａｒｃ Ｊ． ｄｅ Ｖｒｉｅｓ，博士。 科技教育、科技知识（科技史）、科技哲学、师资培育、设计

方法学领域。
荷兰 ３０

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ｉｍｂｅｌｌ，博士。 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师资培育、课程分析、教学设计、教
学评鉴、创造力和想象力、设计实务标记和分析、研究方法。

英国 ２８

４
ＵＮＥＳＣ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组织。 知识和科技，制订准则，教育、科学、研
究、培训、文化和传播。

联合国 ２７

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ＮＲＣ），政府机构。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提高政府决

策和公共政策，提升公众认知，促进科学、科技、工程和健康的科学活动知识获取

和传播。
美国 ２５

６
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 Ｐａｖｌｏｖａ，博士。 课程与教学理论发展、科学，科技与工程课程与教学、技
职教育、培训课程、教学。

澳大利亚 ２５

７
Ｓｅｆｉｋａ Ｓｕｌｅ Ｅｒｃｅｔｉｎ，博士。 商业与经济 ／ 管理、商业与经济 ／ 领导力、科学教育、教
育管理、管理、规划。 （国际科学协会创始成员与会长）

土耳其 ２２

８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Ｌｅｗｉｓ，博士。 社会学、人类学。 美国 ２２

９
ＯＥＣＤ，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在世界经济发展、金融稳定、贸易和投资、科技创

新、企业管理等方面帮助成员国保持繁荣并且扫除贫穷，在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社

会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
法国 １９

１０ Ｕｒｉ Ｚｏｌｌｅｒ，博士。 科技教育、科学，科技和环境、社会环境、教学、环境化学、有机化学。 以色列 １９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各阶段作者与机构组

织的专业领域。 第 Ｉ 阶段的科技教育研究主题

融合了下述六个学科领域：①教育与教育研究，
②商业经济，③计算机科学，④环境科学，⑤心

理学，⑥公众环境职业健康。 第 ＩＩ 阶段融合了

下述六个学科： ①教育与教育研究， ②商业经

济，③计算机科学，④心理学，⑤社会学，⑥人类

学。 第 ＩＩＩ 阶段融合下述三个学科：①教育与教

育研究，②工程，③计算机科学。 第 ＩＶ 阶段融合

下述七个学科：①教育与教育研究，②工程，③
商业经济， ④计算机科学， ⑤公众环境职业健

康，⑥社会学，⑦人类学。
统计 Ｉ－ＩＶ 阶段重复出现的作者与机构组织

发现，美国学术单位有 ９ 位学者，英国有 ８ 位，新

１２２



方 绅： 科技教育研究主题发展趋势的引文分析：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ＦＡＮＧ Ｙｕｓｈｅ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４ ｔｏ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西兰、澳大利亚、以色列和联合国各有 ２ 位，其余

如荷兰、瑞典、法国、印度、加拿大和土耳其各有

１ 位。 国际组织主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

界银行。 美国和英国的学者、组织或团体在科

技教育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在教育与教育研

究、商业经济、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心理学、
公众环境职业健康、社会学、人类学和工程等领

域，皆影响并支配了其研究走向。

３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发现科技教育研究主题正不断演进

与扩张，以获得更多研究者的认同。 在 Ｉ－ＩＶ 阶

段，常用的关键词从一开始只获得两个（２ 次）关
键词，到后期关键词数量大幅提升，意味着该阶

段的科技教育正在研究者中达成共识。 随着时

间推移与演进，由关键词使用频次可见科技教

育研究主题已经由技职方面朝着创造力、科学

教育、性别、师资教育、科学与科技教育、教师训

练、信息素养、工程教育、自我效能感、科技知识

等趋势发展。 学科高被引期刊从《化学教育期

刊》（ＪＣＥ）、《 ＣＵＲ 季刊》 （ ＣＵＲＱ）、《特殊儿童》
（ＥＣｈｉ）、《哈佛商业评论》 （ ＨＢＲ），转移到《科技

与师资教育》 （ ＪＴＴＥ）、《工程教育期刊》 （ ＪＥＥ）、
《科技教师》 （ ＴＴＴ）、《设计与科技教育：国际期

刊》（ＤＩＪ）和《国际工程教育期刊》 （ ＩＪＥＥ），也印

证了关键词的演进过程与研究发展趋势。 而后

一个阶段的高被引文献被引用频次往往高于前

一阶段，最常被高引用的文献作品是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ｉｎｄ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其中，最
具影响力的文献由 Ｂｒｏｗｎ 等人在 １９８９ 年出

版［１８］ ，其次由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 在 １９９７ 年出版［２６］ ，再
次由 ＮＲＣ 在 １９９６ 年［３３］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 在 ２００４ 年

出版［３０］ ，另外还有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 等人所著的文献作

品［２７］ 。 各阶段排名靠前的作者与组织或团体，

对科技教育研究领域内的各种主题，都能发挥

本身专业知识，促使科技教育研究主题迅速发

展。 本研究的分析发现不同学科领域的多元属

性，排名较前作者的专业领域涵盖科技教育、师
资培育、师资发展、课程发展、科学教育、创造力

和想象力、计算机辅助学习、教学和评价等，这
些作者与组织或团体被引用累计频次依序为：
Ｋｉｍｂｅｌｌ、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Ｊｏｎｅｓ、ｄｅ Ｖｒｉｅｓ、Ｌａｖｅ、Ｌｅｗ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Ｂａｒｌｅｘ、ＡＡＡＳ、ＮＲＣ 和 Ｅｒｃｅｔｉｎ，其中有

三个是国际组织、专业团体和政府机构。 本研

究应用被引次数排名揭示科技教育研究主题所

在领域，反映出科技教育研究主题的发展趋势。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揭示科技教育研究主题

演进与趋势，发现该领域关键词使用的演变及经

典文献和重要作者，可以有效引导未来的研究者

快速了解该领域的经典文献和专家。 这些高被

引期刊、文献作品和作者不只是对科技教育研究

主题所在领域的发展影响大，同时也是共同定义

科技教育这一领域研究边界的贡献者。
此研究有如下局限。 第一，在研究方法方

面，仅使用了引文分析法，与共被引分析、书目

耦合分析等其他文献计量法相比，引文分析具

有更简单、灵活，结果更直观明了等优点，但对

关键词和高被引期刊、文献作品、作者进行分析

时，容易忽略相对低引用的文献，不能反映研究

领域全部的主题内容。 第二，本研究一次检索

完毕并下载数据进行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时常

发现 ＷｏＳ 资料库更新后，同样的检索指令和检

索年代，会有不同的检索结果，本文可能会与后

续研究者的检索结果有所差异。 第三，由于 ＪＣＲ
系统并未收录一般期刊的信息，本研究只能局

限于对 ＳＳＣＩ 及 ＳＣＩ 期刊的影响因子和期刊等级

分类排名进行分析，不能反映本领域所有期刊

的全部信息。
未来研究可在三个领域展开。 首先，本研究

分析数据主要通过 ＷｏＳ 数据库搜集而来，可能无

法涵盖本领域的所有文献，建议未来研究可扩展

至 Ｓｃｏｐｕｓ 或国内数据库，针对国内外期刊、书籍

等论著加以分析，并进一步相互比较。 其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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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运用引文分析已竭尽可能地展现出科技教

育学科领域完整的演进结构，建议未来可进行共

被引分析、书目耦合分析等，以呈现出不同的观

点或结果。 最后，本研究主要是以一般较常使用

的科技教育和科技素养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建议

未来能邀请该领域 ３—５ 位专家进行效度检验，
如对关键词、次关键词等的检验，让整个研究更

具信效度，更彰显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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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瑀绅　 台湾师范大学科技应用与人力资源发展学系博士后。 台湾 台北 １０６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２０；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８－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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