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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地理核心素养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发文量、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和

关键词等知识图谱，以期为地理核心素养研究提供参考。结果显示：2017年以后地理核心素养领域相关

文献年均发文量约185篇，发文量迅速增加；通过洛特卡定律和普赖斯定律验证该领域未形成高产作者

群，且作者间的合作较弱；高等学校是主要的发文机构，且高校之间的合作较多，高校和中小学之间的

合作较少；关键词主要集中在课堂教学、培养策略、综合思维和研学旅行等方面。最后对地理核心素养

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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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eSpace was used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related documents of geographical core literacy. We 
drew knowledge maps such as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authors, organizations and keywords, 
which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geographical core literac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2017, the annual average number of relevant documents in the field of geographical core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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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acy was about 185, with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issued; through Lotka’s 
law and Price’s law, it was verified that there was not a high-yield author group in this field,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authors was wea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re the main sending in-
stitutions, and there was more coopera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ess coopera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lassroom teaching, training strategies, 
comprehensive thinking and research travel are the main research keywords. Finally, we summa-
rized and discussed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geographical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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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以来，我国素质教育不断发展，地理教育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4 年教育部明确指出，“各

级各类学校要从实际情况和学生特点出发，把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要求落实到各学科教学中[1]”，2018
年颁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学科课程标准(2017 年版)》[2]，核心素养开始成为地理课程改革的新指

向和热点。 
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地理核心素养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有利于厘清相关发展脉络，对于推动

地理核心素养发展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采用文献计量法开展研究得到广泛应用。文献计量方法的优点

在于可以通过定量的数据较客观地反映不同时期的研究状况，从而降低以往文献研究法偏于定性归纳、

过于主观的程度[3]。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文献数量多、期刊权威，因此本文选择中国知网为数据来源。相较于学位论

文、会议报告和专著等文献，期刊论文对学术领域的前言热点把握更加敏锐连续[4]。因此，为保证文献

的相关性，本文只选择期刊论文。检索条件主题为地理核心素养，最终获取有效文献 1076 篇(时间截至

2022 年 12 月 12 日)。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析工具 CiteSpace 软件是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是当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献

可视化分析软件之一，在文献计量学和文献可视化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5]。因此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 对地理核心素养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 

3. 主要研究内容分析 

3.1. 发文量分析 

年发文量可以衡量发文趋势，因此本文对 1076 篇有效文献进行年发文量统计分析，如图 1 所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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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趋势上看，地理核心素养领域研究文献呈线性增长，R2 约为 0.62，表明拟合趋势线较可靠；从年度

发文阶段上看，2015~2016 年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由于受实践和理论认知的限制，年发文量少在 40 篇以

下，该时期地理核心素养的研究呈现雏形。2017~2021 年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发文量迅速

增加，年均发文量约 185 篇，这表明地理核心素养理在地理教育中的热度和关注度持续增高并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预测相关论文仍会保持增长态势(图 1)。 
 

 
Figure 1. Number of documents issued of geographical core literacy 
from 2014~2021 
图 1. 2014 至 2021 年地理核心素养领域发文量统计 

3.2. 发文作者分析 

由于 CiteSpace.6.1 版本作者分析只能分析第一作者，所以本文仅对第一作者进行分析。节点类型选

择作者(Author)，时间切片(Time slice)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如图 2 所示，从节点上看，共 248 个节

点，即共有 248 位第一作者在该领域发表过论文。其中段玉山的发文量最多为 8 篇，董瑞杰次之为 7 篇，

李小妹和林叶彬为 6 篇，王民为 5 篇；除以上作者外，约 86.7%的作者发文量为 1~2 篇，仅有 13.3%的

作者发文量为 3 篇及以上，表明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从连线上和网络密度上看，连线数为 72，网络密

度为 0.0024。作者之间的连线较弱合作较少，尚未形成密切的作者合作网络；单独发文的作者较多，网

络密度小作者较为分散。 
根据普赖斯定律：在同一研究主题上，一半的论文是一群高产作者所写，高产作者与全部作者存在

M ≈ 0.749 (Nmax)1/2 关系，其中 Nmax 为最高产作者发文数，M 为杰出科学家中最低产作者发表论文数[6]。
由于最高产作者的发文量是 8，代入公式得 M ≈ 2.1，即发表 3 篇及以上为高产作者。经统计，高产作者

的发文量占总样本量的 13.3% (<50%)，不符合普赖斯定律。因此可以判断该领域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

者群。 
根据洛特卡定律，f(n) = c/na，其中，n 为单个作者发文数且 1 ≤ n ≤ T；T 为单个作者最大发文量；f(n)

为发表 n 篇论文的作者比例；a 与 c 为常数；即发表过 1 篇论文的作者占全部作者的 60.79%，发表过 2
篇论文的作者数量是发表过 1 篇论文作者数量的 1/4，发表 N 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应是发表 1 篇论文作者

数量的 1/N2 [7]。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发文量为 1 篇的作者约占总作者数的 37.8%；发表过两篇文章的

作者为69位，是发表过1篇论文作者数量47.3%；发表过三篇文章的作者是发表过1篇论文作者数量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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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洛特卡定律规定的比例相距较大，不符合洛特卡定律。因此该领域单独发文的作者较多，尚未形成核

心作者群。 
 

 
Figure 2. Atlas of author cooperation network of geographical core literacy 
图 2. 地理核心素养领域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Table 1. Documents issued by parts authors of geographical core literacy 
表 1. 地理核心素养领域部分作者发文情况 

发文数(篇) 实际作者数(人) 洛卡特定律假定 
作者数(人) 

占发文量 1 篇 
作者比例(%) 

洛卡特定律假定占发文量 1 篇

作者比例(%) 

1 146 655 100% 100% 

2 69 164 47.3 25 

3 60 72 41.1 11.1 

3.3. 发文机构分析 

网络节点选择机构(Institution)，输出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如图 3 所示。得到节点数为 233，连线为

60，网络密度为 0.0022。在节点方面，共有 233 个第一单位对地理核心素养进行过相关研究，其中福建

师范大学单位的发文量最多为 36 篇，陕西师范大学次之为 22 篇；中小学单位如江苏省天一中学、延边

第二中学和中山市第一中学等对地理核心素养展开相关研究，但是相关文献数量较少在 10 篇以下。这说

明中小学是开展地理核心素养教育的主要阵地，高校是进行相关研究的主力军。在连线和网络密度方面，

各机构之间的连线较为松散合作较弱，尚未形成密切交流合作的团队。在合作方式方面，多以高校之间

的合作为主，如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和南京市教学研究室之

间，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和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之间有联系；而高校和中小学之间

的合作较少，作为地理核心素养主力军的高校和基本场所的中小学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交流，协同开展地

理核心素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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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Network map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 geographical core literacy 
图 3. 地理核心素养领域发文机构网络图谱 

3.4. 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论文核心内容的高度凝练，高频关键词常被视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8]。因此，进行关键词

分析以梳理地理核心素养领域的研究热点。 

3.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Keyword)，得到 366 个节点，555 个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83，关键词共现图

谱图 4 所示。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in geographical core literacy field 
图 4. 地理核心素养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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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频次越高，表明该词受到的关注就越多。中介中心性(Centrality)是指关键词在整个共现网络中

的中心地位，一般把中心性大于 0.1 的节点称作关键节点[9]。排名前十的关键词频次和中介中心性统计

表如表 2 所示。其中，核心素养中心性最高，频次也最高，表明该词既是高中心性词又是高频词，是重

要的核心关键词；高中地理和地理设计的中心性高于 0.2，表明对地理核心素养主题的研究多围绕这些方

面展开；地理教学、区域认知、综合思维、地理和深度学习等关键词的频次虽然相对较低，但中心性高

于 0.1，表明该词联系了更多的关键词，是关键词之间的中介，具有典型的中心性。研学旅行和初中地理

的中心性虽然低于 0.1，但其中介中心性排名处于前 10，表明这些关键词也受到广泛关注。 
 

Table 2. Keyword frequency (top 10) and intermediary centrality (top 10) 
表 2. 关键词频次(前 10)和中介中心性统计(前 10)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1 核心素养 432 0.75 

2 高中地理 145 0.34 

3 教学设计 58 0.2 

4 地理教学 55 0.14 

5 研学旅行 47 0.08 

6 初中地理 41 0.08 

7 区域认知 40 0.13 

8 综合思维 39 0.12 

9 地理 37 0.1 

10 深度学习 24 0.1 

 
总之，从教学方法上看，主要围绕教学设计、地理教学、研学旅行和深度学习等关键词，指明了地

理核心素养培养的方式；从研究对象看，主要涉及初高中地理等关键词，这指明地理核心素养研究的主

要场所和对象；从研究内涵来看，主要有区域认知和综合思维等关键词，旨在表明地理核心素养研究的

意义。 

3.4.2. 关键词聚类分析和演进分析 
Q 值(模块值)和 S 值(平均轮廓值)是评价聚类图谱的重要指标，Q 值大于 0.3 表示聚类效果显著，当

S 值大于 0.7 时，聚类是高效率且较为可信的[10]。10 个聚类 Q 值为 0.699，S 值为 0.915，表明聚类内部

清晰，聚类结构好可信度高。基于聚类分析，得到关键词演进图谱如图 5 所示。 
结合关键词演进图谱分别对 10 个聚类结果进行分析： 
1) 综合思维类：在该类的时间线上，2015 年首次出现关键词人地协调，并在 2016 年至 2019 年与人

地理念和地理思维等成为共现词，在 2020 年新冠疫情出现后，学校开始了线上教学模式，此时在线教学

成为共现词。综合思维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资源安全观、人地协调观和环境整体观。 
2) 核心素养类：在该领域中，主要关键词有特殊性普通性、地理问题、人类星球、地理调查和教学

资源等。该类关键词于 2014 年首次出现，是重要的结构性节点关键词，并与众多关键词共现，由此衍生

出不同的研究主题。 
3) 地理教学类：该类研究始于 2016 年，地理教学类热点侧重于教学实践如单元教学和学习目标等，

同时对基础教育如义务教育、初中地理和高中地理等方面也开展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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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Keyword evolution map of geographical core literacy field 
图 5. 地理核心素养领域关键词演进图谱 

 
4) 高中地理类：在该领域中，主要关键词有课堂活动、作业设计、复习课、实践能力和主题教学等。

该领域主要集中于地理教学的途径、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有助于学生掌握地理学科本身的内在逻辑，在

课堂中加强地理核心素养的理解与吸收。 
5) 教学设计：教学设计是地理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该领域的关键词始于 2016 年，主要有可持续

发展观教育、教学设计、课堂教学、教学策略和真实情境等关键词。地理教学设计要善于启发学生，揭

示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发展规律，从而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促进地理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6) 地理学科类：地理学科类关键词在 2015 年首次出现，主要有分层分类、高中地理课程、主干知

识、高考地理试题、价值教育和信息获取等关键词。该领域集中在初高中地理课程、高考试题和价值教

育的提升等方面，反映了基础教育对地理核心素养的关注。 
7) 深度学习类：该类研究始于 2017 年，且与地理实践力相关联。深度学习侧重于对学生实践能力

的培养，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感悟人地关系，在学习中培养地理核心素养，促进地理知识和地理实践力

的深度融合。 
8) 课程标准类：主要关键词有方案设计、中学地理、专利案例、体系构建和乡土研学等。该领域重

点关注地理课程的教学方式和学生培养目标，这有利于提高地理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地理认知能力， 
从而达到在课堂上高效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效果。 
9) 地理素养类：该领域研究自 2015 年以来持续被关注，共现关键词内容广泛，有培养策略、试题

分析、交流互动等教学实施类方面的研究，围绕地理素养进行教学实践分析，同时也有地理现象和地理

问题等方面的探讨。 
10) 研学旅行类：研学旅行是新时期地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背景下，教

育与旅游产业开始融合，研学旅行活动在我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该领域中的关键词首次出现在 2014 年，

并持续至今，其中地理实践力、主题探究、研学旅行、新课标、课程目标和实践教学评价是主要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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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行在地理考察和旅行中培养地理核心素养，有利于促进地理知识和研学经验的融合交叉。 

3.4.3. 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现词常被视为研究领域的前沿[11]。如图 6 所示，本研究共有 20 个突现词，经过分析得到地理核

心素养研究热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地理教学策略与实践(2014~2020)。地理核心素养培养的对象

是学生，教学实施者是教师，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如高考、高中生、实践活动和地理课程等充分体现了

学生的主体性，学习评价、培养策略和教学模式等体现了教师在地理课堂的教学策略性和主导性。将地

理核心素养的观念辐射到教学策略与实践中，能提升地理学科品格，更能彰显地理学科的育人功能。二

是地理综合思维培养(2020~2022)，突变性持续两年左右。伴随着环境教育和可持续理念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阶段主要围绕区域发展、综合思维和地理问题研究等热点展开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不仅反映

了地理专业知识的特殊性，更体现了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地理学蕴含的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区域认

识和全球视角等思想。 
 

 
Figure 6. Keyword burstness map in the field of geographical 
core literacy 
图 6. 地理核心素养领域关键词突现图谱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在发文量方面。2014~2016 年发文量在 40 篇以下，处于初步发展阶段；2017 年以后发文量迅速增加，

年均发文量约 185 篇，处于蓬勃发展阶段。预测以后相关论文仍会继续增长。 
在发文作者方面。发文量为 3 篇及以上的作者仅占作者总量的 13.3%，未形成高产作者群。在合作

状态上，作者间的合作较弱，呈现出整体分散的状态，尚未形成密切的作者合作网络。 
在发文机构方面。有关地理核心素养的发文机构主要有三种类型，即高校，中小学和地方教学研究

室，其中高校是发文机构主体。从合作的方式看，多以高校之间的合作为主，高校和中小学、地方教学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2087


朱薛星，陈思 
 

 

DOI: 10.12677/ae.2023.132087 543 教育进展 
 

研究室之间的合作较少。 
在关键词方面。通过词频分析发现地理核心素养关键词主要集中在课堂教学、培养策略、综合思维

和研学旅行等方面，即地理核心素养重视课堂与教学，重在培养地理思维和地理实践力。通过演进分析

和突现分析发现，地理核心素养紧跟时代发展，呈现出与劳动教育和环境教育紧密结合的趋势。 

4.2. 讨论 

首先，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来源，忽略了其他中文和外文数据库的相关文献，后续的研究可以参

考其他数据库中的文献进行研究。 
其次，在分析工具上。本文的研究工具为 CiteSpace 软件，尚未借助其他可视化工具。后续研究可以

使用其他可视化软件进一步分析。 
总之，地理核心素养的发展需要各方面的合作与努力，需要单位间的合作与交流、教师们的探索与

实践、学者们的研究与剖析和政策上的引领与支持，各方面合力共同推动地理核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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