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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惩戒是长期以来教育领域中的热点问题。本文以CNKI中国期刊数据库收录的教育惩戒相关文献为数

据来源，借助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我国教育惩戒的研究热点及演化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

明：研究主题主要分布在教育惩戒、教育惩罚、变相体罚、体罚和惩罚等方面；且当前的研究正在沿着

学科多元化、方法多元化发展；未来研究将会进一步深入教育惩戒理论的研究、教育惩戒政策实施效果

的评价以及关注学生个体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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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punishment is a hot issu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for a long time.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evolution trends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in China are visually analyzed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software, based on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collected in CNKI China periodical databa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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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educational punishment, educational penalty, disguised corporal pu-
nishment,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punishment; 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is developing alo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disciplines and methods; future research will further deepen the study of educa-
tional punishment theory,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policy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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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惩戒是为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项基本规则，保障和规范了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和管

理职责，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2020 年 12 月教育部公布《中小学教育惩

戒规则(试行)》，规则中明确指出“教育惩戒，是指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

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 [1]。教育惩戒是在教

育过程中，体现“育人为本”精神的一种重要管理措施。本文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
近年 442 篇关于教育惩戒的高质量文献绘制知识图谱并进行计量学分析，厘清总的研究概况、热点话题

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之处。 

2. 数据来源与分析工具 

2.1. 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是当前国内最大、最具有代表性、最完备的知识库。本次研究文献取自中国知网，以北大

中文核心期刊及 CSSCI 来源期刊为参考资料，以确保文献的权威及品质。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1 日，

以“教育惩戒”或“教育惩罚”为检索词进行搜索。通过人工筛选，排除重复文献、会议纪要、新闻报

道、信息量不足的文献，最终得到 442 篇文献。 

2.2. 分析工具 

CiteSpace 软件将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等方法结合在一起，利用 CiteSpace 6.2 对

教育惩戒的知识图谱进行绘制，不仅具备了图和谱的双重特性，也方便研究者们对知识群之间的演化、

交叉等不易被人察觉的隐形关系进行了识别。 

3. 数据统计与分析 

3.1. 发文量分析 

通过主题词搜索研究文献的发布时间和发文量，可以得知该领域在每个时间段论文发布数量，这是

衡量该领域在每个时间点研究热度的重要指标。如图 1 所示，1996 年到 2003 年间研究该主题的热度较

低，文献产出较少。到 2020 年论文产出达最高峰，年度论文载量达 76 篇。2021 到 2022 年，年均在载

文量虽然有所下降，但还是保持在 30 篇以上的范围。这反映在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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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试行)》前后，学者们对于教育惩戒的研究力度不断加大，研究内容也不断纵向加深、横向拓宽。 
 

 
Figure 1.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papers related to educational punishment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图 1. 近年来我国有关教育惩戒相关论文数量变化情况 

3.2. 文献来源分析 

以“institution”为节点类型并对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得到关于教育惩戒研究领域的研究机构合作

网络与节点知识图。经过整理，发文数量排名前 10 的机构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op 10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research 
表 1. 教育惩戒研究排名前 10 的研究机构 

序号 机构 发文篇数 

1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15 

2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6 

3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6 

4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5 

5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4 

6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4 

7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 4 

8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4 

9 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4 

10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3 

 

由表 1 可知，国内关于教育惩戒研究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高校，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部是中心力量，

共发表了 15 篇论文，其次是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部(6 篇)、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6 篇)。文献发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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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网络(co-institution)的各机构的节点密度是 0.0017，在中心度 < 0.03 的情况下，说明不同机构之间的

联系密度比较低，各机构为独立研究，尚未形成极具凝聚力的科研全体。 
高被引频次论文的发表，意味着在其研究的时期内出现了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或者在其研究的领域

有了新的进展。表 2 所示，是近些年被引排名前 10 的文献。其中被引排名第一的文献是《论惩罚的教育

意义及其实现》(331 次)，该论文是对惩罚的教育意义进行理性分析，把惩罚之教育意义落实中的问题与

惩罚之教育意义本身分开而谈，并认为合理的使用惩罚是教师的专业权力和义务。被引排名第二的是《论

教育中的惩罚》(244 次)。该论文中认为教育中恰当的惩罚对维护教育秩序和促进学生社会化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被引排名第三的是《“教育惩戒”的概念界定》，该论文中提出教育惩戒与管教。体罚(变相

体罚)、训诫，申诫具有显著的区别，并应该在教育立法中规定教育惩戒的概念、类型、设定以及适用原

则、适用程序、救济途径、“失范行为”构成要件等内容，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教育惩戒制度的积极作

用。排名前三的文献中分别是从教育惩罚和教育惩戒这两个主题词意义进行探究，排名前 10 的被引文献

中还从教育惩戒的合理性、边界性、以及实施过程的思考进行探讨。 
 
Table 2. Statistics of highly cited documents 
表 2. 高被引文献统计 

排序 文献名称 作者 期刊名称 被引次数 

1 论惩罚的教育意义及其实现 檀传宝 中国教育学刊 331 

2 论教育中的惩罚 傅维利 教育研究 244 

3 “教育惩戒”的概念界定 任海涛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8 

4 教师惩戒权存在的合理性及实施初探 梁东荣 中国教育学刊 186 

5 重新审视惩戒教育 向葵花 中国教育学刊 154 

6 中小学教师惩戒权的调查与思考 刘冬梅 教师教育研究 142 

7 关于基础教育阶段教育惩戒的实践与思考 董新良 教育理论与实践 127 

8 对教育惩罚的理性思考 何齐宗 中国教育学刊 106 

9 教育惩戒：价值、边界与规制 劳凯声 教育科学 101 

10 “教育惩戒”研究述评 李秀娟 当代教育科学 97 

3.3. 作者发文情况分析 

发文作者是科学研究的主体，梳理发文作者可以反映出核心作者群及合作关系。如表 3 所示，论文

发文数量为 3 篇及 3 篇以上的一共是 8 人，其中发文量最多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任海涛，多达 6 篇，

北京师范大学余雅风发文量是 5 篇。作者的节点有 234 个，连线是 32，节点密度是 0.0012，密度比较低，

表明各个作者之间的联系度相对较低。 
 

Table 3. Authors with 3 or more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study 
表 3. 研究发文量 3 篇及 3 篇以上的作者 

序号 作者 篇数 

1 任海涛 6 

2 余雅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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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 刘旭东 4 

4 马早明 3 

5 赖雪芬 3 

6 刘德林 3 

7 曹辉 3 

8 孙倩 3 

3.4. 文献主题分析 

3.4.1. 关键词中心度 
关键词是研究者学术观点和所涉及课题进行高度浓缩的系统化，它的出现频次与热门研究话题紧密

相连。通过近年有关教育惩戒相关文献的关键词整理，可以展现出该时期学术界所关注热点。本文中将

教育惩戒相关的关键词中心度排名前 10 的呈现到表 4，其中心度第一的是“教育惩戒”(0.81)，其次是“教

育惩罚”(0.41)等。 
 

Table 4. Keyword centrality (Top 10) 
表 4. 关键词中心度(前 10 位) 

序号 中心度 最早出现年份 关键词 

1 0.81 2003 教育惩戒 

2 0.41 2003 教育惩罚 

3 0.1 2004 惩罚 

4 0.09 2003 体罚 

5 0.08 2007 惩戒教育 

6 0.07 1999 惩罚教育 

7 0.05 2003 变相体罚 

8 0.05 2004 惩戒权 

9 0.05 2003 惩戒 

10 0.03 2015 学生管理 

3.4.2.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共现属于内容分析方法的一种，它可以将某一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主题或者研究方向呈现出来，

通过对主题词间的关系进行判断，来展示目前的研究热点。绘制教育惩戒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2 所示，该图谱一共是 252 个节点和 382 的连线，关键词按紧密的网状结构分布，且无零散的节点，领

域内各研究主题呈现交叉线状，表示我国对教育惩戒的研究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框架。统计显示，教

育惩戒、教育惩罚、变相体罚、体罚、体罚惩戒等关键词出现频次最多，且已经持续较长时间的热度。

依法治教、学生管理、合理性等关键词是近些年我国教师职业幸福感研究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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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图 2.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3.4.3.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整理，产生了 5 个关键词聚类的知识图谱，对我国教育惩戒研究领域的热点进行客观的展示。

在图谱中，分析模块值(Modularity) = 0.6418 > 0.3，这表明了聚类结构的影响是显著的：平均轮廓值

(Silhouette) S = 0.9342 > 0.7，说明聚类结果是合理并且具有较高的信度。如图 3 所示，关键词聚类后分别

是“#0 教育惩戒”“#1 教育惩罚”“#2 变相惩罚”“#3 体罚”“#4 惩罚”。聚类内部的节点联系代表

的是共现关系，连线的数目愈多，则代表这个领域内的关键词有较高的共现程度。由图 3 可以清晰的看

出“#0 教育惩戒”“#1 教育惩罚”的内部节点连线较多，共现程度比较高。 
 

 
Figure 3. Knowledge map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clustering in educational punishment research 
图 3. 教育惩戒研究关键词共现聚类知识图谱 

 

1) “#0 教育惩戒”是聚类中最大聚类。该主题围绕着惩戒教育、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等关键词展开。

教育惩戒关注重点是在中小学，主题关键词围绕义务教育、基础教育也是很合理的表现。对研究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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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行使惩戒权中，教师在行使惩戒权时屡遭质疑致使不少教师不敢行使惩戒权，另一方面行使的惩戒

权多为体罚学生 [2]。义务教育阶段存在惩戒措施种类单调和惩戒措施制定主体位阶偏低问题限制了学生

管理工作。关于教育惩戒使用过程中出现滥用问题，指出其原因是由于我国的教育惩戒边界模糊、主体

使用范围不明、自由裁量空间宽泛以及救济途径不足等问题 [3]。 
2) “#1 教育惩罚”是本次聚类分析中仅次于教育惩戒的聚群。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惩戒规则(试

行)》中对于教育惩戒给与明确解释，并说明教育惩戒不等于惩罚。学者在调查梅州市 354 名中小教师对

于教育惩罚的看法中，教师们在心理上不倾向使用教育惩罚，但是又认为惩罚是有用的，并表示在教育

惩罚过程中的手段不够科学，令学生比较反感 [4]。也有研究中也表明教育惩罚在教育过程中的不可替代

作用，但是对于教育惩罚的初心应该回归到教育性，坚持教育性原则 [5]。教育惩罚中的“有意义惩罚”

是应该主要积极意义原则、丰富意义原则、更高意义原则以及意愿准备原则为主。由此可见，关于教育

惩罚主题研究中是惩罚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怎么惩罚才合理为主要研究方向。 
3) “#2 变相体罚”“#3 体罚”“#4 体罚”是本次研究中第三、第四，第五聚类主题，该主题主要

围绕着惩戒权、受教育权、惩戒制度、教育法，学校教育等关键词。从法学角度对是否是体罚和变相体

罚进行分析，表明要强调后果性动机性程序性以及规范性，同时也要在目的上是否具有教育性 [6]。变相

体罚是对学生身心健康和人格完善、对教育目标和教育发展、对教师形象和教育权威都存在一定的危害，

并且教师在变相体罚中应该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7]。在进行惩罚教育时要注重遵

循教育性、尊重行、因材施教性、艺术性，并将其与其他的教育方法有机的融合起来。惩罚教育的目的

主要是用来纠正学生的一些不当行为，塑造正确的道德观念，在实施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合理、公正并要

与教育目标相一致，过度或者不公正的惩罚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3.5. 研究趋势分析 

3.5.1. 时间序列分析 

 
Figure 4. Time series atlas 
图 4. 时间序列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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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归对不同聚类之间的关联和聚类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可以更好的反映出一个聚类的演变历程。

使用软件对我国教育惩戒的时间线谱进行分析，如图 4 所示，图谱的垂直轴代表聚类标签，水平轴时代

表的是关键词出现的年份。在 2005 年左右出现了 5 种聚类，分别是教育惩戒、教育惩罚、惩戒教育、体

罚、惩罚。在 2005~2015 年比较密集的节点和连线，说明该时期的研究比较聚集，初步形成了规划化的

研究方向。2020 年~2023 年出现惩戒规则、实施效果、教师惩戒、行政处罚等关键词。 

3.5.2. 关键词突现分析 
教育惩戒研究突变统计图如图 5，共有 18 个突现关键词。在 2008 年前后变相体罚和、惩罚教育突

现，变相体罚的突现强度是 2.28，但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从 2017 年开始突现词出现的比较多，惩罚有惩

戒代替，说明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教育手段进行了调整。突现强度最高的是“教育惩戒”突现的年份开始

于 2020 年。 
 

 
Figure 5. Statistical chart of emergence of education punishment 
图 5. 教育惩戒突现统计图 

4. 研究结论和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我国教育惩戒领域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厘清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学者，

研究单位，研究关键词以及关键词聚类，为今后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对于教育

惩戒的发文量是近几年才趋于大爆发，研究来源也相对分布不均匀，作者也是多为独立研究为主；其次，

对教育惩戒合理性的研究较多，对于怎么实施以及实施的效果如何研究还有不足。 

4.2. 研究展望 

教育惩戒理论研究的深入。理论研究是一个研究主题的重要部分，通过理论的研究可以明确教育惩

戒的概念和范畴，并将其和其他教育政策进行区分开来，通过研究教育惩戒理论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在研

究的过程中理解教育惩戒的机制和影响因素。通过对教育惩戒理论的研究能更有效地探索教育承接的策

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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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惩戒政策实施的评价。今后的研究将会侧重于其规则的效果的评价，拓展教育惩戒的实证研究

广度和深度，比较不同学校、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惩戒实践和效果，探讨不同惩戒策略的差异

和影响，并结合定量和定性方法，综合考虑学生行为、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变化，更加准确地评估教育惩

戒的效果和影响，为教育惩戒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 
关注学生个体差异性。研究将会注重学生个体差异，探索不同学生特点、背景、性格等因素对教育

惩戒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激励性教育、正向反馈、行为管理等方法，针对不同学生特征，采用不同的

教育惩戒方式，推动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让教育惩戒回归教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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