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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较全面地了解当前语文作业研究的热点和前沿，为之后的研究提供可行的建议，采用关键词共词分析

法，利用BICOMB软件及SPSS软件绘制了从CNKI中检索到的1334篇有效文献的热点知识图谱。研究表明：

当前语文作业研究主要围绕三大领域展开：当前语文作业设计面对的新环境以及作业设计新策略、语文

作业设计与各学段课堂教学关系的研究、减负对语文作业和学生自主学习影响的研究。为避免已有研究

热点存在的几方面不足，后续研究对这些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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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hot spots and frontiers of the current Chinese home-
work research and provide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the hot spots knowledge 
map of 1334 valid literature retrieved from CNKI was drawn by using the keyword co-word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software BICOMB and SPS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Chi-
nese homework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areas: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new strategies of the cur-
rent Chinese homework design,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homework de-
sign and classroom teaching in each class,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burden reduction on 
Chinese homework and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In order to avoi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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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research hotspots, the follow-up research will carry out further research on these as-
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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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业”作为各学科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承担着重要的育人价值。作业最初的用途并不是提高

学生成绩的工具而是约束学生行为的措施，在之后的发展进程中作业对于学生能力提高方面颇有成效，

作业因此也被广泛地应用于教学之中。《教育大辞典》对作业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将作业分为“课堂

作业”与“课外作业”。《辞海》对作业进行了进一步的概括，将作业总结为“为完成生产与学习等方面

的既定任务而进行的活动。”结合上述观点，作业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方式。广义上的作业指

人类生存活动的各项学习任务；狭义的作业指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作业活动。 
热点知识图谱通过分析大量文献，提炼出核心关键词及其关系，旨在揭示某一领域内的主要研究主

题、趋势和相互关系。在语文作业研究中，构建热点知识图谱具有重要社会意义，能为教育从业者和研

究者提供清晰的研究方向，识别语文作业设计中的关键问题与挑战。同时，为政策制定者优化教育资源

配置和作业设计提供一定依据。在语文科目的相关研究中有关“作业”“作业设计”的探讨一直是研究

者们关注的焦点。在中国知网等网站中以“语文作业”为主题词检索相关文献约有八千余篇，关于语文

作业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一定规模。2021 年“双减”政策的颁布、推行，在这一新背景下，关于语文作业

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22 至 2023 年这一年时间中关于“双减”背景语文作业研究的相关文献

呈跨越式增长。因此借助数据工具对语文作业的相关研究进行统计和分析，并且科学总结数据结果，对

当前“双减”这一背景下的语文作业设计的研究方向进行预测。 

2. 材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材料来源 

本研究收集的文献均来自中国学生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简称“中国知网”)。第一，资料检索。检索文

献的过程中，将要检索的期刊的年限设定为 2013~2023 年，内容检索的条件为“语文作业”，结束设定

限制条件后共得到 1414 篇期刊文献。第二，获取有效文献。通过阅读分析，去除了与语文作业、作业设

计无关以及报纸类、会议类文章 80 篇，得到有效文献 1334 篇。第三，规范有效文献。在获取有效文献

后需要对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规范，首先将重复的关键词合并为一类，例如将“作业设计策略”与“作

业优化策略”统一为“作业设计策略”、“双减”与“双减政策”合并为“双减”。其次，删除一些无意

义的关键词，例如删除“政策”这一无意义的关键词。 

2.2. 研究工具 

研究以共词分析软件 BICOMB 以及数据分析软件 SPSS 为主要工具。共词分析软件 BICOMB 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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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科大学教授崔雷及沈阳弘盛计算机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其针对在 CNKI 中检索到的 1334 篇文献和

涉及到的 4787 个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在具体的操作步骤上，首先检索及整合文献。当前 BICOMB 软

件要求 CNKI 格式数据库文献为“文本格式(ANSI 编码)”。因此，先要对选取的文献页转换为每页 50 条

文献进行呈现再进行文本格式保存，之后将文本格式转化为 ANSI 编码存储。其次，运用 BICOMB 进行

关键词统计。第一，在软件中建立名为“语文作业”的新项目；第二，将该项目设置为 CNKI 默认格式；

第三，选取在 CNKI 中导出且整理好的资料；第四，对文档进行提取；第五，进行关键词统计；第六关

键词矩阵分析，导出共词矩阵。 

2.3. 研究进程 

对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提取与统计后要对其进行深入的数据分析。首先，确定关键词。使用

BICOMB 对 1334 篇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统计，提取出关键词词频大于 11 的 45 个关键词确定为主要关

键词。其次，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的建立。利用 BICOMB 软件对 45 个主要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形成

共词矩阵。再次，使用 SPSS 软件进行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将共词矩阵导入 SPSS 中，选择样本聚类，导

出 45 个关键词的聚类树图。第四，结合聚类树图结果，在 SPSS 中对共词矩阵进行多维尺度分析，得到

关键词知识图谱。最后，对得到的相关图谱进行总结分析。 

2.4. 研究结构及其理论依据 

2.4.1. 研究结构 
研究通过关键词共词分析法，利用 BICOMB 和 SPSS 软件，对从中国知网检索到的 1334 篇关于语

文作业的有效文献进行统计与分析，分析当前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2.4.2. 理论依据 
本研究结构，理论依据主要基于关键词共词分析法，借助对中国知网(CNKI)中检索到的 1334 篇有效

文献进行系统的统计与分析，以梳理当前语文作业研究的热点及前沿领域。研究中采用 BICOMB 和 SPSS
软件对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频率统计、聚类分析及相异矩阵生成，从而形成共词矩阵，以揭示关键词间

的关系。此外，通过多维尺度分析构建知识图谱，展示语文作业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其内部联系。确保了

对在“双减”政策背景下语文作业设计与学生核心素养及课堂教学关系的深入解析，同时为后续研究提

供理论支持与数据基础。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关键词词频统计及分析 

本研究中检索的 1334 篇有效文献中关键词总频次为 4787 次，对标准化后的 45 个主要关键词进行排

序，结果见表 1。 
 
Table 1. Key word ranking 
表 1. 关键词排序 

序号 关键字段 频次 序号 关键字段 频次 序号 关键字段 频次 

1 小学语文 293 17 阅读教学 25 33 中学语文 12 

2 作业设计 204 18 分层教学 24 34 语文作业设计 12 

3 语文教学 74 19 小学语文作业 24 35 评价 12 

4 语文 69 20 小学 23 36 低年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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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初中语文 69 21 教学 21 37 优化 12 

6 作业 61 22 有效性 21 38 优化策略 12 

7 语文作业 58 23 双减 20 39 语文课堂 12 

8 核心素养 55 24 教学策略 18 40 作业系统 12 

9 策略 51 25 小学语文教学 18 41 分层作业 11 

10 “双减” 47 26 减负增效 16 42 教学模式 11 

11 “双减”政策 42 27 生活化 15 43 减负 11 

12 高中语文 41 28 创新 15 44 作业布置 11 

13 中职语文 37 29 兴趣 14 45 高效课堂 11 

14 课堂教学 27 30 自主学习 13    

15 设计 27 31 课后作业 13    

16 家庭作业 26 32 信息技术 13 总和  1625 
 

从上表 1 中可以总结出，在 45 个主要高频关键词中，呈现出频次是 1625 次，占总关键词频次的

33.94%。前 9 位的关键词的频次均大于 50 次，其依次是小学语文(293 次)、作业设计(204 次)、语文教学

(74 次)、语文(69 次)、初中语文(69 次)、作业(61 次)、语文作业(58 次)、核心素养(55 次)、策略(51 次)，
其余 36 个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均大于等于 11 次。45 个高频关键词排序表可以看出，当前“语文作业”的

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义务教育阶段(小学语文、初中语文)的语文作业设计展开，并且在教育教学的改革中语

文作业更加注重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培养，关注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但是，想要揭示更深层次的信

息，仍然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3.2. 关键词相异系数矩阵 

对于主要关键词进行初步分析后，为深入探究关键词之间的关系，使用 BICOMB 对 45 个高频关键

词进行共词分析，形成词篇矩阵。之后再使用 SPSS 对词篇矩阵展开分析，选取 Ochiai 系数转化为 45 × 
45 的共词相似矩阵。关键词的分析要采用相异矩阵，因此要对相似矩阵进行转换，那么相异矩阵 = 1 − 
相似矩阵(结果见表 2)。在相异矩阵中，其数值越接近 1，表明各个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远，其相异度越

小；数值越接近 0 表明关键词间的距离越近，相似度越大。 
 
Table 2. Keywords Ochiai coefficient similarity matrix (part) 
表 2. 关键词 Ochiai 系数相似矩阵(部分) 

 小学语文 作业设计 语文教学 语文 初中语文 作业 语文作业 核心素养 策略 “双减” 

小学语文 0.000 0.510 0.859 0.775 0.783 0.728 0.818 0.805 0.739 0.698 

作业设计 0.510 0.000 0.862 0.803 0.671 0.861 0.858 0.688 0.781 0.690 

语文教学 0.859 0.862 0.000 0.985 0.865 0.968 0.870 0.867 0.930 0.894 

语文 0.775 0.803 0.985 0.000 0.923 0.805 0.867 0.898 0.946 0.910 

初中语文 0.783 0.671 0.865 0.923 0.000 0.902 0.884 0.830 0.857 0.837 

作业 0.728 0.861 0.968 0.805 0.902 0.000 0.947 0.928 0.810 0.885 

语文作业 0.818 0.858 0.870 0.867 0.884 0.947 0.000 0.853 0.826 0.844 

核心素养 0.805 0.688 0.867 0.898 0.830 0.928 0.853 0.000 0.881 0.940 

策略 0.739 0.781 0.930 0.946 0.857 0.810 0.826 0.881 0.000 0.768 

“双减” 0.698 0.690 0.894 0.910 0.837 0.885 0.844 0.940 0.76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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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当前语文作业的研究多关注义务教育阶段的作业设计。各个关键词距离小学语文由

近及远的顺序依次是：作业设计(0.510)、“双减”(0.698)、作业(0.728)、策略(0.739)、语文(0.775)、初中

语文(0.783)、核心素养(0.805)、语文作业(0.818)、语文教学(0.859)。通过这一排序可以表明，在选取的有

效文献中，研究将小学语文和作业设计及“双减”结合在一起研究的概率要大于剩余的关键词。并且结

合所呈现的数据来看，作业设计与核心素养的关系相对与其他关键词更近，说明在当前的研究中对于作

业的设计更加关注素养目标。结合相异矩阵来看，当前的语文作业的研究中多表现出小学语文及初中语

文和作业设计结合的研究，作业设计与核心素养及“双减”关系的研究。 

3.3. 关键词聚类分析 

想要更加直观的突显高频关键间关系得亲疏与否，需要使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在

这一过程中，将在 BICOMB 中生成的高频关键词近似值矩阵导入 SPSS 中得到聚类分析结果，其中图 1
将关键词分为三类，表 3 呈现具体结果。 
 

 
Figure 1. Clustering genealogy of keywords in Chinese homework research 
图 1. 语文作业研究关键词聚类谱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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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sults of the keyword cluster analysis 
表 3. 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 

种类一 

小学语文、作业设计、“双减”、策略、初中语文、核心素养、中职语文、教学、语文、小学、语文

作业、分层教学、“双减”政策、优化策略、课堂教学、有效性、双减、语文教学、减负增效、高中

语文、课后作业、作业、设计、评价、创新、生活化、兴趣、小学语文教学、优化、教学策略、信息

技术、作业布置、语文课堂 

种类二 中学语文、低年级、教学模式、高效课堂、阅读教学 

种类三 分层作业、减负、家庭作业、自主学习、小学语文作业、作业系统、语文作业设计 
 

表 3 种类一、种类二、种类三关键词分析： 
种类一为当前语文作业设计面对的新环境以及作业设计新策略。其中包含了小学语文、作业设计、

“双减”、初中语文等 33 个关键词。这一类的研究表明，在当前“双减”政策的提出、新课标颁布以及

信息化技术对当前语文作业设计产生了巨大影响。“双减”政策对义务教育阶段的作业设计提出减负增

效的要求，作业设计要摒弃以往关注数量的倾向要转向对提高作业质量的追求[1]。通过研究义务教育阶

段语文新课标和高中教育阶段语文新课标，研究发现这两本课标都共同指向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作

业的功能因此也发生了转变，语文作业不仅是对课堂教学中知识的巩固而且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工具

[2]。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对当前作业内容、作业形式、作业评价都产生巨大影响，改变了以往作业内容来

自书本、作业形式集中在书面、作业评价主体在教师的格局[3]。现阶段的语文作业设计要以“双减”为

引领、课程标准为核心、信息技术为手段设计出更加优质的作业。第一，在当前语文作业设计新趋势下

对作业设计有了新要求，作业的设计更加关注学生的兴趣，作业内容呈现出生活化、情境化的倾向，作

业形式与作业评价追求进一步的创新[4]。第二，教师是作业布置的关键，作业优质与否教师的设计能力、

教学能力是关键影响因素。设计作业时关注学生学情，设置优质情境促进学生知识的迁移，并且在作业

中发现学生的薄弱点在教学中做进一步的强化[5]。教学时不能将作业布置环节孤立出来，在课堂中强调

作业目的、作业要求强化学生完成作业的积极性。第三，“双减”对作业提出了“减负增效”的要求，在

这一政策的引导下作业数量减少，但是想要更好的提高学生能力必须在作业质量上下工夫。语文作业的

内容是否可以离开教材；语文作业形式是否可以离开抄写；语文作业评价是否可以做到及时评价，在“双

减”的指向下这些都是作业设计中要突破的新层次[6]。第四，信息技术为语文作业的发展产生新影响。

一方面信息技术为语文作业增添新动能，利用信息技术教师扩展作业内容将教材之外的知识引入作业，

引入新技术使学生完成作业形式呈现新样式。另一方面，将信息技术引入作业设计固然是有益的，但是

一些教师在作业设计中过度依赖信息技术，太频繁使用，这也导致信息技术在作业设计中表现出适得其

反的作用[7]。第五，教育教学的改革也会影响作业的发展。现如今的学校，学生情况多样，学情变得复

杂，这对教学提出了新挑战，因此分层教学等一批新式的教学策略被引入课堂。作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作业也随之发生变革，分层作业，个性化作业也逐渐出现，为作业设计提供新范式[8]。 
种类二为对语文作业设计与各学段课堂教学关系的研究。其中包括了中学语文、低年级、教学模式

等 5 个关键词。在这类研究中将教学与作业结合起来研究，立足教学寻求作业设计的有效策略。关于作

业的概念界定的相关研究中表明，作业是与课堂学习内容相关的作业活动，另外作业在不同的教学阶段

分为不同种类且承担着不同作用。结合种类二的关键词及相关有效文献，关于这一种类的研究表现出三

个方面的结论。第一，作业设计问法与课堂[9]。课程改革视角下的作业环节必将承担起课堂教学与课程

进一步发展的参考依据，教师需抓住课堂教学与作业之间的平衡点，学会借力与课堂教学，使得作业的

完成效果更优质。第二，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对于阅读作业的设计也非常重要[10]。在教育教学

的改革背景下，阅读教学不再是固化的范式，学生在完成作业时就多了一份尝试的兴趣，并且教师要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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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高频的“查看作家生平”“知人论世”的课前预习作业，这类作业既不能提升学生的搜索水平，又容易

导致学生滋生敷衍态度。第三，作业模式要与教学模式相适应[11]。作业在一段时间内与教学模式并不匹

配，在一些教学实践中实行的翻转、分层等教学模式但是作业设计仍然照搬老一套做法，出现教学与作

业相脱节的现象。因此在作业设计上要及时更新，设计优质作业。 
种类三为对减负对语文作业和学生自主学习影响的研究。其中包括了分层作业、减负、家庭作业等

七个关键词。相关研究表明自 1955 年我国就颁布了关于减负的文件，在之后的教育进程中，减负一直是

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2021 年 4 月颁布的“双减”政策更是在继承以往策略的基础上依照当前

教育大环境推出的新政策，其指向“作业”及“校外辅导”的减负，因此作业设计及作业系统应结合减负

要求转变发展思路。结合种类三的关键词及相关有效文献，关于这一种类的研究表现出三方面的结论。

第一，家庭作业在长期形成的教育观念中，往往是复习巩固的工具，但是“减负”的将作业引向更重要

的层次[12]。一方面，家庭作业形式不在是书面上、内容不在拘泥与教材，拓展了学生视野。另一方面，

“减负”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学生的作业量，缩短了学生完成作业的时间，让学生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去发

展兴趣，激发学生潜力与个性。第二，以往的作系统中，作业的形式以抄写和完成练习题为主，且出现

一些将作业当作惩戒学生的手段的现象，这大大削减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

展。“减负”减的是作业数量增的是作业形式，学生面对更多更加多样的作业形式首先就会产生主动完

成作业的倾向，有了这一倾向在之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也更加容易[13]。第三，从家庭作业的完成情

况上评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14]。小学阶段的学生在完成语文作业上自主性较弱，需要教师或者家长引导

来完成，并且这一阶段的学生对枯燥的文字兴趣不高，因此要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以及设计优质作业上

下功夫。对于高段的学生来说作业也会体现学生的自主学习情况，通过研究当学生遇到难题时使用何种

方法进行调查，从而反映学生的自主学习情况。第四，在“减负”的趋势下分层作业也成为当前语文作业

设计的关注点，如何设计一份不仅可以减轻学生负担而且分层合理的作业成为这一类研究关注的要点[15]。 

3.4. 关键词多维尺度分析 

聚类结果分析表明当前语文作业研究的具体方面，想要研究关键词之间的关系需使用 SPSS 软件对

45 个关键词构成的相异矩阵进行多维尺度分析，标准化方法选择 Z 得分。结果显示，其拟合效果好，可

以反映出各关键词的联系状况。结合多维尺度分析图与聚类分析图，绘制出语文作业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见图 2)。 
 

 
Figure 2. Knowledge graph of hot topics in Chinese homework research 
图 2. 语文作业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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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图谱的相关研究表明，图 2 中的坐标称为战略坐标，各小圆圈代表关键词所处的位置，圆

圈之间的距离越近，表明关键词间的关系越紧密；反之，圆圈距离越远，则代表关键词间关系更疏远。

圆圈距战略坐标中心点越近，表明其代表的关键词影响力越大。在坐标中，第一象限的主题领域内部联

系紧密，是研究网络的中心。第二象限的主题结构比较松散，这一区域的主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第

三象限的主题内部链接紧密，题目明确，并且有些研究者正在对其进行研究，但处于研究的边缘位置。

第四象限的主题领域在整个的研究上属于边缘位置。 
根据战略坐标图解读原则，从图 2 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领域一是在当前语文作业的研究中最为主要的一部分，跨度大，在象限 1 至象限 4 中都有延伸，表

现出研究的多样化。首先，在象限 1 中双减与作业设计具有较高的密度和向心度，象限 1 中围绕基础教

育阶段开展的双减背景下、核心素养导向下、利用信息技术的作业设计是当前语文作业研究的热点。其

次，象限 2 中的领域一关键词密度较象限 1 中的关键词更为松散，说明在象限 2 中的相关研究有进一步

发展的空间，“双减”作为一个持续推行的政策，实施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而这也可以是纬来

可以研究的热点，并且作业设计与教学结合的研究也会逐渐成为各个研究者重视的部分。第三，在象限

3 中的研究围绕学生兴趣展开，教–学–评一体的前提是要考虑学生的需求，但是关键词之间不够紧密

且缺乏向心度，若在今后的研究中没有产出更新的成果，那么这一区域的研究会逐渐消亡。最后，象限 4
中的研究围绕课堂与作业展开，目的是探析课堂教学与作业的关系，但这一区域的研究处于研究的边缘

位置，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领域二跨度较小，主要位于第 1、4 象限，该领域主要探讨语文教学对作业的影响，其中阅读教学的

作业布置是语文作业研究的热点。但是在这一领域中，关键词间的密度松散，向心度较差，这一领域的

研究比较容易被同化。与此同时，关于低年级的作业研究还需重视。 
领域三跨度小，处于第 3、4 象限，该领域关于语文作业设计与分层作业、减负及自主学习关系的研

究且领域内关键词间较紧密。在这一领域中关注影响语文作业的相关因素以及语文作业对学生学习能力

的影响，在象限 3 中的关键词在语文研究领域中已经产生一些研究成果，但是还不够深入，对于减影响

下的作业的探析停留在表面，过多从政策表面出发站在宏观视角解决问题，缺乏对其微观的辨析，因此

在之后的研究中要关注在这一区域的研究。在象限 4 中的自主学习在研究中一直未得到重视，在相关研

究中已经表明作业对于学生自主学习的影响是巨大的。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语文作业的研究可以发现当前研究中的热点和存在的不足。 
第一，研究热点。首先，当前的语文作业在“双减”的影响下强调减负增效，如何在减少作业量和作

业完成时间的同时设计出高质量的作业是当前语文作业研究的其中一个热点。其次，在新课标的影响下

语文教学更加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语文作业中更是如此，基于这一导向下语文作业的功能和目标

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因此研究语文作业的目标和功能也成为一大热点。最后信息技术与语文作业的关系、

语文课堂教学与语文作业的关系也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趋势。 
第二，研究不足。首先，对于双减背景下的语文作业的研究不够深入，相关研究中对于政策的解读

较多，缺乏将政策与作业布置实际相结合的细致研究。并且对于双减的研究不足，没有关注到双减在实

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足，探析不够全面。其次，当前的语文作业与教学关系的研究不够深入，在相关

研究中研究教学就单纯设计教学，但是在教案设计中又明确要求要将作业设计也并入其中，而研究却将

其孤立开来，没有从整体的角度看问题。最后，在语文作业研究中对于学生自主学习与作业之间的相互

关系关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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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结合当前语文作业研究的热点和不足，在之后的研究中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第一，

从微观角度或者操作层面对双减背景下的语文作业进行研究。“双减”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助力，

重点在于政策的落地。“双减”中对各学段作业完成时间，作业数量都有细致规定，在实际作业设计中

结合具体政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二，语文作业的研究要立足整体。作业设计与教学有着紧密的关

系，教学的变革对作业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从联系的角度看待作业设计或许是之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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