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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家精神”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实现教育强国的核心动力。借助CiteSpace软件和CNKI可视化图谱

对近十五年来我国教育家精神研究的现状、热点和趋势展开分析，发现2022年后该主题的研究涌现了大

量优质成果；核心作者群的聚合效应尚未显现，研究主力集中于师范院校；现有成果多来自教育领域期

刊；高被引文献多集中于对该主题的内涵解释、逻辑梳理、实践指导；教育类学科是主要的研究来源。

借助关键词共现、聚类可以发现，“教育家精神”研究多集中于“教育强国”“教育家”“教师队伍建

设”等方面。因此，未来研究更需注重学术合作，集中科研力量；明确概念内涵，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

互转化；关注时代性和创新性，挖掘“教育家精神”的深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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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or spirit” i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realize the 
power of education. By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and CNKI visualization map,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hot spots and trends of educators’ spiritual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1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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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inds that a large number of high-quality results have emerged in the research on this topic after 
2022. The aggregation effect of core authors has not yet appeared, and the main research is concen-
trated in normal colleges. Most of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come from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edu-
cation. The highly cited literatures mainly focus on the connotation explanation, logical sorting and 
practical guidance of the subject. Education is the main source of research. With the help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and clustering,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on “educator spirit” mostly focuses 
on “education power”, “educator” and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academic collaboration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fforts; 
clarify the connotations of concepts to achieve mutu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focus on timeliness and innovation, exploring the deeper value of the “educator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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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推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家精神不仅是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引擎，更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我国始终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做“四有好老师”、做“经师”和

“人师”的大先生等殷切期望。2023 年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勉励全体教育工作者要“以教育

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1]。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

追求这六大维度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2024 年《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

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的颁布，对新时代我国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

队伍做出全面部署[2]。 
教育家精神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淀下来的历史产物，也是应对多元价值冲击、重构教育生态

的必然选择[3]。在“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战略定位下，教育家精神的赓续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 2035 的价值遵循。因此，通过对“教育家精神”的研究进行梳理对

后续的研究产出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然而，我国已有的关于教育家精神的研究多以质性研究为主，

缺乏系统的定量研究。为了解我国教育家精神的研究现状、热点与未来发展趋势，给相关研究者提供思

路，本研究选择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作为文献来源，采用文献计量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等方法，选择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以“教育家精神”为主题进行研究的 291 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揭示教育家精神研究现状、热点和未来研究趋势，为后续研究提供依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样本文献全部来自 CNKI 数据库中收录的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和 CSSCI 期刊。文献的搜

集方式为高级检索，以“教育家精神”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并勾选同义词扩展，时间范围限定为“2011~2024”
年，最终检索到 377 篇文献。剔除会议纪要、选题指南、征稿启事等非研究类文献，以及综述类文献，

最终搜集到有效文献 29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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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一款文献计量学软件，通过生成可视化图谱，能够清晰直观地展现相关研究的时间线、

规律、分布等内容，能帮助研究人员理清某一研究领域的动态和发展趋势。本研究主要使用

CiteSpace6.3.R1 软件，结合 CNKI 可视化图谱，研究“教育家精神”这一研究主题的发文时间线、学科

分布情况、文献来源等内容，进而探究“教育家精神”的研究现状、热点、现存问题、未来趋势等内容，

并给出针对性的建议[4]。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发文时间线和研究时间线分析 

本文利用 CNKI 可视化分析功能和 CiteSpace 软件对 2011~2024 年间“教育家精神”主题研究文献进

行可视化分析，意在探究 2011~2024 年间“教育家精神”这一主题的研究历程和现状。借助 CNKI 的可

视化功能，得到我国 2011~2024 年近十五年间“教育家精神”的发文趋势图(见图 1)。通过对样本文献的

发文年度趋势进行可视化和量化分析，可以发现该主题的研究趋势和变化，从而对“教育家精神”的研

究趋势和现状有更加直观的感知和了解。借助发文年度趋势图可以发现，从 2011~2022 年间，有关“教

育家精神”的研究处于缓慢进展的平稳发展阶段。以“教育家精神”为主题的文献数量最多不超过 4 篇，

最少的年份有且只有 1 篇，且每年之间数量变化不大，发文数量相对稳定。同时，2022 年作为“教育家

精神”主题研究的分水岭，从 2022~2024 年间，该主题的发文数量得到了跃升，从 2022 年的 2 篇飞升到

2024 年的 268 篇，核心文献数量翻了 134 倍。由此可见，2022~2024 年这一时间段对“教育家精神”这

一主题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Figure 1. Annual trends of the publication of papers on “educator spirit” 
图 1. “教育家精神”论文的发文年度趋势 

 

首先是政策文件的顶层设计为“教育家精神”的研究提供了政策基础。在 2023 年向全国优秀教师代

表的致信中，“教育家精神”被正式提出。2024 年，《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

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政策的出台使“教育家精神”成为教师队伍建设的精神追求，由此催生了大量的相

关文献产出。其次是教育强国战略的现实要求。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发展

战略，正所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因此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助力教育强国目

标的实现迫在眉睫[5]。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生产力的变革必然引发教育的变革，人工智能时

代教育的生态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教育家精神”在新时代对教育领域的激励与指引作用也显得迫

在眉睫[6]。再次是受到舆论环境和制度建设的双重影响。教育部从 2023 年开始进行“教育家精神巡回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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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良好舆论氛围，进一步推广和宣传“教

育家精神”，不仅组织优秀教师代表在全国进行巡回宣讲，还通过教师评价机制改革、教师教育升级、

榜样树立等方式进一步强化“教育家精神”在社会各界的渗透，从而引发社会各界对“教育家精神”的

关注。最后是学术热点的聚焦。学术界通过专题研讨、学术年会等形式对“教育家精神”进行了密切的

关注和讨论，积极构建其理论基础体系和实践路径。例如“教育家精神”正是 2024 年度“中国教育学十

大学术热点”的核心议题，学界的关注和聚焦更进一步推动了“教育家精神”的研究层次和深度。因此，

有关“教育家精神”的研究也就越来越丰富，研究成果在 2022~2024 年间呈现“井喷式爆发”。 
从图 1 可以看出，“教育家精神”的研究大致能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11 至 2022 年，由

于该阶段“教育家精神”一词并未被正式提出，所以文献数量较少且比较零散，因此本阶段的关键词主

要是“教育家”“教育理想”“教育精神”“教育情怀”等内容，尚未将其归纳总结为“教育家精神”。

可以见得，虽然这一阶段“教育家精神”尚未作为一个专业词汇出现，但是共现出的关键词依然能够体

现出学界对教育家培养、教育情怀养成、教育理想树立的希望和追求。第二阶段是 2022 至 2024 年，该

阶段由于党的二十大、全国教育大会等会议的召开，“教育家精神”的首倡使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

点，有关“教育家精神”的各种研究层出不穷，从“教育强国”“立德树人”“职业教育”“乡村教师”

等多个角度对“教育家精神”展开论述；同时，社会转型、人才需求变革、技术冲击等问题也要求新时代

的教师需要具备“教育家精神”。因此，该阶段有关“教育家精神”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涉及多

主体、多层次、多角度的表达。 
通过对该主题年度发文趋势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有关“教育家精神”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

征：一是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层次不断加深。研究的范围从抽象宏大的“教育家”“教育理念”等内容进

化为“乡村教师”“教育强国”“理想信念”“立德树人”等方面，范围更加宽广的同时也更加的聚焦；

研究的层次从宏观的论述转向更关注教育现实的表达，层次更加丰富和深入，例如“师德建设”“师范

教育”“教书育人”等。二是研究重点更加聚焦，路径更加多样。2022 年以前有关“教育家精神”的研

究着眼点较为宏观，重点相对不明显，对“教育家精神”定义模糊；而 2022 年以后，该主题的研究生化

为更多的细节和关注点，不仅关注到了城市还着眼于农村，不仅看到了教师还看到了师范生群体；同时，

继承和弘扬“教育家精神”的落地方式也更加丰富。有的表现在师范教育中，从师范生群体开始入手“教

育家精神”的继承和培养；有的关注到乡村教师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强调乡村教师的“教育家精神”培

养；有的强调“教育家精神”对新时代高素质教师队伍的重要性。三是创新程度提高，时代性明显加强。

可以看出，第二阶段有关“教育家精神”的研究主题更加多样、时代性更突出、创新性更强，关注的不再

是单一、抽象的“教育者”，研究的关注点涉及城乡、少数民族地区、理想信念、实践路径等多个方面；

还涵盖了“教育强国”“立德树人”等时代热点。 

3.2. 高产作者和核心机构分析 

一定程度上，通过分析核心作者所著学术论文数量可以摸清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检索结果显示，

从 2011 年至 2024 年间，有关“教育家精神”研究发文量排名第一的有四位作者，他们分别是：龙宝新、

成尚荣、周洪宇、刘铁芳，各自发文数量为 4 篇(见表 1)。根据普赖斯定律的核心作者发文数计算公式：

Mp = 0.749 × Npmax (Mp 为高频阈值，Npmax 表示区间内的最大发文数量)，将 Npmax = 4 代入计算公

式，可知 Mp 值为 1.498，结果取整数 1，即“教育家精神”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发文量应该在 1 篇以上，

根据检索结果显示，达到这一要求的作者有 20 名，总发文量为 58 篇，占样本发文总量 19.9%。根据普

赖斯定律可知稳定的核心作者群意味着该研究领域核心作者发文量达到论文总发表量的 50%以上。因此，

“教育家精神”这一主题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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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istribution of high-yield authors of the “educator spirit” research from 2011 to 2024 
表 1. 2011 年至 2024 年“教育家精神”研究的高产作者分布 

序号 作者 发文数量(篇) 序号 作者 发文数量(篇) 

1 龙宝新 4 11 代蕊华 3 

2 成尚荣 4 12 李政涛 3 

3 周洪宇 4 13 顾明远 3 

4 刘铁芳 4 14 郑刚 3 

5 罗生全 3 15 宋萑 3 

6 冯建军 3 16 汪基德 2 

7 游旭群 3 17 李双龙 2 

8 王红霞 3 18 周文伟 2 

9 王文静 3 19 蔡小雄 2 

10 王炳林 3 20 郝文武 2 
 
分析 2011 年至 2024 年“教育家精神”研究的核心期刊文献数量可以发现，在这一时间段中发文数

量最多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数量为 36 篇(见表 2)。由普赖斯定律可知，Mp 值为 4.49，结果取整数 4，即

研究领域的核心机构发文数量至少应该有 4 篇。根据表 3 可以看出，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陕

西师范大学的发文量位居前三，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文献首发年份为 2023 年。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

提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加强对“教育家精神”的弘扬，北师大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师范院校必然会迅

速响应。其次，2023 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将“培育和践

行教育家精神”写入了教师培养目标。同年 7 月，以“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为主题

的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不仅强调了“教育家精神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动力”，还明确要求高校“加快构

建教育家精神的伦理体系”，北师大作为全国师范类大学的佼佼者，产出了一系列高质量文献。从机构

地理位置上看，“教育家精神”的研究不仅在东部地区有所开展，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都有所涉及。从学

校性质上看，师范类院校成为“教育家精神”主题研究的主力军，师范类院校产出的文献成果数量占比

较多，不过部分综合性院校也为“教育家精神”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Table 2. Core institutions of the “educator spirit” research from 2011 to 2024 
表 2. 2011~2024 年“教育家精神”研究的核心机构 

院校名称 发文数量 院校名称 发文数量 

北京师范大学 36 河南大学 7 

华东师范大学 25 湖南师范大学 6 

陕西师范大学 21 深圳大学 5 

华中师范大学 13 上海师范大学 5 

东北师范大学 12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5 

西南大学 12 安徽师范大学 5 

中国人民大学 8 南京大学 5 

首都师范大学 8 清华大学 5 

华南师范大学 8 华中科技大学 5 

广西师范大学 7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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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sources on “educator spirit” 
表 3. “教育家精神”文献来源分布 

发文期刊 占比数量 发文期刊 占比数量 

人民教育 32 (14.16%) 课程·教材·教法 8 (3.54%) 

中小学管理 22 (9.73%) 教育研究 7 (3.10%) 

中国高等教育 20 (8.85%) 人民论坛 7 (3.10%) 

中国教育学刊 17 (7.52%)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7 (3.10%) 

教育发展研究 15 (6.64%) 教师教育研究 7 (3.10%) 

职业技术教育 15 (6.64%) 教育学术月刊 7 (3.10%) 

中国教育科学 12 (5.31%) 教育科学研究 5 (2.21%) 

当代教育论坛 11 (4.87%)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5 (2.21%)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10 (4.42%)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5 (2.21%) 

思想政治课教学 8 (3.54%) 上海教育科研 5 (2.21%) 

3.3. 期刊来源和高被引文献分析 

通过对期刊来源进行分析，可以直观清晰地了解到“教育家精神”主题研究的核心期刊群来源分布

情况。因此，本文借助 CNKI 的可视化功能对该主题发文量排名靠前的期刊进行了分析。根据表 3 可知，

《人民教育》是 2011~2024 年间针对“教育家精神”这一主题发文量最多的期刊，总共有 32 篇(占比

14.16%)；《中小学管理》位居第二，发文量为 22 篇(占比 9.73%)；《中国高等教育》则位列第三，发文

量为 20 (占比 8.85%)。此外还有《中国教育学刊》《教育发展研究》《职业技术教育》等。可以看出，

期刊发文成为这一时间段内“教育家精神”研究的主力，表 3 中所呈现的文献来源分布大部分集中于期

刊。其中，发文量最多的《人民教育》是我国教育部主办的全国性、综合性权威教育刊物，是教育部从思

想上、政策上、业务上指导全国教育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在教育领域具有广泛且深远的影响，由此可

见国家对“教育家精神”的重视程度。 
同时，通过对样本文献中排名前三的高被引文献进行分析可知，《教育家精神的阐释和培养》一文

被引频次最高，达到 80 次；其次是《“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演进逻辑、本质内涵和时代价值》，

被引次数达到 73 次；再次是《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本质内涵和价值旨趣》，被引次数为 53 次。由

此可见，高被引文献主要集中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中国教育学刊》《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等高质量权威期刊，论文成为高被引文献的主要原因在于其针对“教育家精神”做出了详细的

阐释并对其培养方式、实践路径给出了相应的指导，对“教育家精神”的演进逻辑、本质内涵、时代价值

等人们关注的内容给出了清晰的梳理、介绍，理论价值丰富的同时，对实践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4. 学科分布情况分析 

对样本文献的学科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教育家精神”的主要研究领域何在，

并对学者的研究目的、研究方式、研究理论、研究成果等内容的所属领域有基本的认知和了解。 
借助 CNKI 的可视化功能，得到 2011~2024 年近十五年间“教育家精神”研究的学科分布图(见表 4)。

借助表 4 可以清晰地看见，“教育家精神”主题研究的学科分布情况呈现多样化的形态，其中教育理论

和教育管理占比达到了 61.89%，发文数量为 242 篇，成为“教育家精神”这一主题的重要研究成果来源。

高等教育发文数量 54 篇(占比 13.81%)，位居第二。中等教育发文数量 42 篇(占比 10.74%)，位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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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职业教育发文占比也较高，因为教育家精神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动力，更对“大

国工匠”这一宝贵精神品质起到了塑造的作用[7]。可以看出，在“教育家精神”的研究中，教育学类在

学科分布中占据重要的比重，占比已经达到了 86.44%，反映出教育类学科对“教育家精神”的关注，同

时也反映出其他学科对于该主题研究的参与程度不高，发文数量有限，目前大部分研究仍然来自人文

社科领域，学科分布的前七名都属于教育领域的范畴。但是，从表 4 中也可以看出有关“教育家精神”

这一主题的研究学科仍然呈现多样化分布，其中包括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人物传记、音乐舞蹈等

学科领域，反映出不同学科领域对“教育家精神”的关注，但是仍存在关注度不高、发文数量较少的问

题。 
 

Table 4. Disciplinary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research on “educator spirit” 
表 4. “教育家精神”研究的学科分布图 

学科分布 占比数量 发文期刊 占比数量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242 (61.89%) 中国语言文字 1 (0.26%) 

高等教育 54 (13.81%) 预防医学与劳动科学 1 (0.26%) 

中等教育 42 (10.74%) 中国文学 1 (0.26%) 

职业教育 24 (6.14%) 人才学与劳动科学 1 (0.26%) 

体育 7 (1.79%) 中国共产党 1 (0.26%) 

思想政治教育 3 (0.77%) 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 1 (0.26%) 

初等教育 3 (0.77%) 科学研究管理 1 (0.26%) 

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 2 (0.51%) 中国近现代史 1 (0.26%) 

人物传记 2 (0.51%) 自动化技术 1 (0.26%) 

音乐舞蹈 2 (0.51%) 心理学 1 (0.26%) 

 
这表明，虽然不同的学科领域对“教育家精神”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关注，但主要焦点仍在教育领

域。因此，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之间可以进行相互的交流研究，寻找学科之间在“教育家精

神”研究和实践中的交叉点，从而拓展该主题研究的涵盖范围，挖掘“教育家精神”的更丰富内涵。 

4. “教育家精神”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的研究热点分析 

将样本文献导入 CiteSpace 软件中，选择 Node Types 为关键词(Keywords)，经过运行得到“教育家精

神”研究关键词的知识图谱。通过对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了 223 个节点、256 条连线，以及 0.0103
的网络密度。度是衡量共现网络中结点中心度的最直接方法，度中心越大，结点的中心度也就越高，因

此重要性也越高。“教育强国”“教育家”“教师教育”“教师队伍”“立德树人”等关键词所处结点都

较大，说明它们在“教育家精神”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 CiteSpace 软件无法将知识图谱直接转

化为高频关键词的词频统计表，因此借助 CiteSpace 软件生成的数据绘制出高频关键词词频统计表(见表

5)。关键词“教育强国”出现的频次为 47 次，频次最高，反映出“教育强国”这一概念在“教育家精神”

这一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同时，“教育家”“教师教育”“乡村教师”“教师队伍”出现的频次

分别达到 24 次、17 次、11 次、11 次，符合当前“教育家精神”的研究热点，且这些高频词和其他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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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之间均有连线，连线数量较多，具有共线关系，聚集程度较高。并且，以上关键词结点范围较大，呈现

向外扩张的趋势，说明该类关键词在现阶段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与当前“教育家精神”的研究

情况相符。 
 

Table 5. High-frequency keywords and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the “educator spirit” research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4 
(Frequency ≥ 5) 
表 5. 2011~2024 年我国“教育家精神”研究高频关键词和词频统计(频次 ≥ 5)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1 47 0.37 教育强国 

2 24 0.25 教育家 

3 17 0.35 教师教育 

4 11 0.18 乡村教师 

5 11 0.22 教师队伍 

6 9 0.14 教师 

7 8 0.13 立德树人 

8 7 0.09 职业教育 

9 5 0.05 弘扬路径 

10 5 0.06 新时代 

4.2. 关键词聚类及研究热点分析 

为了对“教育家精神”研究热点进行深入的分析，本文将关键词进行聚类的处理。在关键词知识图

谱的基础上，选择关键词聚类，通过计算就可以得到该主题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聚类网络可视化图谱，其

中 Q 值为 0.8586 (大于 0.3)，S 值为 0.968 (大于 0.3)，说明关键词聚类结果合理，具有明显轮廓。关键词

聚类图谱主要包括 8 个聚类标签，前 5 个分别是#0 教师队伍、#1 教育家、#2 模式、#3 乡村教师、#4 价

值引领、#5 立德树人(见表 6)。 
 

Table 6. Knowledge map of keyword clustering on “educator spirit” research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4 
表 6. 2011~2024 年间我国“教育家精神”研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聚类号 聚类标签 

#0 教师队伍 

#1 教育家 

#2 模式 

#3 乡村教师 

#4 价值引领 

#5 立德树人 

 
在聚类知识图谱的基础上，运行 Cluster Explorer 功能，得到关键词共线网络聚类表，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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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Co-linear network clustering table of keywords on “educator spirit” research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4 
表 7. 2011~2024 年间我国“教育家精神”研究关键词共线网络聚类表 

聚类号 聚类大小 聚类标签 标签词(度中心性排名前五个) 

#0 23 教师队伍 教师队伍；师德师风；高职教师；高职院校；高质量 

#1 21 教育 教育家；教育哲学；近代；教育现代化；孔子 

#2 19 模式 模式；天津；未来教育家；成长；精神 

#3 16 乡村教师；生成特征 乡村教师；教育强国；理想信念；生成特征；师德修养 

#4 15 价值引领；教师成长 价值引领；教师成长；实施机制；教学实践；生成机制 

#5 14 立德树人；“六力协同” 立德树人；“六力”协同；“三位一体”；区域教育；实质 

#6 13 实践要求 教师；实践要求；重大意义；核心要义 

#7 11 师道文化 师道文化；教育情怀；好教学；实践智慧；好教师 

#8 11 价值意蕴 价值意蕴；弘扬路径；实践路径；学科能力；价值功能 

 
通过分析以上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和所选样本文献内容可知，2011~2024 年间近十五年来我国“教

育家精神”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教育家精神”的建设作用、概念辨析、价值引领、文化

内涵等。以上的研究，不仅使“教育家精神”从抽象的精神指引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路径，促进教师队伍

的建设和发展，为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注入动力；还可以对“教育家精神”的本质内涵、理论逻辑等内

容进行细致的梳理，从而帮助社会各界更准确地理解“教育家精神”，从而提高行动的质量和水平。同

时，“教育家精神”历史资源的挖掘对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教师理想信念、教育情怀的养成也有重要

的作用，“教育家精神”的六个维度都各自蕴含了不同的理想信念指向[8]。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积淀的宝贵教育财富进行挖掘和梳理，可以为“教育家精神”提供强大的文化背景支撑，营造良好的教

育氛围，形成尊师重道、亲师爱生的社会共识。 

5. “教育家精神”研究展望 

基于以上对“教育家精神”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分析，发现未来的研究将会更加注重研究之间的

合作性、研究的时代性、研究的现实性，在学术力量、研究内容、研究层次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创新。 

5.1. 注重学术合作，寻找研究交叉点丰富“教育家精神”研究成果 

“教育家精神”的主题研究应该汇聚不同领域、不同学段层次的学术力量形成研究合力。当前，有

关“教育家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领域，其他领域研究数量零散，且该主题研究尚未形成核心作

者群，学术力量和机构之间也缺乏相互的关联。因此，“教育家精神”的主题研究需要不同领域、不同学

段层次的学者协同发力。首先，发现研究共同基础，打通联系渠道。“教育家精神”内涵广泛，虽然其核

心指向是教育工作者，但是并不局限于教育工作者，广义上还包括具有教育家精神的所有人。因此，不

同学科之间需要正视“教育家精神”，树立对该研究主题的科学认知。正如学者黄森芝所说：只要具备

教育家精神的核心特质，无论任何人都可以是教育家，并不限定于严格的职业身份[3]。所以，不同学科

领域的研究者应该积极发现“教育家精神”和本学科之间的关系，主动寻找研究的基础和联系。此外，

打通联系渠道，便于不同领域之间学者们的交流也是促进“教育家精神”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的重要因

素。可以通过搭建领域作者交流平台，开展该主题学术年会、学术研讨会等形式促进不同领域学者的交

流，产生思维的碰撞。其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高校和小学中学之间形成合作关系。“教育家精神”作

为一种适用于不同学段、不同地域教师群体的重要精神指引，对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有重要的作用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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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此，高校、中学、小学之间应该相互联系，密切交流，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进经验的交流和灵

感的启发。中学和小学作为更接近一线教育生活的重要主体，拥有数量庞大的教师群体，更富有实践性，

因此也更需要理论的指导和方向的指引，将抽象的“教育家精神”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实践路径。而高

校作为理论研究的佼佼者，在理论构建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但在实践性方面缺少经验和理解，并且理论

的构建也需要与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们进行密切的交流和讨论。所以，高校和中小学之间应该形成“传帮

带”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配合、密切交流，一线的真实体验丰富理论的构建，提高理论的可行性、真实

性；理论的指导促进教育家精神的可操作、可评估、可测量，进一步推广教育家精神，使社会各界尤其

是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家精神形成正确的认知和理解，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促进“教

育家型教师”的培养。再次，密切交流，搭建合作平台。建立学术交流、成果共享、建议共通的交流平

台，广泛吸收和听取各方有关“教育家精神”的真实意见和改进建议，促进各学术机构的资源成果共享，

实现资源的互通有无，从而降低研究的难度和资源的欠缺问题，促进研究成果的快速转化。 

5.2. 理清概念内涵，帮助“教育家精神”与具体实践之间形成转化 

通过梳理“教育家精神”的文化背景、演进历史、概念内涵等内容帮助“教育家精神”找准实践转化

的落脚点。虽然“教育家精神”在 2023 年才有了具体的阐释和表述，但是“教育家精神”的概念却一直

存在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当中，一直是教育领域关注的重点。因此，面对“教育家精神”这一价值理

念，对“教育家精神”这一价值观念的概念内涵、理论逻辑、演进历程等内容进行梳理和分析，从理想信

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六个方面将“教育家精神”从抽象的内容变为

具体可感的实践原则，助力教育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落实教育家精神的要求，实现从理论层面到

实践路径的转化。 

5.3. 关注时代性和创新性，挖掘“教育家精神”的深层价值 

“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教师教育的精神根基[9]。“教育家精神”的主题研究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

阶段和时代背景，体现时代性和创新性，挖掘“教育家精神”背后的深层价值和理论精髓。新时代新征

程，面对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等一系列内容的变化，“教育家精神”的主题研究也应该跟上时代的发展

潮流和创新趋势，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当下，“教育家精神”的研究需要

从新的角度和思路出发贴近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需要，最终指向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同时，“教育家

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内嵌于中华民族传统师道文化谱系之中，是宝贵的历史积淀

[10]，不仅是对中华传统师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1]，也是红色教育基因的注入，更是马克

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本土化，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指引和教师实践的经验积累。总之，教育家精神是

历史连续性和时代创新性的统一，体现着文化赓续性、实践创新性和制度保障性，具有深远的价值和意

义。 

6. 总结 

通过对我国教育家精神近十五年来的发文时间与数量、发文作者与机构、文献来源与引用、关键热

点与趋势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与梳理可以发现，在未来的教育家精神研究中，仍需凝聚核心作者群的

力量形成教育合力，动员多学科领域共同参与教育家精神的研究，进一步细化教育家精神的研究内容，

拓展研究深度，聚焦研究热点进行深耕和挖掘，丰富教育家精神相关研究的研究方法，实现研究范式的

融合。通过以上努力共同指向我国教育家精神的纵深发展，通过教育家精神研究的不断丰富促进教育家

精神实践的发展，最终实现我国教育家精神理论与实践研究数量与质量的双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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