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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作为新形态的数字教材引起广泛关注，是数字时代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工具。为

了解数字教材的研究现状与趋势，选取中国知网数据库的242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

对年度发文量、作者、机构与关键词等信息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教材研究已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研究学者和机构逐渐增多，但之间的合作并不紧密，需要加强交流；数字教材不仅是一种资源，

更能起到促进数字教学改革的作用。通过对数字教材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可为后续研究、建设与应用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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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textbooks, as a new form, have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and are an important tool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in the digital age. In order to un-
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trend of digital textbooks, 242 articles from the CNKI database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annual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11851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11851
https://www.hanspub.org/


陈佩江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11851 651 创新教育研究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uthors,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on digital textbooks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and the number of researchers 
and institution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bu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is not close, and com-
munication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Digital textbooks are not only a resource but also play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digital teaching. The review of the research status of digital text-
book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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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推进教育数字化是重要内容[1]。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对教育数字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陆续发布教育数字化政策并加

以实施。我国在数字化领域有领先优势，教育数字化起步较早，并取得了成效，在平台建设和技术积累

方面具备一定优势[2] [3]。2012 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对教育信

息化进行了总体部署。2022 年 2 月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

新。2023 年，《“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创新教材呈现方式，

加快以数字教材为引领的新形态教材建设。 
近年来，国内数字教材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出版了一批数字教材[4]。但数字教材并非简单地

把传统教材进行数字化，而应根据教学目标，结合数字化教学改革进行精心设计[5]。 
为了拓展数字教材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数字化教学，助力数字教育，以中国知网最近 20 多年的

数字教材研究方面的文献为依据，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技术，梳理国内数字教材的研究热点与发展

趋势，为后续的数字教材的研究、建设与应用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为了对国内数字教材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检索平台获取文献数据，利用

关键词进行检索：关键词 = 数字教材 OR 数字化教材 OR 教材数字化；检索时间为：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2 日。对检索结果进行逐条阅读分析，将所选文献中关联较小的会议报告、专栏介绍等加

以筛除，共收集到有效样本文献 242 条，以“Refworks”格式导出数据，用于后续分析。 

2.2. 研究方法 

为了对文献进行梳理研究，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6.2 版本对所选文献的发表年份、作

者、作者机构、关键词等重要信息进行分析，了解近 20 多年的数字教材研究文献的热点变化、重要节点

与前沿演变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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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年度发文量分析 

可以用文献的出版时间和年度发文量来衡量研究热度[6]，对中国知网 2000 年以来的数字教材的年

度发文量进行统计，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Paper publication status of digital textbook research 
图 1. 数字教材研究的论文发表情况 

 
从图 1 可以看出，国内对数字教材的研究可以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探索阶段和发展阶

段。2000~2011 年为萌芽阶段，每年发文数量不超过 2 篇，甚至有 4 个年份没有发表文献。2012~2020 年

为探索阶段，每年发文量在 7 至 20 篇之间，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数字教材逐渐引起学者和出版社的

关注。2021 年开始为发展阶段，每年发文量超过 20 篇(其中 2024 的发文量为截至当年 8 月 12 日的数

据)，呈逐渐增多态势，出现了数字教材研究的热潮，影响了数字教育与教学改革。 

3.2. 作者分析 

文献作者是科研主体，可以通过作者的可视化分析了解数字教材研究的核心人员及其之间的合作关

系[7]。数字教材研究方面发文量较多的作者如表 1 所示。共有 5 名作者发文量在 4 篇以上，另有 7 名作

者发文量为 3 篇，发文量最多的为首都师范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孙众教授，达到 5 篇。 
 
Table 1. The author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digital textbook research 
表 1. 数字教材研究发文量较多的作者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年份 

1 孙众 5 2013 

2 王志刚 4 2014 

3 沙沙 4 2013 

4 余宏亮 4 2021 

5 李晓锋 4 2020 

 
数字教材研究方面的作者合作关系如图 2 所示，包括 292 个结点，175 条连线，密度 0.0041。图中结

点越大，意味着发文量越多。根据结点之间的连线关系可以看出，各作者之间联系的紧密度较为一般，

意味着合作不甚密切，其中与孙众合作的作者有 3 位。各研究团队之间应当加强合作，共同促进数字教

材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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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 for digital textbook research 
图 2. 数字教材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 

3.3. 作者机构分析 

作者所在机构的论文发表数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机构在发文领域的研究水平和能力[8]。在数字

教材研究方面发文量较多的研究机构如表 2 所示。共有 9 个机构发文数量在 4 篇或以上，另有 3 个机构

发文量为 3 篇。对原始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可对同一机构进行合并，结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发

文数量为 19 篇，高等教育出版社发文数量为 8 篇。由此可知，出版机构对数字教材最为重视，是推动数

字教材建设的重要力量。在高等学校中，师范类院校，比如首都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

数字教材的研究较为深入，其原因在于师范类专业教师对新兴的教育技术更加重视和敏感。 
 
Table 2. The institution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digital textbook research 
表 2. 数字教材发文量较多的机构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年份 

1 人民教育出版社 6 2014 

2 首都师范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5 2013 

3 西南大学教育学产部 5 2016 

4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5 2019 

5 人民教育出版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4 2021 

6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4 2016 

7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4 2015 

8 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数字教育研究院 4 2019 

9 高等教育出版社 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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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材研究方面的机构合作关系如图 3 所示，包括 223 个结点，94 条连线，密度 0.0038。图中结

点越大，意味着发文量越多。根据结点之间的连线关系可以看出，各机构之间联系的紧密度较为一般。 
 

 
Figure 3. Institution collaboration network for digital textbook research 
图 3. 数字教材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 

3.4. 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研究的主题，可以高度概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能够反映研究热点[5]。关于数字教

材研究文献的关键词情况如表 3 所示。共有 7 个关键词出现频次在 6 次或以上，“数字教材”这一关键

词出现频次最多，达到 129 次。 
 
Table 3. The situation of keywords of digital textbook research 
表 3. 数字教材研究中的关键词情况 

序号 关键词 出现次数 中心性 年份 

1 数字教材 129 1.25 2008 

2 数字出版 12 0.03 2012 

3 数字化 12 0.10 2013 

4 教材建设 10 0.03 2019 

5 教育出版 8 0.03 2016 

6 教材 7 0.05 2012 

7 职业教育 6 0.00 2022 
 
数字教材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 4 所示，包括 313 个结点，590 条连线，密度 0.0121。图

中结点越大，意味着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由图 4 可知，关键词能够按紧密的网状结构分布，零散的

节点较少，这表示我国对数字教材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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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graph of digital textbook research 
图 4. 数字教材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数字教材研究文献的关键词的时间轴视图如图 5 所示，其中垂直轴表示聚类标签，水平轴表示关键

词出现的年份。由图 5 可以发现：2012 年左右发表的论文出现较多聚类，说明该时期对数字教材的研究

开始受到重视，初步形成了较为集中的研究方向。 
 

 
Figure 5. Timeline view of keyword of digital textbook research 
图 5. 数字教材研究的关键词时间轴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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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材研究文献的关键词的突现统计如图 6 所示，共有 25 个突现关键词。突现强度较大的有 2013
年出现的“学习资源”，但持续时间较短，结合同时期的“资源整合”等关键词，可以得到结论：在数字

教材研究早期，即探索阶段，更多地把其作为一种学习资源；2022 年出现了关键词“教材管理”“教材

审核”，这意味着国家开始重视数字教材的管理；此外，“人工智能”“教育生态”“教学变革”等关键

词表示：数字教材不仅是一种学习资源，更是能促进教学改革的一种数字技术，值得教师和教学研究人

员重视和利用。 
 

 
Figure 6. Keyword emergence statistics of digital textbook research 
图 6. 数字教材研究的关键词突现统计 

4. 结束语 

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可视化分析中国知网数据库的 242 篇文献，通过分析年度发文量、文献作者

与机构、关键词等信息，梳理了数字教材的研究热点与现状。 
研究发现：经过前期的探索与实践，数字教材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参与“数字教材”相关主题研

究的学者和机构逐渐增多，科研力量不断加强，但从整体来看，作者之间或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并不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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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还没有形成核心的作者和机构研究，而只有频繁沟通和紧密合作才能促进数字教材研究的不断深入；

数字教材的建设与应用不断加强，从早期的教学资源演变为重要的数字教学技术和方法，促进了数字教

学改革，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应加强数字技术学习，提高数字素养，赋能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果；此

外，当前数字教材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需要完善数字教材的开发和管理规定，对数字教材的出版和应

用加以规范，保证其出版质量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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