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教育研究的进展、热点与趋势
———基于国内外核心数据库文献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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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为更好地开展研究生教育研究，有必要厘清国内外研究进展，呈现当前研究热点，展望未来研究趋势。
本文以 1998 － 2019 年国内外核心数据库收录的有关研究生教育论文为研究对象，采用 CitespaceV 为主要研究

工具，对国内外研究进展、热点及趋势进行空间可视化计量分析。包含以下内容: 一、研究进展: 1． 主题阶段: 国

内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国外体现了更高的研究热情与高度关注; 2． 研究领域: 国内集中于高等教育、比较教

育，国外则具有跨学科、多领域特点; 3． 研究机构: 国内以高等教育见长，国外则较为均衡; 4． 文献共被引: 国内

外具有共同关心的主题; 5． 作者共被引: 国内学者的关注主题多于国外; 6． 期刊共被引: 国内关注宏观制度，国

外较为注重微观方面。二、研究热点: 质量、高等教育是国内外高频关键词，集中在总体战略、类型层次、核心素

质、保障条件四方面。三、研究趋势: 应加强主体研究、客体研究两方面。借鉴国外经验，寻找自身差距，分别从

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对我国当前研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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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生教育开启于 1950
年①，70 年来始终与祖国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

伴随着新中国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
史性跨越，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的辉煌 历 程，有 力 地 支 撑 了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进
行。［1］70 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研究
生教育工作，将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

相继成立了专门管理机构，出台了相关法规文件
以支持、规范、引导研究生教育发展，实现了自主

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略目标，成为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研究生教育大国。特别是 2020 年 7 月 29 日，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着眼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谋划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规划蓝图，对研究生教育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研究生教育在培养
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

推动研究生教育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2］

这不仅是新时代召开的第一次研究生教育工作会

议，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下召开的研究生教

育工作专门会议，突显研究生教育规格之高，责任

之重、使命之大、改革之切。随后，教育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

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到 2035 年，初

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强国。”［3］在迈

向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历史进程中，离不开研究生

教育研究的智力支撑。正如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学会会长赵沁平院士所言:“我国向研究生教育

强国迈进的步伐呼唤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繁荣。”［4］

因此，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有必要系统梳理研

究生教育研究状况。
目前，我国对研究生教育做了大量总结归纳

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对研究生教育

研究的年度记录。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编写

的《中国研究生教育研究进展报告》; 二是对不同

数据库、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文

献计量分析。如杨晓丽［5］、冯瑶［6］、蔡文伯［7］ 在
CNKI 数据库，分别对 ( 2002 － 2011 年) ( 2001 －
2010 年) 和 21 世纪以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何



华宇［8］对 2000 － 2009 年研究生教育比较研究、邱
均平［9］在 WOS 数据库对 2003 － 2013 年国际研究

生教育研究现状分析，殷玉新［10］在 CSSCI 数据库

对 2005 － 2014 年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知识图谱分

析; 三是在重要历史节点对研究生教育研究的回

顾与展望。如周光礼［11］等人对研究生教育有史以

来，石中英［12］、王战军［13］［14］分别对新中国成立 50
年、70 年，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的回顾; 别敦荣［15］

则对“十三五”期间的展望; 四是对某一或某类期

刊研究生教育主题发文探索。如王传毅［16］、吴

恺［17］分别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育学类 CSS-
CI 来源期刊为载体进行主题研究分析。

综上可见，其一，从表现形式看，年度报告类

静态性有余而动态性较差，某一载体或某阶段类

片面性有余而全面性不足，回顾展望类主观性有

余而客观性不足; 其二，从研究材料看，国内文献

有余而国外文献不足，邱文选择 WOS 数据库所有

文献类型，降低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 其三，从研

究视角看，纵向分析多，横向比较少。基于此，厘

清国内外研究进展，比较当前研究热点，展望未来

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生教育研究的准备
( 一) 数据来源

核心期刊不仅是刊登高水平科研成果的重要

载体，更是高级别学术交流的重要媒介，其遴选经

历了严密、权威、科学的认证程序，能够有效展示

该领域的发展潮流与研究水平。因此，本研究的

国内外核心期刊分别来源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认

可程度最高的 CSSCI (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 不包含扩展版) 和 SSCI( 社会科学索引) 、A＆HCI
( 人文艺术索引) 发表的论文。

( 二) 研究工具

Citespace 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 Drexel univer-
sity) 学者陈超美基于 java 语言开发的计量分析科

技软件。其工作原理是对特定研究领域的文献进

行共引分析与寻径计算，以期呈现该领域知识演

化的知识图谱路径，包括对演化动力机制的解析、
知识单 元 之 间 的 共 现 和 领 域 发 展 前 沿 的 探 测。
“该软件致力于解析学术文献中蕴含的潜在知识

以及在科学计量学数据与信息可视化时代背景中

快速发展起来的多元、分时与动态的引文可视化

分析”［18］，被誉为“科学的知识图谱”。与传统文献

梳理固有的抽样性、偶发性、主观性缺点相比，一方

面可支持大规模、宽尺度、长时段、多来源的数据; 另

一方面，“以客观、定量、直接、形象的方式揭示该领

域的研究演进特征，能够有效避免传统文献研究方

法偏于归纳推理而过于主观的问题。”［19］

( 三) 研究过程

首先，在 CSSCI 数据库设置主题词为“研究生

教育”，进行初次检索，发现第一篇论文出现于 1998
年，故将年限设定为“1998 －2019”二次检索，共搜集

到 6097 条相关信息; 其次，剔除书讯短评、会议通

知、期刊导读、学会介绍等无效信息，共获取 5659 篇

论文; 再次，为了确保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准确性和

权威性，根据秦惠民主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辞

典》②、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③权威工具书英译

名，在 WOS 数据库高级检索中根据布尔运算符设

置 TS = (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Ｒ Graduate Educa-
tion) 语种为“All languages”，文献类型为“Article”，

时间跨度为“1998 － 2019”，文献来源为“SSCI”和
“A＆HCI”，分别获取 13651 篇论文; 而后，将数据导

入 Citespace 选定 Ｒemove Duplicates( WOS) 进行去

重处理，共获取 13650 篇论文。
( 四) 研究目的

通过分析比较国内外核心数据库相关文献，

试图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1． 国内和国外对研究生

教育研究有哪些相同之处和差异特征? 2． 借鉴域

外经验，审视自身差距，以推动研究生教育研究向

更高层次、更深领域发展。
三、研究生教育研究的进展
( 一) 主题阶段分析

图 1 国内关键词时空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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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数量和关键词的时序变化是衡量研

究主题阶段的重要维度。通过对发文量和关键词

进行历史性统计，对分析所处阶段、主题特征具有

显著意义。结合图 1 和图 3，从国内而言，发文量

呈现明显的分段落式，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及

对国内方针政策的积极回应。第一阶段为起步期
( 1998 － 2010 年 ) ，从 1998 年 发 文 量 175 篇 到
2010 年的 248 篇，年均增长率 3. 2%，研究领域主

要集中于元研究( 学科建设、自身研究) 和培养问

题( 能力素质、学科课程、模式机制、国际交流) 两

方面。第二阶段为发展期 ( 2011 － 2013 年) ，3 年

间发文量和增长速度显著提高，主要集中于质量

问题( 培养目标、保障机制、实践性改革) 。这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随着研究生招生过快增长导致一系

列问题，尤其是 2010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议一次

性批准 19 种硕士专业学位类型设置方案，保障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改变评价方式成为关注

焦点。第三阶段为调整期 ( 2014 － 2016 年) ，3 年

间发文量有所下降，主要集中在管理问题( 培养方

式、动态调整) 以 2015 年学科动态调整的全面覆

盖和 2016 年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研究生的统筹管

理为标志，发文量也由快速扩张到平稳发展的转

变。第四阶段为深化期( 2017 － 至今) 《关于高等

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等一系列文件从不

同角度对研究生教育发展提出了战略规划，内涵

发展、提质增效成为该阶段的主基调，发文量亦有

所调整。
结合图 2 和图 3，从国外而言，从发文数量看，

国外相关研究虽起步晚，但发展快，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4 年超过国内，体现了更高的研究热情与

高度关注。从发文关键词看，既有宏观政策、微观

教学，又有抽象制度、具体情景，还有共性特征到

个性路径的研究，表明国外更为深入、成熟地研究

状况。从发文国家看，综合出现频次和中介中心

性值，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具有雄厚的研究实

力，在国际合作中扮演着中枢机构的角色，发挥着

桥梁与纽带作用，是研究生教育领域内的核心国

家。这一方面或许和三国开展研究生教育时间较

早，融入经济社会较深，表现出的问题较多有关;

另一方面也必然和三国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相

关。

图 2 国外关键词时空图谱

图 3 国内与国外核心期刊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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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研究领域分析

研究生教育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研究领

域具有跨学科、多领域、广维度的特点。正如中国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王战军教授所言:

“研究生教育研究不仅仅需要教育学的知识，如在

思辨研究中需要哲学和政治学，定量研究中离不

开数学和统计学，在研究生培养中则涉及心理学

和行为学，科学研究中蕴含着伦理学，而作为一项

社会活动，研究生教育研究肯定离不开社会学、经
济学、法学，等等; 同样，作为一项管理活动，管理

学是研究生教育研究的必备知识。研究生教育研

究还需要依赖多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20］

从国内核心看，相关研究论文涉及 21 个研究领

域，其中主要集中在教育学、图书情报学、法学和

管理学四个一级学科上，数量分别为 5195 篇、120
篇、67 篇和 41 篇，占到总数的 95. 82%，教育学占

比 91. 16%。进一步考察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分布

状况，高 等 教 育 学 占 比 42. 4%，比 较 教 育 学
23. 9%，交叉领域仅占比 3. 4%，这表明比较教育

和高等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研究的主阵地。从国外

核心看，相关研究论文集中在 105 研究领域，其中
“Education Educational Ｒesearch”“Education Scien-
tific Disciplines”“Economics”“Lingustics”“Health

Care Sciences Services”五个方向最多，数量分别为
4466 篇、651 篇、130 篇、111 篇、105 篇，占到总数
40. 01%，交叉领域占比 10. 4%。

( 三) 研究机构分析

研究机构表现了研究力量的空间分布。据表
1 知，1． 国内研究机构较为多元，具有浓厚的政府

色彩; 国外则较为单一，均是大学。2． 国内外研究

机构均是教育研究领域的重镇。国内以研究高等

教育见长，而国外相对均衡全面，如哈佛大学教育

研究院“在儿童道德发展、国际教育政策、组织领

导力、幼儿教育、学习设计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了开

创性成果。”［21］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则“对当今最

具有挑战性的教育问题有所涉猎，如扫盲、STEM、
社会科学教育等具有研究意义的领域。”［22］3． 国

内研究机构的节点数量( N = 647) ，连线数量( E =
48) 均小于国外节点数量( N = 497 ) ，连线数量( E
=3234) 且主要连线细且疏，表明国内从事相关研

究工作的机构数量较少，联系松散，强度较弱。4．
国内虽形成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等为代表的若干“分散组团”聚集方式，但中介中

心性均为 0，表明国内并未形成重要的核心研究机

构群; 国外则形成以 Harvard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Michigan、University of Toronto 多个核心机构群。

表 1 国内外研究机构( 频次前五位)

序号 国内研究机构 频次 中介中心性 序号 国外研究机构 频次 中介中心性

1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45 0． 00 1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Education 181 0． 08

2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24 0． 00 2 University of Toronto Studies in Education 158 0． 07

3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19 0． 00 3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School of Education 152 0． 04

4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17 0． 00 4 Monash University Faculty of Education 149 0． 06

5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16 0． 00 5 Th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138 0． 10

( 四) 文献共被引分析

文献共被引是通过分析被引参考文献，呈现

领域内演变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核心文献，后经

聚类分析表现了在传播知识过程中获得较多研究

者认同的主题。国内高共被引文献的前五位分别

是: 2002 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报告

编写组撰写的报告《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战略报告( 2002 － 2010 ) 征求意见稿》，2010 年黄

宝印撰写的论文《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新时代》，2015 年刘延东在全国研究生教育质量

工作会议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

的讲话，2009 年袁本涛撰写的论文《我国研究生创

新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三次研究

生教育质量调查的结果》，2006 年翟亚军撰写的论

文《我国专业学位教育主要问题辨识》。国内高中

介中心性文献的前五位分别是: 2009 年别敦荣撰

写的论文《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及其创

新研究》，2013 年吴开俊撰写的论文《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适切性分析———以广东

省为例》，2015 年刘贵华撰写的论文《论研究生教

育的发展逻辑》，2016 年别敦荣撰写的论文《“十

三五”时期研究生教育发展思路》，2010 年黄宝印

撰写的论文《适应发展新常态 全面深化研究生教

育改革 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国外高共被

引文献的前五位分别是: 2010 年哈佛大学知名学

者 Frenk J． 联合 16 名国外学者撰写的论文 Health
professionals for a new century: transforming education
to strengthen health system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2010 年美国国家医学院出版的著作 Learing
Cultures in Online Education，2010 年斯 坦 福 大 学

Benner P． 等人联合出版的著作 Educating Nurses: A
Call for Ｒadical Transformation，2012 年托马斯杰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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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大学 Nasca，Thomas J 等人撰写的论文 The New
Ｒecommendations on Duty Hours from the ACGME
Task Force ，2010 年国际卫生组织联合美国国家卫

生研 究 院 联 合 撰 写 的 论 文 Develop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isability Assessment Schedule
2. 0。国外高中介中心性文献的前五位分别是:

2011 年斯坦福大学 Benner P． 等人联合出版的著

作 Educating nurses: A Call for Ｒadical Transforma-
tion，2013 年罗汉普顿大学 Holmes，Leonard 撰写

的论文 Competing perspectives on graduate employa-
bility: possession，position or process? 2009 年美国克

斯摩斯( COSMOS) 公司总裁 ＲobertK． Yin 出版的

著作 Case Study Ｒ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2006
年悉 尼 大 学 Barrie，S 撰 写 的 论 文 Understanding
what we mean by the generic attributes of graduates，
2009 年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 Bridgstock，Ｒuth
撰写的论文 The graduate attributes we've overlooked:

enhancing graduate employability through career man-
agement skills．

综上可知，其一，国内文献聚类主题 13 个，而

国外文献聚类达 20 个，且层次更为多元，内容更

为丰富。其二，综合高共被引和高中介中心性值，

国外形成了经典文献即 2011 年斯坦福大学 Ben-
ner P． 等 人 联 合 出 版 的 著 作 Educating nurses: A
Call for Ｒadical Transformation。其三，作为研究生

教育“顶端”的博士教育 ( Doctoral Education ) 和

“起点”的招生制度( Admission Policy) 是国内外共

同关心的话题。高端人才是各国争取战略主动的

宝贵资源，博士教育是培养高端人才的“母机”，招

生制度则是筛选高端人才的“门阀”，而双方具体

关注点不同，在博士教育上: 国内注重数量规模和

质量监督的宏观方面，国外则关注教学方式、学习

方法对就读体验、科研效果的微观方面; 在招生制

度上: 国内注重博士“申请 － 考核”制的合理性评

判、利弊分析与实施路径，国外则关注不同种族、

人种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否平等。其四、在素质能

力上: 国内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虽然“创新能力

是研究生必备的素质”［23］然而，我国对研究生创

新能力的研究始终偏少。自袁本涛等人提出，“以

创新意识差、参与创新研究机会少、有影响的创新

成果少为代表的创新能力尤其是原创能力差，我

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方面存在的首要问题。”［24］显

然该问题已受到重点关注。国外则关注可持续竞

争力( Sustainability Competencies) 的塑造。所谓可

持续竞争力是指“面对未来社会变化和竞争的适

应能力、基于使命和技术的创新能力、推动社会发

展与指科技进步的行动能力，保持和提升学生终

身职业生涯中的职业胜任力。”［25］这不仅包含针

对学业生涯必备的理想信念、学风道德、专业知

识、深厚理论、专业精神等，还包含针对职业生涯

的身心健康、社会实践、人际交往等内容。如美国

斯坦福大学提出的“开环大学( Open Loop Univer-
sity) ，把固定式四年制本科教育模式转为面向学

生终身教育的自定节奏式六年制，采用能力知识

并重的方式和目标性学习( Purpose Learning) 模式

支撑学生的终身职业发展。”［26］其五、教学方式和

培养目标上: 国内外均强调跨学科教育，培养复合

型人才。20 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科技的迅猛发

展促进了各学科高度分化的同时又日趋综合，加

之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必须依靠具有跨学

科知识背景的复合型人才以及多学科领域人员的

联合攻关与协同作战才可解决。正如克莱恩指

出:“当今世界‘跨学科教育’已经从边缘走向主流

发展，跨学科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27］此外，随

着新的知识逻辑导向( 问题导向) 、新的知识形式

(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新的知识生产情景( 研究机

构同生产单位) 为特征的吉本斯知识生产模式 II
的到来。时代大力呼唤开展跨学科教育，培养复

合型人才。

表 2 国内外文献共被引聚类主题比较

排序 聚类主题 文献 聚类主题 文献

1 专业学位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时
代》《我国专业学位教育发展的回顾与
思考( 上、下) 》《试论研究型大学全日
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培
养》

Interdisciplinarity
Education

Improving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for Tomorrow's Physi-
cians，Develop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isability Assess-
mentSchedule，Building a community among teachers，researchers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A blended approach to training

2 博士教育

《加快建立健全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中国研究生教
育规模究竟大不大———基于中、美、英、
台的历史数据比》《中国博士培养质量:
成就、问题与对策》

Doctoral Education

Active learning increases studentperformance in science，engineer-
ing，and mathematics，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of the Occupy
Movement: A Cognitive Linguistic Analysis，Use of the Transforma-
tive Framework in Mixed Methods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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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聚类主题 文献 聚类主题 文献

3 创新能力

《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
素分析———基于三次研究生教育质量
调查的结果》《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的
现状及其影响机制》《我国研究生教育
质量状况综合调研报告》

Sustainability Com-
petencies

The Ｒole of Transacademic Interface Managers in Transformational
Sustainability Ｒesearch and Education，Do We Teach What We
Preach?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Problem － and Project －
Based Learning Courses in Sustainability，Future － oriented higher
education: Which key competencies should be fostered through uni-
vers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

4 招生制度

《我国博士招生“申请—考核制”的公平
性制度设计》《我国博士生招生申请考
核制的 SWOT 分析》《“精英化教育”语
境下博士招生制度的选择———对博士
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的思考与
探索》

Admission Policy

Texas students' college expectations: Does high school racial compo-
sition matter? Generation Me: Why Today's Young Americans Are
More Confident，Assertive，and Entitled － and More Miserable Than
Ever Before，The status of equity for Black undergraduates in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South: Still separate and unequal

5 全日制教育硕士

《“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试点工作的进
展与趋势》《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实
践能力培养的问题与策略》《基于学科
教学实践平台的全日制英语教育硕士
培养模式研究》

Clinical Psychology
Graduate

Dispelling the fable of“those who can，do，and those whocan't，
teach:”The(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of instruction，Self －
assessment in the health professions: A reformulation and research
agenda，When methods meet politics: How risk adjustment became
part of medicare managed care

( 四) 作者共被引分析

作者共被引有助于筛选相关领域具有一定影

响力和相似研究方向与兴趣的相关作者。国内高

共被引作者的前五位分别是: 王战军、袁本涛、薛

天祥、伯顿·克拉克、黄宝印。高中介中心性前五

位分别是: 薛天祥、潘懋元、王战军、顾明远、罗尧

成。国外高共被引作者的前五位分别是: OECD、
Bandura A、Bourdieu P、Cohen J、Lave J。高中介中

心性作者的前五位分别是: Allen J、Eva KW、Lave
J、Bowen WG、Bourdieu P。

表 3 国内外作者共被引聚类主题比较

排序 聚类主题 作者 聚类主题 作者

1 心理健康教育 吴启迪、许克毅、许为民 Clinical Psychology Bound D、Snyder CＲ、Peterson DＲ

2 人才培养 谢桂华、赵沁平、顾明远 Core Competencies WHO、Bound D、Benner P

3 学科特征 薛天祥、伯顿·克拉克、秦惠民
Inter professional palli-
ative care Education Bound D、Strauss A、Glaser B

4 招生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周远清、中国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报告

Competing Perspective Bourdieu P、Becker GS、Mincer J

5 教育博士 王孙禹、杨启亮、Golde CM Business Graduate OECD、Jackson D、Tomlinson、M

综上可知，1． 国内学者的关注主题多于国外，

表明国内学者的视野多元且研究深入。2． 综合高

共被引和高中介中心性值，薛天祥、王战军是国内

研究生教育领域的核心人物。前者作为研究生教

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撰写的《研究生教育

学》是学科奠基的拓荒之作，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

介绍了研究生教育相关概念及基本情况，对在严

密逻辑体系下由存在论、本质论、实践论等方面形

成的学科体系构建作出了有益探索。后者作为现

阶段研究生教育研究的领军人物，于 2016 年在北

京理工大学主持设立全国首个研究生教育学博士

点，开辟了我国专门从事研究生教育理论与实践

研究高端人才培养之先河，并在学科创立、完善组

织、团队建设、报告编写等方面发挥了领导核心作

用。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杰·莱

夫( J． Lave) 是国外研究生教育领域的核心人物。

前者作为法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以惯习、资
本和场域为核心概念，以文化再生产理论为理论

视角，通过一系列的实证调查研究对研究生教育

表面机会平等提出质问，认为表面的平等遮盖了

统治阶级的特权本质，为揭示教育不公平提供了

独特的理论视角。后者作为美国知名的社会学

家，“从人类学视角，针对学徒制中的情景学习，探

讨了实践共同体的构成要素、重要价值、培养原

则，提出的‘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身份’”［28］对研究

生开展社会实践、工作实习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
3． 研究生心理 ( Psychology) 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

共同关注。4． 根据普赖斯定律分别确定国内外最

低发文量( Mp =0. 749 ) ［29］国内发表

7 篇，国外发表21 篇文章即表明形成核心作者。
“当某个领域的核心作者发文量达到 50%以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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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形成。”［30］然而，国内核

心作者发文量只占 32. 13%，而国外核心作者发文

量达 92. 67%。国内作者的节点数量 ( N = 780 ) ，

连线数量 ( E = 402 ) ，均大于国外节点数量 ( N =
104) ，连线数量( E = 119 ) 但网络密度( 0. 0013 ) 小

于国外( 0. 0022 ) 且主要连线细且疏，表明我国从

事研究生教育研究的人员虽多，但大部分是瞬时

性研究者，没有形成一支联系紧密的核心团队，这

点和王传毅等人基于作者合作共现网络方法得出

的结论基本一致。［31］

( 五) 期刊共被引

期刊共被引可以呈现一定时期内高影响力和

高认可度的期刊，同时也根据其学术定位和办刊

特色呈现学术共同体所关注的社会热点和研究倾

向，为了解相关研究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提供有力

帮助。国内高共被引期刊的前五位:《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中国高教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中国

高等教育》《教育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高中

介中心性前五位: 《研究生教育学》《中国大学教

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育研究》《教育发展

研究》。国外高共被引期刊的前五位: Academic
Medicine、Medical Education、Jama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Medical Teacher、
Higher Education。国 外 高 中 心 中 介 性 前 五 位: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Ｒesearch in Higher Ed-
ucation、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
Nurse Education Today。

表 4 国内外期刊共被引聚类主题比较

排序 聚类主题 期刊 聚类主题 期刊

1 学位制度 高教探索、中国研究生、高等农业教育 Training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Health Affair、A-
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 学科专业设置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
的学科专业简介、( 国) 境外学科专业设置调研报告

Creativity Ｒeview ofEducational Ｒesearch、Ｒesearch in Higher Edu-
cation、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3 学科结构
中国教育 统 计 年 鉴、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
nal、中国教育报

Human Capital Economics of Education Ｒeview、American Economic Ｒe-
view、Journal of Human Ｒesources

4 结构性增长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民主主义与教
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实践及思考

Soci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y Ｒeview、American Educational Ｒe-
search Journal、Sociology of Education

5 创新型人才
黑龙江高教研究、情报科学、走出象牙塔: 现代大学
的社会责任

Student Learing Higher Education、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Thesis

综上可知，1． 国内期刊的聚类主题多于国外，

表明国内期刊在该领域选题既广泛又深入，为开

展学术交流提供了坚实宽广的学术平台。2． 综合

高共被引和高中介中心性值，《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Higher Education 是分别是国内外该领域当之

无愧的权威期刊。前者是集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的工作指导、理论研究、经验介绍和信息传播于

一身的综合性专业类刊物; 后者是国外公认的高

等教育研究权威期刊，尽管研究生教育研究特别

是博士研究生的生活、体验受到关注，但主要集中

在高等教育治理、国际化，学术研究及教学等议

题，显然关注度和专业性不如前者。3． 国内外期

刊的聚类主题没有交集，表明双方关注的方面不

同，国内更为关注宏观制度问题，国外较为注重微

观应用方面。
四、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热点

( 一) 热点关键词

关键词是表现论文研究主题和研究重点的核

心术语，被引频次和中介中心性是衡量其维度的

重要指标。可视化分析后，合并同义关键词。据

表五知: 1． 质量是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高频关键词，

表明双方都将质量视为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热点议

题，但国外中介中心性值为 0，显然重要性不可与

国内同日而语。2． 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 而

非研 究 生 教 育 ( Postgraduate Education、Graduate
Education) 是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高频关键词，表明

在国内外大部分研究者将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概念混为一谈，研究生教育研究没有脱离高等教

育研究的窠臼，独立门户。究其原因，除少数发达

国家外: 其一，研究生教育理论仍大量套用高等教

育理论，自身理论体系尚未成熟; 其二，大部分国

家以往的高等教育研究长期偏重专科和本科层

次，研究生层次属于新兴领域，短暂的兴起时间造

成很难从高等教育脱离开来; 其三，由独立学科建

制培养专门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科班”很少，

往往由高等教育跨界而来或寄篱于高等教育学

下，惯用高等教育的思维范式。
表 5 国内外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1 专业学位 346 0． 12 Education 3163 0． 03

2 学科建设 208 0． 11 Student 1322 0． 11

3 培养模式 180 0． 09 Higher Education 1262 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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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4 高等教育 144 0． 10 Quality 628 0． 00

5 教育改革 133 0． 07 Experience 616 0． 25

6 学位论文 128 0． 04 Perception 605 0． 81

7 培养质量 127 0． 06 Program 555 0． 17

8 人才培养 127 0． 07 Curriculum 538 0． 38

9 教育质量 114 0． 05 Knowledge 520 0． 68

10 博士生 109 0． 05 Medical Education 517 0． 06

( 二) 关键词聚类

关键词聚类通过揭示研究内容的内在相关性，

以展示某个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经反复调试相

关参数，选择 LLＲ 算法，去除同义聚类，得到关键词

聚类图谱。国内和国外聚类图谱的模块值( Modu-
larity Q) 分别为 0. 7593 和 0. 7768，均 ＞ 0. 3，表明模

块结构是显著的; 平均轮廓值( Mean Silhouette) 分

别为 0. 8089 和 0. 8617，均 ＞ 0. 5，意味聚类结果是

合理的，从而得到图 4、图 5。

图 4 国内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 5 国外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 6 国内外关键词聚类主题

国内关键词聚类 国外关键词聚类

聚类主题 聚类编号 聚类名称 聚类编号 聚类名称

总体战略 #0 研究生教育 #10 ( Postgraduate) Education

类型 /
层次
/学科

#3 专业学位

#4 博士研究生

#6 博士毕业生

#2 Medical Education

#7 Teacher Education

核心素质 ＊＊＊ ＊＊＊ #3 Competence

保障条件

#5 研究型大学

#2 研究生导师

#8 Supervision

#6 Curriculum

#5 Teacher

#0 Training

根据同质性标准和支撑文献分别将图 4 和图

5 中的聚类整理，得到 4 个主题类型见( 表 5) :

总体战略。从国内而言，基于国家发展、民族

复兴的高度，着眼全局、统筹推进研究生教育发展

战略。2035 年和本世纪中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重要节点，而在此节点上

则分别是为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奠定更加坚实基

础和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强国。
从国外而言，先发国家制订与国家战略密切配合、
分阶段的研究生发展战略并投入巨额资金。后发

国家则为了尽快弥补某一领域的短板和人才需

求，则实施特殊战略。“海湾合作委员国家启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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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医学教育和持续专业发展 ( CPD) 计划，以提高

卫生从业人员的技能。”［32］

类型、层次、学科。从国内而言，专业学位主

要涉及培养机制的改革、实践能力的塑造等。如

王海峰指出，“要构建实用导向与职业特性明显的

课程体系; 加强产学研协作或学徒制专业实务训

练的培养方式; 训练学生在工作岗位上运用知识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

重心在实践能力培养，将作为知识传播与创新主

体的高校与作为技术运用和产品研发主体的企业

有机结合起来。”［33］博士研究生主要涉及规模与

需求、结构与条件的匹配等。如张炜等人通过中

美博士研究生规模与结构的比较与借鉴，认为要

“协调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模、速度、结构、质量

之间的 关 系，重 视 和 优 化 博 士 研 究 生 培 养 的 结

构。”［34］博士毕业生主要涉及就业去向、评价标

准、学术不端行为等。如高耀等人基于 2014 届代

表性高校博士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研究结果

显示，“在就业去向上呈现东部研究型大学升学和

出国“双高”态势; 在就业单位上呈现向高校、科研

院所和企业集聚态势; 在就业地域上具有明显的

“属地就业”和东部就业特征等“溢出”效应; 在就

业行业 选 择 上 逐 渐 呈 现 多 元 化 趋 势 等 综 合 特

征。”［35］从国外而言，Medical Education 主要涉及

实践经历、工作压力的心理问题。例如，在学习过

程中，需要解决医学专业研究生出现精神困扰和

生活满意度低下的问题。Michael de Vibe 等 人

“对来自奥斯陆大学和特罗姆索大学的 288 名学

生( 平均年龄 23 岁，76%为女性) 随机分为干预组

和对照组，在参加 MBSＲ 项目后，女医学生在心理

困扰、学习压力、主观幸福感和正念方面都有显著

的改善。”［36］

核心素质。国内聚类没有呈现对核心素质的

研究。从国外而言，注重自主学习能力的建设。
如 Masui，C 等人指出，“培养自主调节的学习能力

有助于提高学生竞争力和终身发展。”［37］

保障条件。从国内而言，研究型大学主要涉

及质量保障、国际竞争力等。如刘利容以四川大

学为例指出，“内部保障机制的建立可以促进现有

办学资源效益的发挥，充分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

性，增强教学管理活力，有效地确保高校人才培养

质量。”［38］研究生导师主要涉及立德树人职责，导

师队伍建设、师生关系提升等。如钱嫦萍等人指

出，“新时代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工作必须从加强

师德建设、落实首要责任、创新方式方法、落实协

同育人机制以及完善评价评估机制等方面全面激

活导师在研究生立德树人工作中的作用。”［39］从

国外而言，Supervision 主要涉及文化、学业等方面，

监督是博士生教育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如 Hesta
Friedrich － Nel 等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了

导师在博士生教育品质文化建构中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40］

课程( Curriculum) 主要涉及学生认知能力、课
程内容与职业关联等。如 Teng，WL 等人，“对 361
名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研究生采用因子分析和

验证性因素分析法，探讨课程内容与就业准备之

间的关系，认为大学在课程中嵌入软技能对于提

高毕业生就业能力非常重要。”［41］教师 ( Teacher)
主要涉及教师素质、工资收入、劳动力市场等方

面。如 Lindahl，L 等人通过实证研究“教师素质与

大学效应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42］

五、研究生教育研究的趋势

“CiteSpace 采用 Kleinberg 突现检测算法从文

献记录的题目、摘要、关键词和扩展关键词中抽取

突现词，分析它们在不同区间内出现频率的突然

变化，识别出代表研究前沿的若干名词术语，频次

变化率高的突现词作为前沿术语。”［43］由图 ( 6 )

知，国内“导师”“学位授权审核”“质量保障”“培

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跨学科”的终止时间

为 2019 年。同时，结合图 ( 1) ，“《学位条例》修

订”和“来华留学生”也是前沿术语。由图 ( 7 ) 国

外“Policy”“Labor Market”“Diversity”“Employabil-
ity”“Achievement”“Challenge”“Satisfaction”终止

时间为 2019。同时结合图( 2) ，“Barrier”为前沿术

语。由此分别构成国内外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未来

趋势，应为学界关注的重点。根据国内外前沿术

语的不同性质和支撑文献，可分为主体研究、客体

研究两种类别。
主体研究是指直接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国内

应着重两方面: 一是导师。今后应加强对导师的

选聘标准、权责边界、考核机制，特别是博士生导

师岗位动态调整以及师德失范责任认定和追究机

制的研究。二是来华留学生。应加强在后疫情，

逆国际化和经济萎缩背景下，以质量为核心，实现

规模、结构、效益的协调内涵式发展等研究。国外

应注重三方面: 一是成就( Achievement) 应加强对

不同种族成就差异、学习偏好与贡献度，不同专业

教师与研究生成绩的相关性，研究生学习动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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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绩、学习成就之间的关联性以及课程分数对

研究生心理和成绩的影响等研究。二是多元化

( Diversity) 应加强多元文化背景下研究生课程设

计、教学方式，不同种族在研究生招生、毕业的公

平性问题等研究。三是就业能力 ( Employability)

应加强对研究生就业能力 ( 技能、可持续发展能

力) 对就业率的影响以及精英型研究人员去向等

研究。

图 6 国内研究突现词

图 7 国外研究突现词

客体研究是指间接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国内

应着重三方面: 一是学位授权审核。学位授权审

核是对学位点进行调整增量、优化存量的宏观调

控方式。以后着重研究审核对象( 一级或二级学

科) ，标 准 ( 改 变 单 一 学 术 倾 向 ) ，周 期 ( 定 时 定

期) ，名额分配( 区域定额或全国分配) 以及新增自

主审核院校( 标准、权力) 等研究。二是质量保障:

今后加强动态诊断保障机制以及第三方监督和评

价机制等研究。三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作为

一个持久不衰的老问题，培养模式、评价机制、校

外导师、实践能力的差异化依然是研究重点。四

是培养: 主要涉及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以及立

德树人、协同培养体系等研究。五是跨学科: 跨学

科视域下的着重研究课程教学、合作项目、组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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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导师指导等方面。六是《学位条例》修订: 学位

条例已实行 40 年，针对应然和实然的分野愈加明

显的情况，加强省级学位委员会职责权限，学位授

予标准权限，学位授权审核程序等研究。国外注

重五方面: 一是 Policy: 应加强对土著民族 ( 毛利

人、印第安人) 不平等的研究生教育政策，不同外

部因素( 性别、家庭、学位类型) 导致的就业差异

( 就业率、工资收入、地域) 以及科研诚信培养及学

术不端审查流程的合理性、公开性等研究。二是

劳动力市场( Labor Market) : 应加强对不同( 专业、
类型、地域、年龄、素质) 的研究生进入劳动力市场

的表现差异，研究生扩张对( 工资收入、就业率和

高质量就业) 的影响以及研究生教育收益率等研

究。三是变革 ( Challenge) : 应加强对英语教学在

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问题，国际关系变

化、学校变革与旧课程内容设置间矛盾及消解等

研究。四是满意度( Satisfaction) : 应加强用人单位

对专业型研究生课程实践性满意度，毕业生对课

程设置，不同机构( 公立、非盈利、盈利) 间就业的

满意度调查，在读生对国家政策实施满意度等研

究。五是障碍 ( Barrier) : 应加强研究生毕业后从

事研究工作遇到的障碍，研究生教育作为实现社

会流动手段所遇到的阻碍等研究。
六、研究生教育研究的借鉴

国内外关于研究生教育研究的主题多样，但

因研究视角、研究热点的差异，研究成果各具特

色。通过对比国内外二十年来研究生教育研究的

发文量和关键词时序变化、研究领域、研究机构、
文献共被引、作者共被引、期刊共被引、热点关键

词及研究趋势，对我国开展研究生教育研究具有

借鉴价值。
( 1) 宏观层面而言: 1． 从发文领域看，密切国

家发展战略开展研究生教育研究，加强对微观、具
体、个性议题的探索，增进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

发达国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2． 从研究领域看，整

合学科力量资源，加强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

的科研攻关工作; 3． 从研究机构看，支持鼓励更多

高校开设独立建制的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并加

强机构间的学术交流; 4． 从文献共被引看，国内文

献有待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的同时应加强对部分

主题的深入挖掘，增强研究成果的经典性; 5． 从作

者共被引看，尽快形成核心作者群及团队，善于利

用跨学科视角开展研究生教育研究，增强研究的

纵深性、持续性、有力性; 6． 从期刊共被引看，进一

步提高专业类期刊学术影响力的同时鼓励更多期

刊开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栏目，并根据自身定

位和关注热点加强与国外期刊的交流与合作。
( 2) 微观层面而言: 1． 从理论建构看，“理论上

不彻底，就难以服人，”应加强研究生教育的理论

深度和系统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

理论体系; 2． 从研究内容看，对国外研究生教育的

理论体系、学科建设等元研究的关注还不充分，且

有待进一步挖掘国内微观实例和跨领域的研究;

3． 从研究方法看，改变单一传统思辨性研究，加强

实证性研究，增强研究结论的信度与效度，力求思

辨和实证相结合。

注释:
①梁桂芝、孟汇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要

志》，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 页。

②秦惠民主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辞典》，北京: 北京理工

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79 页。

③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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