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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庭教育研究进展与热点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贺琳惠  李树超  袁晓娇

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成都

摘  要｜为了解我国家庭教育的研究现状，梳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揭示其发展轨迹与特征，本研究运用

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2000—2022年间收录的有关我国家庭教育的CSSCI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

明：近二十年间我国家庭教育研究整体上呈上升趋势，目前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家校社协同共育、亲子关

系、心理健康、家庭教育法制化、特殊群体家庭教育五个方面。家校社教育合作路径、家庭与亲子互动对子

女心理和行为影响机制、法制化背景下家庭教育的发展、弱势群体的家庭教育的现状与发展等将是我国未来

家庭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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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乃教育之本，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开端和起点［1］。家庭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助于儿童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还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2］。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对公民、社会、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加强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列入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在习近平总书记家庭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家庭教育

政策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家庭教育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近年来，我国家庭教育研究呈现出快

速发展的趋势，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也趋于细化与多元化。对家庭教育领域多元化的研究内容进行分析，

有助于梳理我国家庭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掌握新时代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为我国家庭教育的进

一步研究提供有效支撑。

CiteSpace 是由美籍华人陈超美基于 Java 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通过对特定领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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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计量分析，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

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3］。鉴于此，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5.7.R5

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中 2000—2022 年期间与“家庭教育”研究相关的国内 CSSCI 文献进行系统

梳理，通过科学知识图谱量化分析，有利于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性、直观性和客观性，从而揭示此领

域的研究发展现状、热点与前沿，探讨已有的研究成果与不足，旨在为家庭教育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

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来源与检索条件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来源，时间跨度设置为 2000-01-01 至 2022-12-31，来源类别选

择 CSSCI，关键词为“家庭教育”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527 篇期刊。为了提高数据的相关性和准确性，

针对文献题目与摘要进行人工筛选，剔除了研究对象重复的、不是我国家庭教育的、属于报纸、会议、

资讯的等不符合的文献，最终获得有效文献 390 篇，作为本研究可视化分析的数据来源。

1.2  研究方法

将有效文献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并以“download_01.txt”文件格式命名，新建一个文件夹并在此文

件夹中新建“date”“input”“output”“project”格式文件，将“download_01.txt”导入“input”。随后

将文献导入到 CiteSpace 软件中进行数据格式转换，时间跨度设置为 2000—2022 年，时间切片设置为 1，

分析项目选择方法设置为 Top N=50，使用 Pruning Sliced Networks 算法对切片网络进行精简与合并，以关

键词为节点类型运行软件生成可视化图谱，并使用 Prism 软件对年发文量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年发文量变化趋势分析

发文量的变化趋势能够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及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衡量该领域的动

态发展趋势、受关注程度，以及预测未来发展的重要信息来源。从年度发文量来看，我国关于家庭教

育文献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如图 1 所示，我国家庭教育研究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2000—

2007 年为研究起始阶段，这一阶段发文量偏少且较为稳定，年文献量约为 8 篇；（2）2008—2019

年家庭教育受到学界研究者的重视，这一阶段的文献量显著多于上一阶段，总发文量为 233 篇，

2018 年达到此阶段的峰值；（3）2020 年以来家庭教育的发文量呈现井喷之势，这与法制的保障有

重要关系。据此趋势可预见，家庭教育研究呈现方兴未艾之态势，也许在未来一段时间是学界研究

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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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年度发文量变化趋势图

Figure 1 Trends in the annual volume of publications

2.2  关键词分析

高频率和高中心性的关键词往往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对 390 篇文献进行关键词可视化

分析，得到家庭教育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如图 2 所示。图谱中共包含 582 个网络节点，1166 条连线，

表明我国家庭教育领域的研究较为分散，研究方向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对关键词分别按照频次高低和中

心性大小进行统计分析，如表 1 所示。结合表 1 与图 2，2000—2022 年间我国家庭教育的研究热点主要

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  家校社协同教育

由表 1 可见，除研究主题“家庭教育”外，“学校教育”“家校合作”和“社会教育”占据了高频

关键词的前三位，表明在我国家庭教育研究中，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协同教育是家庭教育领域研究者关

注的热点问题。

首先，研究者对家庭教育在协同教育体系中的独特价值进行了考察。家校社协同育人是指家庭、学

校和社会三者在相互协调、通力合作、同向而行中发挥育人合力的作用［4］。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第一

个场所，也是家校社协同教育的起点。家庭教育通过家庭交往获得人际知识经验，形成情绪、情感，养

成伦理道德和文明习惯［5］，为学生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提供经验支撑。

其次，家庭与其他系统协同教育的实现途径以及协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这

一部分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家庭与学校这两个教育系统之间。近年来，众多学者在学校教育遇到各种问题

的背景下开始从家庭教育的角度寻找其解决方案，而家校合作成了连接学校和家庭的重要方式［6］。家

校合作又称家校合育，是指家庭与学校通力协作，共同培育学生成才的过程［7］。有研究显示，家校合

作有助于教育内容的互补，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只有开展有效的家校合作，采用最佳的家

校共育方法，提高家校共育水平，才能助力学生健康成长［8］。此外，家校合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受

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一方面，家庭过多地依赖学校教育，会造成家庭教育的缺位问题。例如，很多家长



·940·
我国家庭教育研究进展与热点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2023 年 9 月
第 5 卷第 9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509109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往往按照学校教育的评价标准一味地要求孩子，使之专注于学习，从而剥夺了孩子劳作锻炼的机会，忽

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9］。另一方面，学校过多地干预家庭教育，造成了学校教育的越位问题。本

应由学校教育者承担的教育职能开始向学生家长转移，如让家长批改作业、辅导功课［10］。学校教育对

家庭教育的僭越，似乎模糊了学校在教育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弱化了学校和教师的责任意识，并且阻碍

了其他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行。

最后，研究者对解决家校社协同教育问题的对策进行了探讨。第一，明确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

会教育的边界，减少彼此间的不良干预。三种教育有各自的独特性和规律性，明确其边界不是要求三者

独立发展，而是细化三方协同教育的职责、权利、教育内容、教育途径和教育方法［11］，更好地发挥三

者各自的教育优势，促进家校社协同教育的良性发展。第二，社会、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家长

相较于教师、社会教育工作者而言，存在缺少专业教育知识、对家庭教育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很容易

造成协同教育体系中家庭教育的脱节。研究者认为需加大培训力度，形成常态化的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机制，提高家长家庭教育的意识和能力［12］。第三，从立法的角度进行探索，造成边界模糊不清的根

本原因在于教育立法的模糊缺失、教育法律普及执行不到位和教育法律责任的缺失，可从法律角度出发，

完善相关教育立法、极力普及执行教育法律和严格追究“越界”行为法律责任，明确界定学校教育与家

庭教育的边界关系［13］。

2.2.2  家庭教育研究中的心理议题

家庭教育在心理层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两个议题。

关于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研究对象主体多为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问题青少年等。亲子关系是指

以血缘和共同生活为基础，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互动所构成的人际关系［14］。有学者将家庭教育定义为

建立在亲子关系之上的基于家长对儿童保护和教育目的而实施的在家庭范围内的教育行为［15］。另有研

究显示，良好的亲子关系能使家庭教育效果更好［16，17］，突出了亲子关系对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总体

而言，回顾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家庭教育与亲子关系之间存在双向作用，即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与

阻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一体化的角度思考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问题以及问

题行为的解决方案。

关于家庭教育与心理健康，随着被报道的儿童青少年自杀事件的增多，心理健康问题近年来受到

了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已有研究表明，家庭教育在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18］。我国大多数父母过分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忽视了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尤其是处于特殊的

发展阶段以及较高的学习压力背景下的儿童青少年，往往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产生严重

的后果。有学者表示，体罚式教育模式容易导致孩子自卑、冷漠，娇惯式家庭教育容易造成孩子的叛逆

和虚荣［19］。积极的家庭教育则有助于儿童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减少心理安全风险的产生，

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20］。未来，社会、学校应通过多种方式向家长传授心理健康教育知识，

提高家长对心理健康教育对重视程度和相关能力。

2.2.3  家庭教育研究中的主体对象

根据关键词频次数据、关键词中心数据和关键词共现图可以看出，大学生、青少年、未成年人、留

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占据了较高的频次和较大的节点，是我国家庭教育研究的主体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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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是个体成长发展过程中容易产生各类心理行为问题的关键期，这一时期的心理健康水

平对其毕生发展有着重要影响［21］。大量研究指出了家庭教育不良或缺失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的关

系［22，23］。具体而言，在青少年问题性媒介使用及青少年逆反、从而离家出走问题等研究结果均体现出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22，24］。留守儿童也是家庭教育领域研究者重点关注的主体对象之一。留守儿童的家

庭教育相对缺失，导致他们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更难获得来自父母及时、积极的反馈和良好的教育与

引导，表现出更多的自我怀疑与否定［25］。有学者分析了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现状及问题，发现农

村留守儿童存在缺乏陪伴、安全存在隐患、身心健康受网络糟粕影响三方面的问题，并认为家长缺乏家

庭教育意识、没有形成教育合力、朋辈负面影响是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26］。关于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

干预措施，有学者建议应以留守儿童家庭的需求和问题为导向，对留守儿童委托监护人开展专业培训，

帮助其树立正确的监护观念，掌握较为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同时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促进乡

村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任，积极推动乡村家庭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乡村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提高受委托监护人监护、照料留守儿童的能力水平［27，28］。吴文婷对绍兴市随迁农民工家庭的调查

发现，农民工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投入不足，多采取专制或放任的教育方式，过度关注学习，忽视子女

心理健康以及随迁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存在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脱节等家庭教育问题，并提出了

相关建议［29］。

图 2  关键词共现图

Figure 2 Key words co-occurrence chart

表 1  高频关键词

Table 1 High frequency key words

顺序 关键词频次 Top20 频次 关键词中心度 Top20 中心度
1 家庭教育 371 家庭教育 1.79
2 学校教育 38 学校教育 0.13
3 家校合作 17 家校合作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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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 关键词频次 Top20 频次 关键词中心度 Top20 中心度
4 社会教育 11 社会教育 0.04
5 亲子关系 7 大学生 0.03
6 大学生 7 学前教育 0.03
7 家庭 7 儿童成长 0.03
8 儿童 7 家庭教育促进法 0.03
9 家庭教育立法 6 亲子关系 0.02

10 家庭教育法 6 家国情怀 0.02
11 青少年 6 曾国藩 0.02
12 流动儿童 6 家庭 0.01
13 比较 5 家庭教育法 0.01
14 留守儿童 5 青少年 0.01
15 未成年人 5 未成年人 0.01
16 心理健康 5 留守儿童 0.01
17 家庭教育权 4 “双减” 0.01
18 “双减” 4 农民工子女 0.01
19 农民工子女 4 家庭环境 0.01
20 农村留守儿童 4 素质教育 0.01

2.2.4  家庭教育法治（制）化

家庭教育法治化是指应用法律规制的制度化、程序化，将家庭教育行为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由相

应的制度对其进行规定和制约。结合表 1 和图 2 可知，关键词包括：家庭教育立法、家庭教育法和家庭

教育权。

总的来看，2000 年以来我国家庭教育的法治化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10 年之前，我国三

大教育体系中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家庭教育的立法工作滞后于学校教

育和社会教育，是三大教育体系法治化过程中的短板。这个时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家庭教育立法必要性

方面的探讨。熊少严认为家庭教育立法可以确保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与教育整体发展，有助于推广成功

的家庭教育经验，有效解决家庭教育领域的现实问题，符合广大家长的心愿，从而更科学地培育青少年

的成长与成才［30］。王素蕾着眼于家庭教育立法的现实必要性，概括来说，其指出家庭教育中存在“养

而不教、教而无方”的问题，需要立法来规范家庭教育［31］。周文娟和翟刚学认为公权力对家庭教育的

介入应该是有边界的，干预要适度，要考虑每个家庭的发展需求［32］。2010 年至 2021 年作为第二个时期，

研究者多关注家庭教育立法的实施策略。李长安建议在家庭立法过程中应明确政府责任主体，明确家庭

教育的各级管理机构及其相应的职责范围，注重法律条款的可操作性［33］。杨乐则进一步指出家庭教育

立法中的国家义务，强调国家应在物质和制度上对家庭教育能力的提升加以保障［34］。此外，有学者从

学校的角度指出家庭教育立法应当明确学校对于家庭教育的指导责任［35］。2021 年《家庭教育促进法》

出台后，法律指导家庭教育中的现实问题成了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侯桂连以《家庭教育促进法》为基础，

探讨了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以及应对策略［36］。苏明月关注了《家庭教育促进法》对于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的作用，指出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父母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优化教育方法，推动家

庭功能的实现，尽可能从源头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37］。还有学者关注了《家庭教育促进法》视角下家

校合育的问题与对策［3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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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键词突现分析

利用 CiteSpace 的关键词突现功能，绘制家庭教育领域在特定时期内研究热点随时间的演变历程，

有助于把握研究发展趋势，从而促进研究的科学发展。家庭教育的相关研究呈现出多视角、多学科全面

发展的态势。研究对象从特殊儿童、留守儿童扩展到青少年以及农民工子女；责任主体从单一关注家长

扩展到关注社会和学校在家庭教育中的职责与功能；影响因素从教育方式和家庭环境到关注亲子关系；

教育目标从关注心理健康到促进家庭建设和儿童成长。从图 3 亦可看出，家庭教育立法、家庭教育服务、

家庭教育权和教育政策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当下我国家庭教育研究已深入到法规和政策等顶层设计，注

重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的高度，对家庭教育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当前，家庭教

育底层逻辑的研究对于孩子的成长、家风的塑造、社会的蓬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能够督促国家机

关和学校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促进形成家校社三大教育系统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图 3  高频关键词突现分析图

Figure 3 High-frequency key words emergence analysis chart

3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家庭教育领域进行 CiteSpace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总体而言，我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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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的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研究方向呈多样化，并展现出多视角、多学科全面发展的态势。 

（2）从家庭教育的研究热点来看，主要集中于家校社协同教育、亲子关系、心理健康、家庭教育法制

化等议题。（3）从家庭教育的发展来看，研究对象、责任主体、影响因素与教育目标均呈现更丰富、

更全面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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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Hot Spots of Family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Visualisation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He Linhui Li Shuchao Yuan Xiaojiao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in China,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research field, and reveal its trajec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visualise and analyse the CSSCI literature about family education in China included in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from 2000 to 2022.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on family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en on an upward trend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mainly 
focus on the five aspects of home-school-society co-educati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mental health, 
legalis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family education for special groups. The path of cooperation between 
home-school-society education,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an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on 
children’s psychology and behaviour,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legalisatio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amily education for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will be the 
trend of China’s family 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Family education; Research progress; Hotspot; CiteSpace; Visualisation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