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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对师幼互动研究热点和变化有客观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更好的预测，以中国知网

作为文献的数据来源，利用 Bicomb2. 0、SPSS20. 0 软件，绘制 2000 － 2016 年师幼互动研究的 547 篇文献的热点知识图

谱。结果发现，师幼互动的研究热点主要围绕五个领域: 师幼互动方式及成效研究、师幼互动的指导策略研究、师幼

互动的个案研究、师幼互动对学前教育质量的评价研究、幼儿园有效教学的研究。由此得出其发展趋势: 儿童哲学视

角下的指导策略日趋增多; 从提问走向对话，教师发展引起关注; 质量评估工具的研发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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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重要组

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1 ］
近年来，学前教育的

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其现状仍不容乐观。整体而言，存

在数量发展重于质量提升，规模扩大硬于体制机制改革，

园所建设实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现象。［2 ］
如何实现学前教育

质量的提升? 在世界各国对教育质量的持续关注中，师幼

互动作为过程性质量 (process quality) 的主体，日益受到

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师幼互动是学前教育

质量的关键所在，并会对幼儿的认知、语言、社会交往等

产生积极影响 ( 如 Hamre et al． ，2007; Pakarinen et al． ，

2010 等)。据此，国外往往把师幼互动作为预测儿童未来

学业成就、评价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该领域现已成

为国际学前教育研究的新趋势。但因研究过程耗时费力，

国内以师幼互动为核心或主要内容的现状研究相对较少，

更少有学者对已有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归纳。本研究借助

可视化图谱，厘清师幼互动的实践与研究现状，探析国内

师幼互动的研究热点以及发展趋势，旨在丰富学前教育质

量研究的同时，对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产生积极的意义。

二、研究方法与文献统计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来源，采用标准检索的方法，

将检索主题设定为“师幼互动”，期刊年限设定为 2000—
2016，数据库设定为期刊、硕博士论文，共检索出 1245 篇

相关文献，人工摘除和研究主题不相关文献，共得到有效文

献 547 篇。以 Bicomb2. 0 为研究工具，采用共词分析法，进

行高频关键词和共词矩阵的提取，再运用 SPSS20. 0 对高频

关键词共词矩阵进行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最后得到国

内师幼互动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
(二) 文献发表年度分布

图 1 师幼互动研究相关文献 ( 2000 －2016)

从图 1 可看出，从 2000 年起，有关师幼互动研究的文

献数量呈上升趋势，2015 年高达 70 篇，之后数量略有下降。
我国于 2001 年颁布实施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提出各级

政府坚持儿童优先，保障每一个儿童接受公平的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性逐渐被公众认可。2010 年《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把提高质量作

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师幼互动则成为学前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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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新取向。这与 2011 － 2012 年论文数量急剧增加有极

大关系。可见，学前教育的政策法规性文件是科学研究的重

要风向标，也是师幼互动发展的坚定基石。今后仍要加大学

前教育的顶层设计，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三、研究过程设计

(一) 确定高频关键词

高频关键词可以很好地反映某一领域的关注热点，特

定研究领域一段时间里大量研究成果的关键词集合，有助

于确定该领域的发展脉络、热点前沿及发展趋势等。［3 ］
利

用 Bicomb2. 0 书目分析软件统计提取文章的关键词，其中

关键词总量是 1139 个，总频次为 2371，在统计过程中，合

并了部分意义相同的关键词，如将“幼儿教师”、“幼儿园

教师”合并为“幼儿教师”等。选择词频大于等于 6 的关

键词为高频关键词，对筛选出的 42 个高频关键词按照频次

进行排序，结果见表 1。

表 1 42 个高频关键词排序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师幼互动 258 16 教师专业发展 14 31 生活活动 6
2 幼儿 55 17 区域活动 12 32 师幼对话 6
3 幼儿园 55 18 主体性 11 33 指导策略 6
4 幼儿教师 54 19 集体活动 11 34 对话 6
5 师幼关系 43 20 幼儿园教学 10 35 评价 6
6 策略 38 21 儿童发展 9 36 教育能力 6
7 集体教学 35 22 问题 9 37 互动行为 6
8 教师 26 23 CLASS 评估系统 8 38 儿童观 6
9 互动 18 24 有效教学 8 39 教学效果 6
10 幼儿教育 18 25 学习活动 8 40 探索活动 6
11 游戏活动 17 26 发展 7 41 个案研究 6
12 教学活动 16 27 教育活动 7 42 有效提问 6
13 提问 16 28 个体差异 7 合计 886
14 教育指导纲要 16 29 学前教育 7
15 幼儿活动 15 30 角色游戏 6

从表 1 可以看出，42 个高频关键词总呈现频次为 886
次，占总频次的 37. 36%。除去“师幼互动”主题检索词

外，排在前 10 位的高频关键词分别为幼儿 (55 次)、幼儿

园 (55 次)、幼儿教师 (54 次)、师幼关系 (43 次)、策略

(38 次)、集体教学 (35 次)、教 师 (26 次)、互 动 (18
次)、幼儿教育 (18 次)、游戏活动 (17 次)。这一结果初

步说明，师幼互动方向的研究多围绕在指导策略、集体教

学活动、提 问、游 戏 等 方 面。同 时，教 师 专 业 发 展 (14
次)、CLASS 评估系统 (8 次)、有效教学 (8 次) 等都已

出现在我国师幼互动的研究领域，并成为研究热点。
(二) 构建高频关键词的 Ochiia 系数相似矩阵

相似矩阵中的数字表明数据间的相似性，其数值越接

近 1，表明相应的两个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近、相似度越

大; 反之则反。［4 ］
利用 Bicomb2. 0 共词分析软件，将上述

42 个高频关键词汇进行共词分析，生成词篇矩阵后，再导

入 SPSS20. 0，选取 Ochiai 系数并将其转化为一个 42 × 42 的

共词相似矩阵，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高频关键词 Ochiia 系数相似矩阵 ( 部分)

师幼互动 幼儿 幼儿园 幼儿教师 师幼关系 策略 集体教学

师幼互动 1. 000 0. 109 0. 210 0. 137 0. 228 0. 131 0. 189
幼儿 0. 109 1. 000 0. 091 0. 130 0. 000 0. 044 0. 000

幼儿园 0. 210 0. 091 1. 000 0. 019 0. 062 0. 066 0. 091
幼儿教师 0. 137 0. 130 0. 019 1. 000 0. 084 0. 000 0. 070
师幼关系 0. 228 0. 000 0. 062 0. 084 1. 000 0. 000 0. 026

策略 0. 131 0. 044 0. 066 0. 000 0. 000 1. 000 0. 000
集体教学 0. 189 0. 000 0. 091 0. 070 0. 026 0. 000 1. 000

从表 2 可以看出，各个关键词距离师幼互动由近及远

的顺序依次为: 师幼关系 (0. 228)、幼儿园 (0. 210)、集

体教 学 ( 0. 189 )、幼 儿 教 师 ( 0. 137 )、策 略 ( 0. 131 )

……这表明在已发表的文献中，将“师幼互动”与“师幼

关系”、“幼儿园”、“集体教学”结合起来论述的成果，多

于将其与其他关键词的结合。可以得知，在已发表的关于

学前教育的研究成果中，经常论及幼儿园、集体教学与师

幼互动的关系。
(三) 生成高频关键词聚类图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高频关键词之间的亲疏关系，将表 2
的高频关键词相似系数矩阵导入 SPSS20. 0 进行聚类分析，

结果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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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师幼互动高频关键词聚类图

图 2 中，纵轴数字代表与之对应的高频关键词，横轴

数字代表关键词之间的距离，数字越小表明距离越近。如

果在更短的距离 (横轴方向) 内，两个关键词聚集在一起，

说明二者相关度更高，关系更密切; 反之则相关度低。［5 ］

根据图 2 中聚类分析结果可以把师幼互动研究热点分为 5

类。种类 1 为师幼互动方式及成效研究，主要包含幼儿、
教师、互动、教学活动、个体差异等 13 个关键词，可以细

分为 3 个小类: 小类 1 为师幼互动对幼儿发展的价值研究，

包括教学活动、个体差异、发展、教学效果 4 个关键词。

小类 2 为师幼互动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研究，包括幼儿

教师、教师专业发展 2 个关键词。小类 3 为集体教学中教

师的提问研究，包括提问、对话、集体教学、幼儿园教学 4
个关键词。种类 2 为师幼互动的指导策略研究，是当前最

大的研究热点，该种类包含了儿童发展、儿童观、探索活

动、集体活动等 16 个关键词。种类 3 为师幼互动的个案研

究，该种类包含 3 个关键词: 师幼对话、个案研究、生活

活动。种类 4 为师幼互动对学前教育质量的评价研究，包

含学前教育、评价、策略、问题、幼儿教育这 5 个关键词。
种类 5 为幼儿园有效教学的研究，包含了幼儿园、有效教

学、CLASS 评估系统、角色游戏、有效提问 5 个关键词。
(四) 绘制师幼互动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图谱

聚类分析中可以得到师幼互动研究的主题结构，却无

法明确各个研究主题在师幼互动研究中所处的位置，因此

需要通过多维尺度分析来进一步确定各研究主题和主题内

关键词的位置，从而探讨和预测师幼互动的发展趋势。利

用 SPSS20. 0 多维尺度分析，将相似矩阵导入进行分析，并

结合前面的聚类分析图，绘制出师幼互动研究热点知识图

谱，见图 3。

图 3 2000 －2016 年我国师幼互动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在战略坐标图中，各个关键词所处的位置用小圆圈表

示，关键词关系越紧密，它们所代表的圆圈间的距离越近;

反之，则相反。［1 ］
根据战略坐标图的解读原则，从图 3 可

知，师幼互动方式及成效研究 ( 领域 2) 横跨第一象限和

第二象限，落在第一象限的集体教学、教学效果、个体差

异等关键词之间连接紧密，是目前师幼互动研究的热点和

重点。而处于第二象限的提问、发展、对话等关键词较为

活跃，但它们之间联系比较松散，具有一定的潜在发展空

间，但不稳定容易受其他研究影响而演化。幼儿园有效教

学的研究 ( 领域 3) 在五个研究种类中关注度相对较高，

CLASS 评估系统处于坐标纵轴中心点，表明师幼互动的质

量和其评估工具的编制是未来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处于第

三象限的师幼互动个案研究 ( 领域 4)，相关成果数较少，

处于研究的边缘地位，后期可能因没有更新成果出现而导

致消亡。同样处于第三象限师幼互动对学前教育质量的评

价研究 (领域 5)，处于相对比较偏远的位置，在坐标图的

最下方，和其他领域联系少; 从目前文献资料来看，该领

域文章数量少，研究主题范围比较狭窄，在未来的研究中，

该领域可能会过渡到其他领域。师幼互动的指导策略研究

(领域 1) 处于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密度以及向心度较

低，内部结构比较松散。落于第一象限的有关师幼互动指

导策略的研究成果丰富，也是目前师幼互动研究的重要热

点之一，但处于第四象限中的教育能力、儿童学习活动等

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今后需加大此方面研究的力度。

四、师幼互动发展趋势分析

(一) 儿童哲学视角下的指导策略日趋增多

从图 3 可以看出，领域 1 的研究热点以指导策略为中

心，从最初的师幼关系、儿童发展逐渐转向师幼互动、主

体性。2001 年，教育部出台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 试

行)》，明确指出教师应善于了解幼儿的发展特点，把握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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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时机和方式，能及时而恰当地给予幼儿所需的帮助或

支持
［6 ］。与此同时，国际上儿童哲学也愈来愈受关注，儿

童是谁? 儿童是什么? 在实践探索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思考幼儿主体性的建构，以期兼顾儿童思维发展与意义建

构的双重目的。我国学前教育界也开始重新审视儿童观、

教育观，从训练儿童的智力发展到关注儿童精神世界的成

长，多个角度着手建立一种民主、平等、充满理解的师幼

关系。而良好的师幼关系是在具体情境下的师幼互动中形

成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活动背景提出了诸多构建良好师

幼互动的策略和方法。陈淑萍
［7 ］

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五

种策略，即示范与训练类策略、贴近与融入类策略、引导

与帮助类策略、平行介入和参与类策略、支持发展类策略。
吕燕

［8 ］
提出积极有效的师幼关系可以围绕四个维度———环

境、兴趣、教师、调控展开。黄娟娟
［9 ］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

方法分析集体学习活动中师幼互动，构建“情感投入地幼

儿主动发问 － 教师启发引导”模式。以儿童哲学的视角走

进儿童的真实生活，基于儿童的经验、在与儿童的真实的

活动中进行指导研究。这类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仍存在

理论重于实践，宏观的教育理念多于微观教学实践等问题。
(二) 从提问走向对话，教师发展引起关注

集体教学是师幼互动发生的重要场景。集体教学中的

师幼互动直接影响教学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图 3 领域 2 落

在第一象限中“集体教学、教学效果、教学活动”等词距

离近，聚合度很高，表明学者多以集体教学为立足点研究

师幼互动，如何实现优质的教学效果一直是研究热点。但

在实际教学中，互动行为的普遍实施与互动的质量效应形

成反差。重教师话语权，幼儿的主体地位缺失; 重知识传

授，忽视幼儿的情感发展; 重活跃的“中心人”，轻沉默的

“边缘人”……［10］
提问式教学更备受质疑，使得幼儿处于

受控制和管理的“听者”位置，幼儿几乎无法发出自己真

实的声音，在教师话语喧闹状态下，他们成了沉默的客体，

成了教学活动中的“失语者”。［10］
关键词“提问”处于第二

象限边缘，与其他词的距离较远，这表明仅从提问入手研

究师幼互动，过于局限、片面，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但容易受其他研究影响而演化。此类问题制约师幼互动质

量发展，研究者也将意旨归于“对话”，从提问走向对话，

从应然建构的角度提出建构设想，重构一种平等、沟通、

合作的师幼关系。关键词“发展”处于领域 2 的中心位置，

距离教师、幼儿较近，三者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说明在

师幼互动领域，教师的发展与幼儿的成长都是其重要研究

内容。从逻辑关联上，教师专业发展与三者的关系应该非

常密切，但领域 2 反映出教师专业发展与其他词距离较远，

聚合度较低，表明对于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关注度较低，

还不够成熟。幼儿学习发展的方式具有独特性，他们更多

地是对成人提供的影响进行内化。教师作为幼儿发展中的

“重要他人”，与幼儿的互动是幼儿主体性建构和发展的重

要途径。已有的研究大都聚焦在师幼互动对幼儿发展的意

义价值，但其对教师专业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建设

或实践证明都非常稀少。师幼互动是一个复杂交互的过程，

在互动中，极有可能会发生在预设之外的种种有价值的

“事件”，这就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教师深刻

洞悉、敏锐反应和灵活机智应对互动中的“随机事件”，生

成幼儿感兴趣的话题，更需要教师在互动之后进行反思，

积累有益的教学经验。整个互动过程的动态性为幼儿教师

专业素养的提升提供了契机和可行性。因而，研究者要加

大研究力度，将国外的先进知识理念 ( 如美国的教师专业

发展模型 “My Teaching Partner”) 与国内的实践相结合，

洞悉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探寻出适合我国幼儿

教师成长的经验理论。
(三) 质量评估工具的研发不断推进

OECD 以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将学前教育质

量分为“结构性质量”(structural quality) 和“过程性质量”
(process quality)。［11］

我国很多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先后颁

布过幼儿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但这些标准更多地衡量评

价了结构性质量的因素。学前教育质量的评价不仅要关注

结构性质量，更应该关注过程性质量，尤其是作为过程质

量主体的师幼互动质量，是学前教育质量评价的核心环节。

从图 3 领域 3 可以看出，关键词“CLASS 评估系统”与其

他关键词距离近，聚合度高，表明在师幼互动领域，研究

者开始关注到质量评估工具。黄晓婷等
［12］

运用威尔逊四步

法构建了《幼儿园教学观察表》，尝试对幼儿园教师课堂互

动中的态度和行为进行表现性评价; 孙晓娟
［13］

则针对我国

本土情况对 CLASS ( 课程互动评估系统) 进行了修订，拟

合度良好。但国内的工具往往采用事件抽样法，对互动行

为类别 (主题)、互动发起及回应的方式及结果、互动印象

等指标群进行观察和量化，所有量化指标的性质属于类别

变量，侧重于对互动行为的频率及密度的揭示，这并未完

全契合质量评估的需求。［14］
学前教育“过程性质量”亟待

提升，研究师幼互动质量的提升路径，研发科学合理的质

量评估工具，对于学前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CLASS
评估系统在美国的 QＲIS 中和 Head Start 中均被采用以评估

师幼互动质量，用以作为预测儿童未来学业成就、评价学

前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也被用于为教师实际教学实践提

供直接的反馈，在全球的评估工具中有较高的信效度，使

用广泛。教育行政部门在借鉴 CLASS 评估系统的基础上，

更应加快推进编制一套适用于中国学前教育的标准化质量

评估工具，并将评估“师生互动”的工具置于核心地位。

五、结语

通过对师幼互动研究热点知识图谱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对于我们了解师幼互动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也在一定

程度上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预见的是，师幼互动

的质量将成为学前教育质量评价的新取向，在此基础上，

科学的质量评估体系的构建，合理的质量评估工具的研发

也将会被不断地推进。由文献计量与可视化技术得出的结

论仅起辅助作用，后期仍需深入研究，将质性和量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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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实践相结合，加快提升我国学前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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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Hot Issu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s

—Based on the Co-word Analysis on Map of Knowledge Domain

CHEN Qiu-zhu
(School of Edu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Shaanxi Xi'an，710062，PＲC)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objective and accurate hotspots and frontier of the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s
research，this study uses the software of Bicomb and SPSS to analysis 547 papers of CNKI which are selected from
2000 to 2016． The study discovers the hotspots are in the five fields: Approach and effective research of teacher-
child interactions; Strategy of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s; Case study of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s;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Effective teaching of Pre-K．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ults，three major development trends
are as follow: Strategies based on“philosophy for children”are increasing; from questioning to dialogue，teacher
development has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Quality assessment tools have been developed gradually．
［Key words］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s; hot issues of research; map of knowledge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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