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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ＣＮＫＩ文献数据的微课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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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ＣＮＫＩ全文数据库中 关 于 微 课 研 究 的 学 术 及 学 位 论 文 进 行 定 量 分 析，以 展

示目前我国关于微课研究的现状，并探讨未来微课建设与发展的思路与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微课研究热 情

居高不下，但研究成果不显著，研究群 体 不 够 广 泛，研 究 者 的 主 要 关 注 点 集 中 于 教 学 模 式、教 学 改 革、实 践 应

用及资源建设本身等。未来应注重应 用 性 研 究、加 强 群 体 间 合 作 式 研 究，并 以 平 台 为 纽 带 激 发 社 会 建 设、应

用热情，为教学改革以及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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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移动终端 的 发 展，

微时代来临，微博、微信、微小说、微电影等名词渗透

到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应的教育领

域微产品———“微课”也应运而生。微课，作 为 一 种

新的教学资源形式，已经成为课堂内外传统学习及

非正式学习的新型学习资源，其开创性、独特性吸引

了众多教育技术领域学者的研究。
本文着眼于近几年学者对于微课的研究成果，

对其进行剖析、分析。由于学术论文代表着研究领

域的广度，学位论文代表着研究领域的深度，因此，
本研究的样本选取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全文数据库中

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６年 学 术 期 刊 论 文 及 学 位 论 文。同

时，为使研究更具针对性，本文设定检索形式为主题

检索＋标题检索，检索词为“微课”，并剔除不相关的

研究成果，共得到与本研究相关文献５　００４篇（数据

截止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通过样本研究，
分析目前微课研究的现状，探讨微课今后的建设与

发展。

二、研究方法介绍

文献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方法，对各类文

献的计量特征进行统计分析，进而揭示研究文献情

报规律、文献情报科学管理以及学科发展趋势。［１］其

基于文献的可量化的对象特征，弥补了文献内容主

观分析存在的人为因素，使得研究结论更具客观性、
真实性。

共 词 分 析 是 应 用 较 为 广 泛 的 一 种 计 量 分 析 方

法，其主要分析一对词组在同一篇文献中共同出现

的频次情况，据此对这些词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以
剖析词组内、词组间的联系及亲疏情况，进而展示其

所代表的学科、主题结构变化。［２］分析较多的词组类

别有主题词、标题词、关键词等。高频关键词共词分

析是统计频数较高的一对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共

同出现的次数，其值越高，说明这一对高频关键词内

在联系越紧密，所代表的研究主题也正是当前学者

较关注的，是研究的热点。
共词分析中比较常用的分析方法有聚类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其中共词聚类分

析是采用聚类的计算方法，对文献中共现的关键词

或主题词的关联性进行运算，将关系密切的词进行

聚集归类，从而挖掘词组所隐含的信息。

三、研究过程展示

１．研究文献总体数量分析

关于微课的研究文献自２０１１年问世以来，呈现

快速上涨态势，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近三年研究文献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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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跳跃 性 增 长 态 势，２０１４年 相 关 研 究 文 献 约 为

５００篇，２０１５年增长至１　７９２篇，同比增长２５３．５％，

２０１６年研究热情仍然高涨，文献数量共计２　６３６篇，
同比增加８４４篇，具体如图１所示。由此可以看到，

虽然微课问世时间较短，但学者对其关注度和研究

热情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课这一教育信息

化时代下的产物为未来的教育改革、教育创新增添

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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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微课研究文献的数量走势图

　　２．研究文献作者群分析

（１）作者群整体分析。本研究样本共涉及作者

７　７６６人 次，对 于 同 一 作 者 多 次 参 与 文 献 发 表 以 一

人计算，共涉及作者６　５９８人，由此可见，作者群中

平均每人参与文献发表的数量是０．７６篇，平均每篇

文献参与的作者约为１．３２人，对于微课文献的研究

作者群来说，平均每人还不足一篇的研究产出。
第 一 作 者 群 往 往 代 表 某 研 究 领 域 的 重 点 作 者

群，本研究样本共涉及第一作者４　３２８人。其中，发
表两篇及以上 的 作 者 共 计５０１人，约 占１１．６％，只

发表一篇文献的共计３　８２７人，约占８８．４％，可见，
该研究样本的重点作者群中，大部分的作者仅发表

了一篇文献。美国学者洛特卡Ａ．Ｊ．指出：作者数与

发表论文数量之间具有一定关系，如果发表一篇论

文的作者数与所有作者数之比低于６０％的临界值，
则该领域已形成核心队伍，反之亦然。［３］由 此 得 知，
该微课研究领域发表一篇文献的作者占比近九成，
远远超过６０％，还尚未形成自己的核心作者群。

（２）作者群所属机构分析。作者群所属研究机

构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群体研究者对于

某领域的关注程度，也反映了不同群体的关注点的

差异性。
本文以作者所属系统为研究对象，将作者群按

所属机构分 为 以 下 几 类，分 别 是 高 等 院 校、职 业 院

校、中小学、广播电视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其他等六

类，分别对这六个研究维度进行统计分析，其中，来

自普通高等院 校 的 作 者 占 比 最 高，约 占４０．３％；来

自职业院校的 作 者 次 之，约 占３８．４％；来 自 中 小 学

的作者约占１１．１％；来自广播电视大学的作者约占

３．０％；来自研究 机 构 的 作 者 约 占３．２％；其 他 类 型

约占４．０％，具体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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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作者群所属机构占比情况

由此可见，来自高等院校及职业院校作者是微

课研究领域的主力军，对其理论与实践应用研究较

为深入，由于其先天的资源优势及应用驱动，为微课

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理论功底也较为丰富，也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研究的深入与透彻。中小学研究

者也占一定比例，可见微课对于中小学教学实践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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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３）研 究 文 献 所 属 期 刊 分 析。该 研 究 样 本 共

发 表 在９０５种 期 刊 上，其 中 发 文 量 最 多 的 是《亚

太 教 育》，六 年 间 共 发 表 相 关 论 文１５９篇，占比约

为３．２％，其 次《中 国 教 育 技 术 装 备》（１３３篇）占 比

２．７％，《才智》（９６篇）占比１．９％，《教育教学论坛》
（９５篇）占 比１．９％，《学 周 刊》（８７篇）占 比１．７％。
近六年间，发文量超过５０篇的期刊共计１８种，累计

占比约２８．０％。六 年 内，发 文 量 在 六 篇 及 以 上（即

平均每年均有发文量）的期刊共计１７７种，累计约占

总数的７２．７％，仅 发 表１篇 的 期 刊 共 计３９４种，约

占４３．５％。由布拉德福定律可知，将论文数量按照

由多到少的顺序进行排列，并以此为基准划分三类，
分别为核心区、相关区、非相关区，若三个区域的期

刊数量能呈现１∶Ｎ∶Ｎ２ 的关系，则我们认为存在

与该主题相关的核心期刊，否则认为不存在。根据

布拉德福定律，本文无法统计出合理的 Ｎ值，这 也

从侧面反映 出 目 前 微 课 主 题 相 关 的 核 心 期 刊 尚 未

形成。
根据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２０１４版）

对于核心 期 刊 的 分 类，对 该 研 究 样 本 发 表 在 北 大

核心期刊的数量 进 行 统 计，共 计１７５篇，占 比 仅 为

３．５％，其 中 发 文 量 超 过１０篇 的 期 刊 共４种，分 别

是《教学与管理》（１９篇）、《中国电化教育》（１５篇）、
《职教论坛》（１２篇）、《教育与职业》（１１篇）。可以看

到，在核心期刊上所刊相关文献总体数量及占比均

较低，重点期刊关注程度不高，学术成果不显著，还

需多方多途径深入研究。
（４）研究文献所反映的研究热点分析。关键词

是一篇文献的主题提炼，反映了文献的研究重点与

方向，其出现的频率越高，说明关注度越高，是该领

域研究的热点。因此，本文提取研究样本的所有关

键词，并对其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以探究微课

研究的热点及趋势。
第 一，高 频 关 键 词 数 量 分 析。运 用 书 目 共 现

分 析 系 统Ｂｉｏｃｍｂ对 研 究 样 本 的 关 键 词 进 行 统 计

分 析。据统计，关于微课的研究样本共涉及关键词

５　８１３个，除“微课”外，出现次数最多的３个关键词

分别是“翻转课堂”“应用”“教学模式”。另外，根据

Ｄｏｎｏｈｕｅ高频词低频词界分公式确定高频关 键 词：

Ｔ＝－１＋ １＋８＊Ｉ槡 １

２
，其中，Ｔ为词频阈值（即高频

词、低频词词频临界值），Ｉ１ 为词频数为１的词的个

数。据计算，该研究样本主题词词频阈值Ｔ＝９２，由
于实际词频没有９２，因此，选取词频最为接近的，确

定阈值Ｔ＝８７，得到高频关键词共计１９个，累计使

用７　０２８次，占 总 使 用 频 次 的３６．５％，具 体 详 见 表

１。高频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

几年微课研究的热点，重点集中在教学模式改革、教
学应用、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

表１　 微课文献研究高频关键词统计表

序号 关键词 出现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１ 微课 ３　８１５　 １９．７９８　６　 １９．７９８　６
２ 翻转课堂 ５０９　 ２．６４１　５　 ２２．４４０　２
３ 应用 ３８１　 １．９７７　３　 ２４．４１７　５
４ 教学模式 ２２９　 １．１８８　４　 ２５．６０５　９
５ 教学 ２２３　 １．１５７　３　 ２６．７６３　２
６ 教学设计 ２２２　 １．１５２　１　 ２７．９１５　３
７ 教学改革 １８６　 ０．９６５　３　 ２８．８８０　６
８ 课堂教学 １５４　 ０．７９９　２　 ２９．６７９　８
９ 微课教学 １４７　 ０．７６２　９　 ３０．４４２　７
１０ 高职 １４０　 ０．７２６　６　 ３１．１６９　２
１１ 信息技术 １３９　 ０．７２１　４　 ３１．８９０　６
１２ 自主学习 １３８　 ０．７１６　２　 ３２．６０６　８
１３ 微课设计 １３６　 ０．７０５　８　 ３３．３１２　６
１４ 大学英语 １２２　 ０．６３３　１　 ３３．９４５　７
１５ 设计 １１１　 ０．５７６　１　 ３４．５２１　８
１６ 微课程 １０２　 ０．５２９　３　 ３５．０５１　１
１７ 高职院校 １００　 ０．５１９　０　 ３５．５７０　１
１８ 微课制作 ８７　 ０．４５１　５　 ３６．０２１　６
１９ 英语教学 ８７　 ０．４５１　５　 ３６．４７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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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高 频 关 键 词 共 词 分 析。为 使 研 究 更

具 针 对 性，选 取 关 键 词 词 频 高 于３１，其 累 计 频

次 百 分 比 达 一 半 以 上 的 关 键 词 进 行 分 析，共 计

５２个。使 用“书 目 共 现 分 析 系 统 Ｂｉｃｏｍｂ”提 取

出５２×５２的 共 词 矩 阵，并 运 用 Ｏｃｈｉｉａ系 数 对 其

进 行 换 算，转 换 成５２×５２的 相 关 矩 阵。其 中

Ｏｃｈｉｉａ 系数 ＝ ＡＢ 两词同时出现的次数

Ａ槡 词出现的频次× Ｂ槡 词出现的频次
。

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较大统计误差，本文用１与相

关矩阵中每个数值相减，转换为相异矩阵，在此基础

上对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进行系统聚类，得出聚类

分析树状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树状图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并结合高频关键词词频情

况及目前研究实际，可以将微课文献研究大致归为

四类主题：第一类：关于微课的概念、要素构成等基

础理论研究。支持的关键词有学习过程、自主学习、

课堂教学、信息技术、教学视频等。

目前关于微课的概念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因此

许多学者和研究者基于理论对微课的定义、包含的

要素、应用的目的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由于

学者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

类：一是强调微课的表现形式，认为微课是通过在线

视频这种表现形式，来实现学习或教学应用。二是

强调教学活动、学习过程，认为微课是以解决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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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或小问题的短、小、精、悍的小课程。三是强

调微课的教学设计，认为微课是以精心化的教学设

计为重点，来展开教学活动。四是强调微课是一种

新型资源，认为微课是针对某一知识点，以精心设计

的教学环节与活动为支撑的一种情景化、可视化的

学习资源包，其支持了翻转学习、移动学习、碎片化

学习等多种符合现代特征的学习方式。［４］总体来看，
虽然学者对于相关概念的界定不尽一致，其强调的

重点略有差异，但都突出了微课所具备的特点：教育

性、目的性、共享性、趣味性等。
第二类：关于微课的教学模式改革研 究。支 持

的关键词有教学改革、高职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慕课、应用、教学、高职等。
学者认为传统的教学模式虽有其合理性和必要

性，但也逐渐暴露出不少弊端，如课程内容展示方式

单一、缺少趣味性、课后互动性少、学习方式不灵活

以及受时间空间限制较多等，因此，许多学者不断探

索教学模式的改革，而以“微课”为代表的“微”教学

模式成为一种新的探索。学者认为“微课”教学模式

更多的侧重于课程重难点的专项解析和探讨，使课

程教学能够突出重点，加强互动，提高教学质量和效

果。比较典型的教学模式研究是基于微课的“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其构建了课前、课中、课后的“三大

任务”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该模式通过课前、课中、课
后相对应的过关任务、典型任务和拓展任务实现了

知识内和知识间的传递、建构与内化、巩固及拓展，
将传统的教室教学与网络教学平台结合，解决了翻

转课堂实施中课前、课内、课后活动的设计及衔接问

题，实 现 有 效 翻 转。［５］虽 然 微 课 有 其 诸 多 方 面 的 优

势，但不建议“微课”教学模式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全

部使用，而是结合教学实际，针对重点、难点内容，开
发有效的微课，使得“微课”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

式进行融合，弥 补 传 统 教 学 模 式 的 不 足，并 为 其 增

色，共同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
第三类：关 于 微 课 应 用 于 实 践 的 应 用 性 研 究。

支持的关键词有实践、实验教学、高职院校、大学英

语教学、高 职 高 专、作 用、课 程 教 学、中 职、应 用 研

究等。
微课因其所具备教学时间短、目标明确且内容

少、重点突出、娱乐性强等一系列优势，在实践教学

应用上可发挥其优势作用，能够实现对传统教学的

继承 和 新 的 发 展，因 此，也 成 为 学 者 研 究 的 热 点

之一。
英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

力，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综合文化素养的

提高，而微课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课堂时间，增强了

语言学习的实践性，拓展了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的空

间，因此，英语教学是微课运用的一个重点领域。而

针对高职学生的基础薄弱、兴趣差异大、学习目标明

确等特点，高职英语又成为微课渗透、应用的一个重

要细分领域。学者认为，在高职英语教学应用中，提
升学生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是重中之重，因此，首
先要了解学生真正所需，微课内容应以学生工作或

未来工作走向为基本依据。其次，在教学实践的过

程中，要掌握灵活性和实用性。由于高职学生英语

基础及性格特征差异较大，要灵活设置教学活动，比
如在英语口语教学中，多与日常生活情境相联系，多
鼓励合作参与、多鼓励创新。在教学活动实施中，也
有效 传 达 了 合 作、创 新 的 职 场 精 神，提 升 了 职 业

素养。
第四类：关于微课设计、制作等资源开 发 研 究。

支持的关键词有策略、教学资源、运用、设计、制作、
开发、教学设计、教育信息化、移动学习等。

微课作为一种教学资源，其设计、制作水平直接

决定了课程质量。学者认为，微课开发首先要准确

定位，做好前端分析，要对受众的知识结构、认知特

点、学习能力进行分析，以保证知识传播的短时性和

精炼性。其次，以教学思想、教学策略来对教学资源

体系、支持服务渠道、与现实课堂整合等方面进行指

导，而非拘泥于技术思维、技术手段。再次，要注重

教学内容内部的小模块化，要精心选题、力求快速有

效切题、线索清晰、亮点突出、收尾干净利落；［６］并注

重教学流程的整体化、结构化等大模块化，实现系统

化专业知识结构建立。最后，作为微课主要表现形

式的微视频，要注重并优化感官体验，并结合移动学

习的特点，确保视觉效果清晰流畅。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１．学者对微课研究热情高涨

虽然微课问世才短短几年，但研究热情非常高，
研究文献数量呈现飙升态势，根据研究样本统计，仅
两年时间，２０１６年 研 究 文 献 数 量 就 达 到 了２０１４年

的五倍之多。同时，社会各界对微课热情不减，与微

课相关比赛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相关微课大赛吸引

数万人的参与。在此火热的背景与趋势下，可预计

未来几年，研究热情仍会保持，相关研究成果会继续

维持一定增量。因此，如何更有效地开发、整合、推

送微课这种新型资源，如何更有效利用这种资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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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２卷

之服务于传 统 教 育、特 殊 教 育、新 型 教 育 及 其 他 领

域，应是今后微课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

２．该研究领域还未形成核心作者群及独具自身

特色的核心期刊

近三年微课研究呈现出了爆炸式的增长态势，
研究热情之 高，但 仍 未 形 成 该 领 域 的 核 心 作 者 群。
探其原因：一方面，虽然近几年研究成果较多，但总

体来看，兴起时间还较短，多数学者投其热点，还欠

长期性、跟踪式的研究。另一方面，信息时代来袭，
海量信息充斥我们的学习生活，使得人们对一项事

务的研究往往浅尝辄止，缺乏深度剖析及探究精神。
同时，也出现了虽然研究文献总量增长较快，但有代

表性的、代表学术前沿的核心期刊却仍未形成，相关

学术成果也缺乏影响力。建议对该领域有兴趣的学

者要持续关注、分析、应用，从理论到实践，形成完整

的研究体系，期待更新、更实用的研究成果的产生；
也期待相关核心期刊对该领域成果能加以引导和鼓

励，如定期开辟主题专栏，或对优秀成果加以推荐等

措施，共同提升研究成果质量和影响力。

３．不同群体对其关注度差异较大，其中高等院

校、职业院校关注度较高

目前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关注度较高，占作者群

的绝大多数，中小学研究者也有一定比例。未来需

鼓励中小学等一线教育工作者开展应用型研究，以

应用为核心引领教学模式、教学设计研究，促进教学

改革的实现。同时，不断扩展研究群体，鼓励不同类

型研究机构研究者、教育工作者、企业培训师等群体

加入研究，丰富研究队伍。由于微课应用面较广，鼓
励不同群体加强合作式研究，多进行思维碰撞及群

体交流，一方面，科研项目基金在一定程度上能推动

合作研究的可行性与持续性，因此可以科研项目为

合作契机，共同研究与开发。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

应出台不同群体的合作研究的政策及相关机制，鼓

励跨区域、跨领域、跨专业的合作研究，为微课发展

开辟新思路、新方法。

４．微课研究重点聚焦教学改革、实践应用、资源

开发等主题，探讨微课的建设与发展

关于微课概念等理论性的研究，学者和研究者

的侧重 点 不 尽 相 同，但 都 强 调 了 微 课 的“短”“小”
“精”“悍”，强调了其作为一种新型资源、一种新型教

学模式、一种新型学习方式的适应性、优越性；关于

微课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翻转课堂、慕课等模式是

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关于微课应用性研究，学者认为

应用面非常广泛，在教学层面，对于英语教学、高职

院校授课适应性更强；关于微课资源建设研究，学者

认为教学思想、教学策略、教学内容以及技术手段等

内容需全面考虑。
对于未来微课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

议，供学界参考。
一是加强微课研究的规范性、科学性。要 对 微

课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对其概念、特征、属性等要统

一、规范，加强理论性研究，促进微课研究与发展深

入、科学、有效。
二是加强微课统一平台建设。目前仅有用以比

赛的微课平台，其内容单一、应用及受众片面，尚不

能实现资源汇聚、交流、反馈等功能，因此，亟待加强

统一平台的建设。平台需有效整合微课资源中心、
信息搜索、交流讨论、系统帮助、后台管理等模块，实
现资源展示、上下载、检索、评价、推送、信息交流、用
户行为跟踪、统计等功能，并具有一定的拓展空间，
方便日后优化改进。微课统一平台的建立与运行，
一方面利于微课优质资源的集聚与推广，避免资源

的重建而导致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各类机构、群

体也能以此为平台和纽带，开展相关交流与合作。
三是完善微课评价指标体系。目前针对微课评

价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微课评价指标的设立为微课

的设计、制作提供方向，对微课未来建设与发展具有

导向性。因此，应注重微课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该
评价体系要 通 盘 考 虑 教 育 性、技 术 性、应 用 性 等 方

面。教育性要关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策略、
教学评价等方面；技术性要关注微课自身的技术水

平与艺术水平，以及所在平台环境的技术性和共享

性；应用性主要考虑应用效果，评价可以从课堂访问

量、引用情况、转发分享情况、交互情况等方面综合

考虑。建议各行业各领域专家加强对微课标准及评

价体系的研究，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为微课发

展立标准、树标杆，引领微课规范化发展。
四是建立激励机制，加大交流与培训力度，提升

资源质量。建议各类学校、群体制定切合实际的激

励、奖励措施，鼓励微课建设者重内容、重质量，激发

建设热情；校内有关部门定期组织微课主题交流活

动，校间组织开展基于学科专家、技术人员、教学人

员、学生等多方的研讨活动，通过定期、不定期的交

流与切磋，使微课制作成系列、成专题，提升课程质

量，并实现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另外，各学校、群

体要建立自身技术团队，及时解决课程建设中的技

术问题，并通过技术培训提升课程建设者的整体技

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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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期 刘　静：基于ＣＮＫＩ文献数据的微课研究分析

　　五、结语

本研 究 基 于 中 国 知 网（ＣＮＫＩ）全 文 数 据 库 对

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６年学术期刊论文及学位论文进行分

析，通过实实在在的数据，更加客观地反映了微课的

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虽然本研究已尽可能地扩

大了数据的涵盖面，使研究结论更加贴合实际，但由

于与本研究的相关数据较多，数据收集难度较大，研
究能力有限，目前只节选了近几年有代表性的研究

成果进行数据分析，未来需进一步充实、更新研究数

据，剖析数据所隐含的更深层次的信息，探索微课发

展的趋势与走向，促进微课的发展与成熟。
未来我们需要对微课多提供一些创新、探索的

空间，作为一种新型学习资源，微课所涉及的学科范

围、应用领域非常广泛，我们要不断地尝试，将其与

各类学习者、各类型教育有机结合，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相信随着微课的发展和成熟，能够真正为学校、
为社会等各类学习者服务，为终身学习型社会的建

立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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