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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解我国初等教育领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现状&促进研究工作的健康和深入开展)通过知网平台对
A$%

篇文献的

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发现初等教育领域的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主要涉及
&

个领域&围绕
!

条主线展开&提出今后要加强对初等

教育领域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框架的深入研究&明晰心理健康教育概念&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问题研究&并应用

多种研究方法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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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教育领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具有较强的

科学性和实践性&是提升学生心理素质&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成长的一项教育&同时也是进一步加强学校

德育教育&深入推进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

#

/

)自
!"

世纪
$"

年代初以来&我国初等教育

领域的心理健康教育历经调查呼吁(尝试起步(发展

推进和总结提高阶段&经过
%"

多年的发展&目前我

国初等教育领域的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亦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年&根据,精神卫生法-(,"健

康中国
!"%"

#规划纲要-及有关政策要求&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越发重视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规

范化管理.

!

/

)了解我国初等教育领域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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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等'初等教育领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现状及启示

的研究状况&便于总结经验(改进不足&以期更好的

推动该项研究工作的健康和深入开展)本次研究选

取中国知网公开发表的初等教育领域
A$%

篇心理健

康教育研究论文的关键词进行分析&试图通过关键

词的共词分析技术&直观呈现我国初等教育领域心

理健康教育研究的热点和现状)

一"材料与方法

#一$研究材料

!"#A

年
I

月
!C

日&以中国知网$

_6dT

%为检索

平台&在"期刊#目录下设定检索主题为"心理健康教

育#&检索学科领域为"初等教育#&共检出期刊文献

$&"

篇)通过人工核查&删除会议通知(领导讲话和

重复文献等不符合研究条件的文献
CA

篇&最后保留

有效研究文献
A$%

篇)

#二$研究方法

#?

研究工具

采用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信息学院崔雷教授和沈

阳市弘盛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协作研发的
\TH

_]=\!?"

$

\2V-2(

R

*,

N

02>T;47:_(B(>>)**4+>4

=,;*21\)2-P4*

&

\T_]=\

%书目共现分析软件和

/K//!"?"

数据统计处理软件)

!?

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将
A$%

篇有效文献

的题录以
6(;4M2*:;

格式导出!其次&将文献的

6(;4M2*:;

格式题录信息导入
\2>(7V!?"

软件&提取

并建立高频关键词词篇矩阵!再次&将高频关键词词

篇矩阵导入
/K//!"?"

进行系统聚类分析&生成高

频关键词相似矩阵和聚类树图!第四&将高频关键词

相异矩阵导入
/K//!"?"

进行多维尺度分析&绘制

关键词知识图谱&并结合聚类结果对图谱进行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高频关键词分析

经统计&

A$%

篇文献呈现的关键词共有
!C&!

个&出现的总频次为
&D#%

次)根据研究需要&将出

现频次高于
#C

次的设定为高频关键词&共有
!&

个&

见表
#

)

由表
#

可知&

!&

个高频关键词总出现频次为

#"""

次&占关键词总频次的
!"?%CY

)其中&居于前

#"

位的关键词依次为心理健康$

%IC

%(心理健康教

育$

D!

%(小学生$

CA

%(心理素质$

&&

%(体育教学$

%#

%(

小学教师$

%#

%(课堂教学$

!D

%(教育$

!$

%(学校教育

$

!A

次%(班主任$

!A

次%)这一结果初步表明&初等

教育领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多是围绕小学生心理素

质培养(课堂教学(学校和班主任教育等方面的主题

展开)要揭示高频关键词潜在的重要信息&还需进

行数据的进一步挖掘)

表
#

!

!&

个高频关键词排序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

心理健康
%IC #%

教育工作
!!

!

心理健康教育
D! #&

留守儿童
!!

%

小学生
CA #C

小学教育
!#

&

心理素质
&& #I

语文教学
!"

C

体育教学
%# #A

小学
!"

I

小学教师
%# #$

教师心理健康
#D

A

课堂教学
!D #D

心理品质
#$

$

教育
!$ !"

学生
#$

D

学校教育
!A !#

教育工作者
#$

#"

班主任
!A !!

班集体
#C

##

小学语文
!% !%

教育方法
#C

#!

渗透
!% !&

心理障碍
#C

#二$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分析

为探索关键词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
\2>(7V!Z"

对提取的
!&

个高频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建立词篇

矩阵!将生成的高频关键词词篇矩阵导入
/K//!"?"

&

将其转化为
!&

#

!&

的
]>02,2

系数相似矩阵!再通

过"

#B

相似矩阵#&生成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见表

!

)在相异矩阵中&数值大小越接近于
#

表明关键词

之间的距离越远&相似度越小!数值大小越接近于

"

&表明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近&相似度就越大)

表
!

!

高频关键词
]>02,2

系数相异矩阵#部分$

序号 关键词
# ! % & C I A $

#

心理健康
"?""" #?""" "?$%& "?A!& "?$&" "?D#C "?A$I "?$A#

!

心理健康教育
#?""" "?""" "?D%# "?D$& "?D"I "?D$# "?D$# #?"""

%

小学生
"?$%& "?D%# "?""" #?""" "?$$# #?""" #?""" "?DC"

&

心理素质
"?A!& "?D$& #?""" "?""" "?D&I #?""" "?D#I #?"""

C

体育教学
"?$&" "?D"I "?$$# "?D&I "?""" #?""" #?""" #?"""

I

小学教师
"?D#C "?D$# #?""" #?""" #?""" "?""" #?""" #?"""

A

课堂教学
"?A$I "?D$# #?""" "?D#I #?""" #?""" "?""" #?"""

$

教育
"?$A# #?""" "?DC" #?""" #?""" #?""" #?""" "?"""

!!

由表
!

可知&关键词距离心理健康教育由近及 远的依次为'心理健康$

"Z"""

%(心理素质$

"ZA!&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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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树状图

课堂教学$

"ZA$I

%(小学生$

"Z$%&

%(体育教学

$

"Z$&"

%(教育$

"Z$A#

%(小学教师$

"ZD#C

%)这表明

在已有研究中&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健康#(

"心理素质#("课堂教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成果数

量多于与其它几个关键词相结合的研究)通过对系

数的大小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课堂教学#与"心

理健康#("心理素质#多呈现在一起$距离最接近%&

"小学生#与"体育教学#("教育#("小学教师#多呈现

在一起)这也初步表明&在初等教育领域的心理健

康教育研究中&经常性涉及课堂教学与心理健康(心

理素质的关系研究&以及小学教师教育教学对小学

生的影响)

#三$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

为清晰直观展示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内在联系&

将高频关键词词篇矩阵导入
/K//!"Z"

进行系统聚

类分析&聚类树图见图
#

)结合文献回顾可以看出&

我国初等教育领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可以分为
&

大类&具体结果见表
%

)

由表
%

可知&初等教育领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所涉及的
&

个种类具体分布情况'

种类
#

为心理健康教育与学校素质教育研究&

包括心理健康(心理素质(心理品质(课堂教学(学校

教育(心理障碍(班集体
A

个关键词)该方面研究认

为&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

是在小学阶段&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尤为重要&对学

生的成长和班集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

)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

年修订%-也

明确提出&全面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增强德育工作

的"三性#$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是该阶段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任务)学校要正确认识心理健

康教育在学生德育工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使二

者相互融合&不断提高解决小学生心理问题的能

力.

&

/

&维护其心理健康)因此&还有研究者探索了

"德心#整合教育模式.

C

/

&提出以行为主义(建构主义

的理论为基础&采用目标管理法构建"品德和心理#

各项子指标&从而对学生的行为习惯与心理素质进

行科学有效的测查)

表
%

!

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

种类 名称 关键词

#

心理健康教育与学

校素质教育研究

心理健康(心理素质(心理品

质(课堂教学(学校教育(心理

障碍(班集体

!

心理健康教育原则

方法研究

教育工作者(教育方法(小学

教师(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小学教育(留守儿童

%

心理健康教育与班

主任工作研究
班主任(学生(教育

&

心理健康教育与学

科教学渗透研究

小学语文(语文教学(心理健

康教育(小学(渗透(体育教

学(小学生

种类
!

为心理健康教育原则方法研究&包括教

育工作者(教育方法(小学教师(教师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小学教育(留守儿童
A

个关键词)该类研究认

为&学校和家庭是小学生学习成长的重要环境&对学

生人格的形成和心理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

现代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教师不能取代家长&

学校的教育也完全不能代替家庭的教育&应通过学

校教育指导家庭教育&开展家校合作的形式达成学

校和家庭的共同教育.

I

/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

一直是学校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针对农村留守学生

心理健康问题&有研究提出应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学

生的区域教育和监护体系.

A

/

)

种类
%

为心理健康教育与班主任工作研究&包

括班主任(学生(教育
%

个关键词)该类研究认为&

对小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已成为小学班主任的新

职责和新要求.

$

/

)研究提出&应将心理健康教育的

理论(方法和技术运用到班级管理中)通过团体或

个体形式对学生进行自我认知(情绪情感(学习生

活(伙伴交往等心理教育管理&潜移默化地促使学生

养成自我体验(自我管理和自我调控的能力&同时鼓

励学生积极参与班级事务管理&激活他们内心的"小

主人翁#意识&提升正能量&从而实现班级的优化管

理和学生的心理素质提升目标.

D

/

)

种类
&

为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科教学渗透研究&

包括小学语文(语文教学(心理健康教育(小学(渗

透(体育教学(小学生
A

个关键词)该类研究认为&

随着初等教育阶段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学生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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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等'初等教育领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现状及启示

心理健康教育越发受到学校和科任教师的重视)其

中&课堂教学作为实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路

径之一&其教学模式应符合初等教育课程改革的要

旨&体现出较新的教学理念&突出心理健康教育的内

涵特征.

#"

/

)研究还指出&课程教学中渗透性的心理

健康教育更能在无声无息中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心

理品质&促进其更好(更快的适应未来的社会

生活.

##

/

)

#四$高频关键词多维尺度分析

将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导入
/K//!"?"

&进行关

键词的多维尺度分析)设定从数据创建距离&区间

选择
[)>-2P4,+

距离&标准化选择
F

得分&生成二维

组图)结果显示&

/;*4::b"?#$

(

h/̀ b"?$!

&说明

其拟合情况可以接受)再根据聚类分析结果&绘制

我国初等教育领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热点的知识图

谱&见图
!

)

图
!

!

我国初等教育领域心理健康教育

研究热点的知识图谱

由图
!

可以看出&领域一主要位于第一象限内&

为初等教育阶段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网络的中心&各

主题内部联系相对紧密!领域二全部位于第四象限

内&各研究主题在整体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研究内

容不明晰!领域三主要位于第三象限内&各研究主题

内部连接相对紧密&研究内容明确&但是在整体研究

中也处于边缘的地位!领域四主要位于第二象限内&

各研究主题结构相对松散&这些研究有待进一步发

展的空间&在初等教育阶段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网络

中有一定的潜在研究价值&但是研究还需深入)另

外&从图
!

还可以进一步看到&目前我国关于初等教

育领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主要围绕
!

条主线展开'

一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宏观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研究

$左右分%&二是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方研究和学生

方研究$上下分%)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通过知识图谱分析揭示了初等教育领域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主要围绕
!

条主线和
&

个领域展

开&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为推进我国初等教

育事业的发展&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起到了示范

和引领作用)但是&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或不

足'第一&理论体系研究缺乏内涵!第二&具体实践研

究可操作性不强!第三&研究成果所刊发的期刊级别

不高!第四&描述性研究多(定量和实证等研究少!第

五&泛化性研究普遍(专题性研究较少)

在未来的研究中&为进一步科学指导和规范初

等教育领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研究者应努力做到'

一是要加强对初等教育领域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框架

的深入研究&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体系!二

是要明晰初等教育阶段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概念&根

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明确研究目标(研究内

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使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成

果切实能引领教育实践!三是要开展初等教育阶段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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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

提高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和专家化水

平!四是要应用多种研究方法&也可借助研究工具&

开展量化研究(学科交叉研究(纵向研究(个案研究(

实验研究和专题研究等&科学表达研究结果&得出准

确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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