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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国内外在线学习研究综述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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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实现形式，在线学习一直广受关注。研究基于中国知网和 Web of Science 数

据库中的文献资料，使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可视化图谱，从发文趋势、机构作者分布网络、关键词、研究热点及趋势

等方面对 2012—2021 年国内外在线学习主题下的文献进行梳理，并对研究内容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国内外在研

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未来，我国的研究者需更加注重方

法的科学性、主体的多样性，并加强教育领域国际比较研究，使在线学习朝着综合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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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在线学习活动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而开展的教学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者及其相关学习群体

为完成特定的学习目标，利用网络与外界学习环境

进行的交互总和。［1］“互联网 +”大背景下，世界各

国积极构建网络教育体系，着力提升教育信息化质

量，使跨时空的在线学习模式迸发出新活力。如美

国虚拟学习领导联盟( VLLA) 于 2019 年更新 K-12
阶段《在线教育质量国家标准》; 澳大利亚开放远程

在线学习协会( Australian Council on Open，Distance
and E-Learning，ACODE) 建立“远程开放高等教育

领域的质量标准体系框架”; 中国于 2019 年颁布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同时积极推动“教育信息

化 2． 0 行动计划”的实施等。而在新型冠状病毒流

行期间，在线学习亦成为国内外教育领域的主力军。
OECD 调 查 数 据 显 示，受 疫 情 影 响，全 球 约 有

92． 21%的学生利用已有的在线资源进行自主学习，

93． 32%的学生通过教师实时在线教学进行互动式

学习。［2］

基于此，本文以图谱的形式，对 CNKI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近十年有关在线学习研究的文献

进行可视化分析，了解国内外在线学习的研究现状，

把握在线学习的研究热点和趋势，综合分析国内外

学者的研究特征，以对我国在线学习模式的发展提

出有益借鉴。

二、研究设计

( 一) 研究数据

在线学习是基于远程开放教育的发展而逐渐萌

芽、深入的。依托于在线学习，网络学习、远程学习

等一系列学习模式也随之衍生，三者内涵具有相似

性，即跨越时间和空间进行学习活动。为得到全面

准确的文献资料，本研究的中文数据来自 CNKI，以

“在线学习”或“网络学习”或“远程学习”为篇名在

学术期刊中进行高级精确匹配，期刊来源类别限定

为 CSSCI，文献分类设置为“社会科学 II 辑”，时间范

围为 2012—2021 年，勾选同义词扩展，共检索到文

献 816 篇。将检索结果以 ＲefWorks 格式导出并进

行转化，共有可用文献 816 篇。
外文数据来自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的 SSCI

数据库，文献类型为“Article”，以“Online Learning”
或者“Online Study”为标题检索。为了便于对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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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本文将 Web of Science 类别和研究领域统一限

定为“Education Educational Ｒesearch”，时 间 段 为

2012—2021 年，精确条件后得到文献 1 310 条，排除

中国，共检索到 1 024 篇论文。
( 二) 分析工具

为直观呈现国内外在线学习的研究概况、热点

话题及总体研究趋势，本研究选取文献计量与分析

工具———CiteSpace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软件版

本为 CiteSpace V( 2003—2021) ，时间段为 2012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时 间 切 片 设 置 为 1 年，采 用

Pathfinder 算法，取每年被引频率前 10%的文献进行

分析( top N% =10% ) ，以兼顾数据网络的清晰度及

数据的代表性、准确性。

三、近十年国内外在线学习研究概况

( 一) 国内在线学习研究概况

1. 发文量的变化

通过对 2012—2021 年国内在线学习研究发文

量( CSSCI 收录) 的统计，可以整体把握近十年在线

学习相关研究的理论发展水平及程度。

图 1 为近十年 CSSCI 收录的“在线学习”文献

的发文量统计，其中“在线学习”“网络学习空间”
“远程教育”是学者们关注的主要主题词，图 2 是主

要主题词的发文量对比图。

总体来看，近十年国内关于在线学习文献在

CSSCI 中的发文量呈下降趋势，但年发文量多在 50
篇以上。结合图 2 进行对比，总结出总体发文量趋

势下降的原因，即学者们对于在 2012 年发文量达到

峰值 33 篇的主题词———“远程教育”的关注度减

小，而 对 于 2014 年 开 始 呈 明 显 增 长 趋 势 的 主 题

词———“在线学 习”及 2013 年 的 新 兴 主 题 词———
“网络学习空间”的关注度虽不断增高，但后两者发

文量的增速远不及前者的降速。说明学者们需要加

强对“在线学习”“网络学习空间”等主题词的研究，

并重点关注研究本身及发文期刊质量。
2012 年，教育部提出实施“中国数字教育 2020

行动计划”。同年，慕课风靡全球，学者们对于在线

学习的关注达到高峰。2013 年，远程教育发展遭遇

瓶颈，据西南交通大学统计，网络教育学院 2008—
2012 年的总体辍学率达 8． 30%，［3］学业欺骗行为滋

生、优秀师资匮乏等问题的出现对在线学习的发展

产生影响，有关研究也有所减少。2013—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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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对于在线学习的研究逐渐系统化，多集中于

MOOCs、国家开放大学等研究方向，发文量趋于平

缓。2020 年，教育部发出“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印

发《教育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 》、
《教育信息化“十四五”规划》，“在线学习”再次受

到学界及政府的广泛关注，预计有关“在线学习”文

献的质量会有显著提升，发文量也将呈现波动上升

趋势。
2. 研究机构及作者分析

研究机构及作者的情况能够说明某一主题研究

力量的分布状况。［4］通过对 CiteSpace 绘制的研究机

构及作者分布可视化图谱和后台相关数据的分析发

现，2012—2021 年间，国内发表在 CSSCI 中有关此

领域文献的研究机构和作者的中心度较低，均在0． 1
以下，表明各研究力量之间合作较少，相对独立，尚

未形成极具凝聚力的核心研究团队( 见图 3) 。但相

比而言，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 47 篇) 、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26 篇) 等机构的

发文量比较高。就作者而言，发文量较高的作者有

陈丽、肖俊洪等人，发文量均在 10 篇以上。

由图 3 来看，我国有关在线学习的文献多来源

于师范大学的教育技术学院，且模型探索、软件及平

台的构建应用等技术类研究较多。这表明线上学习

的研究多局限于技术层面，缺少对学习者的学习成

效、社会性发展和心理健康发展等教育学、社会学和

心理学层面的关注。
( 二) 国外在线学习研究概况

1. 发文量的变化

观察图 4 可以发现，近十年国外有关在线学习

的研 究 总 体 呈 明 显 上 升 趋 势，发 文 数 量 较 多，除

2014 年外，均在 70 篇以上。2012—2014 年，有关该

主题的发文量呈下降趋势，2014 年为谷值 59 篇;

2014 年开始，文献数量不断上升，虽在 2017 年出现

波动，但总体趋于稳定。相较于 2014 年，2021 年的

发文量增至三倍，这与各国受 COVID-19 影响而不

得不封闭学校，停止线下教学的实际情况有关。在

此背景下，各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在线学习的关注，学

者们也积极探索在线学习的新模式，加强对在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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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程中学习者的投入情况、满意度及学习成效等

方面的研究，为有关“在线学习”论文数量的增多作

出了贡献。
2. 国家分布状况

表 1 是有关在线学习文献发文量的国家分布

表。其中，美国的贡献率最大，发文量最多，达 360
篇，占比超过检索出总文献量的 1 /3，且其中心性最

高，为 0． 44，表明美国在此研究方向上的发文质量

和数量均居于世界前列，有较高的科研产出能力。
接下来依次是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这些国家

的发文量均在 50 篇以上，占比高于 5%。蔡建东等

学者认为，某个文献中心性值高于 0． 1，可视为网络

中心关键节点。［5］在表 1 所列的国家中，美国的中心

性最高，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次之，均高于 0． 1，

表明这些国家的发文质量较高，在此研究方向上的

相关问题亦是国际学者所关注的焦点。

表 1 关于在线学习文献发文量国家分布表

序号 发表量 中心性 年份 国家

1 360 0． 44 2012 美国

2 93 0． 14 2012 澳大利亚

3 78 0． 34 2012 英国

4 55 0． 22 2012 加拿大

5 55 0． 00 2012 韩国

6 50 0． 10 2012 土耳其

7 41 0． 00 2012 西班牙

8 38 0． 08 2013 荷兰

3. 研究机构及作者分析

通过图 5 可以看出，近十年发表在 SCI 数据库

中有关在线学习文献的研究机构及作者的中心性较

低，均在 0． 1 以下。发文量在 10 篇及以上的机构

中，美国的贡献比占 1 /2，说明相较于其他国家，美

国在此研究方向上的积极性较高，有较强的学术研

究实力。同时，基于后台分析数据可知，Bart Ｒien-
ties、Omid Noroozi 等作者发文量较大，均在 5 篇以上。

四、近十年国内外在线学习研究的热点

及趋势

( 一) 国内研究热点及趋势

1.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的核心概括，通过分析关键

词，可以对文章主题进行窥探，进而得到某领域的研

究热点。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绘制关键词知识图

谱，在 Node Types 选框中选择 Keyword，取每年引用

量最高的 50 个关键词进行分析，最终得到的关键词

共现图谱共有 335 个节点、375 条连线。
图 6 中的圆代表节点，圆圈大小与关键词出现

频次呈正相关。除去“远程教育”“在线学习”“远程

学习”“网络学习”等基本关键词后，由图 6 及后台

分析数据可知，网络学习空间( 72 次 0． 18 ) 、中国远

程教育( 40 次 0． 21 ) 等关键词的出现频次≥10，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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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性均在 0． 1 以上。上述关键词能够反映出近十

年在线学习领域的研究热点，为系统梳理具有代表

性的研究主题，笔者将结合关键词聚类图谱进行具

体分析。

图 7 为国内关于“在线学习”文献的关键词聚

类图谱，数字越小，表示该聚类所包含的关键词越

多。为保证图谱清晰，本研究仅选取除“远程教育”
“在线学习”“远程学习”等主题词相关类别之外的

具有代表性的前 10 个聚类。
通过对文章内容、高频词汇、高中介中心性词汇

及关键词聚类的综合，可大致归纳出以下 5 个研究

热点。
( 1) 学习体系与模型的设计建构研究

在线学习的实现是以技术及媒介支撑为基础

的，由此，在线学习体系及模型的设计、建构与开发

研究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研究者依据

不同的课程内容体系建构了“1 + 4 + X”大思政学习

体系、［6］动画专业云虚拟实验平台等，［7］满足了远

程教学环境中授课与学习的需要，极大地提高了资

源使 用 的 有 效 性 和 便 利 性。同 时，ACTIONS 模

式、［8］以 ISA 为核心的安全综合防护系统的构设则

保障了在线学习资源的开放性、［9］ 可获得性及安

全性。
在线学习的发展与创新离不开学科间的交互融

合，基于生态观构建的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10］

基于联 通 主 义 学 习 理 论 创 设 的 人 性 化 网 络 课 程

等，［11］均从学科联合的视角出发解决在线学习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以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在线学习体系

的进一步完善。
( 2) 学习主体———学习者研究

作为在线学习主体———学习者的个性需求也应

受到关注和满足。学者们针对不同学习群体的差异

性进行探索，对远程教育中残疾学习者的特征进行

分析，［12］ 设 计 特 殊 儿 童 个 别 化 远 程 教 育 支 持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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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13］为无障碍学习的实现提供一站式支持服务。
勾勒“远程学习体验框架结构”，［14］极大地满足了多

层次、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使学习者能在充满人文关

怀的环境中感受新技术的魅力。
学习者的在线学习行为是衡量学习效果的重要

指标之一。基于此，研究人员对远程学习者的学习

参与度、［15］学习求助行为、［16］自主学习能力等进行

深入探究，［17］分析学习者学习行为的基本特质，为

个体在线学习效能的提升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学

者们对影响在线学习过程及结果的关键因素———学

习者的心理状态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课程考核内

容满意度、［18］学校归属感等，［19］以为学习者提供更

具针对性的心理支持服务。
( 3) 学习平台与模式的实践应用研究

在线学习平台的系统性发展不仅需要理论的支

撑，更需要在具体的实践应用中进行总结和完善。
研究者对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20］公共图书馆远

程教育支持服务平台等的建设与运行情况进行探讨

和分析，［21］发掘实际问题，整理有益经验，并提出相

应发展策略。
在线学习的强大生命力也体现在其充分立足

“中国特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核心价值体

系渗透于远程教育系统及学习活动中，［22］并始终聚

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独特需要。如树立远

程教育供给侧改革“三破五立”的战略目标，［23］探讨

远程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24］就地培养乡村振

兴本土人才等，［25］充分发挥在线学习跨时空性、延

伸性等 优 势，打 造 具 有“中 国 特 色”的 在 线 学 习

品牌。
( 4) 学习质量评估体系研究

在远程教育普及化及教育信息化的大背景下，

在线学习的质量问题同样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

视。质量评估的研究主要包括评估主体、评估方式、
评估内容，以及国外评估经验的介绍及引入。高博

提出要形成管办评分离的新格局。［26］刘仁坤提出，

评估方式要注重过程化、电子化、综合化，［27］如通过

电子徽章进行评估和认证。［28］评估内容包括入学适

应性评价以及对办学机构、学习项目等的评价。［29—30］

同时，研究者对发达国家的在线学习评估体系进行

综述和分析，如澳大利亚远程教育专业指导和监督

组织、［31］英国开放大学的电子评估系统，［32］以为我

国评估体系的发展完善提供借鉴。
( 5) 教学交互体验研究

以网络为媒介的教学交互是在线教育中教与学

集成的关键，王志军对教学交互的本质进行界定，即

为了让学习者达到学习目标，学习环境中主体间相

互交流和作用的过程，［33］并对未来远程学习教学交

互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进行了总结。［34］远程教学交互

的实现离不开工具的支持，孙洪涛解析了学习工具

对交互的支持作用，提出远程学习工具的交互性分

析框架。［35］

2. 研究趋势

突显词是指某个时间段内出现的高频词，它能

够反映出该时间段内的研究热点及未来一段时间内

的研究趋势。从有关在线学习研究突显强度排名前

15 位的关键词来看( 见图 8 ) ，2012—2015 年，以现

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国家开放大学计划正处于实施

阶段，学者们纷纷把关注点移至以“互联网 +”为特

征的高等学校建设的有关研究。以此为基础，我国

学者紧跟世界远程开放教育的研究趋势，将着眼点

放在评价与交互性上，仅 2016 年一年便呈现出有关

学习分析、大数据、学习效果等关键词的研究。随着

在线学习的深入和发展，如何创设高质量的在线学

习平台逐渐成为了学者们探究的热点问题，2017 年

以来，学习投入、教育变革等相关研究进入了人们的

视野。
( 二) 国外研究热点和趋势

1. 研究热点

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国外在线学习研究的数

据进行处理，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见图 9) ，共

有 342 个节点、1 169 条连线。除去“online learning”
“online study”等检索关键词后，排名前 5 的高频关

键词有 education ( 教育 107 篇) 、student ( 学生 106
篇) 、higher education ( 高等教育 83 篇) 、motivation
( 学习动机 80 篇) 、performance( 表现 76 篇) 。

图 10 是国外有关在线学习文献的关键词聚类

图谱。其中，Q 值( 0． 662) 大于 0． 3，S 值( 0． 852 2)

大于 0． 5，表明聚类视图的结构及同质性合理，整体

绘制效果较好。［36］图 10 的聚类图谱呈现了除基础

关键词外的前 10 个主题，包括 perceived learning( 感

知学习) 、self-regulated learning( 自主学习) 等。结合

高频关键词及 10 个聚类标签构成的研究主题，总结

出以下 5 个研究热点:

( 1) 在线学习参与度研究

学习参与度作为评估学习效果的重要项目，一

直以来都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其中，探讨较多的

主题有学生在线学习参与度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学习周期、学习环境、学习动机等。Muir，Tracey 将

实验时长设为一学期，探究出学习周期与学生在线

学习参与度间呈负相关关系。［37］Dumford，Ambe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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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在线学习环境可能对实践类课程的参与度有

阻碍作用。［38］Sansone，Carol 的研究证明，目标性动

机常常意味着高参与度。［39］而游戏化在线讨论工

具、［40］电子徽章［41］等教学工具的使用也会对在线

学习的参与度产生影响。同时，社会支持对参与度

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其中教师支持是影响学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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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唯一个体因素。［42］

互动被视为学生在线学习参与度的重要表现形

式之一，其对线上讨论过程中的知识建构发挥着重

要作用，［43］主要包括学习者与教师的互动、［44］学习

者与教学内容的互动以及学习者之间的互动。［45—46］

( 2) 学习者特征研究

在线学习是以学生异质性和数量为优势的远程

学习方式，参与其中的学生规模远超传统学习形式。
由此，学者对在线学习者特征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学

习动机及体验、自我调控。
良好的学习动机是学习能力和学习行为的推动

力。研究者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之上，如自我决定理

论，［47］探究学习动机的复 杂 性 及 敏 感 性。Wang，

Chih-Hsuan 指出，学习准备与学习动机间存在关系，

即有过网络学习经历的学生在学习网络课程时往往

有更高效的学习策略，因此具有更高的动机水平。［48］

在线学习具有异时空性、不同步性的特点，由此

学习 者 的 自 我 调 节 与 控 制 能 力 极 为 重 要。Kim，

Dongho 对自我、部分自我和非自我调节类型的学习

特征进行研究。［49］Barak，Miri 指出在线学习学生的

信息处理及策略意识较校内学生而言更强，拥有更

高的自律性。［50］

有关学习体验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学习者满

意度，如残障学生对各自机构的无障碍在线服务及

由此所获得的学术能力是否感到满意。［51］同时，有

研究者指出在线学习满意度能够被社会存在度正向

预测，即当学生在网络学习中的社会存在度高时，学

生的满意度高。［52］

( 3) 高等教育领域应用研究

以高等教育为主题的研究有 83 篇 ( 9． 1% ) 。
本主题的一些研究侧重于研究方法，如有学者采用

数据驱动( data-driven) 的方法，对面授与线上学习

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在高等教育中的实际应用进行

研究; ［53］采用实验法探究两种不同学习方式的效

果，结果表明混合学习方式比在线学习方式更加

有效。［54］

在线学习在扩大不同学生群体接受和参与高等

教育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这不仅得益于其开放性、可
获得性的特点，更源于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讲师

因学科背景而异进行教学设计、鼓励在线课堂环境

下的小组合作学习。［55］同时，家庭、朋友、同事及单

位的社会性支持和鼓励也发挥了重要作用。［56］

( 4)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学质量不断提升的重要保

障。本主题中的一些研究主要涉及在线教师的培

训、履行在线教学职责的能力、在线教学过程中扮演

的角色及遇到的问题。
为更好地适应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培养灵活性

强、专业性高的新型教师，研究者以技术教学知识

( TPACK) 模型为概念框架，采用定量驱动的混合型

方法设计新手在线教师培训模式。［57］同时，调查教

师自主学习情况，为教师构建自我指导的在线学习

综合模型。［58］

教师反思是促进其专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强

大动力。Kleinknecht 研究了教师自我反思及教学反

馈对其注意力及学习成效的影响。［59］教师职能的充

分发挥还体现在教学工具的有效利用上，如教师在

数字开放式学习中如何利用教学徽章构建良好环

境，形成驱动力。［60］

教师在一堂在线课程中的不同时间段里所扮演

的角色是不同的，从第一次课堂讨论中的引导者，到

课程中期阶段不同小组讨论中的促进者和合作者，再

到课程后期的观察者。［61］关于教师在在线学习环境

( OLEs) 中遇到的障碍，Ｒegan 与 Kelley 进行了研究，

主要包括教学开展受限制、压力情绪易爆发等。［62］

( 5) 学习评估与支持系统研究

学习评价可以使教师有效把握学生整体情况，

并根据反馈改进教学方法。在线学习环境下，以学

生为中心、基于能力的形成性评价方法，能够帮助教

师和学生更好地理解学习的意义，达到预期的能力

水平。［63］在线学习资源具有时效性、相关性及权威

性，由此学生需要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正确评估，以

获取有价值的知识，产生正面效益。Parsazadeh 建

立合作互动式移动学习框架，以提高学生对在线信

息资源的评估能力。［64］

在线学习会产生师生物理分离、学生与课程脱

节、教师难以捕捉学生情绪等问题。Erguzen 根据其

远程教育中教师及学生的需求，建构新型学习管理

系 统———KUZEM LMS。［65］ Ｒaspopovic 与 Miroslava
整合现有的学习管理系统及 Facebook 运行方式，再

基于协作学习理论，开发出了网络社会学习环境

( SLE) 。［66］

2. 研究趋势

通过关键词突显强度图( 见图 11 ) 可以总结出

三个特点: 首先，从总体来看，突显强度最高的关键

词是远程教育( distance education) ，接着是学习分析

( learning analytics ) 、交 流 ( communication ) 、时 间

( time) 等，均在 3． 5 以上。其次，十年来国外学者

有关在线学习的研究热点有所不同，学者们在初期

阶段( 2012—2013 年) 比较关注教学 /学习策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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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交流讨论等问题; 中期及后期( 2016—2019 年) 则

将关注点放在教学方式( 交互) 、学习平台及模式构

建等问题上。最后，排名前 15 位的关键词突现时段

均较短，这表明此主题下研究热点的多元性与多变

性，对比来看，突变时间段稍长的关键词有“远程教

育”“教学 /学习策略”等，持续时间为 4 年。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 一) 研究结论

本文透过可视化图谱清晰直观地梳理了近十年

来国内外“在线学习”领域的研究现状及热点，并得

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国内外研究差异较

大，存在横向互补关系。国外学者有关在线学习的

研究选题较微观，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专业性及

针对性强，如在自我调节学习( SＲL) 模式的应用基

础上，探讨不同自我调节类型下的在线学习特征。
其研究过程更加深入，多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如通过

控制变量，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在线学习与混合

式学习的学习成效进行比较。而国内的研究选题则

较为宏观，多注重现象的描述和经验的总结，关注点

多集中于在线学习的研究现状及热点话题、模型的

构建及应用等。研究方法层面，虽然混合研究逐步

增多，但部分文章结论较泛化，缺少深度，对策及建

议的实用性还有待提升。
第二，在研究领域上，国内外学者对于在线学习

研究领域的选择侧重点有所不同，呈现分化特征。
有关在线学习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机

领域的在线学习，一类是教育领域的在线学习。国

外学者更加关注教育本身，研究方向多集中于教育

学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如本科生在线学习参

与度与学习绩效的相关性、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向、游
戏化教学方式的探索、学习理解力的提升等。对比

来说，我国学者的研究则更倾向于后者，把较多精力

放在技术领域上，且涉及的学科类别多样化，从生态

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元化视角出发，构建在线学

习平台、学习模式及评估体系。
第三，在研究对象上，国内外学者对在线学习的

不同主体均有分析，但对比来看，国外研究所涉及的

研究对象更为多元。国外学者选取的研究对象相对

系统全面，涵盖了学习者、知识传授者及社会支持者

( 包括家人、同伴、同事、领导、社区等) 。我国的研

究则注重双向化，即教学交互，强调学习环境中双主

体的交流及相互作用。同时，我国有关学习者的研

究涉猎较广，不仅包括普通在校学习者，也关注社会

人士、残疾人等特殊学习群体。但有关教师这一对

象的研究较少，且内容较浅，即从教师角度探讨职业

发展规划、在线学习环境、教育方式方法等的研究并

不多。
第四，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由于在线学习的

研究基础及本身的发展程度不一致，国外在线学习

的研究较国内而言更加系统完善，更具引导性。国

外有关在线学习的研究自 1990 年开始，开展较早，

观念也更加深入，包括概念的理解与认识、应用机制

及操作、测量与评估等方面。而随着我国远程教育

的飞速发展，学者们积极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并结合

国内社会文化背景，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线上学

习模式，通过其跨越时空的特点，助力教育公平、扶
贫脱贫，使我国在线学习的理论及应用研究得到进

一步完善和发展。
( 二) 我国在线学习研究的未来展望

第一，丰富有关在线学习的研究体系，细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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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科学方法进行探

索。例如，我国至今尚未出台有关在线学习的专业

评估标准，而要形成规范、合理的评估体系，需在实

践中不断总结与完善，由此研究者可以围绕在线学

习者认知及心理发展等方面进行科学测量，构建具

有信度和效度的在线学习指标体系，拓宽研究深度，

最终促进在线学习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发展。
第二，深化教育领域中有关在线学习具体内容

的研究，如学习需求、学习动机、学习结果、课程设计

等，以为技术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使研究者能

够根据用户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在线学习模式，构

建评估体系。同时，未来有关在线学习的研究应尽

可能全方位辐射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

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等在内的教育层

次，并继续加强学科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完善教育

网络，为终身教育的发展贡献力量。
第三，扩大研究对象范围，从学习者、教育者、支

持者等多个主体入手，即要对单个主体进行细致研

究，也要关注不同主体间的密切联系及相互作用。
教师发挥着知识传授及学习者行为引导的重要作

用，因此研究人员应对其角色定位、教育动机、自我

反思及学习交流情况等进行探究，以明确教师在网

络教育中的发展路径，促进教师专业化进程。同时，

家人、同伴、政府等社会力量往往能为学生带来物质

与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对学习者尤其是非在校学

习者的学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应成为关注

的重点。
第四，着眼国际比较研究，围绕在线学习开展国

与国之间的对比研究、某国在线学习现状及政策等

方面的研究，使我国在线学习领域的探索向跨文化、
全球化的方向迈进。同时，我国学者要积极与国外

学者进行经验交流与讨论，汲取他国在实践及理论

研究方面的有益经验，并通过访学、合作发文等方式

加强联系，逐步建立“在线学习”领域的高层次研究

机构及优质学者群，最终形成多元融合、协同推进的

在线学习模式，为我国及世界各国在线学习的发展

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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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Ｒesearch on Online Learning in the Past Decade
—A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LYU Yi-jing，ZHANG Ｒong
(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4，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realization form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online learning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i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the visualization is mapped by CiteSpace soft-
war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literature on the topic of online learning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2012 to 2021 in terms of publication
trend，institutional author distribution network，keywords，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and compares the research content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perspectives，research methods，research fields，research objects，depth and breadth of re-
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future，researchers in China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cientificity of the methods and the di-
versity of the subjects，and strengthen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the education field at abroad，so as to make online learning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synthesis and systematization．
【Key words】online learning;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dista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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