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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系统全面地回顾和总结国内关于教育扶贫的研究ꎬ对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中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的 ４４７ 篇核心期刊文献

进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图谱分析ꎬ其中包括文献年代变化分析、核心作者与核心机构共现网络分析以及关键词时区图谱分析

等ꎮ 研究结果表明:学术界关于教育扶贫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ꎬ即什么是教育扶贫、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扶贫以及

怎样进行教育扶贫ꎬ在此基础上试图审视、提炼和总结该领域在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视角上存在的不足之处并给予展

望ꎬ以期进一步推动和深化教育扶贫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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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考察实践中首

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以来ꎬ“精准扶贫”工作就在

全国各地广泛地开展起来ꎮ “精准扶贫”具有丰富

的理论内涵ꎬ而教育扶贫就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

容之一ꎬ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ꎬ防止返贫和致贫的

柔性力量ꎮ “教育扶贫在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

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持续性的作用” [１]１２ꎬ它“不
仅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ꎬ更是经济获得

更大、更长远发展的基础力量” [２]１４４ꎮ 近几年学术界

关于“教育扶贫”的相关研究不断增长ꎬ且逐渐成为

热点话题ꎮ 因此ꎬ我们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软件ꎬ
采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方法ꎬ深入剖析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９ 年度关于教育扶贫的研究成果ꎬ对其现状特

征、主题热点以及发展态势进行详细解读ꎬ以期为

教育扶贫研究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ꎬ进而更深层次

地推动其研究走向深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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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科 学 知 识 图 谱 是 以 知 识 域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ｏｍａｉｎ)为对象ꎬ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

系的一种图像ꎮ 它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与

特征ꎬ显示了知识元或知识群之间网络、结构、互
动、演化等诸多隐含的复杂关系ꎮ” [３]２４２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软件就是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重要工具之

一ꎮ 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软件ꎬ我们能够准确地提

取该研究领域发文的有关基本信息ꎬ如关键词、作
者、机构等ꎬ然后对所提取数据进行系统加工ꎬ最后

用可视化图谱的方式ꎬ将该知识领域的合作关系、
共引类聚、演化进程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ꎮ 因此ꎬ
采用 Ｃｔｉ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软件对教育扶贫进行研究ꎬ进
一步梳理、透析、提炼和概括该领域的研究状况ꎬ以
期为今后扶贫和脱贫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ꎮ
(二)数据来源

将中国知网数据库(ＣＮＫＩ)作为检索源ꎬ应用数

据库中期刊的高级检索功能ꎬ设定文章主题为“教
育扶贫”ꎬ时间跨度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ꎬ期刊来源类

别为 “核心期刊” 和 “ ＣＳＳＣＩ”ꎬ检索条件均为 “精

确”ꎬ剔除重复无效文献ꎬ共计检出中文文献 ４４７
篇ꎬ相关文献均包含作者、机构、关键词等基本信

息ꎮ 通过对文献的计量统计ꎬ我们能够清晰地看

到ꎬ有 １０ 家期刊刊文量≥９ 篇ꎬ其中«职教论坛»刊
文量位居榜首ꎬ共计 ２６ 篇ꎬ如表 １ 所示ꎮ 以国家社

科基金作为经费来源的文献共 ６４ 篇ꎬ占总文献的

１３ ４％ꎬ其余资金来源包括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全
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以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ꎮ

二、教育扶贫研究的现状解读

(一)文献年代分析
表 １　 教育扶贫刊文量一览表

序号 主要期刊来源 刊文量

１ 职教论坛 ２６
２ 教育与职业 ２５
３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３
４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２１
５ 人民论坛 １９
６ 教育与经济 １９
７ 教育研究 １０
８ 教育理论与实践 ９
９ 教学与管理 ９
１０ 电化教育研究 ９

　 　 通过绘制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教育扶贫研究的文献

年代变化趋势图(图 １)ꎬ不难看出ꎬ关于该研究主题

总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ꎬ 即初始阶段 (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平稳发展阶段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再次提升阶段(２０１８—２０１９)ꎮ 该领

域的发文量能够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开始ꎬ两次出

现陡增ꎬ与这一时间段的两大事件息息相关ꎮ ２０１４
年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

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ꎬ明确提出“要
继续深化改革ꎬ尤其是教育改革ꎬ要不断创新教育

扶贫开发工作机制ꎬ全面实施教育扶贫工程”ꎮ
２０１８ 年ꎬ教育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印发«深度贫困地

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ꎬ明确

提出“要用三年时间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ꎬ
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发展教育脱一批’的

重要任务”ꎮ 自此ꎬ学术界便紧跟党的领导和政策

引领ꎬ学术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ꎮ

图 １　 教育扶贫文献年代变化

(二)作者合作分析

为了准确获悉教育扶贫研究的核心作者及其

合作强度ꎬ我们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软件ꎬ对所有

研究者的相关信息进行深刻分析ꎮ 在此ꎬ设置时间

跨度(Ｔｉｍｅ Ｓｐａｎ)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ꎬ时间切片(Ｙｅａｒ
Ｐｅｒ Ｓｌｉｃｅ)为 １ 年ꎬ节点类型(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为作者ꎬ筛
选阈值(ＴｏｐＮ)为 ５０ꎬ即表示每个时间段中以前 ５０
位作者数据来形成作者合作共现网络图ꎮ 由此得

到节点数为 １８６ꎬ连线数为 ７７ꎬ网络密度为０ ００４ ５
的作者合作共现网络图谱ꎬ如图 ２ 所示ꎮ 根据普莱

斯定 律 ( Ｐｒｉｃｅ Ｌａｗ) 的 计 算 公 式: Ｍ ＝ ０ ７４９ ∗
(Ｎｍａｘ) ０ ５ꎬＮｍａｘ表示该统计时段中作者个人最多发

文量ꎬＭ 表示发文量在 Ｍ 篇以上的为核心作者ꎬ故
而得知 Ｍ 为 １ ６７ꎬ那么发文量在 ２ 篇以上的作者即

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ꎮ 所以袁利平、侯长林、胡军、
王学男、张永丽、张文杰、姚松、唐智彬等人构成该

领域的核心作者群ꎬ其中袁利平和侯长林均以发文

量 ５ 篇共同位居榜首ꎮ 在作者合作共现网络图谱

中ꎬ作者间是否存在连线是判断作者之间是否存在

合作关系的重要标志ꎬ而连线的粗细则表示合作的

强度大小ꎮ 从图 ２ 可见ꎬ该领域的发文类型多以个

人研究为主ꎬ团队合作强度明显不足ꎬ仅个别合作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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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较为突出ꎬ如费丽娜团队、侯长林团队、任友群

团队、朱爱国团队、刘媛团队等ꎮ 由此可见ꎬ该领域

的团队合作研究还有待加强ꎮ

图 ２　 教育扶贫作者合作共现网络图谱

(三)核心机构分析

整理教育扶贫研究所涉及的全部机构ꎬ下属二

级机构从属一级机构ꎬ以一级机构为统计口径ꎮ 如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

教育发展研究院均为二级机构ꎬ故以东北师范大学

一级机构统计ꎮ 如此计算ꎬ得到发文量前 １０ 名的核

心机构ꎬ如表 ２ 所示ꎮ 运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软件ꎬ
将节点类型(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设置为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其余设定方式与上述作者合作共现网络相同ꎬ由此

得到节点数为 １６４ꎬ 连线数为 ５２ꎬ 网络密度为

０ ００３ ９的机构合作共现网络图谱(如图 ３)ꎮ 根据

普莱斯定律(Ｐｒｉｃｅ Ｌａｗ)Ｍ ＝ ０ ７４９∗(Ｎｍａｘ) ０ ５ꎬ计算

所得发文量≥４ 篇的机构为核心机构ꎮ 由表 ２ 可

知ꎬ前 １０ 名机构发文量均大于 ４ 篇ꎬ所以均为核心

机构ꎮ
表 ２　 教育扶贫研究机构

序号 核心机构 发文量

１ 北京师范大学 ２３
２ 西南大学 １６
３ 陕西师范大学 １３
４ 西北师范大学 １２
５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１１
６ 中央民族大学 ８
７ 华东师范大学 ８
８ 东北师范大学 ８
９ 武汉大学 ８
１０ 华中师范大学 ７

三、教育扶贫研究的热点剖析

(一)热点频次与共现分析

关键词反映了文章论述的核心内容ꎬ是对作者

思想的精准提炼和高度总结ꎮ 为此ꎬ我们试图通过

统计教育扶贫研究的关键词频次以及分析各关键

词之间的关联强度ꎬ获悉该领域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的

研究热点ꎮ 首先ꎬ通过运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软件ꎬ
将 节 点 类 型 ( 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 ) 设 置 为 关 键 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ꎬ其他设置均与上述“作者合作共现网

络”相同ꎮ 由此ꎬ得到节点数为 ３０１ꎬ连线数为 ５５９ꎬ
网络密度为０ ０１２ ４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图 ４)ꎮ
然后ꎬ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ꎬ统计教育扶贫研究领

域的前 １０ 名关键词ꎬ如表 ３ 所示ꎮ 根据高频关键词

一览表和共现网络图谱ꎬ不难获悉ꎬ该领域的研究

热点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广泛展开ꎬ即教育扶贫、精
准扶贫、职业教育和教育精准扶贫等ꎮ 除此之外ꎬ
农村职业教育、教育公平、教育扶贫政策、脱贫攻

坚、民族地区也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热点话题ꎮ

图 ３　 教育扶贫机构合作共现网络图谱

图 ４　 教育扶贫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表 ３　 教育扶贫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 精准扶贫 １５５
２ 教育扶贫 １４５
３ 职业教育 ７６
４ 教育精准扶贫 ５３
５ 民族地区 １５
６ 路径 １４
７ 教育信息化 １２
８ 农村职业教育 １１
９ 脱贫攻坚 １１
１０ 职业教育扶贫 １０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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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键词类聚与趋势分析

基于上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中各关键词间的

共现关系及其强度大小ꎬ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软

件ꎬ对教育扶贫研究进行关键词类聚分析ꎬ生成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 值为 ０ ６５８ ５ ( ０ ４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 <０ ８ )ꎬ
Ｍｅａｎ 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 值为０ ７９１ ３(０ <Ｍｅａｎ 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 <１)
的关键词类聚图谱(图 ５)ꎮ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 值和 Ｍｅａｎ
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 值与色块类聚内的相似性成正比ꎬ相似度

较高ꎬ结构既合理又显著ꎬ因此类聚较为成功ꎮ 由

图 ５ 所示ꎬ剔除重复类聚标签＃６ 乡村振兴ꎬ此次一

共生成包含＃０ 职业教育、＃１ 教育扶贫、＃２ 教育精准

扶贫、＃３ 职业院校、＃４ 习近平、＃５ 脱贫攻坚、＃７ 滇

西、＃８ 西藏、＃９ 经济学科、＃１０ 乡村振兴、＃１２ 精神贫

困等 １１ 个类聚ꎮ

图 ５　 教育扶贫关键词类聚图谱

为了进一步研究教育扶贫领域的演化趋势与

路径ꎬ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的基础上ꎬ选择“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按钮ꎬ设置各节点参数ꎬ调整各关键词位置ꎬ生
成关键词时区图谱ꎬ如图 ６ 所示ꎬ以此研究热点随着

时间而变化的发展趋势ꎮ 通过教育扶贫关键词类

聚图谱(图 ５)和教育扶贫关键词时区图谱(图 ６)ꎬ
不难看出ꎬ在众多热点关键词中ꎬ“教育扶贫”和“职
业教育”在 ２０１３ 至 ２０１４ 年间出现的频次尤为突出ꎮ
“扶贫工程”“扶贫开发”“教育公平”等关键词也深

受广大研究者的追捧ꎬ进而形成了类聚 ０ 和类聚 １ꎮ
在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７ 年之间ꎬ关键词“教育精准扶贫”
和“精准扶贫”频繁出现ꎬ也由此导致了类聚 ２“教育

精准扶贫”的出现ꎮ 除此之外ꎬ“习近平”“教育扶贫

政策”“国培计划” “脱贫攻坚” “民族地区”等高频

关键词所形成的类聚 ４“习近平”ꎬ也体现了国家对

民族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高度关注与政策支援ꎮ
尤其是“职业教育”在关键词类聚和时区图谱中出

现多次ꎬ显得尤为重要ꎬ例如“职业教育”“农村职业

教育”“职业院校”“职业教育和培训”“中等职业教

育”“职业教育扶贫”等ꎮ

图 ６　 教育扶贫关键词时区图谱

(三)关键词内容与动态分析

基于上述各类聚之间的联系和时区图谱中关

键词的块状分布情况ꎬ我们对国内关于教育扶贫研

究进行动态分析ꎬ合并表述不一但内容联系较为密

切且相似的类聚ꎬ由此判断归纳出教育扶贫的研究

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ꎮ 这三个方面不仅

在演化逻辑上体现着时间的延续性ꎬ而且在实践逻

辑上体现着内容的整体性ꎮ
第一ꎬ什么是教育扶贫ꎬ即教育扶贫的内在意

蕴ꎮ 关于教育扶贫的概念指认和内涵界定是解读

教育扶贫政策ꎬ实施教育扶贫策略ꎬ实现脱贫攻坚ꎬ
从而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和前提ꎮ 为此ꎬ纵观

现有研究成果ꎬ我们不难发现ꎬ学术界对教育扶贫

的内涵界定基本形成共识ꎬ普遍认同手段论和对象

论ꎮ 具体而言:其一ꎬ关于手段论ꎬ即认为教育是实

现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和精神动力ꎬ“依靠教育扶

贫”之力量能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

标ꎮ 例如ꎬ刘军豪等人明确提出教育在扶贫中具有

手段和目标的双重属性ꎬ因此ꎬ其不可避免地具备

双重内涵[６]ꎮ 其中ꎬ以手段作为研究视角ꎬ着重论

述了“依靠教育扶贫的现实演进”ꎬ勾勒出未来“教
育与扶贫协同联动”的发展蓝图ꎮ 又如ꎬ谢德新则

着重强调职业教育的反贫困功能ꎬ指出“职业教育

作为扶贫开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不仅是教育扶

贫的重要内容ꎬ也是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ꎬ认为职

业教育是阻断“代际传递”ꎬ斩断“恶性循环链”的重

要手段[７]ꎮ 再如ꎬ傅右全则以教育扶贫的科学内涵

为切入点ꎬ强调相对于物质贫困而言ꎬ思想贫困才

是深度贫困的症候所在ꎬ而教育扶贫恰恰是解决思

想贫困ꎬ实现“授之以渔”的“标本兼治”之法[８]ꎮ 其

二ꎬ关于对象论ꎬ即认为教育扶贫的重要对象就是

教育本身ꎬ通过“扶教育之贫”ꎬ解决贫困地区ꎬ尤其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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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难题ꎬ摆脱教育发展的

现实困境ꎮ 例如ꎬ仲敏从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辨析

入手ꎬ指出“精准扶教育之贫”是“依靠教育精准扶

贫”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石ꎬ认为二者存在“唇亡齿

寒”之特殊关系ꎬ唯有紧密衔接与有机结合ꎬ方能最

大程度地发挥教育扶贫之功效[９]ꎮ 刘军豪等人则

从其理论基础入手ꎬ特别强调了“扶教育之贫”对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正向价值[６]ꎮ 又

如ꎬ汪德华等人运用相关数据详细、合理地论证了

实施“扶教育之贫”政策对民族贫困地区基础教育

的促进作用[１０]ꎮ 再如ꎬ谢君君则立足于海南地区ꎬ
以海南教育移民政策为切入点ꎬ深刻论述了海南

“教育＋移民”的扶贫新模式对该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的促进作用[１１]ꎮ
第二ꎬ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扶贫ꎬ即教育扶贫的

现实探因ꎮ 在教育扶贫概念指认和内涵界定的基

础上ꎬ对其原因进一步剖析和探讨ꎬ是审视自身、考
察不足和评估成效的重要环节ꎮ 鉴于此ꎬ笔者对相

关文献进行了阅读与梳理ꎬ将其最终归因为价值、
功能与现实的三重维度ꎮ 其一ꎬ在价值维度上ꎬ李
兴洲以教育扶贫的历史使命为切入点ꎬ从“三原则”
和“三理念”深刻阐述了“教育扶贫的本质是实现社

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１２]ꎮ 孙雪晴在深入剖析教

育精准扶贫内涵的基础上ꎬ从教育的个体与社会的

双重功能出发ꎬ指出合理可行性的教育方案和资助

帮扶ꎬ不仅有利于“改变以往对教育的认知误区ꎬ打
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枷锁”ꎬ而且有利于“提高贫困人

口素质ꎬ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１３]ꎮ 而金

久仁则从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可行路径三个层面

论述了精准扶贫视域下推进和落实城乡教育公平

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ꎬ强调“教育扶贫具有

‘功在当下’而又‘利于长远’的双重效能” [１４]ꎮ
其二ꎬ在功能维度上ꎬ朱德全等学者从农民工

城镇化的视角ꎬ分别论述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三

重逻辑ꎬ即起点逻辑、价值逻辑和行动逻辑ꎬ指出职

业教育所蕴含的补偿性和发展性功能是帮助农民

工改善就业、缩小贫困差距、认同城市文明、消弭精

神困苦的“希望工程” [１５]ꎮ 而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

秉林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农

民的培养、贫困代际传递的切断等方面论述了“教
育扶贫不仅是国家战略的实施要求ꎬ还是实现教育

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ꎬ更是最终摆脱贫困的

智力扶持方式” [１６]ꎮ 其三ꎬ在现实维度上ꎬ章文光认

为“贫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ꎬ而“教育程

度低、脱贫意识匮乏恰恰是其内在因素”ꎬ建议从个

人、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给予相应对策[１７]ꎮ 袁利平

等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的两个层面ꎬ论述了教育扶贫

不仅具有助力中国特色扶贫事业蓬勃发展的国内

意义ꎬ而且还具有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新力量、拓
宽新视野、探索新模式、开辟新路径的国际意义[１８]ꎮ

第三ꎬ如何进行教育扶贫ꎬ即教育扶贫的实践

径路ꎮ 习近平指出ꎬ“摆脱贫困ꎬ首要并不是摆脱物

质的贫困ꎬ而是摆脱意识和思想的贫困ꎮ 扶贫必扶

智ꎬ治贫先治愚ꎮ”“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富口袋’ꎬ
更要注意‘富脑袋’” [１９]２３２ꎮ 教育扶贫作为一种柔性

化的脱贫和致富手段ꎬ虽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了重要力量ꎬ但是在推进和落

实教育扶贫政策上ꎬ仍然面临着诸多现实难题ꎮ 鉴

于此ꎬ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探索实施教育扶贫的可行

性路径ꎮ 其一ꎬ从政治层面上来看ꎬ孟照海从国际

化扶贫经验与本土化实际脱贫开发工作的大视野ꎬ
论述了教育扶贫的理论依据和实现条件ꎬ指出个人

能力的缺陷或文化基因的流失并不是致贫之症结

所在ꎬ而转变扶贫开发教育模式、深化教育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才是“寒门出贵子”的有力举措[２０]ꎮ 其

二ꎬ从文化层面上来看ꎬ吴霓主张“要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夯实教育扶贫的根基”ꎬ尤其是在学校

教育上ꎬ“切实增强脱贫的内生动力” [２１]ꎮ 曹艳春

等学者认为“培育扶贫脱贫动力机制重在解决精神

扶贫”ꎬ尤其是观念落后、惰性滋生、风气不纯等现

实难题ꎬ强调要构建集科技、文化、教育和健康为一

体的扶贫支撑保障体系[２２]ꎮ 王爱桂则认为要想使

得部分贫困人口“从精神贫困走向精神富裕”ꎬ就必

须注重物质基础、精神支撑、文化建设、思想引领和

教育之法的培育和践行[２３]ꎮ 其三ꎬ从经济层面上来

看ꎬ陈惠敏推崇实行“协同优化”模式ꎬ认为“经济结

构优化升级与教育扶贫协同发展是深度贫困地区

精准扶贫的内在要求”ꎬ指出要分别建立学校、政
府、产业和企业、学校、贫困人口双重运行机制[２４]ꎮ
而李延平以“互联网＋”的思路为突破口ꎬ认为“互联

网＋职业教育”的模式构建是助力西部农村扶贫工

作之有效路径[２５]ꎮ 其四ꎬ从战略层面上来看ꎬ袁利

平等学者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ꎬ深入分析了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演化路径、关键历史转折和显

著特征ꎬ从战略性的高度对我国未来教育扶贫政策

提出了新的构想ꎬ即坚持由效率到效益、由宏观到

具体、由单一到多元的“三转变” [２６]ꎮ 而姚松在总

结我国教育扶贫政策成就与创新的基础上ꎬ对我国

教育扶贫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ꎬ指出教育扶贫在政

策理念、内容、制度和评估等方面有待继续完善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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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强调未来我国教育扶贫政策要“立足于国家扶贫

大格局ꎬ构建扶贫成效评价机制ꎬ实现教育扶贫的

可持续” [２７]ꎮ

四、结论与展望

通过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软件ꎬ对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中国知网数据库(ＣＮＫＩ)中ꎬ以“教育扶贫”为主

题词的 ４４７ 篇高质量高水平的核心文章进行梳理与

分析ꎬ得到如下结论ꎮ
首先ꎬ从研究现状来看ꎬ自从教育扶贫逐渐成

为热点话题ꎬ总体上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ꎬ但仍存

在些许薄弱之处有待完善ꎮ 具体而言:其一ꎬ论其

研究主体ꎬ可见其研究团队规模小ꎬ多呈现点状分

布ꎬ未能形成核心作者群ꎮ 由图 ２ 不难看出ꎬ仅部分

作者存在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ꎬ例如董孝斌、费
丽娜、侯长林、任友群等ꎮ 从表 ２ 与图 ３ 可见ꎬ核心

机构多以 ２１１ 或 ９８５ 级别的师范类院校或研究院所

为主ꎬ机构之间联系与合作较少ꎬ仅个别院所存在

密切联系ꎮ 因此ꎬ从总体上来看ꎬ合作状况松散且

不佳ꎬ合作态势有待加强ꎮ 其二ꎬ论其研究领域ꎬ可
见相关研究学科与领域分布不均ꎬ未能形成明显优

势ꎮ 学术界关于教育扶贫研究以人文社科类学科

为主ꎬ尤其是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占重

要组成部分ꎬ而跨学科研究领域相对较少ꎬ研究方

向也仅局限于本学科领域ꎮ 其三ꎬ论其研究趋势ꎬ
职业教育、教育信息化、“互联网＋”模式逐渐成为教

育扶贫研究之主流ꎬ而其他相关选题则相对涉及较

少ꎬ例如“精神扶贫”“贫困文化”等ꎮ 从期刊分布来

看(表 １)ꎬ职业教育类期刊刊登教育扶贫主题的文

章居多ꎬ排名前四的期刊有“职教论坛” “教育与职

业”“职业技术教育”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等ꎬ教育

扶贫研究也因此具有明显的教育属性ꎮ
其次ꎬ从研究内容上看ꎬ关于教育扶贫为主题

的相关文献ꎬ其研究内容虽在不断丰富和发展ꎬ但
是仍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ꎮ 研究内容由“什么是

教育扶贫”和“为什么要实行教育扶贫”向“如何进

行教育扶贫”转变ꎬ但是总体看来ꎬ有影响力的研究

成果不多ꎬ且以注释性或解读性文本居多ꎬ此方面

的学术专著更是屈指可数ꎮ 具体而言ꎬ其一ꎬ在“什
么是教育扶贫”方面ꎬ学术界主要是从“依靠教育扶

贫”和“扶教育之贫”两个层面ꎬ分析教育和扶贫之

间的逻辑关系ꎮ 一方面ꎬ提出教育是扶贫的手段和

载体ꎬ另一方面又指出扶贫是教育的目标和方向ꎮ
其二ꎬ在“为什么要实行教育扶贫”方面ꎬ研究主要

立足于价值、功能和现实三个维度ꎬ从教育扶贫与

公平正义的关系、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与民族地区

发展之间的关系、与农民工生活状况之间的关系、
与全球贫困治理之间的关系等方面ꎬ深刻揭示了教

育扶贫的价值和意义ꎮ 其三ꎬ在“为什么要实行教

育扶贫”方面ꎬ研究主要分成政治、经济、文化、战略

这四种方法论径路ꎬ这四种径路都是习近平扶贫观

的深刻体现和生动演绎ꎮ
最后ꎬ从研究视角来看ꎬ基本上仅局限于以国

内研究视角为主ꎬ探索更多的是以何种手段或方式

实现国内的教育扶贫ꎬ而相对于研究国际化扶贫经

验而言则寥寥无几ꎮ 扶贫不是单纯某个国家的事

物ꎬ教育扶贫也不是某个国家所特有的事物ꎬ所以

站在国际化的高度看教育扶贫的实施与运转ꎬ研究

国内教育扶贫经验与国际贫困治理之间的关系ꎬ也
是非常有必要的ꎮ

鉴于上述不足之处ꎬ我们认为在未来关于教育

扶贫领域的研究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ꎬ从研究现状来看ꎬ要加强核心机构与核

心作者以及各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ꎮ
多学科、多维度的综合性研究思维必将成为未来教

育扶贫研究的重点和方向ꎮ 毕竟ꎬ局限于某一单一

领域的研究缩短了研究视野ꎬ不利于全面综合地看

待问题ꎬ也不利于更深层次地透视隐藏于其中的

“秘密”ꎮ 换言之ꎬ就是既要运用归纳与演绎、历史

与逻辑、分析与综合等人文社科的思维分析方法ꎬ
又要注重包含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

学、哲学等学科在内的交叉分析方法ꎮ
其二ꎬ从研究内容上看ꎬ要注重多维度理论解

读和实践创新的有机结合ꎮ 要不断地深入挖掘蕴

含在该领域的相关资源ꎬ不仅包含价值、功能、意义

等宏观层面ꎬ还包含教育扶贫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与公平正义的关系等中观

层面以及如何将理论运用到具体生活实践中去的

地方实践研究等微观层面的内容ꎮ 如此才能对相

关有益经验进行总结ꎬ对失败和不足进行反思ꎬ进
而不断丰富教育扶贫的理论内容ꎬ推动理论与实践

的融合创新与协调发展ꎮ
其三ꎬ从研究视角来看ꎬ要立足于国际、国内两

个大局ꎬ坚持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探索视角ꎮ 一方

面ꎬ在纵向上ꎬ要不断深挖国内关于教育扶贫的相

关资源ꎬ整合研究成果ꎬ使其理论更加丰富ꎻ另一方

面ꎬ在横向上ꎬ要秉持开阔的国际化视野ꎬ使国内扶

贫经验与国际贫困治理相结合ꎬ不断寻求两者的

“契合点”ꎬ实现与国际接轨ꎬ为国际贫困治理提供

中国特色的扶贫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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