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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综合改革的深化，尤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政策提出分类招生、多元录取、综合评价

的新招考模式倒逼学校教育教学发生变革。文章运用文献计量可视化研究方法，对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７年以来我

国选课走班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在政策变革驱动下，我国高中学校丞须构建选课走班教学新形态。走班化

教学的实践经验，应进一步增强理论性研究，增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加强研究内容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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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走班模式即走班化授课模式，指学生根据

自身的学习特点和需求选择不同的教学班进行学习

的模式。［１］选课走班教学模式是对传统 教 学 组 织 方

式进行的一种 创 新 改 革。２０１０年 教 育 部 颁 布 《国

家中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以下简称 《纲要》）明确指出，“要深化教育

体制改 革，创 新 人 才 培 养 模 式。遵 循 人 才 成 长 规

律，注重因材施教，树立全面发展观念，推进走班

制等教学管理制度改革。”［２］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关于

深化考 试 招 生 制 度 改 革 的 实 施 意 见》指 出，２０１７

年全面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形成分类考试、综

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 生 模 式。［３］本 轮 考 试 招

生制度改革推进考试评价的育人导向，倒逼学校教

育教学的变革，建设多样化课程、实施选课走班教

学成为在教育改革形势下学校教学组织方式的必然

形式。但选课走班教学模式与传统班级授课模式差

异巨大，由于缺乏实践经验，给我国绝大多数中小

学校管理者带来巨大压力。事实上，从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起，尤其在 《纲要》提出推进走班制教学管理

制度改革以来，我国部分中小学自发在选课走班教

学上开展了一定的实践探索，在单科走班、多科走

班以及分层走班教学方面积累了宝 贵 的 经 验。［４］因

此，面临改革新形势的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应尽快

适应新形势，深入挖掘选课走班教学的实践 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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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借鉴经验、转化成果到创新教学组织形式，走出

一条多样化办学之路。

为了解 《纲要》提出以来我国选课走班教学模

式的探索经验，本研究运用科学计量可视化研究方

法，对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７年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为文献来源，利用中国

知网的高级检索功能，分别以 “选课走班” “走班

制”为主题进行 文 献 检 索，发 表 时 间 跨 度 为２０１０
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０日。经过严格筛选，

去除会议纪要、通讯稿件、报道、访谈及相关性较

弱的文献，最终筛选出５５０篇文献，以这些文献作

为本研究数据源。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科学计量可视化分析，将统计分析

结果以图表形式直观地呈现出来。利用文献计量分

析软件ＳＡＴＩ３．２与 社 会 网 络 分 析 软 件 Ｕｃｉｎｅｔ６．０
两种研 究 工 具，从 该 领 域 的 文 献 产 出 分 布、关 键

词、作者 合 作 群 以 及 刊 源 分 布 四 个 方 面，对 《纲

要》提出以来选课走班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数据分

析，反映该领域的文献分布、研究热点及作者产出

与合作等研究现状。

二、研究现状分析

（一）文献产出与分布

图１　选课走班相关文献年度发表情况

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７年期间，选课走班

相关文献年度发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相关文献研究发表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为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０年 教 育 部 发 布 《纲

要》，指示要推进走班制等教学管理制度改 革，社

会开始关注选课走班研究，该阶段文献发表数量较

为平稳，增长缓 慢，平 均 年 发 文 量 为２４．６篇。第

二阶段为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７年。该阶段科研文献发表数

量迅速增 多，２０１７年 达 到 最 高，有１８０篇，平 均

年发 文 量 为１４２．３３篇。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教 育 部

《关于 普 通 高 中 学 业 水 平 考 试 的 实 施 意 见》指 出

“学生可根据自身需求在物理、化学、生物、历史、

思想政治、地理等科目中自主选择三门科目进行学

业水平考试”［５］。据此，上海市 和 浙 江 省 成 为 选 课

走班实验试点，选课走班的研究热度迅速上升，相

关文献研究迅速增多。

（二）关键词词频与共现分析

１．关键词词频与共现图谱

关键词是一些能够体现文献中心的归纳性焦点

词汇。关键词共现指相同的两个或多个关键词在类

别相似的文献中同时出现。通过统计文献的两两主

题词在同一篇文献出现的频率，可以形成一个由这

些主题词相互关联的共词网络，反映相应主题内容

的亲疏 关 系，主 题 词 出 现 次 数 越 多，则 关 系 越 密

切。［６］本 文 通 过 社 会 网 络 分 析 软 件 Ｕｃｉｎｅｔ６．０以 及

Ｎｅｔｄｒａｗ软件，形 成 选 课 走 班 关 键 词 网 络 共 现 图

谱，再利用文 献 计 量 分 析 软 件ＳＡＴＩ３．２提 取 选 课

走班５５０篇相关期刊文献的关键词，共计１７００个，

频次最高为１０３次。文献中关于某一方面的研究越

多，相关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选取高频关键词

进行分析可以减少低频词对统计过程的干扰并简化

统计过程。［７］因此，本研究选取 词 频 为７及 以 上 的

高频关键 词，使 分 析 结 果 更 具 有 代 表 性。 （如 表

１）。

由表１可以看出，关键词词频在７及以上的有

６７个，占总数的３．９４％，合计频次１０７４次，占总

频次的３２．２８％，能够概括性地反映选课走班领域

的研究热点。对选课走班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以及高频关键词词频进行分析，可以初步发现选课

走班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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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选课走班领域关键词词频情况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 走班制 １０８　 ３５ 班制 １１

２ 高考改革 ６６　 ３６ 层次的 １０

３ 行政班 ６４　 ３７ 自主选课 １０

４ 分层教学 ４３　 ３８ 班级活动 １０

５ 教学组织形式 ４２　 ３９ 学习水平 １０

６ 选课走班 ３５　 ４０ 育人模式 １０

７ 学习过程 ３２　 ４１ 因材施教 １０

８ 教学效果 ２０　 ４２ 班级授课制 ９

９ 教育改革 ２０　 ４３ 高中 ９

１０ 课堂教学 ２０　 ４４ 班级管理 ９

１１ 分班 １９　 ４５ 黄冈中学 ９

１２ 新课程改革 １９　 ４６ 学校管理 ８

１３ 分层走班 １８　 ４７ 选课制 ８

１４ 课程设置 １８　 ４８ “走班制” ８

１５ 个体差异 １８　 ４９ 学习方式 ８

１６ 导师制 １７　 ５０ 新课程 ８

１７ 走班教学 １７　 ５１ 初中英语 ８

１８ 走班 １６　 ５２ 高中数学 ８

１９ 普通高中 １５　 ５３ 班级管理工作 ７

２０ 走班制教学 １５　 ５４ 层次教学 ７

２１ 选考 １５　 ５５ 高考 ７

２２ 学习能力 １５　 ５６ 学校特色 ７

２３ 考试招生制度 １５　 ５７ 策略 ７

２４ 高中教育 １４　 ５８ 美国高中 ７

２５ 自主学习 １４　 ５９ 高中课程改革 ７

２６ 分层走班制 １４　 ６０ 育人目标 ７

２７ 学业水平 １３　 ６１ 备课组 ７

２８ 最近发展区 １３　 ６２ 任课老师 ７

２９ 新高考 １２　 ６３ 分层 ７

３０ 实践 １２　 ６４ 课程选择 ７

３１ 集体备课 １２　 ６５ 新课改 ７

３２ 学习态度 １２　 ６６ “走班制”教学 ７

３３ 教学管理 １２　 ６７ 班级文化 ７

３４ 教学策略 １１ 合计：１０７４

　　一是选课走班制度的实施研究。包括教学组织

形式、选 课 走 班、分 层 走 班 以 及 自 主 选 课 等 关 键

词。在对选课走班的研究上，主要关注实施形式以

及自主选课。在实施形式方面，分层走班集中在必

修课程，分类走班集中在选修课程，分项走班集中

在体艺科目上。［８］二是教学与 班 级 管 理 研 究。包 括

学校管理、教学管理、学生管理以及教学策略等关

键词。选课走班模式下如何对学生进行管理是一大

难题，如何进行 教 学 管 理 已 成 为 该 领 域 的 研 究 热

点。三是多元 评 价 机 制 研 究。包 括 选 考、学 业 水

平、终结性评价、综合评价以及考试招生制度等关

键词。多元 评 价 机 制 以 “两 依 据，一 参 考”为 基

础，是指以高考 成 绩 以 及 学 业 水 平 考 试 成 绩 为 依

据，以综合素质评价为参考的高考录取方式。四是

教育理念研究。包括个性化教育、立德树人、教育

目标、最近发展区以及因材施教等关键词。在新一

代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教学方向开始偏向于个性化

教育，尊重个体差异，因材施教。通过关键词共现

图谱及高频关键词词频可以看出不同关键词之间相

互关联，但是关键词共现图谱网络联结较为 复 杂，

为了更好地研究高频关键词之间的联结程度，可以

通过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来进一步体现。

２．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利用统计学的方法，以共词出现的

频率为基础进行分析，把错综复杂的共词网状联结

关系简化成 数 量 较 少 的 若 干 类 群 体 之 间 的 联 结 关

系，并通过树状图及柱状图等直观地表示出来的过

程。［９］聚类分析可以分别将相似度高的 关 键 词 聚 合

为一类，而关系密切的类团会聚合到一个个小的分

类单元，关系疏远的则会聚合到大的分类单元，最

终形成一个由小到大、有层次的分类系统。［１０］通过

利用文献计量分析软件ＳＡＴＩ３．２提取出关键词 相

似矩阵，选取频次为７及以上的共６７个高频关键

词的 相 似 矩 阵，再 通 过 社 会 网 络 分 析 软 件 Ｕｃｉ－
ｎｅｔ６．０形成选课走班高频关键词聚类柱形图，可以

看出选课走班高频关键词可分为５类。

一是普通高中走班制教学研究。包括走班制教

学、高中以及普通高中等关键词，可见高中是选课

走班研究的主要阵地，这与我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倒逼高中教学形态的变化密不可分。利用中国

知网再分别以 “选课走班” “走班制”为主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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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全文含 “高中”一词进行文献检索，经过筛选得

到４３０篇选课走班相关文献，占本文检索文献总数

的７８．１８％。可见，在 《纲要》与 《关于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的指导下，社会对普通

高中选课走班的研究高度关注。

二是选课走班下学生管理及对策研究。包括班

级管理工作、高考、走班以及学校管 理 等 关 键 词。

选课走班模式下班级学生流动大，如何进行教学管

理已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选课走班下学生管理

主要有选课指导管理、班级管理、分层管理、教学

管理和德育管理等几个方面。［１１］通过进一步查找文

献，发现多数学校采取导师制、学长制以及学分制

等类似的措施进行教学管理，如杭州第六中学就采

用成长导师制、任课导师负责制以及学分制等方法

保证学校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１２］

三是选课走班教学实践经验研究。包括初中英

语、走班教学、实践以及高中数学等关键词。选课

走班模式发展 以 来，许 多 学 校 进 行 了 学 科 教 学 尝

试，积累了一些经验，多以数学与英语分层走班教

学为例进行探索。如邱瑶以青岛十五中的数学分层

走班教学为例，分析了学科分层走班教学的 利 弊，

认为学科分 层 走 班 教 学 能 够 促 进 大 部 分 学 生 的 学

习，但也带来一些弊端，如低层级学生学习氛围较

弱、学生心态 不 平 衡 等，只 有 在 学 校 的 生 源、班

额、师资以及教 育 环 境 等 方 面 条 件 都 具 备 的 情 况

下，才能取得相对理想的教学效果。［１３］孙倩就浙江

大学附属中学的英语分层教学进行分析，认为学科

的分层设置 要 科 学 合 理 才 能 有 利 于 学 生 的 健 康 成

长，分层教学的教学方案要依据教学大纲以及实际

情况来制定，同时学校要建立合理完善的评价机制

及教学管理模式保证分层教学的进行。［１４］通过选课

走班实践经验的积累，可以为全国范围内选课走班

模式的实施提供借鉴。

四是选课走班教学策略及考试评价机制的探索

研究。包括美国高中、新课改、育人目标、考试招

生制度以及自主选课等关键词。我国选课走班模式

还处于探索阶段，有学者通过研究美国课程模式探

索适合中国的选课走班制度，如金华定在 《美国高

中选修课与走班制概况与启示》中指出，要加强对

课改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和完善学校的选修课课程

以及选课走班管理制度以及选修课教师培养管理制

度，并鼓励实施多种毕业文凭等。［１５］荣维东在 《美

国教育制度的精髓与中国课程实施制度变革———兼

论美国中学的 “选课制”“学分制”“走班制”》中

指出，中国教育的顶层宏观设计应借鉴各国优秀教

育经验，要有推倒重建的大格局、大魄力，大刀阔

斧地进行教育改革等。［１６］选课走班的基础是课程选

择，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便于学生认清自身条

件自主选课，课 程 选 择 与 新 高 考 考 试 评 价 密 不 可

分。在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下，新高考采用多元评

价机制，选考和学考并重，综合评价学生的各方面

素质。但是近三 年 的 学 业 水 平 考 试 研 究 主 题 较 广

泛，部分主题还有待深入研究。［１７］

五是选课走班下分层教学的探索研究。包括分

层走班、班级管理、新高考、分层走班制以及分层

教学等关键词。分层走班教学是选课走班模式的一

种重要手段，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科学习能力以

及学习兴趣，自主选择到不同层次的班级上课。分

层走班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学生发展差异问

题，但是在实施过程中面临新的问题，如学科的分

层依据是什么？学生评价缺乏科学、有 效 的 依 据，

使得教学管理难度变大。有学者认为，要合理地进

行学科分层，教师要分层交叉教学，并指导学生选

课；改革学生管理方法，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实行

多元评价机制。［１８］

（三）核心作者与网络图谱

１．核心作者产出情况

根据普赖斯定律，某一领域的作者发表的论文

数量至少为 槡ｍ＝０．７４９ Ｎｍａｘ才能成为核心作者，

其中Ｎｍａｘ为 该 领 域 最 高 产 的 作 者 论 文 数。据 统

计，选课走班领域发表论文数量最高者为郭 学 军，

共６篇，代入公式得出 ｍ＝１．８３５，说明选 课 走 班

领域从２０１０年开始，至少要发表２篇 及 以 上 论 文

的作者为核心作者。统计分析得出４９８位作者仅有

４１位 为 核 心 作 者，共１１８篇 文 献，仅 占 总 数 的

２１．４５％，远不足 总 数 的１／２，表 明 核 心 作 者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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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少，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通过对核心作者科研

文献主题进行分析可知，郭学军、李希贵和罗凯主

要关注新高考下课程体系的构建研究；马劭麟和申

屠永庆关注教学方面的探索；王润和任桂斐关注选

课走班体制机制的研究，王润侧重研究选课走班面

临的挑战与超 越，任 桂 斐 侧 重 研 究 学 生 的 自 主 管

理；董莉和任学 宝 关 注 选 课 走 班 探 索 的 经 验 与 反

思，但董莉更多地关注教育理念下的个性化选择。

２．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一个领域研究的迅速发展离不开一群作者共同

致力于该领域研究，并且不断地有科研作品 生 成。

作者间的相互合作有利于资源、经验的共享，促进

该领域的发 展。［１９］通 过 对 作 者 群 的 作 者 合 作 分 析，

可以进一步了解选课走班领域的发展现状。将某一

领域的科研文献作者当作一个网络节点，不同作者

共同发表一篇文章视为一次科学研究合作，合作次

数越多，所形成节点间的网络连接也就越多，就可

以形成整体的作者合作网络。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

析软件Ｕｃｉｎｅｔ６．０生成相关作者合作矩阵，再利用

Ｎｅｔｄｒａｗ软件形成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结果显示，选课走班领域作者合作网络图谱的

联系稀疏，该领域作者科研合作不紧密，研究合作

规模为２－４人，多为独立研究。作者合作聚 集 系

数Ｃ （Ｇ）的大小可以反映该领域作者合作的紧密

程度，系数 的 范 围 在０－１之 间，系 数 越 接 近１，

作者 合 作 的 密 度 越 大。利 用 社 会 网 络 分 析 软 件

Ｕｃｉｎｅｔ６．０计 算 可 以 得 出 聚 集 系 数 Ｃ （Ｇ）＝

０．００１４，数值远小于１，说明该领域的作者合作群

还未形成一个紧密交流的网络。其中最大的研究团

体是以郭学军为中心的四人团体，其中郭学军、于

振丽关注选课走班背景下年级管理的机制与策略研

究，郭学军、李希贵和秦建云关注学校课程体系的

构建研究。其他作者的合作较为零散，文献量数目

少，合作主题不够明显，有待相关主题研究者进一

步合作交流。

（四）期刊来源与分布

布拉福德定律按照载文量将某领域期刊分为三

个区：核心区、相关区以及外围区 （离 散 区）。每

个区的论文数量相近，约为总数的１／３，那么三个

区的期 刊 数 量 比 例 将 呈 现１∶ａ∶ａ２ （ａ＞１）的 关

系。［２０］本研究将所筛选的５５０篇文献分为数量大致

相同的三个 区，三 个 区 的 期 刊 数 量 比 例 为７１∶８５

∶３３７，不符合布拉福德定律三个区的期刊数 量 比

例１∶ａ∶ａ２ （ａ＞１），尚 未 出 现 核 心 期 刊。并 且

５５０篇文献发表在近２０９种期刊上，其中１２４种期

刊只发表了一篇文献，平均期刊载文量仅２．６３篇。

选课走班领域期刊载文量排名位居前７的期刊

共有１１种，并且均为 “教学管理类”和 “教 育 研

究类”期刊。（如图２所示）这些期刊发文量总数

为１３１篇，占文献总数的２３．８２％。其中载文量位

居首位的是 《教育科学论坛》，为２２篇；载文量位

居第２的是 《教学与管理》，为１７篇；载文量位居

第３的是 《中国教师》，为１４篇；载文量位居第４
的是 《教学月刊·中学版 （教学管理）》，为１３篇；

载文量位居第５的是 《中小学管理》，为１２篇；载

文量位居第６的是 《上海教育》 《课 程 教 育 研 究》

《湖北教育 （政务宣传）》《新课程 （下）》以及 《现

代特殊教育》，为９篇，载文量位居第７的是 《基

础教育参考》，为８篇。由此可见，选 课 走 班 领 域

各期刊载文量较为零散，刊源尚无明显突出 期 刊，

还未形成核心期刊区。

图２　选课走班相关文献载文量前七位的期刊载文量

三、结果讨论与主要结论

（一）选课走班领域关注度不断 提 高，发 文 量

持续上升

从筛选出的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 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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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日期间发 表 的５５０篇 论 文 来 看，随 着 考 试 招 生

制度改革的深化，对普通高中选课走班的实施研究

不断增强，发 文 量 总 体 呈 上 升 趋 势，尤 其 是２０１４
年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方案提出以来论文发表量迅速

激增，未来发展趋势良好。

（二）相关主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关键词词频、共现图谱以及高频关键词类聚

柱状图来看，选课走班领域主要关注教学管理方面

的研究，这与课程改革政策下教学管理系统最先受

到冲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对直接经验的研究成

果较多，而对人才培养模式、学生选课的指导、考

核评价的方式以及具体学科教学的研究较少。

（三）核心作者数量不足，作者合 作 密 度 有 待

加强

从核心作 者 数 量 来 看，６４１位 作 者 仅 有４１位

核心作者，核心作者数量少，即高产 作 者 人 数 少。

作者合作聚集系数小，作者之间的合作网络连接不

够紧密，相对疏松，合作团体规模小且数量少，多

为独立研究。相关领域作者应提高论文产量，为该

领域的发展提供更多资源和经验借鉴。要加强作者

之间相互交流，形成一个紧密的合作网络，以研究

促发展，推动教育改革政策落地取得成效。

（四）相关期刊对选课走班的关注度有待提高

从期刊来 源 来 看，平 均 期 刊 载 文 量 仅 为２．６３
篇，各期刊载文量呈离散状态，核心 期 刊 不 明 显，

尚未形成核心期刊区。外围区 （离散区）相关期刊

文献过于分散，绝大多数期刊只发表了１篇相关论

文。说明相关期刊对选课走班领域的关注度 不 高，

也可能说明 来 自 实 践 经 验 的 研 究 成 果 理 论 高 度 不

足，研究方法欠缺，普适性不强，实践经验推广意

义有限。各期刊有待对选课走班领域给予更多的关

注，研究者应加强规范研究或实证研究，提炼来自

改革实践中的优秀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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