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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的发展与现状研究 

——基于 CiteSpace 软件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汤雅诗，洪显利，姚彦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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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习力是包括学习动力、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效率、创新思维和创造力等方面的综合体，

是衡量青少年学习的重要指标，也是青少年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青少年学习力受到国内外众

多学者的关注。本研究对近 20 年来以“学生学习力”或“青少年学习力”或“Adolescent Learning Power”为
关键词的中外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演进历程、研究热点及应

用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演进历程上，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文献都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在

研究热点上，国内外研究在研究对象、影响因素、培养策略及技术应用等方面各有侧重；在应用现状上，国

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在多个维度上展现出既相似又互补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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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earning power is a complex including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attitude, learning method, 
learning efficiency,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adolescents' learning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adolescents' core literacy. In recent years, adolescent learning power has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man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is study, the keywords “student learning power” or “adolescent learning 
power” or “Adolescent Learning Power” were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study analyzed the evolution history, research hotspots and application status of adolescent learning 
power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by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terms of research hotspots,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have their own focus in terms of research objects, influencing factors, cultivation 
strategies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terms of application status,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on adolescents' 
learning power show both similar and complementary characteristics in multiple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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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习力的概念最初起源于管理学，“系统动力学

之父”福瑞斯特提出学习力作为“学习型组织”的一

部分，指出其是具有生命的机体，能够不断焕发生机

和发展壮大[1]。21 世纪后，学习力研究才逐渐迁移

至教育学领域[2]，学习力的英文翻译为“Learning 
Power”。学习力是包括学习动力、学习态度、学习

方法、学习效率、创新思维和创造力等方面的综合体
[3]，是推动学习、监督过程、影响效率的内在力量，

不仅体现学生综合素质[4]，也是衡量学习的重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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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5]。学习力作为核心素养的“增长极”，是引领其

他关键能力与品格养成的重要因素[6]。国外学者对

学习力构成因素的研究由 Claxton 的 4R 要素，分别

是抗逆力（Resilience）、策应力（Resourcefulness）、
反思力（Reflection）、互惠力（Reciprocity）发展而

来，后经英国 ELLI 项目细化反思力并引入创造性，

形成 7 要素模型，涵盖变化与学习、关键好奇心、

意义建构、创造性、学习互惠、策略意识及顺应力[7]。

国内学者对学习力内涵的研究分为“系统观”与“要

素说”两大流派，前者强调学习力由动力、行为、调

节和环境支持四大系统构成，后者则聚焦于学习动

力、能力和毅力等要素[7]。不同学者从心理学、教育

学等视角出发，进一步细化学习力的构成，如梁迪提

出鉴别力、动力、转化力等心理要素[8]，而郑伟波则

针对大学生，从教育学角度列举了理解力、合作力、

创新力等多维度要素[9]。目前，在青少年学习力实践

项目上主要以 ELLI 项目和 STEM教育为代表。ELLI
项目分两个阶段，先奠定学习力理论基础，后探索课

堂实践。STEM 教育则融合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旨在通过跨学科学习提升青少年的探究、问题解决

能力及 STEM 素养，促进学习动力、能力、毅力和

创造力的全面发展[10]。因此，虽然目前关于学习力

的概念 和构成要素也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是学习力

切切实实地存在于个体的学习活动中，且可以通过

一定的方式或途径检测和提升并对个体现在以及将

来的学习和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中学阶段是青少年思维、情感、人格以及社会性

发展的重要阶段，学习力是影响青少年实现高效学

习与终身发展的关键性因素[5]。目前，青少年学习力

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部分青少年的学习力问题日

益凸显，主要表现为学习动力不足、学习能力不理

想、学习毅力较薄弱、学习创造力欠缺、学习心态消

极悲观和学习投入度比较低等[11]。此外，青少年处

于身心发展巨大变动的时期，具有冲动性、极端性、

矛盾性的性格特征，加之他们的现实和想象存在巨

大的差距，由于学习力引发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的

解决，还会引发焦虑、抑郁、厌学、拒学等心理问题。

因此，对青少年学习力进行研究对于改善青少年学

习力问题、维护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分别以 2004 年 1 月至 2024 年 6 月中国

知网中收录的 489 篇主题为“学生学习力”或“青

少年学习力”的文献和 web of science 中收录的 217
篇主题字段为“Adolescent Learning Power”的核心文

献为研究对象，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外青少年

学习力研究的演进历程、研究热点、应用现状及未来

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以客观地展现青少年学习力

的研究和应用现状，以期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和实

践提供参考和启示。 
2 研究方法 
为了更好的了解和掌握我国青少年学习力的研

究热点及发展，本文利用 CiteSpace（6.3.R1 版本）

软件对青少年学习力近二十年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

析，探寻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 
2.1 研究工具 
CiteSpace（6.3.R1 版本）软件广泛应用于科学文

献分析以揭示特定知识领域的研究历程、研究热点、

研究前沿及动态变化趋势，是信息可视化领域颇具

特色、功能完备且简便快捷的代表性计量工具[12]。 
2.2 数据来源 
国外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中的核

心文集，检索主题字段为“Adolescent Learning 
Power”，检索周期为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1 日，检索得到文献共 366 篇，手动剔除部分重

复和不相关文献后，共有236篇文献作为分析对象。 
国内研究数据源自于中国知网中的 CNKI 数据

库，首先在高级检索页面中，以“青少年学习力”和

“学生学习力”为主题进行检索，检索时限为 2004
年 1 月 1 日到 2024 年 6 月 1 日，并获取相关文献

708 篇。为确保文献相关性，根据文章标题和摘要进

行手动筛选，剔除与青少年学习力无关的文章，最终

将 489 文献纳入数据分析。 
2.3 研究思路 
采用 CiteSpace 软件，基于知识图谱分析，力图

从发数量、发文趋势探寻研究历程，依托关键词共现

网络探测研究热点，根据关键词聚类检测探讨研究

发展应用趋势，获得青少年学习力研究近二十年来

的研究概况、研究热点及研究趋势。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发文量随时间分布情况 
3.1.1 国外青少年学习力发文量分布情况 
通过对 web of science 中的国外青少年学习力研

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如图 1 所示，可以知道国外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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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学习力文献发文量总体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

势，具体而言，发文量在 2004 年到 2015 处于平稳状

态，在 2016 年到 2022 年这段时间发文量持续增长，

在 2023 年到 2024 年发文量则出现回落的趋势。 

 
图 1  国外青少年学习力文献发文量随时间变化图 

 
图 2  国外青少年学习力文献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可视化网络图谱 

 
由图 2 可知，在 2004 年至 2015 年这一阶段，

国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主要聚焦于基础领域的探索

与构建。机器学习作为新兴技术开始崭露头角，而社

交技能、神经反馈和锻炼等主题则占据了心理学、教

育学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重要位置。研究者们致力

于揭示这些领域的内在机制，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和

应用奠定基础。随着数据的积累，这些领域的研究逐

渐呈现出初步的理论框架和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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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至 2022 年这一阶段，学术研究呈现

出更加多元化和跨学科的趋势。学术技能的培养、大

脑发展的深入研究以及跨文化影响的探讨成为热门

话题。同时，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和

移动设备的普及，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成为新的研究

热点。研究者们不仅关注理论层面的探讨，还积极将

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推动教育领域的创新与发展。

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各领域的理解，还促

进了知识在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3.1.2 国内青少年学习力发文量分布情况 
通过对 CNKI 中的青少年学习力研究文献进行

统计分析，如图 3 所示，可以知道我国青少年学习

力文献发文量呈现稳中上升的趋势，具体可将我国

青少年学习力文献发表演进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初起阶段（2004-2010 年），二是增长阶段

（2010—2019年），三是平稳阶段（2020—2024年）。 

 
图 3  国内青少年学习力文献发文量随时间变化图 

 
图 4  国内青少年学习力文献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可视化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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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 初起阶段（2004-2010 年） 
在初起阶段，我国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主题以

培养、提升学习力为主。在该阶段，热点关键词主要

是学习力、内驱力、兴趣等，但是在这些关键词中又

有很多策略、激发兴趣、家庭疗法、学习障碍等关键

词，这说明在发展阶段，我国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学生学习力的提升、学习兴趣的激发及学

习障碍的干预上。 
3.1.2.2 增长阶段（2010—2019 年） 
在增长阶段，我国学者主要探究青少年学习力

的影响因素，并且由于国外 STEM 教育不断发展，

也引起了国内部分学者的注意。这表明国内学者对

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逐渐由理论层面的讨论逐渐转

向影响机制的探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学者的研究

大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较少。在

对STEM教育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主张基于STEM
教育进行学习力培养，比如，主张在课堂中设置问题

情景、提出挑战性任务、解决实际问题等[13]。 
3.1.2.3 平稳阶段（2020—2024 年） 
在平稳阶段，我国关于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方

向逐渐发生转变。首先，研究对象由中学生逐渐变为

高职学生，主要原因在于新时期国家对高素质人才

培养的要求，高职学生作为高职教育的基本要素，是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的主体，其学习力是高职

教育质量的综合体现和重要监控指标[2]。其次，研究

主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信息素养、在线

学习力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原因在于疫情

的冲击和现代信息手段的不断升级，使得在线学习

成为一种更方便快捷的学习方式[14]。 
3.2 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章主题的高度提炼，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研究者的关注热点，通过对高频关键词

进行分析，可以掌握青少年学习力领域的研究热点。

一般认为，某一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表明其所代

表的主题热点程度越高；中心性则能反映关键词的

核心程度，节点的相关性越大，中心性就越高，一般

认为，中心性大于 0.1，则该关键词在这个领域的影

响力就较大[15]。 
3.2.1 国外青少年学习研究热点分析 
由图 5 可知，国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关键词有

201 个节点、529 条连线，整体网络密度为 0.0263。

结合图 5 和表 1，国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热点可

大致归纳为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对象、学习能力与

行为、教育环境与方法三个方面。 
由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对象所引出的其他关键

词有 adolescents（青少年）、children（儿童）、youth
（青年）等。Smetana 的研究强调了青少年与家庭、

同龄群体、社区及新兴技术的互动关系对学习成效

的重要性，并呼吁未来研究加强对文化多样性和技

术变迁影响的关注[16]。而 Dent 的实证研究则揭示了

中小学学生学业成就与其自我调节能力中认知策略

和元认知过程的紧密联系[17]，为提升青少年学习力

提供了实证支持。 
由学习能力与行为所引出的其他关键词有

behavior（行为）、power（学习动力）等，这些研究

探讨了如何提升青少年的学习动力、改进学习行为，

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学习效果。同伴关系作为青

少年学校成绩的预测因子，强调了社交环境对青少

年学习成效的重要性。特别是，合作型目标结构相较

于竞争或个人主义，更能促进青少年早期的学业成

就与积极同伴关系，这一发现由 Roseth 的元分析得

到进一步验证[18]。此外，Adolphus 的研究揭示了早

餐习惯对青少年课堂行为及学业成绩的积极影响，

特别是对数学及算术成绩的显著提升[19]，凸显了营

养支持在优化学习动力与行为中的关键作用。 
由教育环境与方法所引出的其他关键词有

school（学校）、education（教育）、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研究探讨了如何通过改善教育环境、

采用新的教育方法来提升青少年的学习力。Harlen & 
Deakin 的研究深刻揭示了学校班级社会经历对学生

学习投入度的深远影响，强调了在温暖且积极师生

关系构建下，学生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学校生

活与学习之中[20]。Allen 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观点，指

出高质量的师生关系不仅是情感交流的桥梁，更是

促进师生双方成就提升的关键因素[21]。Lamb 则通过

实证研究，聚焦于城乡教育环境的差异，特别是农村

与城市初中生在学习英语动机上的差异，揭示了环

境因素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塑造作用[22]。Wang 的研究

则跨越了时间维度，采用短期纵向设计，深入探讨了

种族多样化背景下，学校环境、学校参与度及学业成

就之间的复杂关系[23]。研究发现，学生对学校特征

的早期认知显著影响其后续的学校参与、学校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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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我调节策略的使用，进而作用于学业成绩。这一

发现强调了学校环境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持续影响，

以及通过改善学校环境来促进学业成就的重要性。 
3.2.2 国内青少年学习研究热点分析 
由图 4 可知，国内青少年学习力研究关键词有

213 个节点、259 条连线，整体网络密度为 0.0115。
可以发现学习力、青少年、内驱力、高职学生、学习

动机、培养、学生和自主学习这八个关键词的频次相

对较高，图中单独存在的节点较少，各关键词之间的

联系较为紧密。对关键词共现图谱中的关键词频次

与中心性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

知，国内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热点可大致归纳为青

少年学习力的研究对象、影响因素、培养/干预三个

方面。 

 
图 5  国外青少年学习力关键词共线图 

表 1  国外青少年学习力高频关键词频次、高中心性关键词数表（前 10 个） 

序号 高频次前 10 位关键词 频数 高中心性前 10 位关键词 中心性 

1 adolescents 64 adolescents 0.64 

2 children 47 children 0.35 

3 power 19 behavior 0.09 

4 behavior 10 power 0.06 

5 machine learning 9 childhood 0.06 

6 childhood 8 education 0.04 

7 school 8 machine learning 0.03 

8 youth 7 academic achievement 0.03 

9 education 7 young children 0.03 

10 students 7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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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对象所引出的其他关键

词有青少年、高职学生等，这表明研究对象聚焦于青

少年及高职学生等特定群体，这不仅体现了研究者

对这一成长阶段学习潜能的高度重视，也揭示了该

群体在学习力发展上的独特性与挑战性。这一趋势

反映了社会对青少年教育质量及未来竞争力的深切

关怀。 
由青少年学习力的影响因素所引出的其他关键

词有学习动机、内驱力、学习兴趣、自主学习等，这

表明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学习力的影响因素及如何利

用内在动机来提升青少年的学习力，这揭示当前研

究逐渐转向学习者内在的心理机制。 
由青少年学习力的培养/干预所引出的其他关

键词有学习困难、课堂教学等，这表明研究者已不仅

仅满足于理论探讨，而是更加关注实践层面的应用

与改进。主要表现在，研究致力于识别并解决青少年

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障碍，同时强调课堂教学

作为主阵地的重要性，倡导通过优化教学方法[24]、

设计互动性强的学习活动等方式，来促进学生学习

力的全面发展。此外，虽然兴趣、学习困难、自主学

习等关键词有一定的中心性，但研究频次较少，可见

其研究力度尚且不足。 

 
图 6  国内青少年学习力关键词共线图 

表 2  国内青少年学习力高频关键词频次、高中心性关键词数表（前 10 个） 

序号 高频次前 10 位关键词 频数 高中心性前 10 位关键词 中心性 
1 学习力 131 学习力 0.74 
2 青少年 34 青少年 0.27 
3 内驱力 24 学习动机 0.19 
4 高职学生 23 内驱力 0.1 
5 学习动机 19 高职学生 0.007 
6 培养 14 兴趣 0.006 
7 学生 14 学习困难 0.006 
8 自主学习 12 自主学习 0.005 
9 中学生 8 课堂教学 0.005 

10 中职学生 7 学习兴趣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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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应用现状 
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迅速把握青少年学习

力的研究主题及应用现状。 
3.3.1 国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应用现状 
对国外青少年学习力文献进行基于关键词共现

绘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5）共形成 7 个聚类主

题，分别是 Machine Learning（机器学习）、Social 
skills( 社交技能 ) 、 Neurofeedback( 神经反馈 ) 、
exercise( 活动 / 锻炼 ) 、 latino and asian immgrant 
parent(拉丁裔和亚裔移民父母)、academic skills in 
african american youths(非洲裔美国青年的学术技能

发展)、brain development(大脑发育)。这 7 个关键词

聚类表明，国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

跨学科的特点。 
聚类 1 和聚类 3 表明随着机器学习技术和神经

反馈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益广

泛。聚类 1 的研究聚焦于机器学习在教育领域的革

新应用，核心在于利用大数据分析能力，精准解析儿

童和青少年的行为数据，以洞悉其个性化学习需求，

预测学习成效，并据此优化教育干预策略。具体而

言，Walsh 与 Argibay 等学者，已将机器学习技术应

用于青少年自杀倾向及注意力缺陷（ADHD）的预测

中[25-26]，展现了其在危机预防与早期干预方面的巨

大潜力。Hu 则进一步揭示了机器学习在区分学生数

字阅读绩效方面的独特价值，通过识别影响绩效的

关键因素，如阅读时间分配、数字素养教学关联度以

及信息通信技术使用习惯等[27]，为教育资源的优化

配置提供了科学依据。 
与此同时，聚类 3 聚焦于神经反馈技术的创新

应用，该技术作为一种基于大脑活动实时反馈的训

练方法，正逐步成为提升青少年学习力的重要工具。

通过精准监测与即时反馈大脑活动状态，神经反馈

帮助青少年学会自我调节思维过程，有效增强注意

力、记忆力及情绪管理能力，从而显著提升学习效

率。这一领域的进展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大脑可塑性

的理解，也为学习障碍儿童的干预治疗开辟了新途

径，如 Mashal 的研究所示，神经反馈结合思维导图

等策略，有效增强了自闭症及学习障碍儿童的隐喻

能力[28]，展示了跨学科融合在促进特殊需要学生发

展上的广阔前景。 
“神经反馈（Neurofeedback）”、“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等关键词的出现，表明研究

者正尝试从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等新兴领域汲取

营养，以更加科学、精准的方法探索学习力的本质与

提升策略。 
聚类 2 与聚类 4 的研究深入探讨了通过强化社

交技能与促进身体锻炼来培养青少年学习力的有效

策略，这两方面因素均对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具有不

可忽视的作用。首先，关于社交技能的培养，大量研

究强调了家庭环境尤其是父母教养方式的重要性。

Baumrind 的经典研究及其后续数十年横断面研究揭

示，极端化的专制或放任养育模式均不利于儿童社

交技能的发展[29]，而与之相关的胁迫行为则可能引

发内化问题及自卑感[30-31]。父母采用指令性、民主或

权威（平衡且承诺）的教养方式，相较于独裁、宽容

或脱离（不平衡且不承诺）的方式，更有助于青少年

成长为有能力且适应良好的个体，从而间接促进学

业表现。Patrizia 的研究亦支持了这一观点，表明具

备弹性的青少年在学业及人际关系上均展现出更高

成功率，而控制不足或过度控制的家庭环境则易导

致青少年出现内化和外化问题[32]。此外，Desforges 
& Abouchaar 强调了家长深度参与教育对儿童整体

成就与适应能力的积极影响[33]。 
随着家庭系统理论的发展，青少年与兄弟姐妹

之间的关系及其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逐渐受到学者

关注[34]。兄弟姐妹间的互动虽常伴随冲突，但亦是

陪伴、情感支持与亲密关系的重要来源[35-36]。Stocker
的研究表明，与兄弟姐妹建立良好关系有助于青少

年在青春期的更好适应[37]。另一方面，青少年的友

谊关系同样对其社交技能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年

龄的增长，青少年的友谊变得更为亲密、坦诚与支持

性[38]，为青少年提供了宝贵的社交技巧与实践机会
[39]。这种通过友谊获得的社交能力，不仅有助于青

少年当前的社会交往，更为其未来的学习与职业生

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聚类 4 主要是通过运动锻炼的提高来进一步培

养青少年的学习力。研究表明，定期的体育活动可以

促进青少年的认知功能、情绪状态和学习表现，如，

Tarp 通过对 12 到 14 岁的青少年进行了为期 20 周的

体育活动干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体育活动不仅可

以改善学生的身体健康，还可以改善认知、提升学业

成就[40]。此外，Haverkamp 还通过元分析发现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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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慢性身体活动干预是改善青少年和年轻人多种认

知结果和语言技能的一种有效方法[41]。 
聚类 5 和聚类 6 主要是聚焦于拉丁裔、亚裔移

民父母的影响（latino and asian immigrant parents）和

非洲裔美国青年的学术技能发展（academic skills in 
african american youths）。这不仅表明了国外学术界

对不同青年群体及其独特挑战的关注[16]，还强调了

青少年群体内部因种族、族裔差异而展现出的显著

异质性[42-43]。针对少数族裔青少年，研究强调了理解

其适应性（及适应不良）策略的重要性，这些策略是

他们应对社会地位、偏见及歧视压力的关键[44-45]。尽

管相关实证研究仍显不足，但采用综合模型分析这

些复杂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正在逐步增加[46]，为制

定更加精准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

在国外，移民已成为反映人口趋势的一个重要的新

研究课题，并且对种族、移民和社会阶层的相互作用

进行了更系统的考虑[42,47]。 
聚类 7 的研究则将视角转向了青少年大脑发育

的神经科学层面，特别是同伴关系如何通过影响青

春期奖励处理机制来调控青少年的冒险行为[48]。这

一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青少年行为决策过程的理

解，也揭示了生物、心理与社会因素在青少年学习力

发展中的交互作用。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 7 个关键词的聚类，体现

了国外研究对青少年学习力问题的社会与文化视角

的关注。这些研究不仅关注个体层面的学习力发展，

还从更宏观的层面探讨了家庭因素、社会结构、文化

背景等因素对学习力差异的影响。 

 
图 7  国外青少年学习力关键词聚类图 

 
3.3.2 国内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应用现状 
对国内青少年学习力文献进行基于关键词共现

绘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6），Q 值为 0.661，S 
值为 0.9334，说明聚类结构显著且聚类效果可令人

信服，共形成 9 个聚类主题。 
 

图 8 国内青少年学习力关键词聚类图 
聚类 1 主要是对学习力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学

习力的结构、提升策略等等。关于学习力的结构，我

国学者主要针对西方学者提出的观点进行了研究，

比如：苏格兰的迈克杰屈克提出了学习力的“双螺旋

结构”理论。在培养策略方面，主要是依据系统观，

从学生、家长、教师、学校等角度出发，提出了诸如，

学生要树立正确的学习观[49]；家长要积极参与孩子

的学校生活[50]；教师要转变“填鸭式”的教育观念
[24]，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51]；学校要完善教育评价

体系，加强家校协作等建议。 
聚类 2、聚类 4 和聚类 9 说明了学习力的影响

因素是内驱力、兴趣、学习适应性等。除了青少年自

身的兴趣、精神状态和动机水平对其学习力的效果

有很大影响外[52]，家庭和学校作为其成长过程中重

要的外部因素，对其学习力的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在学校层面，班级氛围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

学业成就具有显著影响[53]，这是因为班级心理氛围

构成了由师生共同体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心理环

境[54]，它具备多维性和动态发展的特性。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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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班级心理氛围对中学生的学习能力具有显著

的预测效应，具体而言，班级心理氛围越积极，青少

年的学习能力越强。有研究表明，缺乏教师的支持则

可能使学生遭受更多的学业焦虑，进而引发一系列

与压力相关的内化问题[55]。贺文洁等人的研究揭示

了家庭资本和父母期望对学习能力的显著影响，即

文化资本和父母期望等因素能够有效预测学习者的

学习能力水平[5]。通过对青少年学习力影响因素的

分析，能够让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在进行教育实践和

家庭教育的过程中，根据研究成果制定更为科学、有

效的教育方案和教学计划和更为科学、合理的家庭

教育支持，从而更好地满足青少年的学习需求和发

展潜力。 
聚类 3 和聚类 5 说明了研究者主要进行学习力

调查的群体是青少年，其中高职学生是广泛的调查

群体。2021 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深化教

育改革，“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

随着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和教育领域新高考改革的

不断深化，青少年的学习力成为了学校回答我国对

“培养什么样的人”问题的具体答案[56]，因此，新

时代中学生学习力的培养成为中学教学改革的关注

点之一[57]。而中、高职学生作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队伍的主体，虽然相比普高学生的学习力较弱，但

是创新力会赋予他们一个新的没有比较过的起点，

以此为抓手，集教育教学合力，可提升中、高职学生

的学习力[58]。 
聚类 6 说明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逐渐

变成学习力的研究方向。现代科技给人们的思维和

生活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学生的学习方

式[59]。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渐进式、开放式的教学设

计，近年来被广泛的应用于学校课堂中，不仅使课堂

变成了学习共同体，还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 
聚类 7 表明了目前我国关于学生学习力在学科

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学科上，对其他学科的研

究较少。 
4 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热点和应用对比分

析 
4.1 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热点对比分析 
在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热点上，研究对

象、影响因素、培养策略及技术应用等方面均展现出

鲜明的差异与互补性。国外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更为

广泛，不仅涵盖青少年、儿童、青年等广义群体，还

深入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特定学生群体，体现

了对多样性的高度关注。其研究影响因素时，采用了

多元化和系统性的视角，综合考虑了内部动机、外部

环境、新兴技术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并通过实证

研究为培养策略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培养

策略上，国外研究提出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方法，包

括改善教育环境、创新教学方法、建立积极师生关系

等，同时积极探索新技术在学习力提升中的应用，强

调技术与教育理念的深度融合。 
相比之下，国内研究在青少年学习力领域也取

得了显著进展，但侧重点略有不同。研究对象上，国

内研究更多聚焦于青少年这一广义群体及特定教育

阶段的学生，如高职学生，同时注重研究的实践应用

价值。在影响因素方面，国内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学习

动机、学习兴趣、自主学习等内部因素，并结合国内

教育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培养策略上，国

内研究以课堂教学改革为主，针对学习困难学生提

出具体的干预措施，但在综合性、系统性的培养策略

研究上仍有待加强。在技术应用方面，国内研究正逐

步跟进国际趋势，探索新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但整

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进一步结合国内教育实际

进行适应性调整和创新。 
4.2 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应用对比分析 
在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应用领域，国内外研究

展现出既相似又互补的特点。在技术应用方面，两者

均认识到新兴技术如机器学习、神经反馈等对提升

青少年学习力的潜力，但国外研究在前沿技术的深

入应用与实证数据积累上更为领先，如利用大数据

分析预测青少年学习成效和心理健康问题，而国内

研究则更多聚焦于技术应用的理论探讨和初步实践。 
在社交与身心健康维度，国内外研究均强调社

交技能和身心健康对青少年学习力的重要性。国外

研究通过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友谊关系及体育

活动等多角度深入剖析，构建了丰富的理论模型并

积累了跨文化的比较数据；国内研究则更侧重于结

合本土教育环境，提出具体的培养策略和干预措施，

如强调家庭深度参与和兴趣驱动的学习。两者相辅

相成，共同揭示了社交与身心健康对青少年学习力

的深远影响。 
文化多样性方面，国外研究在探讨拉丁裔、亚裔



汤雅诗，洪显利，姚彦岐              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的发展与现状研究——基于 CiteSpace 软件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 35 - 

移民父母影响及非洲裔美国青年学术技能发展时，

展现了对多元文化背景下青少年学习力问题的深刻

洞察；而国内研究主要聚焦青少年这一广义群体，同

时也关注高职学生等特定教育阶段或类型的学生，

但相较于国外，在跨文化或跨国界的比较研究上较

少。 
学科领域上，国内外研究均认识到学科学习对

学习力发展的重要性。国内研究当前在英语学科上

的集中关注，为学科内学习力提升积累了宝贵经验；

而国外研究则可能通过更广泛的跨学科整合，为学

习力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视角。未来，国内

外研究可进一步加强在学科领域上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推动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的深入发展。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本研究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 2004 年 1 月至

2024 年 6 月间我国关于“青少年学习力”的 489 篇

文 献 和  Web of Science 中 检 索 主 题 字 段 为

“Adolescent Learning Power”的 217 篇文献进行了计

量可视化分析，深入探讨了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进

展、热点及应用。研究发现，青少年学习力作为一个

综合性的概念，涵盖了学习动力、学习态度、学习方

法、学习效率、创新思维和创造力等多个方面，是评

估学生学会学习的重要指标和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

部分。我国关于青少年学习力的早期研究主要聚焦

于学习力的定义、构成和影响因素等基础问题，而随

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学习力在

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影响因素及其与其

他能力的关联等更为复杂的问题。在国内外关于青

少年学习力研究的对比上，国内外研究在研究对象、

影响因素、培养策略及技术应用等方面各有侧重，且

在应用现状上，国内外青少年学习力研究在多个维

度上展现出既相似又互补的特点。最后，尽管本研究

提供了对青少年学习力研究现状的全面分析，但我

国在此领域仍面临实证研究薄弱与跨学科融合不足

的挑战。未来，我国关于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应聚焦

缩小理论与实践的鸿沟，重点推进纵向追踪研究与

跨学科协作，以精准施策，促进青少年学习力的全面

发展。 
5.2 展望 
5.2.1 加强实证研究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上，

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缺乏深入的数据支持和实证分

析。主要体现在多数研究侧重于从理论层面分析学

习力的内涵、构成要素以及影响因素，虽然这些研究

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但往往缺乏实际数

据的支持，难以直接指导教育实践。此外，在已有的

实证研究中，定性研究占比较大，而定量研究相对较

少。定量研究能够通过收集大量数据，运用统计方法

进行分析，得出更为准确、客观的结果，有助于我们

更全面地了解青少年学习力的发展状况。因此，未来

的研究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通过收集实际数据，运

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青少年学习

力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这不仅能够为我们提供

更为直接、客观的证据，还能够为教育实践提供更为

科学的指导。 
5.2.2 促进跨学科研究 
国内关于青少年学习力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心理

学、教育学或社会学等单一学科。这种单一学科的研

究视角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学习力的某一侧面，

但往往难以全面、深入地理解学习力的本质和影响

因素。例如，心理学研究可能更侧重于学习过程中的

心理机制，而教育学研究则更关注教学方法对学习

力的影响。这种学科间的隔阂导致了对学习力研究

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学习力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

体，其影响因素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然而，现有的研

究往往忽视了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导致了对学习

力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受限。例如，学习力中的学习态

度、学习动力等心理因素与家庭环境、社会支持等社

会因素密切相关，但现有的研究往往未能将这些因

素综合考虑。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鼓励心理学、教育

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研究。通过加强跨

学科合作与交流，我们可以共同构建更加全面、深入

的学习力研究体系，并推动跨学科的理论构建和实

践应用。 
5.2.3 推广实践项目 
尽管有一些关于青少年学习力的实践项目，如

ELLI 项目和 STEM 教育，但其在我国的推广和应用

仍然有限，缺乏与学校教育体系的紧密结合。未来应

加强与学校教育体系的合作，将青少年学习力的实

践项目融入日常教学中，提高青少年的学习动力、学

习方法和创新思维。比如，可以将实践项目纳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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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计划。这可以通过修改课程大纲、添加选修课

程或组织课外活动等方式实现。确保学生有足够的

时间和机会参与这些实践项目，从而体验其中的乐

趣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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