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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打造一流教育学学科是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比较了中外

15所大学SSCI教育学学科的篇数、篇均被引以及论文所发期刊影响因子均值的差异及趋势。

结果发现：中国大学在教育学论文发表期刊影响因子均值上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少数世界

一流大学教育学科，但在篇均被引上与国外大学的差距仍较大，在总篇数上的差距更大且

这种差距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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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学科离世界一流还有多远① 
——基于1998～2016年SSCI教育学学科被引数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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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流教育学学科是创建世界一流学
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教育学知名大学已
经将打造世界一流教育学学科写进其发展纲
要。如果能对中国与世界一流教育学大学的差
距或优势进行条分缕析，则有助于在建设世界
一流教育学学科中获得先发优势。建设世界一
流教育学学科必须坚持国际标准，而论文被
引数是国际公认、对学科进行评价的核心指
标之一。目前，我国逐步形成了以SSCI为导向
的人文社科学术评价机制，这对我国学者从
事教育研究起到了导向作用 [1]，而 SSCI 中与
教育学直接相关的学科包括教育和教育研究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以及特殊
教育 （Education, Special）。鉴于此，本研究以中
国7所教育学知名大学为比较主体，选取国外8
所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学学科为参照样本，采用
1998 年到 2016 年 SSCI 教育学学科被引数据，
比较了其篇数、篇均被引数以及论文所发期刊

影响因子均值的差异及趋势，旨在为中国知名
大学打造世界一流教育学学科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选定与数据说明

研究对象选定。根据各大学在 1998 年到
2016 年间 SSCI 论文总被引和总篇数，取两项
指标中均居前7的大学 （删除重复后共5所） ：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和浙江大学。另纳入了华中科技大学
和厦门大学。世界公认较权威的全球性评价
体系包括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世界大学排
名（US News）、《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
名（Times）、国际高等教育集团QS排名（QS）、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RWU）[2]，但只有QS和
ARWU 单列了教育学学科全球排名，据此分别
选取前5的大学 （删除重复后共8所） ：斯坦福
大学、哈佛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剑桥大学、墨尔
本大学、明尼苏达大学 -双城、范德堡大学和密

①本文系“岳麓学者支撑计划”（2016～2021年度）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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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根大学 （安娜堡）。
数据说明 ：在 SSCI 数据库中检索得到各

大学的数据，按第一作者或通迅作者归属所属
大学。首先分析各大学的总篇数、总被引数及篇
均被引数，然后分析各大学所发论文期刊影响
因子的总和及期刊影响因子均值，最后对各大
学的篇数、篇均被引数和期刊影响因子均值进
行分析与比较。

二、结果与分析

（一）总体比较

1.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

就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总篇数来看，国内
大学远低于国外大学，国外大学平均值约为国
内大学的12.4倍，国内大学最低值 （15篇） 分
别为国外大学最高值 （771篇） 和最低值 （193
篇） 的 1/51 和 1/13，国外大学最高值和最低值
分别为国内大学最高值 （114 篇） 的 6.76 倍和
1.69 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的总篇数离世界
一流大学的差距最小，但国内其他知名大学教
育学与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学的差距仍非常大。

从篇均被引来看，国外大学平均值为国内
大学的3倍，国外大学最高值 （27.07次） 和最
低值 （6.12 次） 分别为国内大学最低值 （1.13
次） 的23.96倍和5.42倍，国外大学最高值为国
内大学最高值 （9.74次） 的2.78倍，但国内大学
篇均被引最高值已经超过了伦敦大学学院，并
与墨尔本大学相当。清华大学的篇均被引已经
达到了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学的水平，但国内其
他知名大学教育学与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学的差
距仍较大。

从期刊影响因子均值来看，国内大学与国
外大学仅相差0.30，且其最高值 （1.58） 与国外
大学最高值 （1.71） 仅相差0.13，但国外大学最
低值 （1.20） 仍远高于国内大学最低值 （0.59），
两者的差值高达 0.61。

就期刊影响因子均值来看，国内大学与国
外大学差距较小，表明国内大学所发论文期刊
整体上处于与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学大体相当的
水平，少数大学 （如华中科技大学） 已经超过了
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学的平均值，表明该校所发

论文的期刊在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领域具有极
强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但一些大学 （如北京大
学和厦门大学） 仍远低于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学
的均值，表明这些学校所发论文的期刊在教育
和教育研究学科领域中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仍整
体偏低。

综上，虽然国内大学在教育和教育研究学
科上离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学还有较大差距，但
个别学校在个别指标上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了少
数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学的水平，国内大学的期
刊影响因子均值也已经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教育
学的水平。

2.特殊教育学科

就特殊教育学科总篇数来看，国内大学远
低于国外大学，国外大学平均值为国内大学的
15.63倍，国内大学中最低值 （1篇） 分别为国外
大学最高值 （406篇） 和最低值 （23篇） 的1/406
和 1/23，而国外大学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别为国
内大学最高值 (14篇 )的29倍和1.64倍。国内知
名大学教育学与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学的差距仍
非常大。

从篇均被引来看，国外大学平均值为国内
大学的2.8倍，国外大学最高值 （25.71次） 和最
低值 （10.26 次） 分别为国内大学最低值 (2.40
次 ) 的 10.71 倍和 4.28 倍，而国外大学最高值为
国内大学最高值 (9.36 次 ) 的 2.75 倍。但值得注
意的是，国内大学最高值 （9.36次） 已经接近国
外大学 （墨尔本大学） 的最低值 （10.26次）。

从篇均被引来看，北京大学在特殊教育学
科上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已经接近世界一流的大
学教育学，但其他国内知名大学教育学与世界
一流大学教育学的差距仍非常大。

就期刊影响因子均值来看，国内大学与国
外大学大体相当，国内大学的平均值已经超过
了国外大学，且其最高值 （1.63） 与国外大学最
高值 （1.74） 只相差0.11，其最低值 （1.07） 与国
外大学最低值 （1.13） 的差距也仅为0.06。浙江
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已经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教
育学的平均值，而北京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已
经超过了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学的平均值。从期
刊影响因子均值来看，国内大学与国外大学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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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相近，这表明国内大学所发论文期刊整体上
处于与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学旗鼓相当的水平。

综上，虽然国内大学在特殊教育学科上离
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学还有极大的差距，但是极
少数大学在单个指标上已经接近世界一流大学
教育学的水平，且国内少数大学在期刊影响因
子均值上也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少数世界一流
大学教育学的水平。

（二）1998 年到 2016 年趋势分析与比较

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篇数、篇均被引及期
刊影响因子均值的分析比较见表1、表2和表3。

由表1可知，大多数国内大学总篇数有所增

表 2. SSCI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篇均被引数的比较（1998～2016 年）

 

注：“0”表示该大学在该年内发表了SSCI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论文，但被引为0，因此篇均被引也为0。

长并伴随小幅波动。近五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增
幅最大，2016年总篇数（18篇）是2012年（5篇）
的3.6倍，其次为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
清华大学，2016年总篇数分别为2012年的3倍、
2.4倍和1.75倍。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波动较大，
厦门大学波动最大。大多数国外大学的论文篇
数也有所增加，其中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
墨尔本大学增幅最大。近五年伦敦大学学院增
长飞速，2016年总篇数（70篇）为2012年（4篇）
的 17.5 倍，其他大学在小幅波动中或缓慢增长
或缓慢下降。就国内外大学总篇数的平均值而
言，国内大学的增长速度低于国外大学，国内大

表 1. SSCI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篇数的比较（1998～2016 年）

注：“*”表示该大学在该年内未发表SSCI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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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016年的平均篇数约为1999年的2.33倍，但
国外大学2016年的平均篇数约为1999年的2.79
倍。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外大学在总篇数上的
差距在拉大，1999 年国外大学平均值为国内大
学的6.33倍，但到2016年，该比值增至7.57倍。
2016 年国内大学中篇数最高的北京师范大学
（18篇） 和华东师范大学 （12篇） 只相当国外大
学中篇数最低大学的1/2和1/3，只相当于国外大
学中篇数最高大学的1/4和1/6。

由表 2 可知，国内大学篇均被引数极不稳
定，这可能与总篇数偏少有关。国内大学篇均被
引均值在多个年份 （如2003年、2007年、2008
年） 接近国外大学，但在多个年份区间 （如
1999 年至 2002 年、2004 年至 2006 年） 又与国
外大学相差甚远。近五年来，虽然国内大学与
国外大学的篇均被引均值日益趋近，但两者的
比值略有增高，国外大学篇均被引均值分别为
国内大学的1.23倍、1.18倍、1.62倍、1.37倍和
1.93倍。结合总篇数的变动来看，国内大学中北
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总篇数与篇均被引
数均有所增高。2012年至2015年间，两校篇均
被引数均值接近甚至超过了少数国外世界一流
大学教育学。

由表 3 可知，国内外大学期刊影响因子均

值都比较稳定。国内大学所发论文的期刊影响
因子均值接近甚至在少数年份 （如 2010 年和
2015年） 超过了国外大学。这表明国内大学在
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所发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
整体比较高，至少在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领域
一些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了一些
论文。

特殊教育学科的篇数、篇均被引及期刊影
响因子均值的分析与比较，如本文表4、表5和
表 6 所示。

由下页表 4 可知，国外大学在特殊教育学
科论文总篇数上出现了分化。范德堡大学、剑桥
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明尼苏达大学 -双城明显
高过其他 4 所国外大学，国内高校与这 4 所大
学相比差距也非常大。该结果可能与世界大学
排名体系对教育学学科的量化排名方式有关，
导致某些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学在教育学某个
子学科 （如特殊教育） 上并无绝对优势，如哈佛
大学。纵使如此，与国内大学相比，这些国外大
学仍在总篇数均值上占有绝对优势。北京师范
大学呈现出了与国外几所大学，如密歇根大学
（安娜堡） 和墨尔本大学相同的变动模式，而北
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也隐约出现了此变动模
式。2015 年，华东师范大学总篇数已经趋近国

表 3.SSCI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论文所属期刊影响因子均值的比较（1998～2016 年）

注：“<.05”表示该大学在该年内发表论文期刊影响因子的均值小于.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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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SSCI特殊教育学科篇数的比较（1998～2016 年）

注：“*”表示该大学在该年内未发表SSCI特殊教育学科论文。

表 5. SSCI特殊教育学科篇均被引数的比较（1998～2016 年）

注：“0”表示该大学在该年内发表了SSCI特殊教育学科论文，但被引为0，因此篇均被引也为0。

间，国内大学篇均被引数均值分别为国外大学
的0.47、0.42、1.09、1.17、0.66倍。结合总篇数的
变动情况来看，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在总
篇数增加的同时，篇均被引略有降低。但华东师
范大学在总篇数增加的同时，篇均被引数仍有
所增加，2015 年，华东师范大学的篇均被引数
均值甚至超过了国外所有大学。

由下页表 6 可知，国内外大学发表论文期
刊影响因子均值波动较小。从 2009 年至 2016
年的情况来看，国内大学所发论文期刊的影响
因子均值接近甚至在少数年份 （如 2009 年至
2011年以及2016年） 超过了国外大学。这表明
国内大学特殊教育学科在 SSCI 所发论文的期
刊影响因子均值整体较高，这也说明国内大学
至少在特殊教育学科中一些具有较高学术影响
力的期刊上发表了一些论文。

外大学的中间位置。整体来看，尽管国内少数大
学与国外少数大学在特殊教育学科上的差距较
小，但国内大学与世界顶尖大学特殊教育学科
的差距仍非常大。

由表 5 可知，国内大学在多个年份内发表
的论文较少。这导致篇均被引数仅在 9 个年份
内有值，也间接表明国内大学在特殊教育学科
上才开始显现出其国际学术影响力。国内大
学篇均被引在少数年份 （如2011年、2014年、
2015年） 接近国外大学，少数年份 （如2010年、
2012年、2013年和2016年） 与国外大学相差较
大，但极少数年份 （如2005年和2009年） 超过
了国外大学，该结果可能与国内大学在各年份
内的论文篇数仍较少有关。近五年来，国内大
学篇均被引均值与国外大学趋近，且在少数年
份接近甚至超过了国外大学。2012年至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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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SSCI特殊教育学科论文所属期刊影响因子均值的比较（1998～2016 年）

注：“<.05”表示刊发该论文的期刊的影响因子整体较低，导致期刊影响因子的均值小于.05。

三、反思与建议

基于对 1998 年至 2016 年国内外 15 所大学
教育学学科SSCI论文被引数的分析与比较，可
以发现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篇数或规模
仍将是制约我国知名大学教育学打造世界一流
学科的重要因素，但扩大规模或增加篇数仍面
临一些不确定的阻碍因素，各高校需反思并提
出相应的提升策略。

第一，将创建世界一流教育学学科的外部
“压力” 转化为内在动力。从许多影响力评价指
标分析结果来看，国内教育学学科学术影响力
已经形成了以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为
“双峰” 的稳定格局。在全球性创建世界一流大
学的运动中，政府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创建世界
一流大学计划的主导力量。[3] 对那些已经在国
内有极强教育学学术影响力的大学，也必将一
如继往地在创建世界一流教育学学科中赢得先
发优势，这也可能使一些大学形成 “我本就强，
舍我其谁” 的心理优势，进而削弱创建世界一
流的内在动力。

第二，将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起来，促进教
育研究向国际化转型。中国教育学的主要研究
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但世界一流教育学
的建设要求教育研究应具有全球视野。本土化
与国际化并不矛盾，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各领域
的许多热点主题本身就是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
热点问题。在世界一流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大势

下，教育研究者必将面临研究方向向国际化转
型的难题。在立足中国教育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可考虑在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不断通过自我创
新，将世界教育的优秀成果内化为我国教育研
究传统，最终实现教育的本土化。[4]

第三，要切实考虑学科差异。对以理工科为
主的综合性大学，应适度区分不同学科类型，按
本校教育学学科自身的学术影响力现状、远景
目标和发展规律来量身制定具体的激励措施。
国内各知名大学教育学应更侧重论文数量与论
文被引，而非论文所发期刊自身的影响因子，在
兼顾期刊影响因子的条件下侧重论文的被引数
和数量。另外，可考虑制定旨在提升国际学术影
响力的差异化策略，如北京师范大学应兼重篇
数与被引数，清华大学应更侧重篇数而非被引
数，其他大学也应更侧重篇数，适时兼顾被引
数。

第四，要将教育研究学术队伍提升至世界
一流水平。打造世界一流教育学学科的最大阻
力可能来自学者对教育学国际学术规范的熟知
度[5]、英文语言的写作及翻译水平等[6]。因此，各
大学在人员招聘、晋升及奖励方面，应侧重对研
究者个人国际学术规范熟悉度、英文水平等的
考查，并考虑引入或聘请一些在欧美教育学一
流大学任教并有较强国际教育学学术影响力的
全球知名教授。

最后，将SSCI作为判断中国教育研究水平
高低的唯一或主要标准尚存在许多不科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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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首先，SSCI具有英美等英语语系国家 /地区
主导的基本特征，其本质上体现的是英语语系
科研工作者眼中的世界学术。[7] 其次，SSCI期刊
论文被引数仍备受质疑。[8] 最后，除 SSCI 期刊
论文相关指标外，判断教育研究水平高低的标
准还有很多。以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为例，
SSCI 论文相关指标仅为科学研究水平指标下
属的一个极为细微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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