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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德育研究的专业化水平提高需要建立在系统化反思基础之上。 本文从知识生产的
认识维度和组织维度出发， 采用 Citespace 软件分析与代表性文献的人工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对我国大陆地区近二十年的德育研究进行了特征描述和反思。 研究发现，我国德育研究的焦
点内容、方法和类型存在着结构性失衡，精细化、实证性的研究相对欠缺。 提升我国德育研究
的专业性，需要达到价值层面、操作层面、评价与批判层面三个维度研究的均衡化，重视学术
研究的规范性以提升德育研究生产的有效性，充分发挥“学术机构”的引导作用和“学派”的自
主建构作用以获得思想创新取向的知识和求得共识取向的知识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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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德育专业化的推进离不开高品质的德育学术研究［1］，学术研究离不开学术
整合与反思。 自上世纪 9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研究的反思在很多学科里都曾轰
轰烈烈地发生过，教育学领域也不例外。例如研究方法意识朦胧［2］，“研究问题”
还是“构造体系”［3］，概念研究与实践意识的关系［4］，知识样式与话语方式①等。
这些观点发人深省，指出了当下中国教育研究所面临的挑战。

在德育研究领域，也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相关性质的总结和反思。 例如，班华
教授曾对上世纪 90 年代的德育思想进行了总结和梳理。［5］叶飞和檀传宝概括
了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德育理论的多元建构。［6］曹辉归纳了建国后我国公民

� � � � * 本研究受 2015 年度北京市优秀人才青年骨干个人培养资助项目《国学经典教育的基本理论研
究》（项目编号：203165401403）和首都师范大学青年科研创新团队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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