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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Micro-learning documents collected in CNKI database from 2008- 2018 
are taken as samples, and CiteSpace software is used to analyze and visualize th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since 2013, the research on Micro-learning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 The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mainly focus o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uch as normal universities. The key words of 
‘mobile learning’ and ‘micro-curriculum’ are called research hotspots in this field. The research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icro-learning in China,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eaching reform and high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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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以CNKI数据库2008-2018年收录的微型学习文献为样本，采用Citespace软件

进行分析可视化。结果显示：从2013年起，对微型学习的研究呈快速增长，发文机构主要集

中在师范院校等教育机构，“移动学习”、“微课程”等关键词称为该领域研究热点。研究有助

于全面了解我国微型学习的研究现状，对于推进教学改革，极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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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信息通讯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和各种app的兴起，给人

们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同样也给教育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具有知识

内容碎片化、学习时间零碎化、学习设备微型化特点的微型学习（Micro-learning）应运而生。 
微型学习的思想起源于20世纪末，Theo Hug（2005） 作为最早界定微学习概念的学者

之一，认为微学习是处理比较小的学习单元并且聚焦于时间较短的学习活动。微型学习本身

对时间、地点没有特殊限制，能够方便学习者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其诞生给自

主学习和终身学习带了了巨大的便利，引发了学习领域的一场变革。

与国外微型学习的研究相比，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对微型学习

研究的热度不断增长，成为了新型教学模式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2．研究基础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CNKI数据库，采集于2019年5月12日。检索年份跨度为

2008-2018年间，以“微型学习”或“微学习”为主题的期刊文献。共检索到期刊论文686篇，以

人工方式筛选并剔除主题不符或条件不符的文献，共得到有效文献样本669篇。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本文借助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突变检测分析以及聚类时间域

图谱，梳理出国内混合式学习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和研究热点的演化。

3．微型学习研究基本情况 

3.1 发表数量分布 

按年度统计样本文献的发文数量如图１所示。从CNKI的载文情况看，我国国内对于微

型学习进行研究的文献最早出现在2008年，华东师范大学的祝智庭等学者在《微型学习——

非正式学习的实用模式》的文章中对微型学习的形成背景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

微型学习的概念以及实现微型学习的设计原则。此后，该领域发文数量稳步增长。2013-
2016年，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并在2016年达到138篇。数量的迅速增长反映了国内研究者

对微型学习、尤其是对微型学习与传统学习模式的关系的深切关注。

图1  文献的发表数量分布图 

3.2 研究者合作情况 

随着教育界对教学模式改革的不断深入，“微型学习”这一新型学习模式受到学者广泛

关注，研究群体不断扩大。本研究以CNKI提供的作者为基础，进行二次查询，分离重名作

者。669篇论文共由1131名作者完成，其中发文量在2篇及以上的有57人， 4篇及以上的只有

12人。从研究者总量来看，微型学习研究在国内得到广泛的参与，但是持续关注这一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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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并不多，仅占研究者总数的0.50％。此外，图2中列出了微型课程研究者合作图谱，

从图中可以看出，各研究者之间合作并不紧密。

图2  研究者间的合作关系图谱 

3.3 研究机构分析 

图3列出来微型学习主要研究机构的发文数量。发文数量最多的是华中师范大学（16
篇），紧随其后的是沈阳师范大学（11篇）；华东师范大学、温州大学、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发文数也较多，达到9篇。总体上看，师范类院校在微型学习研究领域居于领头羊的地位。

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微型学习研究依赖于教育科学研究和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基础和土壤。

图3  研究者机构发文数量 

4．微型学习的研究热点分析 

4.1 高被引文献分析 

一般说来，文献被引的次数越高，对研究领域的影响越大。表1中列出了微型学习相关

研究领域中被引频次前十名的文献，从中可以看出微型学习研究的主要方向。

表1  高被引文献 

文章标题 作者 发表期刊 年份 被引频次

微课程设计模式研究——基于国内外微课程的

对比分析

梁乐明等 开放教育研究 2013 2231 

微型学习——非正式学习的实用模式 祝智庭等 中国电化教育 2008 618

微课程研究与发展趋势系统化分析 姜玉莲 中国远程教育 2013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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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学习策略:设计移动学习 顾小清等 中国电化教育 2008 316

微型学习视野下的微课程设计及教学应用研究 李小刚等 现代教育技术 2012 287

微型学习视频的设计研究 郑军等 中国电化教育 2012 269

高职教育微课开发综合讨论 杨明 职教论坛 2014 183

移动微型学习的内涵和结构 陈维维等 中国电化教育 2008 172

微博客教育应用初探 郑燕林等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10 162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移动微型学习实证研究—

—以“数据结构公众平台”为例

山峰等 开放教育研究 2015 157 

4.2 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的频次、中心度可以直观的而反映某一时期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从表2可以看出，

国内对于微型学习的研究主题包括移动学习、微课程、移动微型学习等。

表2  高频关键词频次及中心度 

序号 高频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年份 序号 高频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年份

1 移动学习 76 0.11 2008 9 学习资源 17 0.02 2012 

2 微课程 54 0.23 2013 10 智能手机 15 0.01 2013 

3 移动微型学习 49 0.08 2012 11 自主学习 14 0.03 2014 

4 微课 49 0.03 2014 12 微视频 14 0.03 2013 

5 移动微学习 42 0.12 2014 13 翻转课堂 13 0.02 2013 

6 微信 36 0.14 2014 14 微学习资源 12 0.03 2016 

7 微信公众平台 27 0.04 2013 15 设计 12 0.05 2014 

8 大学英语 21 0.09 2014 16 教学模式 12 0.04 2016 

5．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对于微型学习的研究呈现快速增长，但还存在者研究者间合作少、

联系不紧密；研究机构单一化、以师范类高校为主等特点。研究热点主题主要集中在移动学

习、微课程、移动微型学习等方面。在未来，对微型学习的研究和推广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微型学习与移动学习的有机结合；其次，建立基于学习者需求的个性化微型学习

资源；最后，如何探索有效的商业模式，吸引更多教育企业参与建设。希望通过上述理论和

实践研究，促进我国的微型学习领域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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