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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领域特征分布及发展趋势

胡一樱

（绍兴市柯桥区图书馆  浙江绍兴  312030）

摘  要：文章以CNKI为数据源，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选取2007—2016年间有关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文献共807

篇，借助Bicomb、Excel的文献计量功能，Ucinet的社会网络分析功能以及Netdraw可视化分析功能，从文献的时间分

布、期刊分布、基金分布、学科分布、作者合作、机构合作、研究热点等方面进行分析，直观展示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

的现状，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提出了看法，旨在为我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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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istribution of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Field of  Reading Promotion of  Minors  in  Recent  Ten Years——Based on 
Bibliometrics Analysis of CNKI and Visualization Analysis

Abstract Taking CNKI as the data source, using the method of bibliometrics analysis, 807 papers about reading 

promotion of minors between 2007 and 2016 are selected. With the help of the metrology function of Bicomb and Excel,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function of Ucinet, and th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function of Netdraw,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ime distribution, periodical distribution, fund distribution, discipline distribution and author cooperation, institution 

cooperation, research hotspot and other aspects. Then,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reading promotion of minors, and puts forward the views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futur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and practice for reading promotion of mi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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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的意义，不仅在于阅读能

给少年儿童带来智慧和快乐，还在于它承载了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因此，对未成年人阅读推

广研究领域作一个系统的梳理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以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简称 CNKI）为数据源，对2007—

2016 年间未成年人阅读推广领域的文献进行信息计量

分析，清晰地展示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的全貌，理

清其发展脉络，把握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的发展趋势。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选用CNKI进行“主题词”检索，在高级检

索中将检索条件设定为：主题=“未成年人”或者主题

=“少儿”或者主题=“儿童”或者主题=“婴幼儿”，并

且主题=“阅读推广”，发表时间设定为2007—2016

年，通过人工筛选、去重后得到有关“未成年人阅读

推广”研究文献共807篇。

本文研究利用Bicomb进行信息计量和统计，具体

方法如下：① 从CNKI采集有效题录，以NoteFirst格式

导出并保存为.txt文档后导入Bicomb中进行分类统计，

再把数据以Excel的形式导出，并绘制成图表的形式，

从不同角度分析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文献的结构

特征。②基于Bicomb对样本数据的基础分析，并通过

Ucinet转换后将数据文件导入Net-Draw，得到作者合

 ——基于 CNKI 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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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网络图谱以及机构合作图谱。

2  统计结果分析

2.1    文献发表时间分布分析

某领域期刊论文的时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发展速度[1]。将上述以.txt格式

下载的数据重命名为1.txt、2.txt、3.txt、4.txt后（因为数

据一次性下载量不宜过大，所以分4次下载），导入到

Bicomb中，按发表时间分类，导出Excel进行文献发表

时间分布统计（见图1）。

图1反映出了不同年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文

献的发表情况。由此得出，2007—2010年，文献发表

量平稳增长；2011—2014年，随着全社会对未成年人

阅读推广重视程度的增加，文献发表量陡然上升；

2015—2016年上升趋势有所减缓。

2.2    期刊分布分析

通过对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领域期刊来源进

行统计分析，有助于了解该领域的文献发表空间特点

和研究成果的层次[2]。将上述以.txt格式下载的数据

重命名为1.txt、2.txt、3.txt、4.txt后，导入到Bicomb中，

在关键词中选择“期刊”，点击统计后，导出Excel，进

行期刊分布统计（见表1）。统计结果表明，未成年阅

读推广相关文献807篇，分布在198个期刊上。由表1

可见，《河南图书馆学刊》刊发的有关未成年人阅读

推广的文献数量最多，共41篇，占据总数的5.080 5%；

《出版参考》刊发该研究领域文献的数量排名第2，

共40篇，占据论文总数的4.956 6%；《科技情报开发

与经济》刊发该研究领域文献的数量排名第3，共33 

篇，占据论文总数的4.089 2%。其中，图书馆核心期刊

发文共160篇，仅占总发文量的19.826 5%，说明未成

年人阅读推广研究领域的研究水平总体不高、研究层

次参差不齐。

序号 期刊 频次 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1 河南图书馆学刊 41 5.080 5 5.080 5
2 出版参考 40 4.956 6 10.037 2
3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33 4.089 2 14.126 4
4 图书馆建设 30 3.717 5 17.843 9
5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9 3.593 6 21.437 4
6 图书馆学刊 28 3.469 6 24.907 1
7 图书馆杂志 27 3.345 7 28.252 8
8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9 2.354 4 30.607 4
9 山东图书馆学刊 18 2.230 5 32.837 7

…… …… …… …… ……
198 科技展望 1 0.123 9 100.000 0

2.3    基金资助分析

通过对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领域的基金论文

成果统计分析，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决策机关、主

管部门、研究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对该领域的重视

程度。基金论文代表着该领域的发展前沿、创新程度、

发展趋势和研究“制高点”，而数量是评价研究群体

学术能力及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基金论文率的大小

可以反映出一个研究领域受资助、受关注的情况[3]。

统计得出，2007—2016年间，未成年人阅读推广

研究文献807篇中，获得基金资助的文献共计19篇，占

文献总量的2.354 4%，其中国家级（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基金项

目占78.947 4%，其他各省（市）基金项目占21.052 6%

（见表2）。这说明目前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领域的

受关注程度较低；其次，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水

平也是能否获得基金资助的关键因素，这也从另一个

侧面反映了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领域的研究群体

整体学术水平不高。

2.4    学科分布分析

通过对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的研究文献进行学科

分布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内容的

广度与深度，整体上把握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同其

他学科合作的情况[4]。根据CNKI对学科的分类统计，

可将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文献归纳为五大类（见

表3）。

表 1   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领域期刊分布

表 2  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基金资助情况表

序
号 基金资助机构 文献数量

/ 篇
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3 68.421 2 68.421 2

2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1 5.263 1 73.684 3

3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1 5.263 1 78.947 4

4 北京市教委科技发展基金 1 5.263 1 84.210 5

5 浙江省教委科研基金 2 10.526 4 94.736 9

6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 1 5.263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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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文献发表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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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领域的论文主要集中在

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学科，而且不同学科的关注点

不同：图书情报类学科侧重于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

动、服务创新等方面的内容；出版类学科侧重于对未

成年人阅读的书目推荐以及儿童读物的出版；中国文

学类侧重未成年人的阅读与写作；教育类学科则重点

关注阅读推广与未成年人教育的有机统一；其他类则

涵盖了外国语言文字、计算机应用、新闻与传媒、心

理学等众多方面。

2.5    高产作者分析

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论文作者群体的状况与

该领域发展紧密相联，通过对作者群的统计与分析，

可以反映出文献作者与文献量的关系，同时，可以预

测、估计和揭示该领域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对进一

步确定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体、把握该领域研究现

状和预测发展前景具有指导意义[5]。

通过Bicomb工具对样本数据的作者进行提取分

析，得出807篇文章共有741位不同作者。选取发文量

大于2篇的作者构建共现矩阵，通过Ucinet转换后将

数据文件导入Net·Draw得到高产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见图2）。图中作者之间的数值表示他们之间合作次

数的多少。

图谱中展示了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发文2篇以

上的作者及其合作关系。基中，合作3次以上的学术研

究团队共有2个，分别是：①温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任东

图 2     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文献作者合作知识图谱

学科名称 发文量 / 篇 百分比 /%

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 639 79.182 1
出版 73 9.045 8

中国文学 27 3.345 7
教育 57 7.063 2
其他 11 1.363 2

表 3    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文献学科分布表

图 3    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机构合作知识图谱

江阴市图书馆
长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川省图书馆
湖北工程学院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
湖北省宜昌市图书馆
太原市图书馆
苏州科技学院图书馆
上海市青浦区图书馆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无锡市图书馆
河南省图书馆
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厦门市图书馆
杭州图书馆
合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河北大学图书馆
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
淮安市图书馆
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宁波市图书馆
重庆文理学院图书馆
朝阳市图书馆
长秒市图书馆
珠海市图书馆
盘锦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衢州市图书馆
漯河市图书馆
鞍山市少儿图书馆
中国国家图书馆
佛山市图书馆
瑞安市图书馆
云和县图书馆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
营口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广东培正学院图书馆
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吉林省图书馆

吉林财经大学图书馆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北京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连云港市图书馆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廊坊师范学院图书馆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图书馆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央财经大学出版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石家庄学院图书馆

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金华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广州图书馆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江西省图书馆
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
温州市图书馆
东莞图书馆
贵州省图书馆
青岛市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深圳南山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深圳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金陵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
绍兴图书馆
黑龙江省图书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宁夏图书馆
饶河县图书馆
扬州大学图书馆
贵阳市图书馆
牡丹江市图书馆
桂林图书馆
扬州市少儿图书馆
西安图书馆
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图书馆
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中山市中山图书馆

升、刘紫丹团队，他们注重的是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服

务的创新方法；②贵州省图书馆周琦、周媛团队，他

们注重的是儿童阅读推广的多元化合作。另外，3人

以上的学术研究团队也只有2个,分别是：温州少年儿

童图书馆的任东升、刘紫丹、潘芳团队，以及上海市

青浦区图书馆的陈彦旭、顾丹华、章殷红团队。从图

谱中还能看出，该研究领域的作者合作程度并不高，

比较倾向于做独立研究。

2.6    研究机构分析

研究机构发文量体现其研究现状、研究实力及

在该领域的影响力，研究机构分布与合作状况反映研

究领域的研究团队及其力量分布。通过对未成年人阅

读推广的研究文献进行研究机构分布的数据统计分

析，可以了解各科研机构在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领

域的研究实力，为科研机构的绩、效、能分析提供一

定的参考数据[6]。

经统计得出，807篇文章有412家研究单位。其中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分别

以11篇发文量并列排名第一。如图3所示，图谱中展示

了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机构及其合作关系，其中，

发文量2篇以上的96家研究机构形成的合作网络图谱

整体合作关系不紧密，由3家以上科研机构组成的机

构合作团体仅2个。另外，在这96家研究机构中，绝大

部分研究机构来自公共图书馆，这说明公共图书馆比

较重视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并在该

领域的研究起到主导作用，而其他学术研究机构对此

研究领域的关注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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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阅读服务完善化。纵观整个十年，早期阅读

和阅读服务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特别是2012—

2016年期间，呈陡然上升趋势，且一直处于领先态

势；2009年“分级阅读”出现，未成年人阅读推广越

来越细化，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阅读特点及需求，制

定出不同的阅读服务规划；2010年，《文化部关于进

一步加强少年儿童图书馆建设工作的意见》（文社文

发〔2010〕42 号）中规定了“各级公共图书馆都要开

设专门的少年儿童阅览室”，同年，“少儿图书馆”在

论文中被提及，构建少年儿童图书馆服务体系任重道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公共图书馆 220 9 亲子阅读 18

2 少儿图书馆 43 10 少年儿童图书馆 17

3 全民阅读 38 11 数字阅读 17

4 绘本 30 12 绘本阅读 16

5 早期阅读 29 13 阅读指导 16

6 分级阅读 24 14 阅读环境 15

7 图画书 22 15 经典阅读 15

8 阅读服务 20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早期阅读 0 2 2 4 2 22 18 29 21 35

分级阅读 0 0 2 4 3 4 5 3 2 5

阅读服务 2 2 5 6 9 21 26 38 24 54

少儿图书馆 0 0 0 1 2 12 20 7 12 18

多元合作 0 0 0 0 0 0 4 4 1 7

农村留守
儿童 0 0 0 0 0 2 4 7 11 20

数字阅读 0 0 0 0 1 6 6 2 6 8

表 5  近十年来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发展趋势表

年份

频次
关键词

表 4  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关键词词频分布（≥ 15）

3  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分析

3.1    研究热点探测

关键词是一篇文章核心内容的浓缩和提炼，是

一篇学术论文的精髓所在，学科领域里高频次、高中

心性的关键词所表征的研究主题常被用来确定一个

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7]。

通过Bicomb工具对样本数据的关键词进行提取

分析，得出807篇文章共有1 421个不同的关键词，对

出现频次在15次以上的关键词进行分析（见表4）。

从表3可以看出，“公共图书馆”“绘本”“早期

阅读”“图画书”“分级阅读”“亲子阅读”“阅读指

导”“阅读环境”“经典阅读”等关键词出现频率较

高。通过对这些高频次关键词的分析，可以归纳出近

十年来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领域的热点主要集中

在以下两个方面。

（1）阅读服务。从表3可以看出，关键词“阅读服

务”在众多关键词中排列较前，这说明“阅读服务”

是近十年来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领域的热点。这一

研究热点主要涉及阅读指导、阅读环境、经典阅读推

荐等几个方面内容。公共图书馆向未成年人提供的阅

读服务基本上都以阅读活动为载体，诸如故事会、阅

读比赛、游戏、演讲等，阅读活动的多样性、趣味性

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的阅读兴趣；同时，专业人员对

未成年人进行阅读指导，包括阅读书目、阅读时间、阅

读环境、阅读场所等内容的指导，都可以提高未成年

人阅读的效果。因此，阅读服务的好坏是公共图书馆

对未成年人进行阅读推广成功与否的关键，也就理所

当然地成为了近十年来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领域

的热点。

（2）早期阅读推广。从表3中可以看出，“早期阅

读”“亲子阅读”“绘本阅读”这些针对学龄前儿童的

早期阅读是近十年来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领域的

又一热点。据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研究表明，0～6岁是

培养儿童阅读兴趣的关键期。早期阅读不仅能培养儿

童的阅读能力，也能启蒙儿童的阅读意识。国外针对

早期阅读推广的活动有很多，诸如：英国的“阅读起

跑线”、德国的“启动阅读计划”、美国的“出生即阅

读”计划等。国内很多图书馆特别是少儿图书馆汲取

了国外这些活动的经验，同时也通过自身实践，从中

研究出了很多新的活动策略和构想，这是未成年人早

期阅读推广成为该领域研究热点的关键所在。

3.2    发展趋势研究

通过Bicomb工具对样本数据的关键词进行提取

分析，将近十年来每年的关键词进行逐一研究，并将

其归纳为早期阅读、分级阅读、少儿图书馆、多元合

作、农村（贫困地区）留守儿童、数字阅读等方面，根

据不同年份对其出现频次进行分析（见表5），可以

将近十年来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发展趋势归纳为4个

方面。

近十年来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领域特征分布及发展趋势——基于 CNKI 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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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因此，“早期阅读”“分级阅读”“少儿图书馆”这

些观点的提出，都促使未成年人阅读服务向更加完善

的方向发展。

（2）推广主体多元化。阅读推广工作是一项社会

化工程，它需要社会各界的协调合作，才能收到预期

效果。2013年，“多元合作”提出，使得未成年人阅读

推广的主体不再仅仅局限于“图书馆”，更多的社会

力量也参与到其中，诸如政府、企业、学校等。“图书

馆+”的多元化阅读推广模式，有利于推广主体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也必将成为未成年人阅读推广中一条

全新的发展路径。

（3）地区差距缩小化。2011年起，国家实施公共

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图书馆的创新服务战略开始向

农村以及贫困地区倾斜。而阅读推广服务凭借其只要

利用图书馆的场地、人员和少量文献，就可以取得很

好效果的优势，在众多创新服务中脱颖而出，这就为

农村及贫困地区阅读推广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良

好的契机。因此，2012年，针对“农村、贫困地区留守

儿童”的阅读推广开始兴起并迅速发展，从而促使我

国不同地区图书馆针对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的差距逐

渐缩小。

（4）阅读方式多样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

到来，2011年有关“数字阅读”的概念开始在该领域

研究论文中被提及，这意味着在传统阅读模式的基

础上一个全新阅读时代的到来。数字阅读不仅改变

了未成年人的阅读习惯，使阅读不受时间和场地的束

缚，也丰富了其阅读生活，因此，数字阅读将被更加

广泛地运用于未成年人的阅读推广中。未来，数字阅

读将和传统阅读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4  结语

通过对关键词的时间聚类分析，清晰地展现了未

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的演进过程。近十年来未成年人

阅读推广主要历经了由传统单一的推广向多元化、数

字化推广迈进的发展、演进过程。虽然近十年来对未

成年人阅读推广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量的

提高，在研究的规模、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但整体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不能只把研究的重

点放在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活动的表层意义上，还应该

在基础理论上下功夫，把阅读推广的内涵挖掘出来。

只有了解其本质，才能更好地指导未成年人阅读推广

工作，才能引领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工作向更高的水平

发展，从而实现质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