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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素质研究现状与前沿探索——基于

CiteSpace文献线索 

蔡莉，徐龙，汪轩涛，姚静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江苏镇江 

摘要：国内外人文素质研究一致关注其在塑造公众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应对复杂社会挑战

中的关键作用，普遍通过教育来提升人文素质，尤其在社会科学教育中强调批判性思维、道德意

识和文化理解。此外，生态素养和数字素养等主题逐渐成为重点，反映了可持续发展和数字信息

时代的需求。但国内外研究在重点和方法上存在显著差异。国际研究偏向跨文化理解，采用跨学

科和实证分析，更注重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国内研究则聚焦于社会责任和爱国主义，注重理论探

索与政策导向。就趋势而言，全球人文素质研究正朝向更综合、更跨学科演进，而研究的路径选

择上逐步形成适应各自社会需求和文化背景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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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humanistic qual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is unanimously concerned with their key role in 
shaping public values, enhanc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ddressing complex social challenges, and humanistic 
qualities are generally promoted through education,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critical thinking, ethical awareness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In addition, themes such as ecological literacy and digital 
literacy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reflecting the need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age. Howev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erms of focus and 
methodolog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avours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dopts interdisciplinary and empirical 
analyses, an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multicultural inclusiveness; while domestic research focuses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atriotism, with an emphasis o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olicy orientation. As far as trends 
are concerned, global humanistic quality research is evolving toward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while the choice of research paths is gradually forming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the 
respective societi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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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与数字技术的迅猛进步，正通过数字媒介

和在线平台深刻地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

和价值观。信息过载、虚假信息泛滥和极化的风险

还影响了个人认知和社会关系。在这样一个复杂环

境中，人们如若缺乏对信息的批判性和系统性思

考能力，往往容易不加审视地接受片面的观点，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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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被情绪化内容所裹挟，这对个人决策会产生消

极影响，更在深层次上会削弱社会的理性共识与

集体信任。这强烈地依赖着公众的人文科学素质

的提升，即具有理性、反思和包容的思维，能辨析

信息真伪、识别不同观念的价值与局限。人文科学

素质不仅是对知识的掌握，更是对历史、哲学、文

学等人类文明精髓的深入理解，涉及批判性思维、

道德感和公民责任感。获得这种超越工具理性的能

力，才能让公众在纷繁信息中保持独立判断，在面

对多样化观点时能够理性冷静、秉持公共责任感，

关注社会整体利益，并理解和包容多元文化。可以

说，人文科学素质不仅关乎个体的理性与智慧，也

关乎共同福祉与人类长远发展，更是个体抵御信

息时代偏见和极化的“免疫力”，是构建健康、和

谐社会的基石。因此十分有必要了解当前人文社

会科学素质的研究现况。 

2 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素质研究现状 
人文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不同，前者是一个涉

及广泛对象同时被普遍误解的一个概念。从观念上

讲，人文科学素质指公众对人文学科（如历史、哲

学、文学等）核心知识和思维方法的理解[1,2]，侧

重批判性思维、伦理判断与文化理解的能力。人文

素质则更广泛地涵盖个人的社会责任感、道德修养

和人文关怀，关注价值观和行为的全面塑造[3]。 
为了准确获得学者对前者研究的现状，本研究

以“主题=‘人文社会科学素质’”在中国学术期刊

网络出版总库（CNKI）和 Web of Science 中进行检

索，搜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人文科学素

质”、“社会科学素质”等关键词，选择期刊文献范

畴，通过对文献清洗、筛选工作，检索得到的文章

构成了本研究的文献依据（中文 645 篇，外文 137
篇，参考文献仅列出部分），科学文献分析工具是

CiteSpace。其科学性体现为基于明确的标准和分析

框架，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严谨的筛选、分类和总

结，从大量信息中系统且逻辑地提炼出核心的学术

共识与研究趋势，确保分析结果具备客观性和可靠

性，并可通过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及时间图谱来

显示。其原理上讲，通过对主题节点和连线的结构

分析，剖析不同研究主题之间的关联强度和聚类关

系；一般用节点代表不同的关键词或主题，节点的

大小和标签的字体大小代表该主题在文献中的重

要性或频繁出现的程度，如节点越大，说明该主题

在文献中越常见或重要；以不同颜色的连线和节点

展现各研究主题间的不同时间段或学科之间的关

联，其中颜色的渐变代表时间进程，用于说明该领

域主题的演化轨迹；颜色较亮或饱和度高的部分通

常代表较新的研究方向或热点。而侧重体现聚类间

结构特征的聚类图，则关键节点及重要连接非常突

出，即通过多个核心主题在不同子领域中交织来体

现当前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分布。不同主题在时间维

度上的发展趋势及其互相关联的关系，则是通过关

键词时序图谱来体现，即不同聚类标识颜色和形状

来代表主题的不同时间段和聚类密度，用以显示不

同研究方向在过去历程中动态变化的演进轨迹。 

2.1 主题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本研究运行CiteSpace，将操作界面节点类型

选择为关键词(Keyword)，并进行科学图谱的可视

化分析，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1所示。“素质

教育”、“人文素质”、“人文教育”、“哲学社会科学”、

“素质”、“人文精神”等的节点有明显的聚类，即

这些主题在该领域有紧密的关联和高频的共现，

说明研究“人文素质”时，即常常涉及“人文教育”、

“社会科学”、“哲学”等紧密联系的相关内容。图

1中，“人文素质”和“人文素质教育”相比于“社

会科学素质”的研究更为丰富；靠近“素质教育”

节点的部分色彩较亮，表示近年来该领域关注的焦

点在素质教育方面。同时，依据节点和边的厚度可

以反映主题间的共现强度，即较粗的连线表示两个

主题之间有更高的关联频率，图1中“人文素质”与

“大学生”、“人文教育”、“素质教育”等主题有较

强的关联，表示研究中多集中探讨大学生人文素质

教育的内容上，这些子主题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

是研究热点或发展趋势。 

 
图 1.人文社会科学素质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具体而言，图1中“素质教育”和“人文素质”

处于核心位置，表明素质教育在提升人文科学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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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关键作用，密切关联着个人知识水平和社会

责任感和健康的价值观，它们共同构成人文科学素

质的基础。此外，图中“大学生”、“医学生”等关

键词显示出研究对高校人群的关注，这种聚焦反映

出提升人文素质通过高校教育这一重要途径来影

响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进一步分析发现，学者们

关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图中“哲学

社会科学”、“人文精神”、“综合素质”、“社会责任

感”等关键词展示了不同学科的视角或方向的讨

论，例如，提出哲学教育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以

社会科学教育增强对社会结构和动态的理解能力；

培养个体形成更全面的社会认知和人文关怀，则关

注如何通过素质教育培养公众的批判性思维、文化

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等。而“医学生”等关键词的出

现，表明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与他们在医疗环境

中的沟通能力和伦理判断能力等产生直接关联，成

为该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而“科学素质”和“人

文学科”等关键词并存，则显示出人文素质与科学

素质之间的平衡已成为新的研究趋势。 
多学科的不同观点表达了人文科学素质融合

和得到提升的多种途径及其特征，从综合趋势上反

映出需要从传统侧重知识传授的素质教育方式延

伸到态度、价值观、适应性行为的塑造上来。这当

中需要人文精神与科学素质平衡且并重，还需要具

有沟通和伦理判断能力，以及在数字时代社会中的

人文关怀和科学理性，这样才能符合社会需求和达

成责任感或担当。如此综合素质的载体对象——社

会公众需要有整体性提升，才能更好适应数字社会

多样化挑战。简言之，这就需要科学素质与人文素

质的平衡发展，才能使社会需求与整体素质双向实

现，如图1所示，当前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的关注不

仅延伸到多学科领域，涵盖理性应对科技带来的伦

理、社会问题所亟需的道德素质等，还涉及积极适

应信息时代的“工具”素质——数字素质，表明仅

达到人文及科学素质的平均水平是不够的，因整个

社会的健康运作并非依赖较少数量的群体，而是取

决于更多的群体所拥有的素质。但从文献结果显示，

直接以社会公众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成果却非

常缺乏。 

2.2 主题聚类 
研究进一步将关键词共现图谱中的关键词按

照相关算法进行聚类总结，得到如下图2的关键词

聚类图谱。 

 
图 2.人文社会科学素质聚类图 

图2展示了主题的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

依据模块值（Q值，即Modularity Q）和平均轮廓值

（S值，即Mean Silhouette）两个指标可知，当Q
值>0.3时，聚类结构就显著；当S值达到0.7就可认为

聚类是令人信服的。图2左上角的数据显示Q值

=0.6481，S值=0.8756，因此该聚类图谱的聚类结构

十分显著，且结果令人信服。 
图2中，“素质教育”是核心聚类，标示为#0，显

示其重要地位，聚焦于青少年和学生群体等主体，包

含了人文科学教育、创新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

另外，“人文素质”(#2) 和“科学素质”(#3) 的聚类

反映出与人文同等重要的科学教育的并存与平衡

需求。其中，人文素质聚类关注社会心理、道德观

念等对人文精神的影响，而科学素质则强调科学方

法和技术对公众认知和判断的作用。二者表现出交

叉融合的趋势。其他聚类如“哲学社会科学”（#4）
和“社会责任”（#8）显示了人文科学素质与社会学、

哲学、伦理学的深度结合。哲学社会科学主题的存

在说明了在素质教育中，不仅仅关注技能和知识，

更注重思想的深层次构建；社会责任聚类则表明在

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人文科学素质的培养

应包括对社会问题和全球挑战的反思和责任意识

的提升。由上可见，图2聚类显示人文科学素质领域

研究的多样性和综合性特征，从素质教育到人文与

科学素质的平衡，再到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探讨，已

搭建了多层次、跨学科的发展框架。 

2.3 主题的时序演进 
研究利用CiteSpace绘制得到关键词时序图谱，见

图3所示。从时间上看，最大的聚类为素质教育，教

育创新、大学教师等关键词从2005年开始出现；其后

出现公共素质等关键词，可以看出对于素质教育的关

注点不再局限于学生群体，而是逐渐扩展到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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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群体，如“公共素质”等关键词的出现便体现

了这一点。“人文素质”这一要素则是最早出现，其

中包括人文与科学、创新能力等关键词，研究领域

逐渐拓宽，从教育领域延展到文化、艺术等多个方

面。这一过程中“社会科学素质”范畴的研究逐渐

凸显，其中关键词包括科学素质、创新教育、协调

发展等，到2020年，相关的研究逐渐减少，2024年
又有关键词出现。这说明“人文科学素质”与“社

会科学素质”进行结合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者正尝试通过跨学科研究来探索新的研究领

域和视角。 
从时间对应的内容看，图中的#0“素质教育”

聚类作为最重要的主题，其被持续关注，尤其是自

2000年以后快速增长。这表明在社会需求的驱动

下，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关键手段，并对其他主题有

关联影响；#1“人文素质”聚类紧随其后，作为素

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21世纪初以来逐渐

得到关注并被广泛讨论，尤其是在全球化与信息化

背景下。此外，时序图谱中#3“医学生”和#4“大

学生”两个聚类反映了在医学和高等教育领域开始

重视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包括医疗职业中的沟

通、伦理和责任感等内容。#5“哲学社会科学”及#8
“人文精神”聚类则显示人文科学素质与哲学、伦理

学和社会科学开始深度结合，其中人文精神涉及到

了批判性思维、伦理判断以及对社会问题的理解等

内容，表明相关研究跨越知识传授层面深入到思想

和精神领域，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等被纳入。 
归结来看，图3显示出对人文科学素质备受研

究者重视，而且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在各领域尝

试，社会科学素质研究正向更为系统、综合的方向

发展，呈现多学科交叉融合特征，并且细分主题正

逐步深化、多元化，这些多维度的素质内容讨论印

证了社会发展激的需求、研究者的理性思考和个体

应具备的社会责任。 
必须说明的是，直接以社会公众为研究对象的

人文社会科学素质讨论却较为稀少。无疑，无群体

明显差异化区分的社会公众人文社会素质更能体

现一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其科学素质更是数字

时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一般而言，社会公众作

为构成社会整体的基础群体，其平均素质直接关系

到社会的文化水平、公共意识和社会治理的有效

性。具备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素质，公众能够

更理性地看待多元化的社会现象，形成独立而批判

的思维，避免盲从和偏激，有助于社会共识的达成

和集体理性的提升。而且，在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

中，这种综合素质提供了理解他人、尊重差异和协

调利益的基本框架，增强其对社会责任及义务的意

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维

护公共秩序，以及识别和应对信息过载和虚假信息

等问题。可以说，提升社会公众的人文社会科学素

质不仅是数字时代背景下个体成长的需求，更是构

建稳定、有序、包容社会的基础。 

 
图 3.人文社会科学素质关键词时序图谱 

3 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素质的研究现况 
本研究依据同样的 CiteSpace 检索标准对国外

成果进行了梳理，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4。图 4
中，“students”和“education”是核心节点，表明教

育作为受众提升素质的主要手段和过程，关联的知

识、态度和技能培养在图中比较显著。与“education”
直接相关的主题包括“knowledge”、“attitudes”、
“skills”和“curriculum”，则涉及传授知识、塑造

态度、培养技能以及课程设计的关键性等内容。其

中“social sciences”的节点还涉及如何在教育过程

中培养受众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素养。关键词如

“health”、“environmental literacy”、“digital literacy”
等则表明关联内容的多样性，说明现代社会科学教

育逐步关注跨学科的素质培养，包括环境素养、健

康教育和数字素养等。值得一提的是，图 4 中涉及

反映全球性问题的关键词，如“climate change”和

“ecological literacy”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的认知

和应对能力等内容，这说明，国外学者的素质研究

还愈发关注全球性议题以及传播属性。这里，

“digital literacy”的节点显示出信息技术的普及学

习能力、数字素养等内容，表示高等教育中数字技

能的培养已成为必然趋势。综上，这些多维度素质

内容的讨论，从知识、态度和技能等基础素质的培

养，已经延展到数字素养、环境意识等与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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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相关素质的关注。 

 

图 4.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素质关键词共现图 

研究对关键词按照显著算法进行聚类，得到关

键词聚类图谱，即图 5。图中 Q 值=0.8009，S 值

=0.9383，可见该聚类图谱的聚类结构十分显著，结

果同样令人信服。国外成果中代表性最强的关键词

是“students”是核心节点，表明社会科学在教育领

域研究的核心位置，与其他主题共同表达的结构内

容，可见研究领域已经非常广泛，而且与其他学科

相互结合；被关注的主题主要聚焦在生态素养、行

为改变、决策过程、焦虑障碍、灾害预防等方面。 

 
图 5.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素质关键词聚类图 

具体而言，图 5 中“guidelines”和“patterns”
的聚类（#1）显示出社会科学教育在规范化教学和

教育模式研究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学生掌握基础

社会科学知识和分析及思辨能培养方面。

“ecological literacy”(#2)和“disaster prevention”(#6)
的聚类表明对环境素养和灾害应对能力的重视，说

明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背景下，环境素养和

应急知识成为了增强应对复杂社会环境能力的重

要内容。此外，图中“behavior change”（#3）和

“decision making”（#4）的聚类突出了行为改变和

决策过程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说明研究对象的行

为改变，例如理性决策能力得到发展，或者可以理

解为行为上不仅体现了学习知识的过程，以及个体

具有在复杂社会情境中的行为调控和责任感培养

的变化。另外，“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9）
的聚类则反映出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特别是在

焦虑障碍等方面的研究，表明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被

视为整体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teachers 
conceptions”(#8)的聚类则体现了研究者对教育观念

和教育方法的重视，突显了学习对象身上认知和行

为的重要角色。归言之，国外学者这方面的成果呈

现出多层次特征，涵盖生态教育、心理健康、行为

培养等多个维度，教育作为提升素质的主要手段，

展示了教育体系从知识传递到心理支持、环境意识

培养的综合性转变。上述多样化趋势涵盖了认知、

情感和行为等方面的全面变化。 
本研究通过关键词得到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

演进路径，即时序图谱，如图 6 所示。 

 
图 6.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素质关键词时序图谱 

图 6 展示了国外成果对人文与社会科学教育领

域中不同主题的时间演进与研究脉络，较为明显地

显示了各个关键主题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发展趋势

和互相联系，从其展示的不同颜色的线条和聚类编

号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核心议题，包括“人文主义”

（#0）、“社会科学”（#1）、“生态素养”（#2）和“行

为改变”（#3）等，其中多个主题贯穿了多个时间节

点，即说明其重要性被学者持续关注。这当中，最

大的聚类聚焦于自 2010 年起开始涌现的“人文素

质”，涵盖了人文维度、人文素质教育、关爱行为等

关键词。国际学者的讨论同样强调了人文科学在塑

造人类精神世界、提升人类生活质量方面和个体的

人文素质的重要作用；紧随之后的是社会科学维度，

它包含了社会科学、人性、教育等关键词，这些是

在 2010 年左右开始受到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其研

究热度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人文主义”(#0)却展

现出人文价值在素质提升中的恒定、久远的地位，

表明关注个体价值、尊重多样性和伦理思维的重要

性始终凸显。其他主题“社会科学”(#1)和“生态素

养”(#2)则反映了当今生态危机与社会问题频发的



蔡莉等：人文科学素质研究现状与前沿探索——基于 CiteSpace 文献线索 
Li Cai, et al.: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Frontier Exploration of Humanities Quality 

https://cn.sgsci.org/                                                                                     • 121 • 

背景下，生态素养被认为是实现提升环境意识和社

会责任感等方面素质的重要途径。另外，“行为改变”

(#3)和“决策制定”(#4)明显的关联聚类表明复杂的

社会情境中做理性决策时，个体行为规范和决策能

力中具有重要作用，除了知识传递，个体行为的调

节和社会责任感塑造也在其中。而且，图中新出现

了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如“广泛性焦虑障碍”(#9)，
说明社会心理健康问题开始凸显，与之对应的“教

师观念”(#8)作为重要主题也呈现出来，即说明观念

对态度及行为素质也有明显的社会关联。 
由上总结，国外人文与社会科学教育主题的研

究是多元化同步演进，呈现了该领域在生态意识、

行为决策、心理健康等方面的跨学科整合趋势，从

认知发展到情感和行为塑造，明确了对社会责任感、

批判性思维和生态意识等素质的要求与重视，以及

社会趋势要求素质的发展方向。 

4 文献述评 
就近年国内外人文素质领域的研究状况及其

发展趋势[4–10]而言，国内外学者的共同之处在于

对人文素质重要性的认知和研究主题的多样性上

是一致的，都将人文素质视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11,12]、，强调其在塑造公众价值观、提升社会责任

感及应对复杂社会挑战方面的积极作用[13–16]，例

如，国内外研究都关注如何通过教育手段提升人文

素质，尤其是通过社会科学教育途径推进批判性思

维、道德意识和文化理解。此外，生态素养、数字

素养等主题也是共同关注点，因为全球对可持续发

展和信息化时代所需素质都同等重视。这种跨学科

形成的共识表明，无论国别，提升人文素质已成为

现代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另一个

共同点是以社会公众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成果国

内外都不丰富。此外，国内外在研究重点和方法上

也存在显著差异[17–20]。国际研究中，更多聚焦在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文素质教育[21,22]，尤其是在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培养跨文化理解和包容性[23,24]，
这一研究方向在欧洲、北美等多元文化社会尤为显

著。相较之下，国内的研究更多聚焦在增强社会责

任感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强调人文素质与社会稳

定、民族认同的关系。这种差异反映出各国在历史

和社会背景上的不同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外

在心理健康、焦虑障碍等主题上的研究进展也不尽

相同。国际上，心理健康被视为人文素质关注的一

部分[25–27]，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则更关注如何通过

教育干预提升学生的心理韧性来应对学习压力和

社会环境的变化[28–31]。 
在研究方法上，国外研究通常采用跨学科方法，

重视实证分析和数据模型的应用，关注科学性和普

适性；而国内研究则更倾向于理论探索和政策引导，

一直强调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和思想教育的方式提

升人文素质[32–35]，侧面说明国内研究受社会背景

和政策导向影响更大，而国际研究则更注重多元文

化下各细分主题的探索。 
综上，尽管国内外研究侧重点和方法存在显著

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未来将继续影响不同学者的路

径选择，但在推动提升人文素质发展认知上，呈现

了一致的多元演进趋势。未来针对普遍的社会公众

所需要的跨学科整合而得的素质要求与适应性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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