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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管理模式

OO3

O12

O2O

024

029

O39

O47

O55

O62

O67

O75

O82

088

101

109

中国高校书院-院系双院制下学生的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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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的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现状分析

智慧书院模式的
“
双院制

”
协同育人路径创新

澳门大学住宿式书院的内地服务学习研究

新时代高校书院制改革的十大维度分析

书院本质与中国化路径

高校书院制教育的空间维度探析

书院制背景下高校学生宿舍育人功能实现路径探究

——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海棠七号书院为例

全球胜任力的书院制育人模式探析

大类培养视域下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践与探索

——以北航士嘉书院为例

新文科背景下书院的建设发展探析

——以天津大学文津书院为例

重庆移通学院书院制 :探索现代化特色书院教育的创新之道

世界一流大学书院运行机制及成效比较研究

——以牛津大学与耶鲁大学为例 魏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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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基本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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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综述等文献并经数据去重处理后`共得到有效样本文献⒆4篇
`据

此建立此次研究的文献数据库。

本研究使用的分析工具是陈超美教授开发的 Citcspaces,7.V`这是一款着眼于分析科学文献中蕴

含的潜在知识`在科学计量学 (scientometric)、 数据和信息可视化 (Data and infom耐 on讹ualiz龃 on)

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1、 运用 Citespace软件对 ⒆4篇样本

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并绘制作者、机构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等知识图谱`分析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

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研究热点、前沿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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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年度发文量示意图

1.年皮发文态势分析

发文量代表了科学知识量的变化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领域研究的宏观发展情况。我国

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的发文情况如图 1所示。由此可知`我国高校在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方面发

展比较缓慢`整体呈波浪上升趋势。⒛01-⒛ 10年 `走势较平稳`发文量比较少`都在 ⒛ 篇以内`年

均 77篇 `说明当时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关注度不高j⒛ 1l年之后`发文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

呈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年均在 56篇 `⒛ 19年更是达到 110篇 ` ⒛18年发文量突然大幅减少。进一

步分析`笔者认为我国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相关研究起步比较晚`活跃

程度不高 `高水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⒆4篇文献中中文核心和CssCI文 献仅 114篇
`占

比不足 16,5%。

2.核心作者及合作网络分析

运用 C屺space软件生成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分析该领域内核心作者、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交流情

况。具体操作如下 :选择节点
″
Author″ `sdec“oll cⅡ teria部分选择 Top N句0`结果见图 2。

如图所示
`“
N利58`E犭 81`网络密度为 0,0013” 。这表明`在从事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的 958

位学者中`存在 581组合作关系`合作较为松散。图 2中有许多单点或简单的线段、三角形`很少有

多边形`这进—步表明在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方面作者之间交流较少、含作松散`个人独立创作、2名

人小团队合作是普遍情况`缺少稳定强大的研究者群体。比较大的合作网络有 :浙江科技学院的蒋邢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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⒎ 戈跷越、岑岗、宋水均团队i哈尔滨广厦学院以张仲广为核心的团队`张海桐、崔丽在网络中表

≡雯≡∶淮海工学院的刘平昌团队`周清华、沈加君在网络中比较突出丿南京审计大学的陈晓斌团队
`

三雩钅、唐善梅、孙姣表现也较为突出。 华东师范大学的温旭、温州大学的何毅发文量都比较多`但
△手没与他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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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核心作者是在某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发展中具有较大贡献和引领作用的研究人员`根据普莱斯定律

硼 科学家中最低产的那位科学家所发表的论文数`等于最高产科学家发表论文数的平方根的 0,⒎9

泔 `2∞ 1ˉ⒛21年间发文量最多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温旭 (7篇 )`可得最低产的杰出科学家的发文量

均为 2篇 `也就是说在该领域发表论文 2篇以上的可视为核心作者`表 1列出发文 3篇以上的作者。

南京审计大学有 7人进入榜单`是人数最多的高校。统计显示`发表论文 2篇以上的作者共计 104人
`

均占作者总人数的 10.9%。 洛卡特定律
“
成熟的研究领域`发表 1篇论文的作者数最多占全体作者的

臼
"”

J而样本库中仅发表 1篇论文的作者将近占到 90%`表明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还不够成熟。

表 1 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领域核心作者

字号 姓名 发文量 所在单位 序号 姓名 发文量 所在单位

l 温 旭 7 华东师范大学 李 敏 3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陈哓斌 南京审计大学 4 朱丽花 南京审计大学

何 毅 温州大学 曲中林 3 肇庆学院

潘 明 4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 6 张朝登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

张苏婷 4 江苏科技大学 7 张晓婧 安徽财经大学

6 张仲广 4 哈尔滨广厦学院 唐善梅 3 南京审计大学

刘平昌 4 淮海工学院 周清华 南京审计大学

黄汉昌 广州大学 单德伟 南京审计大学

胡业宇 3 南京审计大学 刘德才 潍坊学院

Io 王 萍 3 青岛大学 冼美谊 3 肇庆学院

lI 柯 征 苏州大学 何敏青争 肇庆学院

李玉淑 南京审计大学 24 丁海奎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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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机构及合作网络分析

分析研究机构分布及合作关系`在 αtespacc操作如下 :选择节点
″
Instimtio/`se1ection criteria部

分选择 Top N=20`结 果见圄 3。

如圄所示 `“
N苟70`E=1硐 `网络密度为 0。 00∞

”
。这表明 570个发文机构`仅存在 140组合作关

系`机构间的相互合作更是分散。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间的合作具有较强的地缘性`一般是相邻或

相近的几所高校或教育机构进行含作`如南京审计大学与河海大学之间的含作i或者是—个高校的内

设学院、部门之间进行合作`如西安交通大学内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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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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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核心机构是研究领域内学术影响力的代表`发文量排在前 23位的单位统计见表 2。

表 2 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领域主要机构

序号 发文机构 发文量 省份 序号 发文机构 发文量 省份

1 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 厦门大学 福建

2 肇庆学院 广东 1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10 陕西

3 丽水学院 浙江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4 苏州大学 江苏 淮海工学院 江苏

华东师范大学 14 上海 潍坊学院 9 山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陕西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北京师范大学 亠乐 华中科技大学 7 湖北

8 汕头大学 广东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7 广东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 广东 清华大学 7 亠乐

西京学院 陕西
0
∠ 湖南大学 湖南

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 北京理工大学 7 亠乐

12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 陕西

0
∠

^
υ

由此可知`发文量最多的是南京审计大学 68篇 `该校单德伟、陈晓斌 ⒛13年发表书院制社区人

t曰



丁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此后每年发表 5-6篇相关研究论文 `⒛
19年一年更是达到惊人的22篇论文

`

冥发展势头及研究实力可见一斑。从这些主要发文机构所在省份来看`江苏省发文量最多呢篇`接下

真是陕西 52篇、广东省 51篇 丿陕西有 5所高校进入榜单`广东 4所、江苏 3所、北京 3所。从地域

天看`南方明显多于北方`东部明显多于中西部。

四、研究热点、前沿分析

1.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关键内容、核心观点和主要思想的高度凝练`对文献中关键词进行分析能反映一

^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前沿。在 c汛Space中操作如下 :选择节点
“KeyWor扩

`Selection crit函
a部分

三泽Top N=⒛ `为了提高图谱的可读性选择`选择?肫h丘llde叶prunillg血ced nc枷 orkF得到关键词共现

Ⅰ络见图 4`“N=“9`E=1岁3`网络密度为 00057” 。

图4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中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和标签的大小反映额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频次越高对应的关

暹词节点和标签也就越大。从高频关键词的角度分析`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有 :书院

号~、 书院、高校、通识教育、启示、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生管理、古代书院等。中介中心性

页映节点在网络中的战略作用`关键词的中心性越大`表明其控制的关键词之间的信息越多`在网络

=起到
“
媒介

”
作用的能力越大。从中介中心性的角度分析`研究热点有 :书院制、通识教育、书院、

菖校、香港中文大学、借鉴、管理模式、书院教学、协同育人、高等教育、民办高校等。

结合图 4和表 3分析知 :圄谱中包含通识教育、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协同育人、借鉴启示、人

万培养、辅导员、导师制等关键词`围绕书院形成了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大

量低频关键词的出现一方面表明该领域研究的广泛性`另
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定程度上存在研究不充

0、 深度不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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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主题分析

用 Citespacc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

s司 .96翎 `表明聚类合理、结果令人信服。

序号越小`所包含的关键词越多。

表 3 高频次及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

结果见图 5`模块值 Q tl。 889`表明聚类结构显著;轮廓值

结果呈现出高校、书院制、通知教育等 14个聚类`见表 4`

图5 关键词聚类图谱

衅聚类
“
古代书院

`8#聚
类

“
岳麓书院

”
`包括的关键词有 :古代书院、高校、岳麓书院、高等教

路径、对策、图书馆等。高校是实行现代书院制教育的主体 `古代书院的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蕴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姓名 中心性

1 书院韦J 248 l 书院制

书院 通识教育

高校 3 书院 0,24

4 通识教育 45 4 高校

启示 40 香港中文大学

民办高校 借鉴

思想政治教育 管理模式 0

学生管理 8 书院教学

古代书院 协同育人

0 大学生 高等教育 0, 6

创新 民办高校

人才培养 9 乓弘丿币芾刂 4

3 辅导员 辅导员 0,

4 高等教育 4 改革

管理模式 4 大学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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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着丰富的管理精华`其尊崇学术自曲、追求统一的价值观、保持独特的学术专长的价值追求和灵活

办学的管理模式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对处于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和发展期的高校来讲`借鉴我

国优秀的书院文化遗产`从中探寻符合时代精神的积极管理模式`实现高等教育的科学管理和文化管

理有重要的价值囫。

表 4 关键词聚类分布

聚类 大小 轮廓值 标签词 聚类 大小 轮廓值 标签词

0 45 0993 古代书院 094 创新

1 43 1 书院制 0.975 岳麓书院

0
∠

刀
吁 o906 思想政治教育 34 0.952 管理模式

3 42 o,984 师生关系 0952 民办高校

4 41 0984 书院制度 0926 大学生

5 41 0,923 书院 099 书院芾J改革

6 0.957 辅导员 0974 启示

1#聚类
“
书院制

`硼
聚类

“
书院制度

”
、5#聚类

“
书院

”
、1舛聚类

“
书院制改革

”
`包括的关键词有 :

书院制、书院、书院制改革、学生管理、香港中文大学、教育模式、全人教育、教学改革、学生公寓

等。书院制是在继承中国古代书院
“
师生共处、学生互助

”
的传统基础上`借鉴国外住宿学院制度建立

的新型学生教育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以学生为中心`打破学科专业局限`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j

以学生公寓为学习和生活社区`充分发挥宿舍育人功能田。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高校中实施书院制最

早、发展最成熟的大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9所书院`在香港高校中独一无二四
`其书院制教育模式

也为内地高校的教育管理模式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胛聚类
“
思想政治教育

`7#聚
类嗡刂新、”#聚类

“
管理模式

”
`包括的关键词有 :通识教育、思想

玫治教育、创新、管理模式、改革住宿学院制等。书院制是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改革`相应需要学生

管理、班级管理、社团管理等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田。高校设立书院制的目的是力图达到均衡教育目

标`而通识教育是达成书院全人发展目标的最佳选择`是高校书院制育人的灵魂囿。书院以学生社区

为载体 `倡导通识教育`注重学生的思想晶德和行为养成教育。书院通识教育在其理念、内容以及实

坨方式等方面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利于进一步增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冂。

s+聚类
“
师生关系

`6#聚
类
“
辅导员

”
`包括的关键词有 :人才培养、导师制、辅导员、书院教学、

师生关系等。书院制改革不仅是学生管理模式的改革`更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书院制教育围绕立

售树人J通过落实本科生导师制、加强通识教育课程和环境熏陶`拓展学术及文化活动`促进学生文

理渗透、专业互补囵
`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导师承载着书院建设的教育理念、承担

全人教育之责等作用`导师决定了书院制的生存与发展`是书院的
“
魂
”网

`因此要整合教育教学和学生

管理两个队伍的资源`构建书院导师队伍体系。师生关系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和谐融治的师生关系

对于书院教学活动的开展意义非凡`必须要建立书院导师的遴选、培训、激励、考核等机制 `构建师

生学习共同体[10]。

由图我们也可以看出`10#民办高校、11#大学生、1胖启示`也是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关注的

韦瑟~民办高校是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关乎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质量。古

代书皖是在我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生成的民办高等教育形式`在教学组织、课程设置和学生管理等方面

膨威规范的制度`对于我国现代民办高校的人才培养制度的构建具有启示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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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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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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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前沿分析

研究前沿通常是指一定时期内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也可认为是一组突现的

动态概念或潜在的研究问题。运用 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突现检测`结果如图 6`代表近⒛ 年来
`

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领域不同阶段的研究前沿。由图可知
`“

民办高校
”
突现最早`在

⒛01年开始

突现 i“书院制
”
突现强度最大`达到 11.41;“ 民办高等教育

”
突现时间最长`从 ⒛O3-⒛⒆ 年 6年的时

间。⒛10-⒛ 12年 3年间`没有关键词突现。

Top13Kqr叩0rds πLth tLe stroⅡ gest C∶ itatioⅡ 】Bursts

Ke胛rds v° 9r strengu Be锃卩巳

民办高掖  lO01  4ˉ 172ml

民办高等教肓 ⒛矶   4ˉ 372】H【3

启示    2O01  3~+B2m3

高等教肓  2001  4~1721H|s

住宿学院制 aOo1  3~σ 2013

学生管理  2QO1  5~Og2016

路径    20Q1  2~g,2017

书院制   ⒛帆  11ˉ412019

人才培养  ⒛帆   3ˉ咙 2019

高校    ⒛帆   4ˉ +32i’90

思想政诒教肓 lcX【1  4~1+2【 090

协同育人  2栅1  3ˉ 3721’zo

肓人模式  ⒛帆   3ˉ372090

2001-2021

图6 关键词突现图谱

结合文献研读`⒛
01⒓009年间的文献`多数是在研究我国古代书院制对民办高校、民办高等教育

的启示。1978年 民办高等教育在我国重新复苏`开始了在夹缝中艰难成长的道路`其时民办高校如何

发展有关学者也一直在研究和探索。丁润生从基本情况、形成机制、办学精神、教学内容与方法等方

面对比分析了传统书院与民办高校的异同`借鉴传统书院的历史经验教训`指导民办高校的建设和发

展〔l四 ;欧阳霞、姜新生、徐魁鸿分别从书院的制度特征、办学经验、经费筹措等方面研究了我国古代

书院对现代民办高等教育的启示[13丬习。

2013ˉ⒛17年突现的关键词是住宿学院制、学生管理 `张治湘等对我国高校书院制与美国高校住宿

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两种管理模式之间存在的共同点及不同点`从而深化对高校

宿舍育人功能的认识`推进高校学生管理模式改革[1刨。

201S-⒛21年突现的关键词主要有书院制、人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协同育人、育人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 `把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丬1’ l。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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搀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
`“

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

蔽育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

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长效机制
`“

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 完̈善科教

△台、校企联合等协同育人模式丬1剔。陈晓斌分析大学书院的外生秩序性、
“
双院

”
分工协作、本科生导

押祝、大学外部评价等关键影响因素`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从转变育人理念、强化

m匮没计、提供机制保障、增加大学办学自主权等方面入手`系统构建
“
双院协同育人

”
机制 u叨。王炳

抒认为、书院制依托学生住宿空间`增加功能设施`搭建各类育人平台`开展通识教育和各类文体活

巾!使书院成为学生教育的第二课堂`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是高校实现
“三全育人咱勺

-e’
四。在以书院制为载体的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要创新思政育人模式`解决书院制运行过程

中岣叫莳沔卩问题`寻求符含新时代学生特点的思政育人途径`必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紧围

-l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
这一根本性问题。因此`人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协同

Ⅱ人`育人摸式等`依然是我国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前沿。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运用科学知识图谱的方法`对我国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得到

嘤下野论: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起步较晚`前期发展比较缓慢`发文量整体上呈增加的趋势`反映了

臼泅现代书院制教育改革正逐步推进。从作者和机构分布来看`作者和机构数量不少`但是缺少合作

~没 有形成稳定强大的研究团队。在研究热点前沿方面`书院制、书院、高校、通识教育、高等

0育`管理模式、协同育人、借鉴启示、人才培养、辅导员、导师制等是研究的主要热点`呈现出热

曲崂泛 但也存在研究不够充分、不够深入的问题氵人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育人模式

艹 埒依然是我国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前沿。

多讨了十余年的实践和探索`我国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不断发展壮大`为高校探索教育教学改革、

-tOJ新 等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和有力支撑。书院现在依然是高校教育管理改革的新事物`必须

口盱应时代发展`满足学生成长成才的需求。首先要遵循教育规律`明确教育理念`把握教育本质氵

Ⅱ淑要追循学生成长规律`立足学生全面发展`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生成长需求;三要适应学校实

|-i统 筹学校育人资源`科学含理设定符合学校实际、切实可行的现代书院制教育模式`加强书

|F盹甬建设`提升教育内容供给丿四要加强书院制教育研究尤其是人才培养、协同育人机制模式研究
`

古铪发厍书院育人作用`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王叉.{超美,Gtcspacc: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北 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⒍

丁运子 书陀模式对现代高校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J]中 国成人教育,20O9,(13):13-14。

豇叉
=△

剖教育模式的兴起及其发展思考高等教育研究[J].⒛ 13,34(08):76-83,

△t莲 誊港中文大学书院制的特色及优势[J]。 教育学术月刊,2⒆0,(04):2⒐ 34M1。

百t∴ .马 海鹰
“八融合

”机制下书院社团发展路径创新研究[J].科技资讯,⒛20,18(36):

巾~二 :二

〓一一̌
一〓.

一

一_
,
一

~
一一
一_
〓

.
`
'
'
一

 
 
 
 
.

^
习

 
冂
υ
 
~
刁

 
、一叉

工

巾



囵 李正,项 梦丹。高校书院制育人机制探析田.高 等工程教育研究,⒛20,(05):110-116。

冂 李敏。书院制模式下通识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J],教育与职业,2012,(02):52-53.

[8]沈隐汐。现代书院制模式下高校人才培养的再思考田 .高 教学刊, 2019,(2):lTZI-175+178.

网 曲中林.导 师:现代书院的“魂”
[J],当 代教育科学,2012,(07):2⒋ 26.

[10l王 莹,高 仕宁,张凯。基于书院导师制的师生学习共同体关系构建探索[J].产 业与科技论坛,⒛20,

19 (23): 261-262.

[11]魏佳佳,孙芳.我 国古代书院人才培养制度对当代民办高校的启示[J]漯 龙江高教研究,⒛ 16,

(05): 136-138.

[12]丁 润生.传统书院与民办高校的对比研究[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⒛01,(01):17砭 4。

[13]欧 阳霞。我国书院+ll度 特征及其对现代民办高等教育的启示[J],内 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

片反),  2003, (01): 23-26.

[l刽姜新生。书院的办学经验及其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⒛ 03,

(06): 14-17,

Ⅱ5]徐魁鸿,古代书院的经费筹措对当代民办高校的启示[J]。 成人教育, 2005,(02):5-6.

Ⅱ刨张治湘,冯林.我 国高校书院制与美国高校住宿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的比较研究[J],煤炭高等教

育,20113,31(01):3⒐ 42。

[1刀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 民日报,⒛ 16-12-O9(l).

[18]中 共 中央 国务 院印 发 《关于加 强和 改进 新 形 势 下 高校 思 想政 治工 作 的 意 见》

[EB/OL].http∶ 〃-·妊nhuanct。 coW/politics捏 017-fl2/27cl120538762。htm, 201⒎ 0⒉ 27。

[l叨 陈晓斌.现代大学书院制
“双院协同育人”

因境及对策探讨[J]。 教育观察,2怩0,9(01):3-6+31.

⒓Ol王炳丹,基于书院制的
“三全育人”工作机制研究[J].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zO21,41(01):

166-167.

第
七
届
高
校

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