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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是教育学
类集刊的初创期;二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低迷期;三是 21 世纪以来，

这是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今天，学术集刊在推动学术研究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然而，由于时间尚短，教育类学术集刊在学术规范和影响力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应当从管理制度、专
业化发展和评价制度入手，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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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走过了 60 多个年头，如何系统梳

理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规律，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而学

术集刊就是一个风向标，通过对不同时期学术集刊的归纳分析，能够从一个侧

面真实再现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1］。基于此，笔者试图以教育学类

学术集刊为突破口，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特征，

以期在新时期为进一步推进对教育学问题的研究和反思，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一、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历程与回顾

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

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有 5 种教育类集刊创立。在这里，首先要回答一

个问题，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形成了崭新的教育体制，但为什么教育类学术集

刊的创办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呢? 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一时期，仿

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与计划经济完全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它过分强

调行政指令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了压制了高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第二，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灾难，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抑制了学术

研究的发展。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集刊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呈现出了极其鲜明



赵春雷


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展望

的时代特征。( 1) 从内容看，这些集刊并不是严格意

义上的学术集刊，而是为了服务于某些政治运动特

意创办的，体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比如，1958

年，全国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为了给这一

运动提供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

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推进教育与

生产劳动的结合，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一份独

特的集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会刊》。再

比如，为了服务于文化大革命，先后创办了《教育革

命通讯》、《教育革命文选》等集刊。( 2) 从创办主体

看，分布相对均衡，行政机构 2 个、高校 1 个、学会组

织 1 个、科研院所 1 个，基本符合这一时期的特征。

( 3) 从地域分布看，这些集刊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

地区，其他地方则非常少，这可能与北京、上海的政

治地位相关。( 4) 从学术规范看，这些集刊还存在很

大不足，出版周期不固定，发行数量和区域也非常有

限。这些集刊都是应政治需要创办的，注定了它们

生命的短暂性，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它们也走到了

尽头。

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末，这

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发展的低迷期。据不完全统

计，这一时期总共有 4 种新的学术集刊创刊。1978

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召开，犹如一声春雷，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中国也开始进入改革期、阵痛期，与传统计划经济体

制相适应的学术研究机制也已无法适应新时期的要

求，中国学术集刊的发展陷入到暂时的低迷和困境

之中。这一时期，集刊的创办主体主要集中于行政

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区域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

京，这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力量相对集中的特征。

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集刊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政

治干预，转变为对教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实现

了研究对象的学术转向，其中一个集刊在后来取得

了刊号，转变为正式期刊。

第三阶段是 21 世纪以来，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

刊的复苏和发展期。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学术集

刊呈现出全面复苏和蓬勃发展的态势［3］。首先，随

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学术研究已从前期的

困境中走出，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新景象，再加上国内

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些都为学术集刊的复苏

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其次，从 1999 年起，教

育部启动了重点基地建设，先后在全国高校建立了

11 个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

持，这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制度

保障。再次，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学者和专家纷纷加

入到学术集刊的创办之中，为提升学术集刊的质量

和研究水平提供了队伍保障。最后，为了进一步繁

荣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实施了众多战略工程，这也为

学术集刊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 20 种新创办的

集刊。按照学术集刊的创办年份，统计如图 1。从创

办主体看，这些集刊的分布相对集中，如表 1。

图 1 2000 年以来教育类学术集刊创办情况

表 1 2000 年以来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创办主体与地区分布

创办主体 数量 地区分布

高校之外的研究院所 5 北京

高校系统的院所和基地 12 北京 3 个、上海 6 个、江苏 1 个、湖南 1 个、湖北 1 个

学会组织 2 北京

行政机构 1 北京

从图 1 和表 1 可以看出: 第一，从创办主体看，高校

已经取代其他机构，成为学术集刊创办的主力军。第

二，从区域分布看，北京和上海依然是学术集刊的集中

地，其他地区并没有打破北京和上海地区的垄断地位。

第三，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学术集刊主要围绕教育学

一级学科展开，少量涉及到二级学科或跨学科问题，这

也表明，当前的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尚未突破一级学科的

垄断局面，形成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跨学科为一体

的多维度、多网络的学术集刊群。

二、学术集刊的出版规范及学术影响力分析

进入 21 世纪以来，虽然教育类学术集刊获得了

重大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集刊已经实现了高

质量的规范化发展。由于这些集刊创刊时间相对较

短，因而在出版规范、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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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此，笔者以 2000 年后新创办的 20 种集刊为

例展开全面分析。

从学术规范看，目前这些集刊都能按照《中国学

术期刊( 光盘版) 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在论文格

式上达到学术期刊的基本要求。然而，总体上还存

在许多问题: ( 1 ) 在审稿制度上，虽然许多集刊都宣

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但由于财力、人力等方面

的不足，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最终

只是流于形式。( 2) 许多集刊的稿源并不是很充足，

存在着“自产自销”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集刊

发表的文章并非都是原创性的，而是在别的期刊上

已发表过的二次文献，这显然离真正的学术规范还

存在一定差距。( 3) 在出版周期上，一些集刊并没有

形成稳定的出版周期，而是以不定期出版物的形式

出版，这显然不符合学术集刊的出版要求。另一方

面，一些集刊曾先后更换过出版社，在出版方面还存

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也是摆在当前学术集刊发

展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4) 从更高要求看，一部分

集刊虽然达到了国内学术期刊的出版规范，但离国

际通行的学术惯例还存在一定差距，许多集刊缺少

英文目录、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等等，这还有待进一步

完善。( 5) 一些集刊没有形成自己的编辑部，也缺少

专职的编辑人员，基本上都是靠教师和学生兼职完

成，这是限制当前学术集刊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影响力看，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科评价中心

公布的 CSSCI ( 2012 － 2013 ) 集刊来源目录显示，共

有 3 种集刊入选，占总集刊的 15%。它们分别是《中

国教育: 研究与评论》、《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和《中

国教育法制评论》。根据 CSSCI 被引文献篇数和次

数( 2005 － 2012) 统计，排名前七位者见表 2。

表 2 被引量排名前七位的教育类学术集刊情况

集刊名称 2005 － 2012 年 CSSCI被引论文篇数 2005 － 2012 年 CSSCI被引次数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24 29

中国教育政策评论 25 27

中国教育法制评论 24 26

中国教育管理评论 11 13

中国教育科研报告 3 3

中国教育科学 2 2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 2 2

合计 91 102

每种集刊平均每年 1． 63 1． 82

从表 2 看，第一，在 20 种新办集刊中，入选 CSS-

CI 来源集刊的只有三种，这表明当前教育类学术集

刊的总体影响力还非常有限。第二，从总体引用看，

在 8 年的 CSSCI 期刊引用中，只有 7 种集刊被引用

到，而且引用的总篇数才 91 篇，总次数才 102 次。

按照 平 均 值 看，平 均 每 个 集 刊 每 年 被 引1． 63 篇、

1． 82 次，这一数据非常低。考虑到这只是排名前七

的学术集刊，如果将所有 20 种集刊全部计算在内，

这个数据会更低。第三，从集刊自身的影响力看，前

三种集刊差距不是很大，属于“第一方阵”，但从它们

的数据看，这种影响还非常有限，每个期刊的最高引

用篇数和次数尚不足 30; 而后几种集刊的影响力显

然无法与前三种集刊相比，除此之外，其他集刊还尚

未产生引用数据，这更充分表明学术集刊的总体质

量还参差不齐。

总之，随着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学术集

刊已经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异军突起，成为推动教育

学研究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由于这些集刊

的创办时间还很短，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办刊经

验，因而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4］。随着中国

社会科学的持续性发展，这些集刊必然能够发挥更

大的作用，为推动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更为

重要的作用。

三、建议与反思

任何新生事物都存在一个成长和发展过程，作

为一种新形式，学术集刊也不例外。随着学术研究

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学术集

刊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针对当前的现状，应当

从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学术集刊的

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制度保障。

第一，从国家层面看，应当正视学术集刊的理论

价值，将它们放到与学术期刊一样的地位，加大对学

术集刊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从当前学术发展的

现状看，学术集刊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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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它们在理论地位和学术价值上还无法与正规

的学术期刊相抗衡，这种观念上的错位直接影响了

学术集刊的发展。2011 年，教育部制定并下发了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2011 － 2020 ) 》，

呼吁进一步加大对学术刊物的建设力度，而学术集

刊作为一种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应当受到应有

的重视。因此，国家首先应当破除观念上的误导，将

学术集刊与学术期刊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一视同

仁，这样才能为学术集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

好的环境。其次，为了全面提升学术期刊的办刊质

量和学术水平，国家专门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学术

期刊资助项目”，同时，教育部也启动了“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名刊工程”，这无疑为推动学术期刊的全面发

展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然而，这些

政策和工程都只针对学术期刊，因此，如何打破制度

上的壁垒，将其推广到学术集刊的评选上，就具有至

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一方面可以形成以学术

质量和研究水平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提升学术集刊

的办刊质量; 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

展提供宽裕的财政支持，从而使集刊在推动哲学社

会科学发展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办刊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学术集刊的专业

化，不断提升集刊的稿源质量和学术水平，扩大学术

集刊的影响力。当前，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不论是

主编、编辑人员还是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兼职，这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集刊的发展。作为主办单

位，应当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推进学术集刊向学术

期刊的专业化发展，建立独立的编辑部，形成自己的

专职编辑人员，积极提升集刊的专业化水平。此外，

在稿源上，学术集刊应当加大征稿力度，避免自产自

销或旧稿新发的不良现象，形成以质量提升为核心

的办刊导向，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学术水平。

第三，主管部门应加大对学术集刊的管理力度，

建立持续性的评价体系，为学术集刊的健康发展提

供制度支撑。当前，由于缺少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

导致学术集刊缺少活力。因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

长效的评价、监管和激励机制，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

展创造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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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Pedagogical
Academic Bulletins and Their Prospects of Tendency

ZHAO Chunlei
(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Nanjing 210009，P． Ｒ． China)

Abstract: In general， there are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of pedagogical academic bulletins: the stage from
1949 to late 1970s is the initial stage of pedagogical academic bulletins; the phase from early 1980s to late 1990s is
their difficult moment; and the period since new century is their revival and development stage． They play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s in academic studies today， although they have some shortcomings and defects in terms of aca-
demic norm and influence． We shoul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bulletins academic influence， such
as， innovation of their management system， promotion of their specialization， and reforma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academic bulletin; pedagogy; academic influence; academic norm

( 责任编辑 彭建国)

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