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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热点及前沿进展的
可视化分析

朱萌君，常保瑞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要：探讨核心自我评价的研究热点 及 前 沿 动 态，可 以 为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的 研 究 提 供 一 定 的 参 考 价 值。使

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ＣＮＫＩ文献数据库收录的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２０年间与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相关的论文进行

文献计量学分析。研究表明，核心自我 评 价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数 量 明 显 上 升，主 要 涉 及 心 理 学、管 理 学、教 育

学、社会学、护理学等领域；研究热点 包 括 主 观 幸 福 感、工 作 满 意 度、工 作 投 入、职 业 倦 怠、心 理 健 康、工 作

绩效、职业认同等；研究前沿涉及职业探索、心理所有权、影响因素、领悟社会支持主题等。以客观数据和

科学知识图谱为依据，对核心自我评价的研究发展进行分析与总结，以期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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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工作满意度研究的不断深化，

为了寻 求 能 够 有 效 预 测 工 作 满 意 度 的 人 格 特

质，国外学者 逐 渐 开 始 关 注 更 深 层 次 的 人 格 特

质，经过研究 发 现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可 以 有 效 预 测

工作满意度，是 影 响 工 作 满 意 度 的 重 要 变 量 之

一。国外 学 者Ｊｕｄｇｅ等 人 在１９９７年 首 次 提 出

了“核心自我 评 价”概 念，认 为 其 是 一 种 基 于 个

体自 身 能 力 和 价 值 体 现 的 基 本 个 体 评 价 方

式［１］。一般而 言，自 尊、神 经 质（情 绪 稳 定 性）、

控制源和一般自我效能感构成了常见的四种人

格特质形式［２］。个体对自身能力与人格价值的

积极评价称 为 自 尊［３］；个 体 情 绪 的 稳 定 性 与 情

绪的自我调 节 能 力 称 为 神 经 质［４］；个 体 对 生 活

中事件的控 制 程 度 称 为 控 制 源［５］；个 体 对 自 己

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

称之为一般自我效能感［６］。核心自我评价将以

上四种人格 特 质 有 机 结 合 起 来，对 未 来 的 工 作

行为具有更强的解释性与导向性。核心自我评

价可以影响 一 个 人 对 自 己、他 人 和 世 界 的 评 价

与估计。不同 的 评 价 有 不 同 的 水 平，作 为 一 种

总体自我评 价 的 核 心 自 我 评 价，会 影 响 其 他 所

有的次级评价。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从开始只关

注情境因素作用逐渐过渡到探讨情境因素和人

格特质因素 的 综 合 作 用，核 心 自 我 评 价 研 究 逐

渐成为工业 组 织 心 理 学 研 究 的 一 个 新 方 向，正

是由于它所 具 备 的 一 般 性、潜 在 性 和 宽 泛 性 特

点，从而在心 理 学、管 理 学、教 育 学、社 会 学、护

理学等专业领域，甚至交叉领域相继受到关注。

不同时期对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有 不 同 的 研 究 视 角，

初期研究者主要探究其结构和测量方法，此后，

随着国家经 济 水 平 的 不 断 提 高，研 究 者 逐 渐 在

广度和深度方面对核心自我评价的不同方向和

专业领域开展研究。

为更深入了解核心自我评价的研究现状与

未来研究趋势，挖掘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有必要

对该领域新产生的知识进行系统化梳理。过往

关于此类研究的文献综述大多建立在对核心自

我评价有关 文 献 的 挖 掘 整 理 基 础 之 上，未 能 从

宏观层面加以概括总结，由此，得出的结论可信

度有待进一步验证。本文以ＣＮＫＩ中核心自我

评价的文献 数 量 为 研 究 基 础，对 国 内 核 心 自 我

评价领域内 的 研 究 现 状、热 点 以 及 前 沿 问 题 展

开探究，以期 为 未 来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的 研 究 提 供

必要的借鉴与参考。

　　二、对象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检索文 献 来 源 于 中 国 知 网，设 定 主 题

词或题目为检索条件，检索目标为“核心自我评

价”，期刊来 源 类 别 设 置 为 全 部 期 刊，检 索 时 间

为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６日，检 索 时 间 段 为２００５－
２０２０年。笔者将报纸、评论及与主题无关的文

献剔除后共 得 到 有 效 文 献６４０篇，以 上 文 献 基

本涵盖近十五年我国在核心自我评价方面的研

究成果。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采用Ｒｅｆｗｏｒｋｓ格

式将下载的 文 献 分 类 保 存，题 录 内 容 囊 括 了 文

章题目、作者、机构、摘要、关键词等主要信息。
（二）研究工具

选取Ｅｘｃｅｌ和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５．７．Ｒ１分 别 进 行

统计数据和绘制知识图谱。陈超美教授开发的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 是 一 款 应 用 广 泛 的 可 视 化 知 识

图谱分析软件，基于共引分析理论，能够对某一

特定研究领 域 的 研 究 现 状、热 点 以 及 未 来 趋 势

进行系统 的 计 量 分 析 整 理［７］。将 视 觉 思 维、数

学思维与哲 学 思 维 综 合 起 来，基 于 知 识 单 元 离

散理论、社 会 网 络 分 析 理 论 等，采 集 或 处 理 数

据，选择参数 功 能，将 数 据 进 行 可 视 化 处 理，并

最终解读所绘图谱［８］。
（三）研究方法

本课题 采 用 定 量 与 定 性 相 结 合 的 研 究 方

法。这里的定量研究是指采用计量学研究方法

对有关文献进行作者合作分析、发文机构分析、

关键词共现 分 析 及 关 键 词 聚 类 分 析，这 些 分 析

可以清晰直 观 地 展 示 该 研 究 领 域 的 作 者、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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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以及他 们 之 间 的 合 作 关 系、研 究 热 点 以 及

前沿主题内 容 的 演 进 变 化 等。具 体 来 说，就 是

将全纪录纯文本信息导入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５．７．Ｒ１，设

置参数：Ｔｉｍｅ　Ｓｐａｎ（时 间 跨 度）为２００５年１月

至２０２０年８月，时间切片长度选择为“１”，主题

词来源默认全选，阈值维持系统默认，并用关键

路径法简化路径。

　　三、时空知识图谱分析

（一）研究的时间分布

某一研究领域发展态势是根据发文数量的

时间变化作为衡量的重要指标。为了解核心自

我评价的研究成果，以发文量作为纵坐标，年份

作为横坐标 可 以 清 晰 呈 现 出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 国

内核心自我 评 价 发 文 量 的 情 况。如 图１所 示，

国内对核心 自 我 评 价 的 研 究 相 对 较 晚，首 篇 文

章在２００５年发表，早期的研究者主要提出中国

人核心自我 评 价 的 理 论 构 想，验 证 核 心 自 我 评

价的结构效度。由图１可知，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数

量上总体呈现出渐进式上涨趋势，如２００５年吴

超荣发表的《核心自我评价：一个验证性因素分

析》一文，对核心自我评价的跨文化一致性展开

了较为深入地探讨；２００７年甘怡群等人提出了

包括才干、善良、集体自尊和处事态度四位一体

的核心自 我 评 价 体 系 结 构。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 处

于快速增长状态，并且在２０１３年达到年限内发

文量的最高值，与黎建斌和聂衍刚在２０１０年发

表的《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一文有

一定的关系，此 阶 段 学 位 论 文 的 发 文 量 显 著 增

加。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处于波动上升状态。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年共 发 文４５篇，占 总 发 文 量６．５％，其 中

２００５年发 文３篇，是 年 限 最 小 值；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共发 文１５９篇，占 总 发 文 量２２．９％，以 年 均

１５．７％的 速 度 递 增，２０１３年 达 到 峰 值５９篇；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 呈 现 波 动 增 长，共 发 文４８９篇，

占总发 文 量７０．６％。从 发 文 量 随 时 间 的 变 化

趋势看，核心自我评价研究数量持续增加，尤其

是学位论文 的 增 加，对 于 该 研 究 的 不 断 持 续 发

展起到了良好地助推作用。

48

2005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发
文
量

/篇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59
54

66
61

74
80

73
81

35

17
22

7
13

3

年份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核心自我评价发文量变化趋势

（二）研究的空间分布

１．作者合作分布

对作者共现 分 析，既 能 发 现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研究的主要 代 表 性 学 者，也 能 反 映 出 该 领 域 作

者之间的合 作 情 况，从 而 能 够 更 快 地 深 入 了 解

核心 自 我 评 价 研 究 学 者 的 相 关 信 息。选 取

“Ａｕｔｈｏｒ”为研究 分 析 目 标，可 视 化 软 件 处 理 后

得到３４７个 网 络 节 点，节 点 间 连 线 数 量 为２０１
条，网络密度为０．００３　３（如图２所示）。每个节

点均代表特 定 的 作 者，节 点 的 大 小 代 表 了 作 者

发文量的多少。节点之间有连线代表相关作者

之间有合作，反 之 亦 然。而 连 线 的 粗 细 情 况 反

映的是作者 间 合 作 的 整 体 概 况，连 线 越 粗 说 明

作者间彼此 合 作 就 越 多。可 以 从 图２中 发 现，

较大的节点有８个，分 别 是 以 张 翔、孙 健 敏、杨

亚琦、王力、杨 晓 峰、甘 怡 群、任 志 洪、张 丽 为 中

心的作者群。其中所对应的节点中心颜色更深

的作者有甘 怡 群、杨 亚 琦 和 王 力。表 明 三 位 学

者在我国较 早 开 始 研 究 核 心 自 我 评 价，为 该 领

域的发展作出了基础性的学术贡献。同时在核

心作者的周 围 也 出 现 了 若 干 小 合 作 团 队，每 个

节点之间只 有 一 条 连 线，其 合 作 网 络 并 没 有 展

开，因而只局限于两人合作，合作力度不大。也

有一些比较 孤 立 的 点，且 各 团 体 间 的 网 络 节 点

联结比较少，说 明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领 域 作 者 间 的

学术合作十 分 不 足，核 心 自 我 评 价 的 研 究 还 处

于比较离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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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核心自我评价研究作者合作图谱

　　由普赖斯定律可 知，核 心 作 者 计 算 公 式 为

Ｍ＝０．７４９（Ｎｍａｘ）１／２，其中Ｍ 表示论文发表总

量，Ｎｍａｘ是对应年份中最高产作者的发文量，

累计发文总量 达 到 Ｍ 篇 的 作 者 称 之 为 核 心 作

者［９］。经统 计 分 析，最 高 产 作 者 为 张 翔，发 文

１３篇，代入公式经计算Ｍ≈３，即将发文３篇以

上的作者定为核心作 者，对 数 据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可得发文量大于３篇的作者有３１人，总共发文

１３２篇，占总论文数的２０．６３％。普赖斯定律表

明只有当所有核心作者所刊发的论文数量达到

本领域研究文献数量 的 一 半 及 其 以 上，才 能 表

明核心作者 群 已 形 成。但 由 上 述 统 计 可 知，发

文量超过３篇的作者的总发文量仍不及该领域

内所发文章总量的一 半，因 此 可 认 为 核 心 自 我

评价研究领域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但部分作

者间存在良好 的 合 作 关 系，如 杨 晓 峰、许 思 安、

张翔、赵燕都进行过两次及以上合作（如图２所

示）。表１显示的 是 发 文 数 量 为３篇 及 以 上 的

作者。

２．机构合作分布

通过使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制作而成的机 构

合作知识图谱能清楚显现出该研究领域内的重

要研 究 机 构 与 研 究 团 队。本 文 选 择“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作为分析对象进行可视化分析，最终得到

Ｎ＝２６７（网络节点数量）、Ｅ＝１１８（节点连线数

量）、Ｄｅｎｓｉｔｙ＝０．００３　３（网 络 密 度）的 机 构 合 作

图谱（如图３所示）。节 点 代 表 研 究 机 构，节 点

越大代表该研究机构 发 文 量 越 多；连 线 的 粗 细

代表机构合作次数的 多 少；节 点 颜 色 的 不 同 表

示机构 的 发 文 时 间 不 同，节点的颜色是冷色调

表明发文时间相对较早。每个节点之间的连线

比较少，表明机构之间合作研究较为不足。从图

３可明显看出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

校是我国核心自我评价研究方面的重要机构。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发文３篇以上的作者

（单位：篇）

作者 发文量 作者 发文量 作者 发文量

张　翔 １３ 刘　毅 ４ 余祖伟 ３

孙健敏 ８ 孙　铮 ４ 许思安 ３

王　力 ６ 李秋丽 ４ 黄卫明 ３

杨亚琦 ６ 戴秀英 ４ 姚　琼 ３

杨晓峰 ５ 安连超 ４ 孙晓军 ３

赵　燕 ５ 占丹玲 ３ 连帅磊 ３

张　丽 ５ 侯典牧 ３ 周宗奎 ３

任志洪 ５ 程婧楠 ３ 梁三才 ３

叶一舵 ５ 刘苗苗 ３ 申鲁军 ３

甘怡群 ５ 孙红梅 ３

刘　燊 ４ 何　丹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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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核心自我评价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由上文的普赖斯定律验算可得Ｎｍａｘ数值

为２０，Ｍ 数值为３．３５，表明发文量在４篇以上的

机构才是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的关键所在。对上

述数据统计整理后发现，发文量超过４篇的研究

机构共有２１个，这些机构共发文１６１篇，占该领

域发文总量的１／４。需要注意的是，安徽大学商

学院和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两个机构的突发

主题值分别为３．３１３　４和２．８７１　１，可见，两所机

构更为重视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研 究（如 表２所 示）。

由于核心机构撰写的论文未超过该领域发表论

文总量的５０％，因此没有形成“核心自我评价”

研究的核心机构群。为更加清楚显示出各单位

及机构部门的发文情况，表３对发文总量在５篇

以上的机构进行相关统计梳理，共得到相关研究

机构１８个，这些机构累积发文量共１４９篇，约占

发文总量的２３．２８％。

表２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核心自我评价研究机构突显图谱

Institutions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大学商学院

Year

2005

2005

Strength

2.871 1

3.313 4

Begin

2009

2018

End

2010

2020

2005-2020

表３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发文量５篇以上的机构 （单位：篇）

机构 发文量 机构 发文量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２０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５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 １６ 菏泽监狱 ５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１５ 南京大学商学院 ５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１３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５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系 １０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５

楚雄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１０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５

安徽大学商学院 ７ 新乡医学院心理学系 ５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７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５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６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５

　　３．来源期刊分布

对考察核心自我评价主题的论文在期刊上

发表的情况进行可视 化 分 析，能 够 了 解 我 国 核

心自我 评 价 的 研 究 水 平 和 分 布 领 域。使 用 Ｅ
ｘｃｅｌ对发文期刊进行统计分析，绘制出图４。从

发文的期刊特点分布 来 看，核 心 自 我 评 价 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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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发表在心理学和教育学类

刊物上。《中国健康心 理 学 杂 志》发 文 量 最 多，

为１９篇。《中国学校卫生》和《心 理 科 学》发 文

量分别为１４篇与１１篇，位居第二、三位。一些

高校学报接受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的文章，例如，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共发文８篇，《福

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南京师

范大学学报》发文数均为６篇，其下载率和引用

率相对都很高，表明这 些 高 校 学 报 所 发 的 关 于

核心自我 评 价 研 究 的 文 章 具 有 一 定 的 参 考 价

值。其他相关学科，如护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

等期刊，对于核心自我 评 价 研 究 的 论 文 也 有 一

定的接受度。总 体 而 言，我 国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研

究文章主要分布在心 理 学 核 心 期 刊 上，大 学 综

合性学报和 综 合 类 期 刊 接 受 度 不 高。同 时，管

理类和教育类期刊对于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的论

文接受度相对较低，文献被刊载的较少，其他学

科领域的期刊刊载的 相 关 文 献 量 少 之 又 少，文

章水平参差不齐，明显 缺 少 对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研

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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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核心自我评价研究期刊发文量

　　四、研究的热点分析

（一）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分析

关键词是对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与凝练，

是体现一篇文章的中 心 概 念 的 词 语，关 键 词 的

频次、中介中心性及二 者 的 关 系 能 够 反 映 某 一

领域的研究热点。选取“Ｋｅｙｗｏｒｄ”作为分析对

象，经 分 析 得 出：节 点 数Ｎ＝４４０，连 线 数Ｅ＝
５４７，网络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０．００５　７（如图５所示）。

每个圆形节点都代表 着 一 个 关 键 词，节 点 的 范

围大小与关键词的词频高低成显著正向影响关

系，频次越是高的关键词就越能成为研究热点。

中介中心性数值越高代表关键词具有越强的中

心地位。如果关键词的频次高但中介中

图５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核心自我评价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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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为０，表示该关键词是孤立的节点，不能当

作重要 节 点［１０］。节 点 间 连 线 数 量 越 多 就 越 能

表明彼此相关关键词 之 间 的 共 线 关 系 越 强，连

线的粗细程度表示关键词共线的强度大小。每

一节点内的颜 色 均 表 示 不 同 的 时 间 年 份，色环

的厚度正向促进关键词显现的频率高低。若节

点外环颜色显示为紫色，则说明该研究主题的中

心性程度较高，同时说明该节点与其余节点间存

在密切关系，它可以连接起不同研究领域［１１］。

使用Ｅｘｃｅｌ对核心自我评价研究中高频关

键词以及高中介中心 性 关 键 词 进 行 统 计 排 序，

制作出表４和表５。表４中关键词呈现出的频

次为９２６次，占关键词总频次的５７．４８％。排除

研究对象作为 关 键 词，如 大 学 生、初 中 生、中 学

生、学生、高中生 等，排 名 前 十 的 热 点 词 汇 为 核

心自我 评 价、大 学 生、社 会 支 持、主 观 幸 福 感、

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中介作用、生活满意度、

工作倦怠、心理健康。表５中“中 介 作 用”的 中

介中心性为０．５５，位居首位。其后的关键词依

次是工作满意度、大学生、工作倦怠、职业认同、

工作绩效、工作家庭冲突、调节作用、职业承诺、

中学生等。

表４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的

关键词频次数据（频次≥１０）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核心自我评价 ４９７ 初中生 １７

大学生 ６３ 抑郁 １６

社会支持 ３７ 领悟社会支持 １５

主观幸福感 ３３ 中介效应 １３

工作满意度 ３０ 学业倦怠 １２

工作投入 ２９ 中学生 １２

中介作用 ２６ 工作绩效 １２

生活满意度 ２１ 自我评价 １０

工作倦怠 １８ 学生 １０

心理健康 １８ 高中生 １０

学习倦怠 １７ 职业认同 １０

表５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的

关键词中心性数据（中心性≥０．１）

关键词 中心性 关键词 中心性

中介作用 ０．５５ 心理健康 ０．１９

工作满意度 ０．３９ 工作投入 ０．１６

大学生 ０．３６ 抑郁 ０．１６

工作倦怠 ０．３６ 大学教师 ０．１５

职业认同 ０．２５ 学业倦怠 ０．１４

工作绩效 ０．２４ 职业倦怠 ０．１３

工作家庭冲突 ０．２４ 主观幸福感 ０．１２

调节作用 ０．２４ 团体辅导 ０．１２

职业承诺 ０．２４ 目标自我和谐 ０．１２

中学生 ０．２２ 生活满意度 ０．１１

班级环境 ０．２２ 核心自我评价 ０．１０

工作压力 ０．２１ 学生 ０．１０

　　结合表４、表５信息可知，关键词频次高低

不一定正向影响中心 性 程 度 高 低。如 节 点“核

心自我评 价”的 频 次 为４９７，其 频 次 最 高，但 其

中心性是０．１０，排名２３位。节点“中介作用”的
中心性最高，为０．５５，频次为２６。因此，需要将

关键词的频次和中介中心性综合起来判断核心

自我评价研 究 热 点。结 合 图５、表４和 表５来

看，剔除不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倾向性、无效表

征信息的关 键 词。所 以，除 了 所 设 置 的 主 题 词

“核心自 我 评 价”之 外，主 观 幸 福 感、工 作 满 意

度、工作投 入、生 活 满 意 度、工 作 倦 怠、心 理 健

康、抑郁、工作绩效、学业倦怠、职业认同等频次

和中心性同时高，基本上反映出近１５年核心自

我评价研究领域的热点。
（二）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的聚类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索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对关

键词共 现 网 络 图 谱 进 行 聚 类 分 析，本 文 选 取

ＬＬＲ算法（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生成自动聚

类标签图谱，形成了包含１７０个节点、４４１条连

线、聚类数量为１６的 知 识 图 谱（如 图６所 示）。

模块值（Ｑ 值）与平均轮廓值（Ｓ值）是经常用来

衡量聚类图谱绘制效 果 好 坏 的 两 个 重 要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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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值在０．３及其以上说明聚类效果良好，Ｓ 值

在０．５及其以上表明聚类结果合理性较高。本

文研 究 目 标 的Ｑ 值 为０．８８７　５，远 大 于 标 准 值

０．３，表明聚类效果很显著。Ｓ值为０．５１３　５，略
大于０．５，总 体 而 言 聚 类 信 度 检 验 结 果 良 好。

表６为 网 络 聚 类 的 具 体 信 息，聚 类 号（Ｃｌｕｓｔｅｒ
ＩＤ）表示聚类后的编号，节点数（Ｓｉｚｅ）表示聚类

包含的文献的数量，聚类标签的编号越小，节点

数量就越多，表明该研究越集中，热度越高。为

更好地区分聚类结果中相关文献出现时间早晚

的问题，本文 引 入 平 均 年 份 加 以 衡 量。本 研 究

中选取节点数排名前十的聚 类（如 表６所 示），

学者对核心自我评价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

个方面。

2#职业倦怠

9#中职生

10#学生

12#应付方式

3#工作倦怠

0#员工创造力

5#工作投入

11#自我效能感

14#创业意向

13#处世态度

1#大学生6#员工创新行为

4#班级环境

8#主观幸福感
15#低人一等效应

7#生活满意度

图６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核心自我评价研究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

表６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的关键词

重要聚类及聚类标识词

聚类号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ＩＤ

节点数

Ｓｉｚｅ

轮廓值

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

平均年份

Ｍｅａｎ（Ｙｅａｒ）

聚类标识词

Ｌａｂｅｌ（ＬＬＲ）

０　 ３３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３ 员工创造力

１　 ３３　 ０．９７０　 ２０１５ 大学生

２　 ３１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２ 职业倦怠

３　 ３１　 ０．９６４　 ２０１２ 工作倦怠

４　 ３１　 ０．９８７　 ２０１２ 班级环境

５　 ２６　 ０．９７５　 ２０１４ 工作投入

６　 ２６　 ０．９９３　 ２０１４ 员工创新行为

７　 ２０　 ０．９４３　 ２０１４ 工作满意度

８　 ２０　 ０．９７０　 ２０１４ 主观幸福感

９　 １５　 ０．９４５　 ２０１３ 中职生

　　１．关于核心自我评价与工作行为的研究

核心自我评价最初是用来评估个体人格特

征对其工作满意度的 影 响 关 系，国 内 学 者 程 卫

凯首先研究了核心自我评价与工作满意度之间

的关系，认为根据基层 党 政 干 部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能大致 推 算 出 工 作 满 意 度 状 况［１２］。汤 国 杰 通

过核心自我评价模型构建出教师职业认同的假

设模型，认为核心自我 评 价 对 教 师 职 业 认 同 有

一定的影响，进而会影响工作倦怠［１３］。甘霖等

人研究了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对 职 业 倦 怠 的 影 响 关

系，发现四种人格特质 相 比 于 工 作 压 力 来 说 对

教师职 业 倦 怠 的 影 响 效 应 关 系 更 大［１４］。张 翔

等人采用交叉验证的方法研究核心自我评价对

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 工 作 绩 效 的 影 响，结 果 发

现，核心自我评 价 对 工 作 满 意 度、任 务 绩 效、工

作倦怠、工作奉献等有着显著的影响［１５］。王震

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企 业 管 理 者 的 核 心 自 我

评价程度越高，就越能 提 高 下 级 组 织 机 构 的 行

为表现能力，领导者行 为 在 其 中 发 挥 了 中 介 调

节作用［１６］。张 琳 琳 等 人 选 取 新 生 代 企 业 职 工

为研究群体，研究表明 员 工 的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越

高就越能提高其投入 工 作 时 的 热 情，由 此 可 促

进企业加快发展步伐［１７］。

２．关于核心自我评价与心理健康的研究

核心自我评价的重要性逐渐凸显，目前更

多将其运用在心理学 研 究 领 域，这 与 国 家 宏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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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有一定关联，群体 的 健 康 生 活 逐 渐 受 到 广

泛关注。高核心 自 我 评 价 的 大 学 生，更 少 出 现

抑郁［１８］和社交焦虑［１９］等心理问题，能够体验到

更多的积极情感［２０］。谢义忠等人的研究表明，

核心自我评价可以调节失业人员的就业动机与

心理健 康 的 关 系［２１］。孙 配 贞 等 人 探 究 了 小 学

教师核心自我评价、应 对 方 式 与 工 作 倦 怠 的 关

系，结果表明，核 心 自 我 评 价 低 的 小 学 教 师，其

情绪耗竭、人格解体与成就感同步也降低，反之

亦然［２２］。李积念等人通过研究发现，具备更多

社会支持的大学生群 体，由 于 其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积极程度更高，因此在 处 理 学 习 生 活 中 各 种 棘

手问题时能够游刃有 余，同 时 有 效 减 轻 了 压 力

水平［２３］。王玉洁等人的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核

心自我评价能正向促进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和

提升管理消极情绪效 能 感，降 低 了 焦 虑 与 抑 郁

程度。此外，核 心 自 我 评 价 负 向 影 响 青 少 年 群

体的抑郁程度，同时显 著 正 向 预 测 青 少 年 表 达

积极情绪与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２４］。近年来，

随着教育方式方法与 课 程 内 容 的 深 化 改 革，更

强调学生要学会自主 学 习，无 论 是 教 师 还 是 学

生的身心健康发展都受到更多关注。学生良好

的自我意识很难在较 短 时 期 内 形 成，核 心 自 我

评价作为“自我”主观能动性 的 核 心 评 价 指 标，

将其从心 理 健 康 教 育 领 域 进 一 步 拓 展 延 伸 研

究，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３．关于核心自我评价与学业行为的研究

马利军等人通过对大学生厌学现象深入研

究后发现，核心自我评 价 会 负 向 影 响 厌 学 情 绪

与厌 学 行 为，学 业 倦 怠 在 其 中 起 中 介 作 用［２５］。

原凌虹的研究表明，高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水 平 的 学

生，他们会有更强的自 律 性 及 更 高 的 学 习 主 动

性［２６］。高玉霞等人通过研究发现，在大学本科

生中不同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的学生在学习适

应行 为 上 的 得 分 有 显 著 差 异，两 者 呈 正 相

关［２７］。申鲁军等人的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

与学习倦怠具有负相 关 关 系，即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水平越高，就 越 容 易 降 低 学 习 倦 怠 程 度。同 时

与学习 投 入 具 有 较 为 明 显 的 负 相 关 关 系［２８］。

当前，核心自我评价与 学 业 行 为 关 系 的 研 究 视

角越来越广泛，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高校学生，

而是逐渐开始关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

　　五、研究前沿分析

关键词的突现可以作为相关领域研究前沿

的一个判断 标 准。一 般 而 言，突 现 的 关 键 词 代

表该领域新的研究动态方向。核心自我评价研

究的突现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加粗线段表示该

突现词成为热点的阶段（如表７所示）。２００５－
２０１２年突 现 的 关 键 词 是 工 作 满 意 度、工 作 绩

效、工作 倦 怠；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 突 现 的 关 键 词 是

自我评价；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突现的关键词是高中

生；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突现的关键词是领悟社会支

持、初中生。

在关键词共现聚类网络图谱基础上，按时

间片段统计前沿关键词时序图谱，如图７所示。

核心自我评价、社 会 支 持、工 作 满 意 度、中 介 作

用、工作投入、心 理 健 康、领 悟 社 会 支 持 等 关 键

词连接着时区内许多 小 节 点，这 些 关 键 词 是 整

个时区的基 础 和 支 撑。以 下 将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

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１）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该

时 期 主 要 关 注 社 会 支 持、工 作 满 意、主 观 幸 福

表７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核心自我评价研究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End

2012
2012
2012
2016
2018
2020
2020

Begin

2005
2007
2009
2013
2016
2018
2018

Strength

3.991 3
4.590 7
3.899 7
3.475 0
3.738 0
3.529 0
3.677 9

Year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Keywords

工作满意度
工作绩效
工作倦怠
自我评价
高中生
领悟社会支持
初中生

200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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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图７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核心自我评价研究关键词时区图谱

感、工作倦 怠；（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该 时 期 的 研

究分布比较广泛，围绕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的 中 介 作

用、与工作投入的关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行

了充分研究；（３）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此阶段的职业

探索、心理所有 权、影 响 因 素、心 理 资 本 等 关 键

词在核心自我评价研究领域中受到关注。

　　六、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 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和Ｅｘｃｅｌ的 基 础 上 对

ＣＮＫＩ中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

可视化分析。阐述关于核心自我评价研究在时

空分布、热点、前 沿 三 方 面 的 演 进 过 程，结 论 及

建议如下。

从时空分布来看，当前核心自我评价的研

究整体处于 上 升 趋 势，２００５年 以 来，核 心 自 我

评价在心理学中的应 用 逐 渐 丰 富，越 来 越 多 的

作者、机构、期刊 等 涉 足 该 领 域，大 部 分 研 究 者

之间的合作比较零散，只 有 少 部 分 研 究 者 之 间

有密切的合作关系，研 究 机 构 主 要 集 中 在 师 范

院校，但没有形成核心机构群，研究的期刊主要

分布在心理学核心期 刊 上，大 学 综 合 性 学 报 和

综合类期刊接受度不高。说明我国核心自我评

价研究主要集中在心 理 学 领 域，同 时 也 启 示 我

们：管理学和教育学领 域 要 加 强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的应用研究，重视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并进行不

同方式的研究创新探索。

从研究热点来看，热点词汇为主观幸福感、

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生活满意度、工作倦怠、

心理健康、抑郁、工作绩效、学业倦怠、职业认同

等。通过对关键 词 热 点 的 聚 类，可 获 得 的 聚 类

标识词有：员 工 创 造 力、大 学 生、倦 怠、班 级 环

境、工作投入、员工创新行为、工作满意度、主观

幸福感等，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关于核心自

我评价研究主要集中的研究方向。在工作行为

方面，国内首先在工作满意度方面开展研究，逐

渐在职业认同、工作倦怠、工作绩效等方面开展

深入研究，促进了组织心理学的发展；在心理健

康方面，主要关 注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与 抑 郁、焦 虑、

情绪等的研究；在学业行为方面，相关研究发现

核心自我评价影响学 生 学 习 倦 怠、学 习 适 应 行

为、学习投入等。由此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加

强心理学和教育学的 学 科 专 业 融 合，培 养 更 多

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的 人 才，为 着 力 提 高 全 社 会

心理健康素养，促进社会更加安定和谐而努力。

从研究前沿来看，国内２００５年开始对核心

自我评价进行研究，到２００９年，研究重点主 要

是探讨核心自我评价 水 平 对 工 作 满 意 度、工 作

倦怠、主 观 幸 福 感 等 方 面 的 影 响。２０１０年 至

２０１６年间，研究者开始深入探讨核心自我评价

的中介 作 用 及 对 心 理 健 康 存 在 的 影 响。２０１７
年至２０２０年间，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探索、心

理所有权和 心 理 资 本 等 方 面。目 前，国 内 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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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价研究不断向 多 个 群 体、多 种 研 究 方 法

发展，针对中学生群体 的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研 究 可

能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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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 ：Ｔｈｅ　Ｂｉｇ－Ｆ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０（５９）：１２１６－１２２９．

［６］Ｒｏｔｔｅｒ，Ｊｕｌｉａｎ　Ｂ．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Ｖｅｒｓｕ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Ｊ］．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１９６６，８０（１）：１－２８．

［７］李杰，陈超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科 技 文 本 挖 掘 及 可 视 化［Ｍ］．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３．

［８］陈悦，陈超美，刘 则 渊，等．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知 识 图 谱 的 方 法 论

功能［Ｊ］．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２５３．

［９］［美］Ｄ·普赖斯．洛特卡定律与普赖斯定律［Ｊ］．张季娅，

译．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１９８４（９）：１７－２２．

［１０］王国华，俞树煜，黄慧 芳，等．中 国 远 程 教 育 研 究 的 可 视

化分析———核心文献、热 点、前 沿 与 趋 势［Ｊ］．远 程 教 育

杂志，２０１５（１）：５７－６５．

［１１］陈悦，陈 超 美，胡 志 刚，等．引 文 空 间 分 析 原 理 与 应 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实用指南［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３７．

［１２］程卫凯．基层党 政 干 部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与 工 作 满 意 度 关

系研究［Ｄ］．江苏：苏州大学，２００５．

［１３］汤国杰．普通高 校 体 育 教 师 职 业 认 同 与 工 作 满 意 度 的

关系研究［Ｊ］．心理科学，２００９（２）：４７５－４７７．

［１４］甘霖，沈馨琳．中 小 学 教 师 核 心 自 我 评 价、工 作 压 力 与

职业倦 怠 关 系 的 实 证 研 究［Ｊ］．教 育 学 术 月 刊，２０１１

（７）：４２－４５．

［１５］张翔，杜建政．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心理与行为影响的

实证研究［Ｊ］．心理研究，２０１１（１）：４４－４８．

［１６］王震，孙健敏，张 瑞 娟．管 理 者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对 下 属 组

织公民行为的影响：道 德 式 领 导 和 集 体 主 义 导 向 的 作

用［Ｊ］．心理学报，２０１２（９）：１２３１－１２４３．

［１７］张琳琳，Ｄａｖｉｄ　Ｍ　ＤｅＪｏｙ，李楠．新生代员工核心自 我 评

价与工作投入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Ｊ］．软 科 学，

２０１３（４）：１１１－１１５．

［１８］任志洪，江光荣，叶 一 舵．班 级 环 境 与 青 少 年 抑 郁 的 关

系：核心自 我 评 价 的 中 介 与 调 节 作 用［Ｊ］．心 理 科 学，

２０１１（５）：１１０６－１１１２．

［１９］李秀，孟 迎 芳．大 学 生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与 社 交 焦 虑 的 关

系———自我分 化 的 中 介 作 用［Ｊ］．福 建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１）：２９－３２．

［２０］杨晓峰，许思安，郑雪．大学生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

与主观 幸 福 感 的 关 系 研 究［Ｊ］．中 国 特 殊 教 育，２００９

（１２）：８３－８９．

［２１］谢义忠，时勘，宋照礼，等．就业动机因素与核心自我评

价对失业人员心理健康的影响［Ｊ］．中国临床心理学 杂

志，２００７（５）：５０４－５０７．

［２２］孙配贞，郑雪，许 庆 平，等．小 学 教 师 核 心 自 我 评 价、应

对方式与工作 倦 怠 的 关 系［Ｊ］．心 理 发 展 与 教 育，２０１１

（２）：１８８－１９４．

［２３］李积念，柳建兴．高校学生压力和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

价的中介作用［Ｊ］．社会心理科学，２０１３（１）：５１－５５，６５．

［２４］王玉洁，窦凯，刘毅，等．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与内化问

题行为的关系［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５（３）：３６８－３７１．

［２５］马利军，黎建斌．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学业倦怠对厌学

现象的影响［Ｊ］．心理发展与教育，２００９（３）：１０１－１０６．

［２６］原凌虹．中学生核心自我评价、时间管理倾向及学业情

绪的关系研究［Ｄ］．山东：曲阜师范大学，２０１２．

［２７］高玉霞，胡海霞，韩 今 华．长 春 市 某 大 学 本 科 护 生 学 业

自我效能感、学习适 应 性 与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的 关 系 研 究

［Ｊ］．医学与社会，２０１３（２）：７６－７８．

［２８］申鲁军，杨磊，王淑燕．学习投入、核心自我评价对免费

医学生学习倦 怠 的 影 响［Ｊ］．中 国 卫 生 事 业 管 理，２０１６

（７）：５４７－５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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