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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区块链+教育”之研究热点与发展思考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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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中国知网“区块链+教育”文献为数据样本，运用 Citespace 软件和 SATI 文献计量工具，

通过分析关键词、聚类主题内容、时间脉络演进，发现当前研究热点为剖析区块链与教育融合的支撑

技术智能合约、分布式化以及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研究聚焦于学习成果认

证、学分银行建设、个性化定制学习、高校图书馆智慧化、数字教育教学资源建设等；研究趋势为探

索区块链与教育深度融合，实现资源共享，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实现教育均衡

发展的新场景。通过热点梳理、趋势分析及发展思考，希望为“区块链+教育”的研究提供有意义的

借鉴。 

[关键词]  区块链+教育；文献计量；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  TP311.13；G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1)05−0001−09 

 

    一、研究背景 

    近几年，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加速突破应用，区块链技术已从狭窄的比特

币交易领域延伸到了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

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数字教育等诸

多领域。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区块链技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

学习时，专门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

创新的重要突破口[1]。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

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必须

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去认识它。新冠疫情的全球爆

发加速了各个领域线上线下各类资源的整合。在

教育领域，研究“区块链+教育”现状、发展趋

势，设计教育服务新场景，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教

育领域的加快应用成为专家学者与相关职能部

门需要关注的重点。 

    2008 年中本聪发表了一篇论文 (Bitcoin: 

a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2]，文中描述

区块链技术是基于比特币开发的基础支撑技术，

具备去中心化、安全性、可追溯的特点。学者们

认为区块链技术大致可以归纳划分为以数字货

币为代表的区块链 1.0 阶段、以智能合约为代表

的区块链 2.0 阶段、以分布式记账为代表的 3.0

阶段[3]。当前，区块链技术已进入 3.0 阶段，成

为一种集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

制、加密算法等技术为一体的新型应用模式，可

以应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教育领域，我国于

2016 年专门发布了《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

白皮书》，指出“区块链对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的价值”。随着我国进入全面信息化社会，

传统教育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将很快进入

更加开放化、个性化、自主化、资源学习扁平化

的教育环境。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块链技术

与学习成果认证、数字教育教学资源构建、学分

银行建设、学习评价体系构建、图书馆情报学等

方面，尽管在较短时间内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但

是，系统总结国内“区块链+教育”研究现状和

热点的相关文献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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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知网收录的文献为数据

来源，通过全面检索、筛选后建立分析样本数据，

基于知识图谱工具 Citespace，对国内“区块链+

教育”方面的文献数量分布、作者、来源期刊、

关键词共现、文献聚类内容以及关键词时间脉络

演进进行分析，了解“区块链+教育”的研究状

况、特点与发展趋势，揭示“区块链+教育”研

究的知识增长路径和研究拓展空间，促进“区块

链+教育”研究的知识积累。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的研究工具为 Citespace 科学文献

分析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软件是基于图谱原理

和信息可视技术基础，以科学发展模式理论、科

学前沿理论、结构洞理论、信息觅食理论和知识

单元离散与重组理论等为指导[4]，按照共引分析

和引证分析设计，创造性地将抽象文献数据转化

构建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图谱，用于分析所研究问

题的学术热点和发展趋势。同时，笔者以 SATI4.0 

(Statistical Analysis Tool for Informet-rics)软件作

为辅助分析工具，统计文献题录信息。 

    (二) 研究样本 

    本文采取的研究数据来源于 CNKI 文献数据

库，为获得更多“区块链+教育”相关的研究样

本，以“区块链+教育”“区块链+教师”“区块    

链+学生”“区块链+学习”为检索主题，检索文

献限定为期刊，截止时间为 2020 年，共检索到

201 篇文献，以人工方式剔除与主题相关性较低

的 36 篇文章，共选出 165 篇文献进行研究。 

    三、研究发现 

    (一) “区块链+教育”文献计量分析 

    1. 文献发表情况 

    图 1 为“区块链+教育”主题发展趋势图，

按年度统计样本文献的发文数量，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了解到区块链技术在教育行业应用的水平

及发展趋势[5]。2016 年，我国区块链技术在教育

领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张红[6]提出依托区块

链技术构造众筹 Alt School 学习社区，为儿童提

供个性化的培养环境。2017 年，区块链技术在教

育领域的研究成果有所增加，达到 18 篇，可见

学者的关注度上升，如杨现民[7]借鉴区块链技术

在金融领域的成功案例架构了在教育中的应用

场景。2018 年，文献继续增加，基于区块链技术

视角下的教育研究成果逐渐丰富，如关于学分银

行[8]、数字教育资源[9]等。2019 年，文献数量显

著上升，达到 80 篇，如冯翔[10]论述了信息化教育

背景下新型教育资源治理模式中区块链技术的重

要性。2020 年，刘湖等[11]运用 Kernel 密度估计法

与 DEA 评价模型等实证分析方法，指出区块链与

教育的融合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虽然 2020 年

只统计了第一个季度的文献，但相比前几年，呈

现继续递增的趋势。总体而言，从文献数据分析，

近几年对区块链与教育的关注度逐渐上升。 
 

 
图 1 “区块链+教育”相关文献分布图 

 

    2. 期刊分布情况 

    从研究成果在各类期刊分布的情况分析(见

图 2)，发现排名前 5 的期刊中，4 种期刊为核心

期刊，如《远程教育杂志》《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等，说明国内相关核心期刊对区块链在教育中的

应用研究比较重视，且期刊类型主要集中于互联

网教育。排名前 5 的期刊在该领域收录的文献共

32 篇，只占样本数据的 19%，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我国区块链技术在教育领域的研究未形成集

群效应，未来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二) 研究机构与作者统计分析 

    1. 机构分析 

    由图 3 可知，目前国内研究“区块链+教育”

的机构成果较少，发文量 高的是上海喵爪科技

网络有限公司，为 6 篇，少数机构达到 2 篇以上，

大部分机构为 1 篇。从机构类别和发文数量分析，

成果主要集中在高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

领域的研究主力为科研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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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区块链+教育”期刊分布情况 

 

 
图 3  研究机构发文频次图(2 篇以上) 

 

    2. 合作作者群分析 

    学术发展离不开学者的知识共享，研究领域

的兴盛与成果的涌现离不开学者孜孜不倦的刻

苦钻研，核心作者的贡献更为重要[12]。作者之间

如能建立紧密、稳定的合作关系，将更好地推动

研究领域的纵向发展。当前，我国区块链的发展

尚处于初级阶段，在教育领域成果相对较少，如

杨现民、郭瑶、张红、黄磊的发文量均为 3 篇，

其他大部分作者为 1 篇，领军人物尚未凸显，未

形成真正的核心作者。图 4 为作者合作共现图，

圆点的聚集代表不同作者之间有研究合作，可以

看到杨现民−李新、孙华林−盛昀瑶等学者之间有

过合作，共有 8 个合作群，但合作群之间无相关

连线，说明未形成真正的团队，大部分学者属于

独立研究状态，很难展开跨领域和深度的探索。

这将不利于区块链与教育融合应用的健康持续  

发展。 
 

 

图 4  作者合作共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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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关键词分析 

    运用 Citespace 和 SATI4.0 软件，统计关键词

词频和中心度，分析关键词共现图，一般可以得

出研究热点，进一步对关键词聚类，解析聚类模

块内容，可总结热点主题，便于深入研究。根据

时间脉络演进图，结合关键词共现分析，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发现该领域的研究趋势。 

    1. 关键词共现热点呈现分析 

    选取频次大于 2 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形成“区

块链+教育”的高频关键词表(见表 1)，反映我国

区块链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研究的关注点，如智

能合约、高校图书馆、大数据、学分银行、人工

智能、学习成果认证、在线教育、教育教学、教

育信息化、教学改革等。 

    使用 Citespace 软件，选择关键词进行可视化

呈现，得到图 5。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教育大

数据、智能合约、分布式化、高校图书馆、在线 

表 1 “区块链+教育”高频关键词表 

关键词 词频 中心度 关键词 词频 中心度 

区块链 154 0.60 教育教学 4 0.00 

智能合约 10 0.10 高校 4 0.10 

高校图书馆 10 0.06 资源共享 3 0.04 

去中心化 8 0.07 应用模式 3 0.02 

大数据 8 0.35 教育大数据 3 0.13 

学分银行 8 0.32 学习资源 3 0.03 

人工智能 6 0.15 教育信息化 3 0.03 

学习成果认证 5 0.22 分布式 3 0.09 

在线教育 5 0.02 教学改革 3 0.00 

教育 5 0.03 教育领域 3 0.02 

 

教育、学分银行、学习成果认证、数字教育资源

等关键词的显现性强，结合中心度及词频分析，

发现这些词反映了“区块链+教育”领域的研究   

热点。 
 

 
图 5 “区块链+教育”关键词共现图 

 

    2. 聚类内容热点主题剖析 

    在 Citespace 软件中，节点类型(Node Types)

选择“关键词”，数据阀值(Selection Criteria)设定

为“g-index”，规模因子 K 值设定为 25，运行软

件后得到图 6。每一个节点为一个关键词，图中共

有 170 个节点，193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14 4，

Q 值为 0.840 8(＞0.3)，S 值为 0.538 2(＞0.4)，表

明所得图谱结构显著且可信度高。通过分析聚类

图，可以明确某个研究热点所属类别，在分析关

键词共现的基础上，结合关键词的共现强度及联

系，采用 LLR(对数似然率算法)，共得出 9 个聚类。

笔者通过对内容进行梳理，将 9 个聚类归纳总结，

可以划分为三个主题：一是区块链与教育融合的

支撑技术研究；二是教育在区块链技术赋能下的

应用研究；三是区块链与教育融合的目标研究。 

    (1) 区块链与教育融合的支撑技术研究。 

    随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迅速发展，教育信

息化建设不断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为教

育与区块链的融合提供了有力保障，而区块链

技术的“去中心化”“分布式”“智能合约”等

技术特征，能确保教育教学过程中所产生数据

信息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促进信息资源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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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区块链+教育”关键词聚类视图 

 

根据节点的准入机制区分，区块链有三种形态

链：公有链(Public Blockchains)、私有链(Private 

Blockchains)、联盟链(Consortium Blockchains)[13]，

其中私有链和联盟链通过算法能实现节点的加

入或退出，适合应用于解决教育行业数据隐私 

问题。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解决当前普遍

存在的线上资源平台缺乏互通性、数字教育资源

建设冗余、版权争议等问题，以及学生行为路径

难收集，学习成果认证、学分银行建设信任危机

和成果确权等问题。随着“5G”技术的逐渐落地，

其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将在很大程度上推进

区块链与教育的实践应用。由此可见，区块链技

术给当前教育行业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有效

路径，但如何促进区块链技术在教育行业更好应

用，是需要相关从业者不断思考与实践的。 

    (2) 教育在区块链技术赋能下的应用研究。 

    区块链在教育应用模式上虽处于萌芽状态，

但一些教育机构已经运用区块链技术为受教育

者开展个性化服务，如上海喵爪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极客豆学院在自适应学习研究方面已经取得

了一些成绩，用喵爪币众筹的方式为儿童创建了

定制学习服务，即一种以项目为导向的自适应学

习社区[14]。该研究可以针对学生的行为数据，建

立学信档案，以学生为中心，实施因材施教，改

变单一的教育评价模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高校图书馆”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使管理模

式、服务模式发生改变，构建以读者为中心、分

布式的资源共享环境，破除传统教育行业或者培

训服务行业存在的某一领域的知识垄断行为，使

更多的科研机构或者学校加入去中心化的资源

共享模式中，形成资源联盟链，促进智慧图书馆

的发展[15]，形成数字教育资源，推动图书馆智慧

化，实现以读者为中心、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的管

理体系。 

    “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是推进信息化教育的

基础工程，尹婷婷[16]等论述了如何构建数字教育

资源共享模型框架。在区块链技术的赋能下，其

溯源、去中心化特征为信息化建设资源共享共

建、实现平台化发展提供了保障，为数字资源健

康发展指出了有效途径。 

    互联网时代，“在线教育”平台面临着知识

成果确权问题，学生的学习数据真实性以及学习

成果跨平台追溯问题，学习数据缺乏真实性而导

致学习成绩失真问题，等等。面对此类问题，区

块链与在线教育的应用可以真实记录学生在每

个时间节点的学习行为数据及成绩，可以通过算

法在学习过程中和学习结果上进行保护以达到

不可篡改、防删减的目的[17]，还可以在区块链下

的教育平台联盟链上进行学分转换认证，以保证

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解决了以上问题，这项

应用研究对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学分银行”被众多研究机构及学者

关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学分银行，为互联网时

代的终身教育、开放教育及普通教育之间的学习

经历、学习成果转换与认证构建了有效的渠道，

并能确保其权威性。张双志[18]对当前学分银行的

有效运行面临的风险问题、技术支撑难题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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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论述了区块链的技术要点可有效解决学分银

行建设中心化难题，塑造扁平化的学习体系及学

分转换功能，为终身学习赋能。同样的原理，区

块链技术也能为开放教育提供技术变革支持，其

哈希算法、点对点的网络通信、智能合约功能，

可解决在线教育面临的学习成果认证难、平台之

间学分不能转换、学习经历质疑等问题。 

    区块链与教育融合的应用模式，充满着变革

未来教育的无限可能。“个性化定制学习”“高校

图书馆”“学分银行”“学习成果认证”“数字教

育资源”“在线教育”等作为当前的主要应用研

究模式，体现了区块链技术特征与教育的融合成

效。随着两者的融合发展，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区

块链教学”“奖助学体系构建”“教育均衡”等问

题，可以看到两者融合应用模式逐渐多元化，也

期待更加有价值的应用模式出现。 

    (3) 区块链与教育融合的目标研究。 

    教育的重构和区块链技术的参与有着紧密

联系，两者融合在教育发展进程上更加符合以人

为本的育人目标。而人才培养是关键，是区块链

技术与教育融合的基础工程，更是促进教学改革

的举措。当前区块链技术的相关师资力量薄弱，

人才培养输出呈现短缺的状态，产学融合是基于

近年来区块链技术人才紧缺，从校企合作实践中

提出的解决路径之一。企业是技术发展应用的第

一线，可以精确定位人才需求类型，能把握区块

链技术在行业中应用的关键，而高校作为人才培

养的重要基地，掌握专业的教育教学规律。高校

和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将一流的专业技术融入课

堂，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有助于提升区块链人

才质量。输出的人才可跨过过渡区，及时为行业

补充新生力量，做到真正的校企合作、产学融合，

有效推动教育与区块链的行业融合。 

    “资源共享”对教育均衡发展有着重要的意

义，区块链与教育资源共享可促进生产要素的投

入和配置，生产率的提高则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

重要力量。反之，将经济的发展成果投入 “区

块链+教育”的基础保障(如“5G”“智能技术”“人

才培养”等)中，可推动区块链与教育的融合，促

进资源整合，使不同地区的受教育者均可以使用

共享共建的数字教育资源平台。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当前的教育环

境、教与学的形式，而且深刻影响教育理念。通

过区块链技术重新构建公平、合理、高精确度的

评价体系及终身教育体系，能破解当前“智慧教

育”面临的一些难题，推动信息化教育目标的实

现[19]。总之，区块链与教育的融合目标是促进“教

育信息化”，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3. 时间脉络演进趋势分析 

    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及时间脉络演进进行分

析，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出该领域研究的前沿

趋势。图 7 展示的是运用 Citespace 的 timeline 

view 功能得出的“区块链+教育”时间脉络演进

图，图中每个点对应的是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 
 

 
图 7 “区块链+教育”时间脉络演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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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而之后出现的相同关键词会在首次出现的关

键词的词频上加 1，横线上的原点会更大，连线

可以追溯年份。对时间脉络演进图和关键词数

据、文献内容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到：①2016—

2018 年，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区块链技术特征与

教育如何链接应用，研究的点包括去中心化、共

识机制、P2P 技术、数字教育资源、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教学、智能合约、教育信息化等。

②图中 2019—2020 年出现的关键词“教学改革”

“教育教学”“终身教育”“高等教育”“教育领

域”“资源共享”“教育均衡发展”等，在一定程

度上是对之前分散的热点“起点研究”到“区块

链+教育”融合发展要达到的“目标研究”。从趋

势上分析，2018 年以前的文献主要探索区块链与

教育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技术要点及应用研

究，而近两年的热点趋势是资源共享、终身教育、

教育均衡。 

    (四) 区块链在教育实践中的典型案例 

    1. 个性化学习管理项目 

    EDUBLOCS 项目—— 由巴塞罗那大学成立，

是基于区块链开发的个性化学习过程管理项目，

运用区块链技术的可追溯性、不可篡改性，记录

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并进行管理及评估[20]。该项

目通过计算机算法，可以检测出学生的学习兴

趣、能力需求，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导师作出相

关要素的补充和替换，制定相应的课程计划，真

正实现个性化教育教学。2018 年成立的中国第一

个区块链教育测试区京津冀，也是致力于收集记

录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为学生建立个性化的学

习环境[21]。 

    2. 证书管理项目 

    美国企业 Learning Machine 与麻省理工学院

媒体实验室合作推出了著名的 Blockcerts 平台，

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创建—发布—查询—验证”

的文凭证书认证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学

历、学分造假状况。例如，Central New Mexico 

Community College 开发了基于区块链的数字文

凭认证系统，马耳他建立的区块链岛在平台中记

录学生各个学段的成长及教育证书，中央财经大

学推出中国首个基于区块链管理学生学业成绩

的校园区块链管理项目等案例，皆体现出区块链

的去中心化、智能合约、防篡改性特征在教育行

业中的实际应用。 

    四、结语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和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

方法，选择中国知网数据库文献进行统计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①随着我国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与

革新，在教育领域中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成果

增长迅速。②研究成果从期刊分布情况看，核心

期刊收录的文献比例高，其中教育类的期刊有一

定的占比，但总体来说，期刊来源较多，未能形

成稳定、集中的期刊群。③从作者及合作情况分

析，当前国内“区块链+教育”领域缺乏领军人

物及合作团队。④通过关键词知识图谱、聚类内

容、时间脉络演进分析，发现大数据、人工智能

技术、分布式账本、智能合约、高校图书馆、个

性化定制学习、在线教育、学分银行、学习成果

认证、数字教育资源为研究热点。前四个关键词

为技术基础，之后的关键词为教育与区块链技术

融合的应用研究。⑤探索区块链与教育的融合，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加快教

育信息化进程，实现资源共享、教育均衡发展的

新场景为研究趋势。 

    区块链技术的诞生，具有重构社会行业的潜

力，在教育中的应用也不例外。它为教育教学改

革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和实践框架，对构建教育

生态均衡发展、实现信息化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尽管区块链技术在教育的应用发展中还面临着

许多困难，如在区块链技术普遍应用的情况下，

其目前的吞吐量是否能支持教育大数据的存

储？区块链技术的开发成本过高是否会抑制区

块链技术与教育融合的力度？“区块链+教育”

的相关文件、政策法规是否完善？区块链与教育

融合发展的新形态是否能被教师、学生、教育机

构所接受？每次技术革新都会面临不同挑战，相

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区块链技术作为国家未

来的重要科技力量，能突破当前面临的技术瓶其

与教育融合的障碍，推动教育信息化又好又快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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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CNKI's “blockchain + education” literature as a data sample,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and 

SATI bibliometric tool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keywords, clustering subject content, and time 

context evolution, mining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this article discovers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are the analysis of the support technology of smart contracts of blockchain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distributed and educational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Internet era; the applied 

research focusing on learning achievement certification, credit bank construction, personalized customized 

learning, the wisdom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ources, etc.; 

the research trend is to explor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blockchain and education, realize resource sharing, 

promo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achieve a 

new scene of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rough the combing of hot spots, trend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thinking, this paper hopes to provide meaningful reference for scholars studying “blockchain +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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