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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基于 CiteSpace 和 VOSviewer 的可视化分析 

 

徐 慧，徐 丹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研究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 2000—2020 年发表的 350 篇大学生归属感相关文献为研

究对象，运用 CiteSpace 和 VOSviewer 两款可视化软件绘制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的知识图谱，进而探

讨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的发展现状、研究热点与趋势。研究发现，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数量在近五年

开始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研究者主要在美国；关注热点聚焦于归属感与种族因素的关系研究、归属感与院

校环境因素的关系研究、STEM 专业学生的归属感研究和学生留存率的研究这四个方面。未来的研究应关

注更多边缘学生群体；增加定性研究、混合方法研究、纵向研究、重复研究以及实验研究；丰富和细化归

属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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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归属感是学生对校园社交支持的感知，是一种联系的感觉，一种被群体（如校园

社区）或其他人（如教师、同伴）关心、接受、尊重、重视以及对他们很重要的经历
[1]
。已

有研究表明，归属感不仅对学生学习投入、学习动力、社交接纳度、自我认知有积极影响，

而且还会影响学生的学业选择、学业能力和表现
[2-4]

。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学生归属感研究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使用定性方法和混合方法开展的研究逐渐增加、更多亚群体

学生得到重视等。为梳理归属感研究脉络，掌握归属感前沿动态，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

方法，通过CiteSpace和 VOSviewer两款可视化软件绘制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的知识图谱，

分析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的现状、热点及发展趋势，以期为大学生归属感研究的未来发展

提供参考。 

一、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包括科学引文索引扩展（SCI-EXPANDED）、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人文与艺术引文索引（A＆HCI）、会议论文集引文索引-科学

（CPCI-S）、会议论文集引文索引-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CPCI-SSH）、新兴资源引文索引

（ESCI）。本研究以“belonging”和“college student”为主题词，将文献类型设置为

“Article”，语种设置为“English”，时间跨度设置为 2000-2020年进行检索，截止 2020

年 7月，共得出检索结果 709条。由于本研究希望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探究大学生归属

感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因此对检索文献进行了精简，选择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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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y Social、Psychology Educational等 9个与教育学、心理学相关的类别，得到

443篇检索文献，为保证文献的相关性，经过人工筛选后最终得到 350篇文献作为本研究的

分析来源。 

（二）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 和 VOSviewer 两款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对检索文献进行可视化分

析。CiteSpace 由美国德雷赛尔大学的陈超美教授开发，VOSviewer 由荷兰伊拉斯谟大学的

凡·艾克和瓦特曼博士联合开发。两款软件都可以用来进行文献共被引、共词网络等分析进

而对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前沿和发展趋势有较全面的了解。本研究对检索文献进行共被引

分析、聚类分析和共现分析，试图探讨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二、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文献发表年份与期刊分布 

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年度发文量如图 1 所示，总体上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状态。

2000-2010年，大学生归属感领域每年的研究成果在 10篇及以下。2011-2012年每年发文量

突破 10篇，此后两年有所回落。到 2015年，发文量实现了一个突破，达到 26篇。2015-2019

年，发文量快速增长，在 2019 年达到 72 篇，为 20 年内年度最高发文量。截止 2020 年 7

月，2020年发文量有所回落，为 32 篇。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年度发文量表明，大学生归

属感研究是一个较小的研究领域，但是近五年开始受到关注。 

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发表的期刊较分散，发文量大于五的期刊如表 1所示。发文量最

高的期刊为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发表量为 28篇。 

 

图 1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年度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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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发文量大于五的期刊 

排名 期刊名称 发文量 

1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8 

2 Journal of Student Affairs Research and Practice 9 

3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9 

4 CBE-Life Sciences Education 9 

5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8 

6 Community College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8 

7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7 

8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 

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6 

10 Journal of Diversity in Higher Education 6 

11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6 

12 Cultural Diversity &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6 

（二）发文国家与机构分析 

本研究在检索文献时将语种设置为“英语”，在大学生归属感的英文文献中，发文量前

十的国家如表 2所示。美国发文量最高且远超其他国家，占总发文量的 79.4%。其次为英国，

发文 18 篇，占总发文量的 5.14%。排名第三和第四的国家为加拿大和中国，分别占总发文

量的 2.57%和 2.29%。 

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发文量前十的机构如表 3所示，所有机构均为美国公立大学。排

名前三的机构为俄亥俄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发文量均在 5篇以

上。 

表 2 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发文量前十的国家 

序号 国家 发文量 占比 

1 USA（美国） 278 79.40% 

2 England（英国） 18 5.14% 

3 Canada（加拿大） 9 2.57% 

4 China（中国） 8 2.29% 

5 Australia（澳大利亚） 6 1.71% 

6 Turkey（土耳其） 2 0.57% 

7 Scotland（苏格兰） 2 0.57% 

8 Italy（意大利） 2 0.57% 

9 Belgium（比利时） 2 0.57% 

10 France（法国） 2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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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发文量前十的机构 

序号 发文机构 发文量 占比 

1 Ohio State University（俄亥俄州立大学） 8 2.29% 

2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6 1.71% 

3 University Virginia（弗吉尼亚大学） 6 1.71% 

4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纽约市立大学） 5 1.43% 

5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4 1.14% 

6 Indiana University（印第安纳大学） 4 1.14% 

7 University Colorado（科罗拉多大学） 4 1.14% 

8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4 1.14% 

9 University of Nevada（内华达大学） 4 1.14% 

10 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新墨西哥州立大学） 4 1.14% 

（三）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的知识基础 

1.文献共被引分析 

引文分析能够发现某一学科和领域中的关键研究。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对 2000-2020

年的 350篇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表 4为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中排名前十的高被引文献。

其中 Hurtado S& Carter D F（1997）、Baumeister RF &Leary MR（1995）、Tinto V（1993）、

Strayhorn T（2012）和 Walton GM（2007）被引用次数排名前五，是大学生归属感领域的

经典文献。 

《大学过渡和对校园种族氛围的感知对拉丁裔大学生归属感的影响》（Effects of 

college transition and perceptions of the campus racial climate on Latino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中，Hurtado 和 Carter 为进一步阐明 Tinto 辍学理论的

概念基础，建立并检验了归属感前因的概念模型。他们希望通过纵向研究探讨大学生涯不同

阶段的经历对结果产生的影响，假设学生的归属感路径模型反映了学生入学前的背景特征

（性别和学业自我概念）、大学选择性（一个外部的院校变量）、进入大学第一年的适应程

度以及大学第二年对敌对种族氛围的感知之间的关系。Hurtado 和 Carter 的归属感模型关

键在于探讨大学过渡经历和种族多样性环境对第三年学生归属感的影响。Hurtado 和 Carter

假设学生在第一年的积极过渡经历会影响第二年敌对种族氛围的感知，而第二年敌对种族氛

围的感知会对第三年的学生归属感产生消极影响并最终验证了此假设
[5]
。 

Baumeister和 Leary 在《归属的需要：人际关系是人的基本动机》（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提出，归

属的需要是人类的基本动机并且是人类保持积极人际关系的驱动力。归属感假设要求人们需

要达到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社交，但当超过一定水平，动机就会减弱。Baumeister 和 Leary

认为，归属的需要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人们需要经常与他人有社交互动，这些互动通常是

积极的情感互动；二是人们需要意识到有一种稳定、情感关怀和未来可预见为标志的人际关



                                     http://www.sinoss.net 

 - 5 - 

系。归属感对认知和情感都会产生影响。Baumeister 和 Leary 认为归属感假设可以预测人

们在人际关系中会投入大量的认知加工，在情感方面，归属感的增加会带来积极的情感。归

属感的需要塑造了情感和认知，缺乏归属感对健康、适应和幸福等都有不利影响
[6]
。 

《离开大学：重新思考学生辍学的原因和对策》（Leaving College: Rethinking the 

Causes and Cures of Student Attrition. Second Edition.）一书中，Tinto 提出的学生

融合模型主要围绕学生的学业融合和社交融合两大模块。学业融合包括参加实验室和课堂等

各种与学业有关活动的正式的学业融合以及学生与教师及教职工互动的非正式的学业融合。

社交融合包括课外活动参与的正式的社交融合以及同伴互动的非正式的社交融合。学业融合

与社交融合会影响到学生的外部投入，即学生对学校的意愿、目标和投入。学业融合、社交

融合以及外部投入会影响学生辍学的决定。Tinto 同时指出，这里的辍学仅仅指学生离开某

所大学，并不代表学生放弃高等教育
[7]
。 

《大学生归属感：所有学生教育成功的关键》（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A Key to Educational Success for All Students）一书中，Strayhorn探讨了不同种族、

性别、性取向等亚群体学生的归属感及其与校园经历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了归属感模型。该模

型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正如马斯洛所提出的，如果生理和安全需求都得到很好的满足，

就会产生爱、情感和归属感的需求。Strayhorn认为大学生的归属感同样如此，学生在大学

期间会进入不同的空间和环境，包括校内（如教室）和校外（如家庭、社区），学生生理需

求的满足促使更高的社会动机的出现，比如归属感的需要，这种需求驱动着学生的行为和认

知。归属感是一种决定学生行为的因素，学生为实现归属感的需要会付出一定的努力。学生

如果在这一努力中取得成就，就会得到积极的结果，如成就、成长、完成学业和幸福。而不

能满足归属需要的人可能会面临消极的结果，如沮丧，发展受阻，不快乐和一些心理健康问

题，比如抑郁症，自杀想法，甚至死亡
[1]
。 

《归属问题：种族，社交适应和成就》（A question of belonging: Race, social fit, 

and achievement）中，Walton通过两组实验检验了归属感的不确定性如何削弱在学业环境

中表现出负面特征的学生的动机和成就。实验一要求学生说出在学校的八个关系很好的朋

友，引导学生认为自己在学校没有多少朋友。对于少数种族和大多数学生而言，这一要求都

比较困难，但相比较大多数学生，少数种族学生对社交归属感的问题更加敏感。最终结果显

示，白人学生没有受到影响，而黑人学生的归属感和发展潜力都有所下降。实验二检验了正

常的社交归属感能否提高少数种族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成绩。实验引导大一学生相信归属感的

不确定对所有学生都是普遍现象并且这种不确定性会随着时间而减少。这种干预措施提高了

黑人学生的动机水平和成绩，但对白人学生没有产生作用。因此，不同种族学生的归属感存

在差异且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业成就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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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排名前十的高被引文献 

序

号 

被引

频次 
年份 作者 文献名称 

1 82 1997 
Hurtado S& 

Carter D F 

Effects of college transition and perceptions of the campus 

racial climate on Latino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2 72 1995 
Baumeister RF& 

Leary MR 

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 

3 58 1993 
Tinto V  

Leaving College: Rethinking the Causes and Cures of Student 

Attrition. Second Edition. 

4 52 2012 
Strayhorn T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A Key to Educational 

Success for All Students 

5 50 2007 Walton GM A question of belonging: Race, social fit, and achievement. 

6 48 2007 
Freeman TM 

Sense of Belonging in College Freshmen at the Classroom and 

Campus Levels 

7 47 2007 
Hausmann LRM 

Sense of Belonging as a Predictor of Intentions to Persist Among 

African American and White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 

8 37 2011 
Walton GM 

A Brief Social-Belonging Intervention Improves Academic and 

Health Outcomes of Minority Students.  

9 35 2007 
Johnson DR 

Examining Sense of Belonging among First-Year Undergraduates 

from Different Racial/Ethnic Groups 

10 31 2002 
Morrow J 

Investigating “sense of belonging” in first year college 

students 

2.文献共被引聚类分析 

本研究基于文献共被引分析结果进一步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文献

共被引聚类知识图谱，如图 2所示。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共有 15个群组，分别为适应力、

学校归属感、价值观认可、拉丁裔/西班牙裔、归属感受挫、国际学生、文化失调理论、自

我提升的需要、心理健康、生师互动、计算机科学、种族批判理论、第一代大学生。群组之

间基本都有重叠，这表示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可以通过分析群组进

一步探讨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的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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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文献共被引聚类知识图谱 

归属感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个体心理因素和院校环境因素，个体心理因素包括自我

效能感、自我价值感、动机等。如 Freeman等（2007）将归属感分为课堂归属感和学校归属

感，发现课堂归属感与学生在学业上的自我效能感、内在动机和对学业任务价值的认知呈正

相关，而在学校归属感层面，学生的社交接受度是其积极的预测因子
[9]
。Gummadam等（2016）

对少数种族学生研究发现，学校归属感与学生自我价值感、社交接受度呈正相关，与抑郁症

症状呈负相关
[10]

。院校环境因素包括生师互动、同伴互动、校园氛围等。如 Meeuwisse 等

（2010）对少数种族学生群体和多数学生群体进行比较，发现活跃的学习环境对所有学生的

互动均有积极影响，同时发现，少数种族学生与教师、同伴的正式互动对归属感有积极影响，

但该群体的归属感并没有促进学生的学业进步，而多数学生群体的归属感仅受与同伴的非正

式关系的积极影响，但该群体归属感积极促进了学生学业的发展
[11]

。Nunez（2009）对拉丁

裔美国学生研究发现，生师互动、积极的跨种族互动、对敌对氛围的感知、多样化课程和社

区服务参与均对归属感有正向影响，而校园敌对种族氛围对归属感有消极影响
[12]

。 

归属感研究多关注亚群体，如拉丁裔/西班牙裔、国际学生、第一代大学生、STEM专业

学生等。Strayhorn（2008）发现学业和社交经历会影响拉丁裔学生的归属感，成绩、学习

时间以及与背景不同的同伴互动均是归属感的积极影响因素，Strayhorn还对拉丁裔和白人

学生进行了比较，发现白人学生的归属感水平比拉丁裔学生高
[13]

。Glass和 Kociolek（2015）

以学业准备（低、高）和财力资源（低、高）四个分组为依据抽取了 40 名国际学生，通过

质性研究发现四个小组均对生师互动有积极的描述，而教师对学生的包容性和对学生参与的

鼓励、与教师互动中自我认知和知识的建构、教师的品格和跨文化能力等都对归属感有积极

影响
[14]

。Soria 和 Stebleton（2012）对比第一代和非第一代大学生发现，学生的归属感和

学业投入呈正相关且归属感对学生留存率有重要影响，而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投入和留存率

均比非第一代大学生低
[15]

。Main和 Schimpf（2017）对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女性在高中前、高

中、大学专业选择和坚持、就业四个阶段进行研究，发现在大学阶段，课堂设计、同伴和榜

样互动等环境因素会影响学生对计算机专业的选择，而归属感、自我效能感等心理因素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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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坚持在计算机领域完成学业有积极作用
[16]

。 

少量大学生归属感研究关注归属感受挫问题，归属感受挫被认为是预测自杀的关键因

素。Langhinrichsenrohling 等（2017）发现，在原生家庭的影响下，大学生感知的自我缺

陷和情感缺失即归属感受挫对自杀倾向有重要影响，调整学生的适应模式和认知模式能够促

进学生向成年人过渡以及完成高等教育
[17]

。Hollingsworth 等（2014）探讨了归属感受挫和

自杀意念之间的调节因素，发现学生的希望水平会干扰两者之间的强相关关系
[18]

。 

（四）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的关注热点 

本研究使用 VOSviewer 对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删除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article”等没有实际意义的关键词后，得到关

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四个颜色分别代表不同的聚类，如图 3所示。 

红色所标识的聚类 1主要为归属感与种族因素的关系研究，关键词有“individual”、

“ethnic identity”、“African American”、“students perception”、“depression”

等。从内容上看，这一类别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种族刻板印象、氛围等与学生归

属感的关系研究，二是针对某一特定种族学生或不同种族学生的归属感与其他因素的关系研

究。第一种类型的研究如 Walton 和 Cohen（2007）的实验研究，该研究发现黑人学生受到

种族的刻板印象影响后会产生归属感的不确定性，而当归属感的不确定性通过干预措施得到

缓解和消除时，黑人学生的校园适应感、学业成绩以及认为自己能够完成大学学业的信心都

得到提升
[8]
。Murphy 和 Zirkel（2015）对有色人种学生和白人学生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

一结论，同时发现虽然归属感对每个人的学业环境都起着重要作用，但对于受到消极刻板印

象的有色人种学生来说尤其重要
[19]

。第二种类型的研究如 Museus 和 Maramba（2010）基于

Tierney 和 Jun（1999）提出的文化自杀和文化完整性的概念对菲裔大学生归属感进行的调

查，该研究基于的文化自杀和文化完整性理论即少数种族学生与进入大学前的文化脱离关

系，以更好地融入主流校园文化，促进少数种族学生在高等教育中的成功，调查结果显示菲

裔美国大学生文化自杀的压力越大，大学适应过程越困难，且会进一步导致归属感下降
[20]

。

Johnson 等（2007）以一年级学生为样本，发现非裔、西班牙裔/拉丁裔和亚太裔美国学生

的归属感比白人学生低，同时不同种族学生的归属感会受到不同院校环境的影响，如同伴互

动仅与西班牙裔/拉丁裔美国学生的归属感呈显著正相关，参加课外活动仅与亚太裔美国学

生和白人学生的归属感呈显著正相关，也有环境因素对大多数种族学生都存在影响，如向大

学顺利过渡对所有种族学生的归属感均有积极显著的影响，宿舍氛围的社交支持性和包容性

对除多种族学生外的其他种族学生归属感均有显著影响，校园种族氛围的积极认知对除西班

牙裔/拉丁裔外的其他种族学生均有显著影响
[21]

。 

绿色所标识的聚类 2主要为归属感与院校环境因素的关系研究，关键词有“faculty”、

“participation”、“member”、“diversity”、“first generation”等。如 Zumbrunn

等（2014）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探讨课堂支持、归属感、学习动机与参与之间的关系，发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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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教师学业和社交支持的感知与学生归属感呈正相关，而归属感会对学生学业动机和成就

产生积极影响，研究还发现教师所营造的支持性课堂环境，包括教师投入、尊重学生意见、

教师的灵活性、亲和力等以及被同龄人接受和支持也是归属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4]
。Kim 和

Lundberg（2016）研究发现，归属感在生师互动和课堂参与之间起中介作用，和不与教师互

动或互动较少的学生相比，生师互动频繁的学生归属感更高，而归属感能够促进学生的课堂

参与，进而促进其认知技能的发展
[22]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一些少数群体的归属感得到关

注，如第一代大学生、移民学生等。Means和 Pyne（2017）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十名低收入

的第一代大学生进行研究，发现高校支持体系对增强学生的归属感非常重要，包括奖学金项

目、基于社交认同的学生组织、宿舍社群、教师支持、学业支持服务和高影响力教育经历
[23]

。

Stebleton等（2014）针对移民大学生研究发现，校园氛围和同伴互动对第一代（13岁之前

到达美国）、第二代（13 岁之后到达美国）移民学生均有显著积极影响，但生师互动仅对

第一代移民学生有显著影响
[24]

。 

蓝色所标识的聚类 3 主要为 STEM 专业学生的归属感研究，特别是女性和少数种族学生

群体的研究，该群体被认为是STEM领域中不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聚类3的关键词有“STEM”、

“gender”、“woman”、“course”、“color”等。STEM专业指科学（science）、技术

（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专业。如 Wilson 等（2015）

对 STEM 专业本科生的归属感和学业投入的关系进行探讨，将归属感分为课堂、专业和学校

三个层次，研究发现课堂归属感对 STEM 专业学生的行为投入（如努力和参与）和情感投入

（积极和消极情绪）均有影响，且这种影响不存在性别和院校特征上的差异，但专业和学校

归属感对学生学业投入的影响受到院校特征的干预
[25]

。性别和种族是 STEM 专业学生研究中

不可忽视的因素，在男性和白人学生为主的教育环境以及女性、种族刻板印象的影响下，少

数种族女性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Steele（1997）的研究表明对女性和少数种族群体的刻板

印象会导致这一群体对学校的不认同并且带来学业发展上的负面影响
[26]

。因此，STEM 专业

中女性和少数种族学生的归属感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如 Johnson（2012）对 STEM 女性学生

调查发现，有色种族与 STEM 女性学生的整体归属感呈负相关，而校园支持氛围、积极的种

族氛围、学业自信均能增强该群体的整体归属感，但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教师和同伴互动

对整体归属感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一年级学生还未和教师有过多接触（样本中一年级学

生偏多）以及 STEM 专业中女性和男性学生难以互动所导致的
[27]

。Kricorian 等（2020）研

究发现，学生与教师在社交媒体上的指导性互动对 STEM 的女性和少数种族学生的专业归属

感以及坚持完成学业有积极影响，此外家庭的鼓励与支持、通过媒体接触 STEM 领域和专家、

身边有性别或种族相同的人从事 STEM职业对学生从事 STEM职业的意愿有积极影响
[28]

。 

黄色所标识的聚类 4主要为学生留存率的研究，关键词有“retention”、“gender”、

“change”、“time”、“first year student”等。如 Hausmann 等（2007）基于个体成

长曲线模型探讨归属感在学生坚持和学业意愿上的作用，研究发现归属感与学生学期初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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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意愿呈正相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坚持意愿会轻微下降，而仅有父母支持是坚持意愿下

降的预测因素。研究还发现，在学期开始时，同伴互动和支持、生师互动、父母支持对归属

感有显著正相关，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父母支持越多的学生归属感反而会下降，学业融

合成为归属感的关键影响因素
[29]

。Loh等（2020）基于 Bronfenbrenner（1993）生态系统理

论提出学术生态模型，并发现不同生态领域对学生坚持完成学业均有积极和阻碍因素，个人

层面的内外动机和学业社交融合、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社交支持和院校支持都对学生完成

学业有积极的影响，其中学生在完成学业和社交融合后获得的归属感对学习效果也有正向影

响；阻碍因素主要集中在中观-宏观层面，如第一年缺乏实践能力、对专业的不了解和实习

中遇到困难
[30]

。也有学者将不同群体学生的留存率进行比较研究，如 Hausmann 等（2009）

对白人学生和非裔美国学生的研究，发现两个学生群体的归属感均对学生坚持学业的意愿和

行为有显著间接影响，但研究中增强归属感的干预措施仅对白人学生产生了影响
[31]

。Baker

和 Robnett（2012）发现拉丁裔学生的留存率比其他种族低，影响拉丁裔学生留存率的因素

包括第一年的累积平均绩点和参与学生俱乐部，但与其他学生一起学习与拉丁裔学生的留存

率呈负相关，白人学生则恰好相反，与其他学生一起学习是白人学生留存率的关键预测因素，

而与已有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归属感对拉丁裔、白人和亚裔学生的留存率均没有显著影响
[32]

。 

从归属感研究的四个聚类可以看出，归属感研究主要围绕归属感复杂的影响机制展开，

对归属感的影响因素的认识逐渐系统和完善，归属感的效果以及作为中介因素的研究逐渐增

多。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更多亚群体学生的归属感逐渐得到重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

一项调查显示，近年来少数种族的女性学生在科学和工程专业拿到学位的人数正在逐年稳步

上升
[33]

。因此 STEM专业中女性学生和少数种族学生成为近几年归属感国际研究的热点对象。 

 

图 3 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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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前沿领域 

为进一步探讨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趋势和前沿动态，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绘制大学

生归属感国际研究时区图谱，如图 4所示。大学生归属感在 2007年以后逐渐开始得到关注，

研究问题涉及到校园种族氛围、院校经历、适应、身份认同等。这与大学生学习投入和学习

效果概念的成熟以及大规模院校经历调查的开展有密切联系。从 2011 年开始，大学生归属

感国际研究更多关注学生的留存率、进入大学后的过渡、种族等刻板印象以及自尊等学生个

体因素与归属感的关系。学生留存率研究的增多表明高校已经认识到大学生归属感对学生以

及学校未来发展的影响力；而自尊等学生个体因素的研究表明除了院校环境因素外，归属感

研究增加了对学生心理因素的关注，不仅从心理学的角度丰富了归属感的研究，而且也体现

了学生在高等教育中的主体性地位。2015 年之后，随着归属感的重要性逐渐显露，研究不

断深入，一方面，归属感的预测因素开始受到重视并且尝试为高校留住学生、提高学生学业

成就提供措施，如学生在院校经历中的参与、支持性因素等都得到关注；另一方面，特定群

体的归属感受到关注，如由于一年级能否顺利过渡影响学生毕业率，对一年级学生的归属感

研究增多。 

 

图 4 大学生归属感国际研究时区图谱 

三、 研究展望 

总体而言，大学生归属感研究在发展中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

向。在内容上，研究越来越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时区图

谱可以看出，大学生归属感研究从关注种族因素、院校经历到关注学生心理因素、大学过渡

和坚持学业，再到关注学生投入和学业成就，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了大学生归属感研究越来越

聚焦于学生本身。第二，更多亚群体学生的归属感得到重视。目前研究涉及的亚群体学生有

少数种族学生
[34]

、第一代大学生
[35]

、低收入群体学生
[36]

、同性恋学生
[37]

、移民学生
[38]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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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学生
[39]

、STEM 的女性和少数种族学生
[40]

等。未来的研究在丰富大学生归属感复杂影响机

制研究的同时，应该关注到更多边缘学生群体的归属感，并深入探讨某一群体归属感的影响

机制。 

在方法上，定性研究和混合方法研究逐渐增多。大学生归属感研究以定量研究居多，部

分研究采用大规模院校调查问卷作为测量工具，但存在问卷设计不能完全符合归属感研究需

要、问卷中潜在的文化偏见等问卷信效度问题和仅依靠学生自我报告的数据等数据可靠性问

题
[41]

。同时纵向研究较少，已有研究较少探讨大学生归属感发生变化的时间和过程，少有研

究能够验证归属感与其他因素的因果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定性研究和混合方法研究补充

了更详细有效的过程数据而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此外，有小部分研究采用实验法，为大学

生归属感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8]
。未来的研究可以增加定性研究和混合方法研究以深入

探讨归属感的内涵和影响机制；增加纵向研究、重复研究以及实验研究以丰富大学生归属感

发生的过程机制以及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在概念上，大学生归属感概念出现细化。研究中归属感大部分是以一个整体概念出现的，

但有些学者根据研究层次进一步丰富了归属感的概念。如 Freeman等（2007）将归属感划分

为课堂归属感和学校归属感
[9]
；Wilson等（2015）将归属感划分为课堂归属感、专业归属感

和学校归属感三个层次
[25]

。还有学者提出对归属感新的看法，如 Gillenoneel（2019）提出

“日常归属感”的概念，认为归属感是区别于他人且每天都在变化的一种特质
[42]

。基于归属

感复杂影响机制的构建和多元研究方法下对归属感的深入探讨，归属感概念的细化是未来归

属感研究的趋势。此外，由于归属感是一个心理概念，每个人理解的侧重点不同可能会影响

研究结论以及对结论的解释
[43]

。因此未来的研究应丰富和细化归属感的概念，同时在研究中

关注样本对归属感概念的理解，通过更加可测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归属感或者向样本解释研究

中归属感的概念意义等方式减少由于归属感概念理解不同带来的结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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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spots and Trend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Visualization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and 

VOSviewer 

 

XU Hui, XU D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Based on 350 articles on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that are in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20,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and VOSviewer to draw the 

knowledge map and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It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on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researchers are main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hotspots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e of 

belonging and ethnic facto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e of belonging and colleg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TEM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and students' retention rat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more marginal students; increase qualitative research, mixed method research, longitudinal research, 

repetitive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enrich and refine the concept of be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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