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６年２月　　
第３２卷　第２期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ａｎｘｉＸｕｅｑｉ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ｅｂ．２０１６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１１；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０２

作者简介：皮悦明，男，山东菏泽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教育技术

教育研究视域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从技术应用到方法论

皮悦明，王庭照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应用性较强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社会系统进行研究的优势。将社

会网络研究方法引入教育学领域，研究必须是规范化、系统化的，且要具备完整的研究设计、研究方法和操作过程。研究将从

方法论角度论述社会网络分析引入教育学领域的可行性，包括方法论支撑、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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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国内各学科范围内有关社会网络的文献逐渐增

多，在教育学研究领域同样开展了社会网络的研究。

首先从教育类文献总量上看，钟柏昌和李艺在

ＣＮＫ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教育类核心期刊

发现，在２０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间只有３６篇应用社会网络

分析法的文献，且３２篇都是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

成果占到８８．９％。
［１］２０１１年以来，高质量的研究成

果并不多，核心期刊发表主要在《中国电化教育》、

《电化教育》、《中国远程教育》、《远程教育杂志》、《开

放教育研究》、《现代教育技术》等教育技术学期刊。

其他教育类核心期刊社会网络研究文献包括《教育

研究》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５年刊文一篇，《学前教育

研究》２０１４年刊文一篇，《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５年刊

文一篇。其次，从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具体研究内容

来看，在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学者们主要研究虚拟

网络社区的知识学习和人际关系等内容，如王陆、胡

勇、陈向东等人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从虚拟学习

社区中的互动关系整体网络入手，从宏观、中观、微

观角度进行解读。［２－３］高等教育领域研究中，主要针

对大学生社会网络基本特征及其对学生社交行为和

学习成绩的影响。如高文杰、李晓娜运用从整体网

络研究方法对大学生交往网络特征及其对教育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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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行宏观分析，［４］郑思明与程利国则分别对高中

生和大学生个体社会网络关系规模、关系类型、亲密

度等网络特征进行了对比研究，［５］还有叶新东、朱少

华对大学生学习交流关系网络与学习成绩进行了相

关性研究。［６］特殊教育研究领域，贺荟中研究了聋校

低年级学生的整体网络的结构特征，［７］并与个体社

会属性和人格特征进行相关和差异性分析，另外他

们还对同伴网络结构的演化进行了追踪研究。［８］学

前教育领域，王小慧等人针对５－６岁幼儿的同伴关

系整体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９］心理学

研究领域中，社会网络研究主要在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的相关研究，分析社会关系和网络结构特征对个

体发展和社会行为的影响，如侯珂和邹泓对班级青

少年的整体网络结构特征与问题行为进行相关研

究，［１０］周宗奎提出未来儿童同伴关系的研究要更注

重社会网络特征对于个体行为和认知的影响，［１１］

综上所述，国内很少有文献对社会网络分析在

教育学领域的应用作出系统的介绍。本文将系统介

绍社会网络分析演进和方法论，具体论述教育研究

中的社会网络研究内容和分析方法。

二、社会网络分析的演进及其方法论

（一）社会网络分析发展历程

二十世纪３０年代是社会网络分析的产生和初

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社会心理学家

库尔特·卢因（ＫｕｒｔＬｅｗｉｎ）、雅各布·莫雷诺（Ｊａ

ｃｏｂＭｏｒｅｎｏ）和弗里茨·海德（ＦｒｉｔｚＨｅｉｄｅｒ），这一

时期主要针对社会理论和群体结构进行研究。“社

会计量学”应用于社会系统研究，用点和线绘制“社

群图”（“点”代表个体，“线”代表个体间社会关系）从

而把社会构型图示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构

型”理论，社会构型是指人们参与形成的各种关系模

式，这些关系模式是大规模“社会集合”再生产的基

础。此外，还引入了数学中的“图论”、“拓扑学”思

想。群体结构的研究主要是社会力量“场论”和“结

构均衡”理论，从而大大丰富了群体动力学学说。另

外，这一时期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提出“社会网”

概念，其对社会结构的关切为后续研究者追随。４０
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 Ｗ·劳埃德·沃纳（Ｗ．

ＬｌｏｙｄＷａｒｎｅｒ）和乔治·霍曼斯（ＧｅｏｒｇｅＨｏｍａｎｓ），

有关社会系统子群体结构的研究中分别提出“派系”

和“聚类”等概念。但这一时段的研究在方法和理论

层面都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并未取得可观的进步，

对六七十年代社会网络研究影响并不明显。５０－６０
年代，社会网络研究出现新的转折。以约翰·巴恩

斯（ＪｏｈｎＢａｒｎｅｓ）、克莱德·米切尔（Ｃｌｙｄｅ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和伊丽莎白·博特（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Ｂｏｔｔ）为代表，他们的

注意力集中于人际关系域研究并提出了“全网”、“局

部网”、“个体中心网”概念，强调变迁和矛盾，而不是

整合和凝聚，这就是个体网络研究的雏形。他们主

张从社会关系角度认识、把握社会结构，这与当时占

据主导地位的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有所不同。

７０－８０年代是社会网络发展、成熟阶段，这一时期

随着群体代数模型和多维关系量表的创新使得社会

网络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个体中心网和整体网两大

研究方法逐步确立，而且社会网络自身的理论得到

了丰富，代表人物是马克·格拉诺维特（Ｍａｒｋ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哈里森·怀特（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Ｗｈｉｔｅ）、罗

纳德·博特（Ｒｏｎａｌｄ·Ｂｕｒｔ）、林南和林顿·弗里曼

（ＬｉｎｔｏｎＦｒｅｅｍａｎ），包括“弱关系力量假设和嵌入

性”理论、市场网络理论、“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

论等。９０年代至今，社会网分析进一步完善，与“小

世界”和“复杂性”研究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传

统、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吸引大量学者加入此研究

队伍。它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还扩展到管理学、经济

学、教育学等学科。

（二）方法论

在方法论上，一方面反对传统科学的实证主义，

否定因果分析和还原思维。社会网络分析与科学实

证主义所坚持的事物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的假设

不同，认为事物之间存在的是社会关系，理论解释以

关系模式为基础，反对通过社会行动者个体的虚假

特征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社会网络分析否定

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去理解和解释事物的思维方

式，还原论在一开始就对事物的特性做了简单和复

杂的划分，但事实是事物无不受社会环境和社会系

统的影响，不能硬性地把事物从社会情境中抽离出

来对一个或几个属性进行分析。另一方面，社会网

络分析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两

极对立。

传统教育科学研究分析单位是个体、组织、群

体、社会互动和社会人为事实等，而社会网络分析单

位是社会关系，包括个体间关系、团体间关系、组织

间关系、群体间关系。社会网络特征、结构模式及其

对个体的影响模式是社会网络的研究内容，研究者

尝试通过社会网络结构模式建构社会系统表层下的

社会结构。

社会关系的主体是社会行动者，关系数据的搜

集和分析并没有把行动者和社会情境完全抽离，关

注行动者所在的整体社会系统。研究中搜集的数据

类型是关系型数据而非属性数据，教育实证主义研

究中搜集和分析的数据类型是属性数据，即反映被

研究者观点、态度、和行为方面的数据，例如性别、收

入、职业、爱好、受教育程度、个人观点等；社会网络

分析的关系型数据是指涉及个体或群体间的行动或

资源互动的数据，关系不是行动者的个体属性，而是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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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所属社会系统的属性。在研究过程中，社会

网络分析者把结构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模式等同起

来，根据关系对结构进行操作化，从而实现概念化与

操作化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另外，社会网络研究在

研究之前并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和内驱力假设，可

以利用定量研究的预设做一些验证和比较分析。同

时，社会网络研究并不完全排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

义和文化论，关注网络中的个体内部动因和外部环

境，分析个体社会属性、心理特性与社会情境、文化、

制度间的关系作用。如，李永强提出个体特征与社

会网络间关系的研究，并要注意二者交互作用和研

究的本土化。［１２］

三、教育研究中的社会网络研究内容和

分析方法

（一）研究内容

社会关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关

系”是指用于表示众多社会行动者间带有指向性的

有意义行为。［１３］每个人的行动对于其他人的行动应

当至少有一种最低限度的指向，如冲突、友谊、爱情、

知识、权力、经济交换、利益分配等。“社会网络所指

的社会关系与传统社会学的定义有所不同，其涵盖

的范围更广。虽然同样具有指向性，但行为可以是

有意义的也可以是无意义的，即社会行动者间有意

或无意地在行为、信息、情感、物质或精神层面上的

互动都是社会关系。

边燕杰将关系网络视为个体或群体社会资本，

即个体或群体通过关系网络获取信息和资源，从而

拥有了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１４］社会关

系研究主要关注关系的规模、高度、强度、密度及构

成多元性，社会关系的这些特性和构成都会影响行

动者获取信息、机会、资源，进而影响其生存与发展。

不同教育研究主体的研究内容：一是学校团体或组

织间关系对自身行动、内部凝聚力、社会资本、自身

创新和结盟政策等，包括学校社团、校长结盟、校际

合作等。如，宋中英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建构了个

体层次社会资本和集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概念，运用

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社会网络分析范式，建

构了校长社会资本的概念和测量模型。［１５］二是分析

学生或教师间关系对学习成绩、朋辈关系、信任关

系、社会交往、职业发展和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影响，

个体周围稳定的社会关系构成其社会支持网络，社

会支持网络的好坏不仅影响个人身心健康和社会行

为，同时也影响社会安定与否。［１６］

结构模式最初米切尔把“社会网络”界定为一群

特定的个人之间的一组独特的联系，［１７］但社会网络

概念已不再局限于人际关系的范畴，上升为所有的

社会行动者，包括个人、团体、组织、群体、国家等。

刘军则将“社会网络”概括为由作为节点的社会行动

者及其间的关系构成的集合。［１８］社会网络分析者认

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形成了社会网络，主张从社会网

络的结构模式去建构社会结构，这与传统的按照社

会地位划分社会结构截然不同。“结构模式”是指社

会行动者间复杂多样的关系形态特征，社会结构则

是基于社会网络的结构模式的阐释。［１９］研究者对网

络关系的结构模式研究主要是网络的中心性分析、

成分分析、派系分析和位置分析等。［２０］

伴随着“小世界网络”和“复杂性”研究与社会网

研究相结合，社会网络研究除了静态结构分析外，也

开始关注社会网络动因和动态分析，网络的动态变

化和内部秩序是行动者自组织的过程和结果。马威

尔等认为任何一个小团体（组织、社区）的长期合作

行为背后都会有一个关键群体（集体行动中的发起

者和倡导者），扮演团体动员者的角色，因为他们的

动员行为促成了集体行动。［２１］

网络位置是指在结构上处于相同地位的一组行

动者或节点，该位置具有结构特性和情境性，［２２］学

生和教师的网络位置对其自身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探索网络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中介位置和边缘位

置的学生成绩和行为有何区别，不同结构位置的学

生和教师扮演何种角色，他们又是否满意当前的位

置？学生和教师的社会网络结构特点对学生的学习

成绩和学校行为表现，以及教师教学和职业发展有

何影响？学生和教师在班级和学校中的自组织行为

对同伴关系网络有何影响？在学校的有关研究中，

学校等级分层、人事管理、组织分层和自组织管理等

问题，除了从集体网络的规模、密度和构成多样性分

析外，还可以从集体网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学校管

理和运行一方面得益于学校的制度、规则和校园文

化，制度和规范对学校内的行动者具有限制作用，而

校园文化则是集体行动的文化特质；另一方面与学

校的管理模式和自组织管理密不可分，教师和学生

中的关键团体在学校管理和运行过程中扮演动员和

引导角色，也正是学校的自组织使得学校只依靠少

数管理者就可保障学校的秩序。结构模式不同会影

响社会权力的占有和资源分配，教育资源和知识的

传递则与教育社会系统的结构模式同样密不可分。

社会结构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网络结构模式宏观层

面进行预测和分析，此方面研究操作化和研究设计

还不够成熟，有待学者进一步探索。

社会场力社会场力是指群体的集体行动以及群

体与群体间的互动会形成一个场域中强大、胁迫性

的场力，进而影响群体和个体的行为，社会场力包括

制度性、规范性、信息性场力等。［２３］格兰诺维特最早

对此领域进行研究，就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提出了

镶嵌理论。［２４］在教育学领域中，教育资源分配、教育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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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教育权力、知识的传递以及教育社会评价等是

研究的热点，这些问题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不无

关系。在教育社会系统中，群体或个体间基于信任

关系、情感关系或契约关系的深浅多寡会建构一系

列的制度和规范来约束群体或个体间的行为，这些

社会场力对教育公平、教育权力分配和教育社会评

价的影响是教育研究的切入点；另外，社会网络分析

的研究者致力于探索知识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在社

会场力的影响下知识信息是如何在个体间互相传播

和被人接纳。

（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及处理工具

１．整体社会网络分析法

整体社会网络是指由整个社会关系形成的网络

系统。整体社会网的研究者主要沿用在社会计量学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套整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

首先，资料整理方法：（１）社群图法：利用由点

和线组成的图形直观地展现个体间社会关系的结

果。社群图包括１－模有向图、２－模有向图，如图

１、图２。每个个体在社群图中都占有一个相应的位

置，个体间用线互相连接，连线有箭头是有向图，若

连线无箭头则是无向图。（２）关系矩阵法：是指将社

会关系以数据矩阵的形式记录下来。Ｎ×Ｎ是正方

形矩阵，也叫邻接矩阵或１－模矩阵，即同时类属于

个人或组织的两个体之间产生社会关系构成的数据

矩阵，如表１和表２；Ｎ×Ｍ是长方形矩阵，又叫发

生矩阵或２－模矩阵，即Ｎ和Ｍ分别类属于个人或

组织，两者之间产生社会关系构成的数据矩阵如

表３。

图１　１－模有向社群图

图２　２－模有向社群图

其次，资料分析方法。（１）矩阵解析法，是借助

矩阵运算的方法对关系矩阵进行各种分析。矩阵是

数据的最初形态，也是研究对象的基本数据。行动

关系研究，可以对矩阵进行以下分析：拟合性分析、

一致性分析、聚类分析、相似性与相异性分析、假设

检验和ＱＡＰ分析检验等等。结构位置研究，则可

以进行中心性分析、凝聚性分析、核心－边缘分析、

区域分析、子群分析等。（２）社群图分析法，是指通

过解剖社群图的基本结构，掌握群体中个体关系网

络的情况，以了解不同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群体的

组成状况及人际交往的网络。［２５］通过社群图直观地

展现个体处于孤立、核心、边缘、关键群体、次群体等

位置，而历时研究通过社群图便会发现个体关系动

态变化。以上资料分析方法目的是获取社会计量指

数，通过指数分析可以发现某种情境下个人的社会

地位，比较不同规模群体使用不同标准下的社会指

数的大小。
表１　个案—个案邻接阵

个案

ａ ｂ ｃ ｄ

个案

ａ － １ ２３

ｂ １ － ４６

ｃ ２ ４ － ５

ｄ ３ ６ ５－

表２　隶属—隶属邻接阵

隶属

Ａ Ｂ Ｃ Ｄ Ｅ

隶属

Ａ － １ １ ０ １

Ｂ １ － １ ０ ０

Ｃ １ １ － １ １

Ｄ ０ ０ １ － ０

Ｅ １ ０ １ ０ －

表３　个案－隶属发生阵

隶属

Ａ Ｂ Ｃ Ｄ Ｅ

个案

ａ ０ １ ０ １ １

ｂ １ １ １ ０ ０

ｃ １ １ ０ １ １

ｄ １ ０ １ ０ ０

２．个体中心网络分析法

个体中心网络是指以一个个体关系为中心而产

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荷兰社会学家范德普尔认

为研究个体中心网络方法有互动法、角色关系法、情

感法、交换法等，即从个体间交互关系、个体间角色

关系、个体间亲密性、个体间资源交换四个角度进行

研究。［２６］

个体网络数据分析主要是矩阵代数法、社群图

法和概率统计法。首先，矩阵代数法是指将社会关

系以数据矩阵的形式记录下来，并根据代数算法进

行分析。通过ＵＣＩＮＥＴ可以通过矩阵运算得出个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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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网络的规模、关系总数、密度、平均距离等指标，以

及同类性、结构洞、中间人分析。其次，通过社群图

可以更加直观的观察个体网络的规模、密度和位置

结构。最后，概率统计法可以对个体社会属性及中

心网络变量进行线性相关分析、偏相关分析、方差分

析、多元回归分析处理。资料分析过程中质性研究

范式被引入到社会网络分析中来，采用非结构性观

察法深入个体关系网络中，从个体自身状况到家庭、

社区、社会环境综合考察分析。

３．数据处理软件

（１）社会网络专业软件：①ＵＣＩＮＥＴ软件。它

集数据整理、分析和图像生成为一体，既有数据指标

和网络测度，也有社群图进行可视化分析；既可以分

析关系数据，也可以与属性数据相结合进行相关或

回归分析检验。②ＰＡＪＥＫ软件。该软件是一种处

理超大型数据集合的软件，虽然不能像ＵＣＩＮＥＴ一

样进行多种网络测度分析，但其数据处理速度快。

最大特点是能够绘制二维和三维社群图，还可对关

系线和图像可以着色处理。（３）ＳＰＳＳ软件。可进

行Ｔ检验、线性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

等数据处理。

巴恩斯和哈拉里也曾指出当前研究者虽然使用

了大量有关图论的主要概念和术语，也分析了大量

的具有一定价值的网络数据，但是社会网络理论却

常常被忽略，很少在研究结果中使用。［２７］另外，教育

社会网络研究者切忌过于强调社会网络对于功利性

目的所具有的效用，而忘记社会网络既产生于社会

性的脉络当中，又要为满足人的社会性需求而存在。

社会网络分析从上世纪３０年代萌芽，６０年代

迅速兴起，至今已成为一种成熟的社会学理论和研

究方法，并占据美国社会学主流地位。与此同时心

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物理学也相继引进并取得大

量成果。由此可见，社会网络分析已经具备作为一

种教育研究方法的条件，社会网络分析的引进必然

能够解决一些原有教育研究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

题，并得出新的教育研究发现。这既适应教育系统

的复杂性也符合教育研究多元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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