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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现状评析 

 
丁志健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海尔学院，山东青岛，266555) 

 

[摘要]  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对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影响不断深化，宏观把握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现

状、揭示其研究热点，可为后期相关理论或实践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基于 CSSCI 和北大核心期刊两大高质量文

献数据源，通过文献计量法定量分析和发现文献增长规律、期刊分布规律、学科分布规律和基金资助情况；通过

计算词频ｇ指数确定该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采用共词和聚类分析方法探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发现当前我国对

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集中在教育机制构建、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教学改革、多领域整合研究、国外经验引介、局

限性与对策探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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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新创业教育(下文简称“双创教育”)，是指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国家的战略规划需要，以培养

具有创业意识和开拓型人才为目标产生的一种新

的教学理念与模式[1]。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

要历史阶段，双创教育已然成为推动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大学生群体是最具

创新精神和创业潜力的群体，因此国务院出台一系

列政策文件鼓励和推进高校开展双创教育，促进高

等教育科学发展，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近几年，

在全国高校大力推进双创教育的同时，涌现出大量

优秀的研究成果，鉴于此，急需就当前双创教育的

研究成果做阶段性归纳梳理，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特

色双创教育体系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二、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为客观、清晰、真实地揭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

领域在双创教育方面的理论研究现状，确保调研文

献数据的权威性与代表性，笔者以科研成果学界认

同度较高的 CSSCI 和北大核心期刊为数据检索源。

因文章题目用词与文章内容具有高度相关性，同时

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在进行数据筛选时通过

CNKI 的高级检索功能，将检索条件设置为“‘篇  

名=高校’并含‘创新创业’OR‘篇名=高校’并

含‘双创’OR‘篇名=高职’并含‘创新创业’OR

‘篇名=高职’并含‘双创’”进行精确匹配检索，

对检索到的数据进行去重、清洗处理后，共得到有

效数据文献 437 篇(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20 日)。 

(二)研究方法 

笔者先通过 KNS 数据库平台导出 NoteFirst 格

式的引文数据，借助书目共现分析系统(Bicomb2)

读取分析引文数据并就关键词、作者、载文期刊、

基金等信息进行文本挖掘。基于此，借助文献计量

方法对检索出的有效数据进行定量统计和定性分

析，宏观把握高校双创教育的研究脉络；使用共词

分析方法，借助 SPSS 对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做网

络分析和聚类分析，揭示当前学界在高校双创教育

领域的研究主题及关注焦点。 

三、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一)文献增长规律分析 

根据文献的年代分布分析其增长规律，能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学科领域研究发展的速度和研

究水平、规模[2]，也有助于把握该领域的研究走势。

为更直观地折射文献增长规律，笔者以折线图的形

式呈现文献量的发展态势(见图 1)。 

由图 1 可见，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双创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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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校双创教育研究论文年度增长趋势分析图 

 

究起步较晚，直到 2002 年才有 1 篇相关主题的高

质量学术论文见刊。但从总体上看，高校的论文发

文量呈明显的增长趋势，这说明高校双创教育研究

越来越受重视，越来越普遍。值得注意的是，2010

年和 2015 年是发文量急速增长的两个关键期，这

从侧面反映出教育部于 2010 年发布的《关于大力

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

作的意见》和国务院于 2015 年发布的《关于深化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

件均有效推动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通过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年发文数据，发现未来几年

该领域的发文量将呈指数增长趋势。这种变化趋势

表明，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深入推进高

等教育综合改革进程中，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也将受

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二)期刊分布规律分析 

分析和发现高校双创教育研究领域期刊分布

规律，既有助于了解高校双创教育研究成果的分布

特征，也能获知该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能为后续

深入研究提供重要情报信息源。统计发现，437 篇

有效文献数据分布于 85 种期刊，结合二八定律在

期刊文献检索中对某研究领域核心期刊的限定：

20%的期刊登载了 80%的重要文献，《教育与职业》

《职教论坛》等 24 种载文量不少于 4 篇的期刊共

计发文量 352 篇，占总数的 80.37%(见表 1)。又按

照布拉德福定律对某学科领域核心区期刊的划分

规律，《教育与职业》《职教论坛》《中国成人教育》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等四种期刊累计载文量占

34.47%，可以说是我国高校双创教育研究领域的重

要核心情报源和主阵地。 

表 1  高校双创教育领域期刊载文分布汇总表 

期刊名称 载文量 百分比(%) 

教育与职业 50 11.415 5 

职教论坛 43 9.817 4 

中国成人教育 32 7.305 9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6 5.936 1 

黑龙江高教研究 23 5.251 1 

职业技术教育 18 4.109 6 

继续教育研究 16 3.653 0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16 3.653 0 

中国高等教育 15 3.424 7 

黑龙江畜牧兽医 15 3.424 7 

中国高校科技 13 2.968 0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13 2.968 0 

实验技术与管理 8 1.826 5 

高教探索 8 1.826 5 

教育探索 7 1.598 2 

教育评论 7 1.598 2 

中国高教研究 7 1.598 2 

教育发展研究 6 1.369 9 

中国大学教学 6 1.369 9 

江苏高教 6 1.369 9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5 1.141 6 

教育理论与实践 4 0.913 2 

现代教育管理 4 0.913 2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4 0.913 2 

 

 (三)学科分布规律分析 

统计分析高校双创教育研究文献的学科分布

情况，可客观把握高校双创教育研究内容的广度与

深度，能宏观把握高校双创教育研究同其他学科的

整合研究情况。参考 CNKI 对本研究有效文献数据

的学科分类，相关文献分布在 25 个学科领域，采

用内容分析法分析期刊内容，笔者将主要研究领域

整合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经济、图书情报、成

人教育、与其他学科整合研究六大类别(见图 2)，其

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类主要侧重于双创教育体

系构建的综合性研究，其他四个类别涉猎的研究内

容较广泛，呈现明显的学科渗透性和交叉性特征，

重点关注专业教育视阈下双创教育的融合性研究。

随着高等学校双创教育深化改革进程的持续推进，

双创教育的研究范围及研究领域将不断向纵深发

展，实现双创教育与教育全过程的深度融合。 



理论研究                                 丁志健：基于文献计量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现状评析 

 

41 

 

 

 
图 2  高校双创教育研究论文学科分布图 

 

(四)基金资助情况分析 

受基金资助的科研成果代表着该研究领域的

发展前沿、创新程度、发展趋势和研究“制高点”。

对高校双创教育领域的基金论文成果做定量统计，

基金论文率的大小可以反映该研究领域受资助受

关注的情况；做定性分析，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决策机关、主管部门、研究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对

该领域的重视程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研究

的层次和质量[3]。 

就本研究所搜集的 437 篇有效文献的基金资助

情况进行整理和分类汇总发现，受基金资助的文献

共计 295 篇，基金论文率为 67.51%，涉及各级各类

基金项目 289 个。统计数据表明，省部级和市厅级

项目来源占比高达 76.82%，这说明目前我国高校双

创教育研究领域的社会关注度和受重视程度比较

高，各省市行政部门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发展，

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但国家级基

金项目来源只有 7.96%，说明该研究领域缺少引领

学科发展、支撑学科建设的国家战略级研究，另外，

因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水平情况是影响基金

申报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高校双创

教育领域的研究群体整体学术水平不高。 

(五)高频关键词分析 

期刊论文的关键词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是

文章研究内容的直观反映。计量分析某一研究领域

的高频关键词，可以系统把握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

点，有助于把握其发展趋势。 

1. 高频关键词的提取 

借助 Bicomb2 进行关键词频次统计，从 437 篇

有效文献数据中共提取关键词 518 个，为避免同义

不同形关键词及通用性关键词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笔者按照一定的映射规则对原始关键词进行去重、

合并、删除等数据清洗，得到有效关键词词条 497

个。引用杨爱青等[4]提出的根据词频 g 指数确定高

频关键词的方法，确定本研究的关键词词频 g 指数

为 30，对应关键词词频为 6，因此，本文将词频不

少于 6 的关键词视为共词分析对象。为取得理想的

聚类效果，笔者剔除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等四个检索主题词，共确定高频关键词 36 个(见  

表 2)。 

 

表 2  词频指数等于 30 的高频关键词表 

词频 g 指数 高频关键词 

g=30 

人才培养、大学生、专业+、教育教学模式、创新创业能

力、实施路径、地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应用型高校、

互联网+、美国高校、问题与对策、新常态、困境、教育

体系、机制构建、双创型人才、协同育人、评价体系、课

程体系、协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实践

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平台构建、高校图书馆、实践、生

态系统、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文化、创客空间、体系建

设、改革路径 

 

2. 共词矩阵聚类分析 

关键词共现分析是近年来对一个领域研究态

势分析的最常见方法。通过共词聚类分析可以客观

呈现当前我国双创教育研究领域的内部联系和相

关性，亦能直观对该研究领域加以归类分析，把握

其研究热点主题，明确研究趋势。基于本研究所确

定的高频关键词，笔者通过 Bicomb2 构建 36×36 的

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见表 3)，该矩阵的对角线数据

为该关键词频次，其他区域数据则为高频词两两共

现频次。为消除共词分析过程中因共现频次差异大

对数据分析造成负向影响，笔者在共词矩阵的基础

上，借助 Ochiia 系数将其转化为相关系数矩阵(见

表 4)。为通过可视化手段勾勒出我国高校双创教育

领域的研究主题结构，笔者将相关系数矩阵导入

SPSS 中，按组间联接聚类方法、平方 Euclidean 距

离度量标准做系统聚类分析，得到聚类分析树状

图，结合相关期刊文献和双创教育领域基本理论知

识运用语义分析方法研读该树状图，将目前我国高

校双创教育的研究热点确定为六个方面(见图 3)。 

 

表 3  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部分) 

高频关键词 
人才 

培养 
大学生 专业+ 

教育教学 

模式 

创新创业 

能力 

实施 

路径 

人才培养 63 2 8 2 3 2 

大学生 2 35 2 0 10 0 

专业+ 8 2 30 1 0 1 

教育教学模式 2 0 1 22 1 1 

创新创业能力 3 10 0 1 21 0 

实施路径 2 0 1 1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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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相似系数矩阵(部分) 

高频关键词 人才培养 大学生 专业+ 
教育教学 

模式 

创新创业 

能力 

实施 

路径 

人才培养 1.000 0.111 0.382 0.137 0.189 0.139 

大学生 0.111 1.000 0.137 0.033 0.658 0.013 

专业+ 0.382 0.137 1.000 0.110 0.064 0.110 

教育教学模式 0.137 0.033 0.110 1.000 0.101 0.113 

创新创业能力 0.189 0.658 0.064 0.101 1.000 0.023 

实施路径 0.139 0.013 0.110 0.113 0.023 1.000 

 
四、研究热点探析 

(一)教育机制构建研究 

随着我国双创支持政策的不断推出，我国双创

教育的研究已经进入快速成长期[5]，但我国高校双 

创教育仍然存在不能满足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需求的宏观矛盾，本主题的研究基于我国高等教

育特点，以培养当代大学生双创能力为出发点，以

满足社会需求为着力点，着重探讨如何提高双创教

育实效性并形成长效机制的现实问题。从已有研究

成果看，双创教育长效机制构建的解决方案是搭建

集运行机制、保障机制、激励机制三者于一体的组

合机制。如周桂瑾[6]基于系统科学原理建立起双创

教育运行机制，基于资源整合建立起双创教育保障

机制，基于职业成长建立起双创教育激励机制。此

外，建立“高校-政府-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机制

是该领域研究学者的主流观点，如刘慧[7]认为高校

需构建师资选拔、课程建设机制，政府需构建双创

教育保障机制，社会参与为双创教育提供激励机制。 

 

 
图 3  高频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树状图 

 

(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

层面。对于微观层面的研究，一方面以学科或专业

为出发点，在系统挖掘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弊端的前

提下，结合各专业的特殊性探究双创人才培养改革

措施，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方案。如李林东[8]从园艺专业学生的优劣势出

发，结合园艺专业学生双创教育的特殊性，构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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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教育体系，更新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田朝辉[9]

以汽车营销与服务专业为例，从培养双创人才的原

因出发，结合当前人才培养中的难点，通过实证研

究提出“12345”的人才培养模式方案。另一方面，

则是通过实证研究法，结合高校双创人才培养具体

案例探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 

对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则从深入剖析双创人才

培养模式现状和存在问题着手，结合高校人才培养

特点提出集教育理念、师资建设、课程体系建设、

实践平台构建、创业团队建设于一体的人才培养新

模式。此外，更多的研究是基于协同创新理论探索

多元协同的人才培养机制，包括以政府、学校、行

业与企业为主体的外部协同人才培养机制和以整

合院系、学科、专业等校内资源为主的内部协同培

养机制[10]。 

(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在全面深化高校双创教育教学改革进程中，师

资队伍建设和课程体系建设是推动大学生创新创

业成功的基本保障，同时高质量师资的缺乏和课程

体系的不完善也是制约其发展的最大瓶颈，因而相

关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当前，对高校双创教育师资

队伍建设研究的思路一是从师资数量、整体水平、

队伍结构、教育经验、专业化水平、引进与培养机

制等方面客观分析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

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双创师资队伍建设的路径，

多措并举推动师资队伍专业化转型与发展；二是广

泛借鉴美国等国外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经验提出具

有中国特色的师资队伍建设发展策略，如完善的政

策法律保障、革新教师教育理念、拓展师资补充渠

道、健全教师培训平台[11]。对于课程体系的研究，

一方面重点探讨双创教育课程体系的模型及其构

建措施、保障策略；另一方面则是在某一具体理念、

思想的指导视阈下探讨课程体系的构建策略，如基

于核心素养理念的课程建设、基于陶行知教学做合

一思想的课程体系构建。 

(四)多领域整合性研究 

双创教育是近几年国内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

举措，为切实有效地推进该项工作，高校内部各部

门逐渐建立起工作联动机制。当前相关研究主要包

括图书馆、思想政治教育与双创教育的整合，其中，

高校图书馆领域主要是依托其数据情报资源、创客

空间环境、专业知识服务等优势主动对接双创教育

教学，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

分析图书馆在高校双创教育中的优势入手，重新定

位双创教育视阈下的图书馆角色与作用，进一步探

索高校图书馆对接双创教育的实现路径；二是基于

图书馆创客空间构建双创教育新生态，构建创客教

育实践框架与实现路径。思想政治教育与双创教育

的整合研究则是基于提升思政课实效性的需要，依

托双创教育这一载体，探讨思政课教学改革方案，

搭建“双向建构”关系体系探讨协同育人模式。 

(五)国外经验引介研究 

美国是双创教育发展最早，也是发展最为成功

的国家之一，美国高校目前已经具备较高的双创教

育水平，是双创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引领者[12]。当前

双创教育研究领域对国外经验的引介研究主要集

中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理论经验的引介研究是在

深入剖析美国高校双创教育优势特征基础上，借鉴

美国先进的教育理念、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

服务支撑体系、师资队伍建设、社会合作等的先进

经验，结合我国双创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提出有针

对性的发展对策。实践经验的引介研究则通过深入

分析美国高校的双创实践育人案例，探索其在推动

双创教育“落地”过程中的具体做法，进而辩证地

总结出推动我国高校双创教育改革和实践的宝贵

经验。 

(六)局限性与对策探讨 

该热点主题的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思辨性

研究，是对阻碍双创教育改革的无形之“网”的概

括，也是对上述五个主题存在问题的梳理。相关研

究成果有两种思路：一是理论探讨导向，如以利益

相关者理论、全纳教育理论为导向，抑或基于现代

学徒制、经济转型升级等特殊理论视角，以剖析高

校双创教育现状与困境为基础，对突破双创教育发

展瓶颈的有效发展策略做系统的理论探讨；二是实

践调研导向，从双创教育的“需求侧”(学生)着手，

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发现双创教育理念认知、实施方

式、资源配置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双

创教育“供给侧”(高校)的改革提出建设性意见。

笔者通过主题内容分析法分析文献数据发现，赵 

恒[13]基于高等教育新常态背景系统而全面的概括

出双创教育存在的“工具化”“功利化”“悬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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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深入挖掘其在教育理念认知错位、激励机

制偏移、支撑平台缺失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提出

变革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导

向；构建“全覆盖、分层次、差异化”的创新创业

教育体系；构建“多主体”的创新创业教育参与体

系；构建“专业—就业—创新创业”融会贯通的实

践教学体系的改革方案与对策。 

五、结语 

本文通过统计分析样本文献数据，利用文献计

量方法定量分析了我国高校双创教育相关研究成

果的规律与现状；运用聚类分析、共词分析等方法，

客观梳理和发现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全面

把握相关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借助主题内容

分析法对研究热点的进一步分析，能为高校双创教

育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展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教学实

践提供情报支持和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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