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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学创新是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服务技能型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推进素质教育的根本途径。

通过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分析中国知网(CNKI)1 105 篇关于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的文献，发现

研究热点主题有“高职院校”“实践教学”“教学改革”“创新策略”等，而“互联网+”“大数据”“创

新团队”“创新策略”“思政教学”“工匠精神”“青年教师”等代表了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教学

创新的研究重点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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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日益重视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而教

学创新作为重要抓手，其研究热点和趋势是什

么？研究力量分布如何？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

从信息可视化技术和文献计量的角度，将职业教

育教学创新研究文献作为对象，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从研究机构、研究作者、发文量等维

度进行分析，直观呈现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的

总体面貌，探求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的研究热点和

发展趋势。 

    一、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选自中国知网(CNKI)。笔者运

用高级检索方法，以“篇名=教学创新”，“学科=

职业教育”为检索条件，时间设定为 2000—2021

年，共检索得到 1 143 篇文献，剔除书评、报道

后，共得到 1 105 篇有效文献。然后采集其主要

信息，并存储为 Refworks 文本，再进行深入分析。 

    (二) 数据处理工具 

    本文主要运用 CiteSpace 进行可视化图谱分

析，通过绘制时空知识图谱，准确地把握职业教

育教学创新研究的动态。CiteSpace 作为数据处理

工具，能直观地展示某一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共现

关系、作者与机构的合作关系，有助于观察与预

测该领域的现状与未来。本文先分析 2000—2021

年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的发文量及机构

情况，再借助 CiteSpace 绘制出 2021 年以来的知

识图谱，呈现中国职教领域教学创新的演变进

程、热点主题及未来趋势。 

    二、时空知识图谱及其分析 

    (一) 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的时间分布图谱 

    本文统计了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方面的

文献，统计时间为 2000—2021 年(12 月 31 日)。

图 1 显示，2000—2010 年关于职业教育教学创新

研究的发文量少且变化幅度较小。2010 年以后，

关于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的研究呈明显上升趋势，

发文量逐年增长，2019 年的发文量最高，达到

160 篇。此外，在 2017—2018 年、2020—2021

年两个时间段，发文量略有下降，但稳定在年均

100 篇以上，说明职业教育教学创新持续成为学

术界关注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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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职业教育教学创新论文发文年份分布图 

 

    总体而言，多数学者在 2010 年以后才开始

关注职业教育教学创新领域，主要原因在于，此

后国家对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的重视日益增加，

如 201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1]

以及同年教育部颁发的《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行动计划(2010—2012 年)》[2]为职业教育教学创

新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政策氛围。 

    (二) 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的空间分布图谱 

    1. 机构的分布 

    为探究职业教育教学创新领域的研究状

况，笔者统计了各研究机构在该领域发表的论

文，如表 1 所示。就发文量来说，九江职业大

学和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并列第一，各 9

篇，占比 0.81%；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次之，

为 8 篇，占比 0.72%。就总被引频次来说，长春

职业技术学院总被引次数最多，共 78 次；其次

是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总被引次数为 45。就篇均

被引频次来说，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和咸宁职业技

术学院远超其他职业院校，分别为 13 次和 9 次。

就下载被引比来说，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最高，为

5.13%。 

 

表 1  2000—2021 年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机构发文量排名(前 15 名)情况 

序号 机构 论文数量 占比(%) 总被引次数 篇均被引频次 下载次数 下载被引比(%) 

1 九江职业大学 9 0.81 13 1.44 566 2.30 

2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9 0.81 19 2.11 608 3.13 

3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8 0.72 13 1.62 764 1.70 

4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7 0.63 26 3.71 1 101 2.36 

5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6 0.54 16 2.66 928 1.72 

6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6 0.54 78 13.00 4 869 1.60 

7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5 0.45 13 2.60 2 736 0.48 

8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 0.45 16 3.20 736 2.17 

9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 0.45 5 1.00 825 0.61 

10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 0.45 8 1.60 391 2.05 

11 黎明职业大学 5 0.45 29 5.80 2 047 1.42 

12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5 0.45 13 2.60 464 2.80 

13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5 0.45 45 9.00 878 5.13 

14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 0.45 4 0.80 803 0.50 

15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5 0.45 7 1.40 518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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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机构合作图谱，我们可以分析研究机构

之间的合作关系。通过运行 CiteSpace，得到节点

为 342、连线数为 7、网络密度为 0.000 1 的机构

合作图谱，如图 2 所示。从类型来看，研究机构

多为职业院校。由图 2 可知，合作关系较为紧密

的是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和中山火炬职

业技术学院、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和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

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等机构。同时看

出，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并不频繁。 

 

 

图 2  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2. 作者的分布 

    作者可视化图谱可以反映作者之间合作与

交流的关系。圆表示节点，节点大小表示作者发

文量的大小，节点越大说明作者发文越多。若节

点间存在连线，则说明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发文的

关系。从图 3 可知，除了李新、张永欣，柴方艳、

薛永三，赵树重、宋富勤等 14 名作者之间有过

合作外，其他作者之间罕有合作。可见，职业教

育教学创新研究领域的作者大多独立发文，只有

极少数作者合作发文。我们对样本文献分析后发

现，发文量在 2 篇以上的有 26 人。总体而言，

该领域的作者合作关系较为松散，此种现象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的深化。 

    核心知识生产者分布方程 [3]为 0.749M =   

maxN ，其中，Nmax 表示在统计年限最高产作者

的发文数量，M 表示在统计年限核心作者至少

发表的文章数量，若作者发文量在 M 以上，可

判断其为核心作者。依据统计结果可知，王爱娥

在职业教育教学创新领域发表的文章最多，为 5

篇，经计算得到 M≈2，说明核心作者至少得发

文 2 篇。经分析，发现共有 3 位作者的发文量高

于 2 篇，这三位作者依次是王爱娥(5 篇)、刘敏

(3 篇)、柴芳艳(3 篇)。由于三位核心作者的发文

量约占总发文量的 1%，远远低于样本容量的

50%，可见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的核心作者群

尚未形成。 

 

 

图 3  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作者合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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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内容知识图谱及其分析 

    (一) 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作为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

究者对文章主旨的高度凝练与概括，能够敏锐、

客观、有效地反映出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4]。分

析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领域关键词的共现图

谱与聚类图谱，有助于探求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

发展趋势。 

    本研究通过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绘制出关

键词的共现图谱和聚类知识图谱。在软件运行

前，我们先将“Time Slicing”中的时间分割设定

为 2000—2021 年，时间切片为 1 年，节点类型

为关键词，TopN 为 N=50；再把“Thresholds”中

的三组数值，即 c，cc，ccv 分别设置为 1、1、20，

1、1、20，3、3、20；最后，为了避免得到的图谱

过于庞大和杂乱，在功能界面选择了寻径网络法

(pathfinder)和修剪切片(pruning sliced networks)，

其他数值与选项均为系统默认。由软件运行结果

可知，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创新领域生成包含 470

个节点和 994 条连线的核心关键词共现图谱。 

    1. 关键词共现图谱 

    关键词共现图谱能够凸显各研究热点之间

的亲疏关系。在知识图谱中，圆代表节点，每个

节点跟着一个关键词，节点直径越大，就代表关

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节点年轮颜色及厚度表示

出现时段，即圆内色环越厚，表明该颜色对应年

份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5]；节点之间的连线代

表共被引关系，线条越粗，共现的程度越强。 

    我们通过对图 4 的分析发现，职业教育教学

创新研究内容较为丰富，其中，“教学创新”“创

新”“实践教学”“高职”“教学改革”等关键词

较为抢眼。“教学创新”作为本研究的检索词之

一，其节点最大不足为奇。“实践教学”是职业

教育的根本所在，“高职”是职业教育教学创新

的主要阵地，在研究中必然受到广泛关注。“教

学改革”对职业教育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组织、

教学评价等方面的创新都有深刻影响，因此也成

为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 

 

 

图 4  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关键词共现图谱 

 

    通过分析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与中心性的大

小，能了解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的热点，但并

不代表频次与中心性之间是正相关关系。由表 2

可知，按关键词出现频次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排

名前 10 的有“教学创新”“创新”“高职院校”“实 

 

表 2  教学创新关键词共现频次及中心性排序表 

序号 频次 年份 关键词 序号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1 265 2002 教学创新 1 0.56 2002 教学创新 

2 192 2002 创新 2 0.35 2002 创新 

3 163 2003 高职院校 3 0.28 2006 实践教学 

4 96 2006 实践教学 4 0.26 2003 高职院校 

5 76 2004 高职 5 0.16 2007 教学 

6 53 2007 教学 6 0.16 2003 高职教育 

7 38 2003 高职教育 7 0.12 2004 高职 

8 35 2008 教学改革 8 0.11 2008 教学改革 

9 30 2013 创新策略 9 0.07 2011 中职 

10 28 2011 中职 10 0.02 2013 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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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高职”“教学”“高职教育”“教学改革”

“创新策略”“中职”等；按中心性进行排序，

前 10 名分别是“教学创新”“创新”“实践教学”

“高职院校”“教学”“高职教育”“高职”“教学

改革”“中职”“创新策略”等。其中，“创新”“创

新策略”作为近些年突现的关键词，反映了当前

的研究热点。 

    2. 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通过分析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可以明确

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的关键词聚类功能具有三

种算法，我们选择其中一种，即“LLR”算法。

在“LLR”算法中，聚类模块值(Q 值)超过 0.3，

表明该研究聚类效果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S

值)超过 0.7，则表明该研究有较高的说服力。运

算时，我们将提取对象设为“K 关键词”，得到

聚类模块值 Q=0.648 2＞0.3，聚类平均轮廓值

S=0.855 8＞0.7，说明该聚类图谱的可操作性与科

学性已经得到肯定[6]。 

 

 

图 5  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关键词聚类图谱 

 

    由图 5 可知，排名靠前的 10 个类团分别是

教学创新、创新、创新模式、高职院校、教学、

实践教学、中职、高职教育、高职、实践。本研

究类团紧密程度(剪影度)均大于 0.741，类成员均

大于 25 个，说明聚类效果较好。从 14 个类团的

交叉情况来看，类团与类团之间的交叉现象显

著。这不仅反映出各研究类团间具有较强的共

性、研究主题相互渗透，而且反映出研究内容具

有较强的结合性。从类团成员形成时间来看，大

多数类团成员形成的年份在 2012 年以后，表明

此阶段逐渐形成研究合力，研究范畴在逐渐聚

焦，并初步产生稳定的研究模式[7]。 

    (二) 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趋势分析 

    突变词是指在一段时间内使用频次骤增的

关键词。通过分析突变词，可以了解某领域在某

一段时间内的研究热点、趋势和前沿动态。利用 

CiteSpace 进行分析，得到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创

新突现主题及其相应的实现率和被引历史曲线，

如图 6 所示。 

 

 

图 6  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关键词突现情况 

 

    可以看出，“教学创新”“高职教育”“工学

结合”“实验教学”是 2014 年之前我国职业教育

教学创新研究的热点，“互联网+”“校企合作”“大

数据”“创新团队”“创新策略”“思政教学”“工

匠精神”“青年教师”等是近几年的研究热点，

它们也代表了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教学

创新的研究重点。 

    本文在聚类图基础上，绘制出我国职业教育

教学创新前沿关键词时区图谱，如图 7 所示。结

合现有文献与时区分布图进行分析，可以将我国

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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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前沿关键词共现图谱 

 

    一是初步发展时期(2000—2005 年)。这一时

期主要涉及“教学创新、创新、高职院校”等关

键词。该时期强调职业教育要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实用人才[8]，从而推动

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的发展。如秦士嘉在《教

学创新乃培养创新人才之根本》一文中提到，职

业教育既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现代

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因此，需要重点

研究职业学校创新人才的培养[9]。 

    二是缓慢发展时期(2006—2011 年) 。该时期

的研究聚焦于教学本身，如实践教学、教学改革、

教学模式、教学手段、课程教学等。这一时期的

高职院校尚未进行大规模扩招，因此研究集中在

一线教学领域。如有学者提出需要继续借鉴德国

学习领域的课程模式，构建以校企合作为框架、

以工学结合为内容的工学整合式顶岗实习教学

改革模式[10]。 

    三是迅猛发展时期(2012—2016 年)。2012 年

之后，关键词节点个数明显增多，出现频率较高

的关键词主要有：创新能力、创新策略、课堂教

学、职业教育、思政课、计算机、创新思维等。

这表明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从关注教学

转移到关注更微观的层面，如创新思维、创新策

略等。 

    四是繁荣时期(2017—2021 年)。这一时期主

要涉及“互联网+、创新团队、双高计划、团队

建设、智慧课堂、翻转课堂”等关键词。一方面，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创

新与新媒体技术的联系日益紧密；另一方面，教

师是教育改革的母机，是学生高质量发展的力量

源泉，相比“单打独斗”，研究更强调教师团队

的协作创新。如李国成、徐国庆提出要进一步加

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建设[11]。总

之，该时期的教学创新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研究

范围也较广泛。 

    四、研究结论与思考 

    (一)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绘制出

2000—2021 年职业教育教学创新文献的可视化

图谱，据此分析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的现

状、热点及趋势。 

    从时间分布图谱来看，自 2010 年以来，有

关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

2011—2021 年这一时间段，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的

研究进入显著发展阶段，虽然研究整体处于上升

期，但成果依然不足，仍需加大投入。 

    从空间分布图谱来看，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

究的机构多为职业院校，但机构之间较少开展合

作，未形成研究团体。同时，职业教育教学创新

研究领域只有少数作者合作发文，未形成核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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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群，更未形成合作研究网络。未来需要建立长

效的保障机制，以促进学者之间的合作，推动职

业教育教学创新的持久发展。 

    从关键词共现图谱来看，“创新”“高职院校”

“实践教学”“创新策略”等高频关键词代表了

这一领域的热点主题，但关键词共现网络结构较

为分散、密度不高。未来需要研究者持续关注对

应的研究主题、内容以及发展方向。 

    从研究前沿时序图谱来看，我国职业教育教

学创新研究历经四个时期：一是初步发展时期

(2000—2005 年) ；二是缓慢发展时期(2006—

2011 年) ；三是迅猛发展时期(2012—2016 年)；

四是繁荣时期(2017—2021 年)。我们通过分析后

发现，“创新团队”“工匠精神”“思政教学”“大

数据”等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创新领域未来几年

关注的重点领域。 

    (二) 研究思考 

    我们在分析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热点和

发展趋势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一是中职院校教学创新领域的研究出现时

间较晚，重视程度不够。现有研究多以整个职业

教育体系和高职院校为研究对象，较少关注到中

职院校的教学创新研究，且高职院校和中职院校

之间缺乏紧密合作，研究者多独立发文，罕见研

究者合作。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职业教育研究

学者的学术自觉性不足，由此造成教学创新学术

活动中的“各执一词”与“自言自语”现象严重，

职业教育的学科自觉与教学创新任重道远。二是

有关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的理论研究匮乏。一

方面，理论的缺失成为阻碍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创

新研究的“绊脚石”，致使其研究过程与成果未

达到理想水平。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实践

角度出发，用经验思维代替理性思维，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的规范性和

科学性。三是关于职业院校教学创新的课程设

置、具体实施步骤等微观层面的研究不足。现有

研究虽涉及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的微观问题，如教

学创新的路径、课程改革等，但关于如何推进教

学创新的分析与建议仍不够透彻，针对性不强。

四是量化研究较少。我们通过分析发现，当前关

于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的实证研究较少，质性思辨

研究较多。 

    针对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应适当扩大研

究对象，对中等职业教育给予更多的关注。一方

面，要积极鼓励中等职业院校与高等职业院校之

间进行合作，搭建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形成

紧密的研究共同体；另一方面，要调动研究者的

学术自觉性，努力克服学术自由主义。第二，职

业教育教学创新理论工作者必须加强对职业教

育教学创新领域的研究，促使理论研究跟上实践

发展的时代步伐。第三，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

应改变单一化的研究方式，注重实证研究与质性

研究的结合，促进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提高所研

究问题的实际价值。第四，职业教育领域应借鉴

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多学科视角推动教学创

新研究的进展。总之，未来需要研究者更多关注

与探索职业教育教学创新，从而推动我国职业教

育研究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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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innovation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running a goo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serving a skill-based society, and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promote quality education. By using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to analyze 1 105 documents about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innovation 

in China on CNKI, it is found that research hot topics include vocational colleges, practical teaching, 

teaching reform, innovation strategies, etc, “Internet plus”, “big data”, “innovation team”, “innovation 

strateg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craftsman spirit”, “young teachers”, etc. represent the 

research foc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innov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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