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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数据库、职业技术教育学发展数据管理及分析平台，对２００９年 度 全 国 研

究生在教育类、人文社科综合类核心期 刊 上 发 表 的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学 科 论 文 进 行 统 计，分 析 发 文 量、文 献 被 引

频次及其即年指标、Ｈ指数，揭示２００９年度研究生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区域学术影响力、培养单位学术影响

力、论文学术影响力和研究的热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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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２００８年度全国研究生职业技术教育学研

究学术影响力和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全国职业技术教育

学研究学术影响力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１－３］，吉林

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职

业技术教育研究院、吉林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职业

技术教育杂志社等联合组成课题组，继续采用定量

研究的方法，对２００９年度全国研究生在教育类、人

文社科综合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职业技术教育学论

文进行检索，将数据录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数

据库中，运用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数据管理及分析平

台，对２００９年度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一）统计源期刊的选取

本研究的统计源期刊是根据北京大学编制的中

文核心期刊 要 目２００８版、南 京 大 学 编 制 的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和扩展版来源期刊目录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

版以及武汉大学编制的ＲＣＣＳＥ权威核心期刊目录

２００９版进行选 取 的。其 中 选 取 中 文 核 心 期 刊 全 部

７２种教 育 学 期 刊、１２１种 人 文 社 科 综 合 类 期 刊，

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和扩展版来源期刊全部５０种教育

学期刊、１５０种人文社科综合类期刊以及ＲＣＣＳＥ权

威核心期刊中Ａ＋级和Ａ级３４种教育学期刊、１２８
种人文社科综合类期刊，最终确定了２６８种统计源

期刊。统计源期刊的选取兼顾了核心期刊评价的多

样性、统计源的广泛性和学科的包容性，力求本研究

的公信力。
（二）统计数据的获取



本研究着眼于全国博士和硕士研究 生２００９年

在统计源期刊上发表的职业技术教育学方面的学术

论文。
（三）指标计算

本研究的指标计算方法可以分为两个大类，第

一类用于数量比较研究，指标的计算方法为量的累

加，包括发文量、被引频次；第二类用于质量比较研

究，包括被引 频 次 即 年 指 标、Ｈ 指 数。Ｈ 指 数 的 引

入有利于从总体上判断某一区域、机构及个人的学

术影响力，再附以被引频次即年指标的排名，就可以

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某一区域、机构及个人的学术影

响力，避免了单篇论文被引频次过高造成的误差［４］。
（四）部分数据的说明

对本研究涉及的数据做以下几点特殊说明：（１）

本研究选取的研究生论文是指在第一研究生简介当

中明示其在读研究生身份的论文；（２）本研究涉及的

研究生包含硕士生、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

育学，但不能确定其为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的研究

生；（３）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数据缺失，本研究暂

以零计算；（４）本研究各项指标数据统计的截止日期

为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６日。

一、区域学术影响力统计分析

区域学术影响力研究是将研究生培养单位按照

我国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进行分类，对区域的数量

指标和质量指标进行统计排名。研究生职业技术教

育学研究区域学术影响力排名如表１所示。
表１　区域学术影响力统计排名

排名 区域 发文量 文献被引频次 文献被引频次即年指标 Ｈ指数

１ 上海 ６６　 ５２　 ０．７８７９　 ４
２ 天津 ３７　 ３９　 １．０５４１　 ３
３ 湖北 ２１　 １６　 ０．７６１９　 ３
４ 江西 ４　 １５　 ３．７５００　 ２
５ 江苏 １７　 １９　 １．１１７６　 ２
６ 河北 １１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２
７ 浙江 ２１　 １６　 ０．７６１９　 ２
８ 重庆 １８　 １３　 ０．７２２２　 ２
９ 北京 ３４　 １４　 ０．４１１８　 ２
１０ 山东 ２　 ５　 ２．５０００　 １
１１ 陕西 ５　 ６　 １．２０００　 １
１２ 黑龙江 ３　 ３　 １．００００　 １
１３ 贵州、河南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１
１４ 福建 ３　 ２　 ０．６６６７　 １
１５ 辽宁、广西 ８　 ５　 ０．６２５０　 １
１６ 安徽 ２　 １　 ０．５０００　 １
１７ 湖南 １０　 ４　 ０．４０００　 １
１８ 四川 ６　 ２　 ０．３３３３　 １
１９ 广东 ４　 １　 ０．２５００　 １
２０ 吉林 ３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１ 甘肃 ２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２ 宁夏、山西、新疆、云南 １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３
海南、内蒙古、青海、西藏、

台湾、香港、澳门
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在数量和质量的综合比较中，上海、天津始终分

列第一、第二，湖北在数量指标上排名第四，质量指

标上排名第三，综合实力表现不俗。可见，上海、天

津、湖北培养的研究生在职业技术教育学研究领域

的学术影 响 力 在 国 内 居 于 前 列。从 区 域 分 布 上 来

看，已经形成了“南沪北津”的格局。

二、研究生培养单位学术影响力统计分析

研究生培养单位学术影响力统计以研究生培养

单位在核心期刊的发文量为主要依据，选取２００９年

度发文量大于等于３的研究生培养单位入围，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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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进行统计

排名。研究生职业技术教育学研究培养单位学术影

响力排名如表２所示。

表２　研究生培养单位学术影响力统计排名

排名 研究生培养单位 发文量 文献被引频次 文献被引频次即年指标 Ｈ指数

１ 华中科技大学 ６　 １１　 １．８３３３　 ３
２ 天津大学 ３１　 ３３　 １．０６４５　 ３
３ 南昌大学 ３　 １５　 ５．００００　 ２
４ 上海师范大学 ５　 １２　 ２．４０００　 ２
５ 东南大学 ３　 ４　 １．３３３３　 ２
６ 南京师范大学 ７　 ７　 １．００００　 ２
７ 西南大学 １５　 １１　 ０．７３３３　 ２
８ 华东师范大学 ５２　 ２８　 ０．５３８５　 ２
９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６　 ９　 １．５０００　 １
１０ 同济大学 ６　 ７　 １．１６６７　 １
１１ 广西师范大学 ６　 ５　 ０．８３３３　 １

１２
北京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４　 ３　 ０．７５００　 １

１３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３　 ２　 ０．６６６７　 １
１４ 浙江大学 １４　 ８　 ０．５７１４　 １
１５ 浙江师范大学 ４　 ２　 ０．５０００　 １
１６ 武汉理工大学 ６　 ２　 ０．３３３３　 １
１７ 四川师范大学 ３　 １　 ０．３３３３　 １
１８ 北京师范大学 ２２　 ７　 ０．３１８２　 １
１９ 沈阳师范大学 ４　 １　 ０．２５００　 １
２０ 华中师范大学 ５　 １　 ０．２０００　 １

２１
湖南师范大学

武汉大学
３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在数量和质量的综合比较中，天津大学各项指

标均进入三甲，堪称２００９年度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学

术机构；华东师范大学在数量指标上排名居前，质量

指标上排名第八，综合实力略逊于天津大学；南昌大

学在发文量和质量指标上均排名第三，显示了较强

的学术影响力。另外，华中科技大学在质量指标上

排名居首，实力不容小觑。

三、论文学术影响力统计分析

研究生职业技术教育学研究论文学术影响力统

计以其影响因子为主要依据，选取２００９年度被引频

次大于等于３的论文入围，对入围论文的被引频次

进行统计排名。论文学术影响力排名如表３所示。
表３　论文学术影响力统计排名

排名 题　　名 研究生 发表刊名 被引频次

１ “工学交替”概念研究综述 聂伟＊ 职业技术教育 ８

２

江西省公办与民办中职学校专业设置抽样调查分析 卢金燕＊ 教育与职业 ６
高职人才培 养 模 式 研 究———基 于 第 一 批 国 家 示 范 性 高

职院校建设方案的分析
刘松林 教育发展研究 ６

从教育供求角度分析我国中职教育发展的困境 聂伟＊ 职教论坛 ６

３

工学结合视阈下的高职教师专业发展 朱正平 职业技术教育 ５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实施途径 许强＊ 江苏高教 ５
浅议提升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自我效能感的策略 陈宝红 当代教育科学 ５
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分析 廖礼辉＊ 教育与职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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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题　　名 研究生 发表刊名 被引频次

４

改革开 放 以 来 我 国 高 职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的 发 展 历 程 与

动因
刘松林＊ 江苏高教 ４

德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因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冯旭芳＊ 教育探索 ４
澳大利亚ＴＡＦＥ学院教师专业化的举措及其启示 沃斌峰 外国教育研究 ４
社会本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主导价值取向 崔清源 高等教育研究 ４
美、英、德、澳四国综合职业能力内涵的比较 庞世俊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４
从“行动领域”到“学 习 情 境”———对 德 已“李 习 顿 域”裸

程模式的探究
申文给＊ 比较教育研究 ４

国内（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综述 余秀琴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４

５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探究 吕红＊ 外国教育研究 ３
高职院校教师：从课程管理的“边缘体”走向“协作体” 张爱芹 职教论坛 ３
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规划问题略论 马君＊ 中国高教研究 ３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对当今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张立明 教育探索 ３
现代职业精神的培育 蒋晓雷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３
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 周茂东 教育理论与实践 ３
关于高职教育课程标准建设的几点思考 唐小俊＊ 江苏高教 ３
返乡农民工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新 形 态———基 于 国 家 农 业 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依托的基地化培训模式初探
项继发＊ 继续教育研究 ３

国外公民教育的实施对我国职业学校德育的启示 万恒 职业技术教育 ３
论职业院校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 董晓红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３
基于能力培养的旅游高职教育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蒋伟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３
澳大利亚职业能力内涵变迁与理论研究 庞世俊 职业技术教育 ３
中国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教育关系简析 王全旺＊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３

　　　　注：＊号标记表示该论文为合作撰写，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未用＊标记的为研究生独立撰写。

　　结果显示，南昌大学硕士生聂伟等撰写的《“工

学交替”概念研究综述》被引频次高居榜首，河北科

技师范学院硕士生卢金燕等撰写的《江西省公办与

民办中职学校专业设置抽样调查分析》，上海师范大

学博 士 生 刘 松 林 撰 写 的《高 职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研

究———基于第一批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方案的

分析》以及聂伟等撰写的《从教育供求角度分析我国

中职教育发展的困境》被引频次均大于等于６，居于

次席。从２００９年度全部研究生职业技术教育学研

究论文 来 看，上 海 市 重 点 学 科 建 设 项 目（批 准 号：

７９００３０９９）的科研带动作用最强，共产生论 文９篇，
国家社科基金“十 一 五”规 划（教 育 科 学）２００６年 度

国家 重 点 课 题（批 准 号：ＡＪＡ０６００１０－２）产 生 论 文

６篇。

四、研究热点及关注度趋势分析

研究热点的统计以论文关键词的词频为主要依

据，选取词频大于等于３的关键词入围，并对相同主

题下的关键词进行合并。关键词词频的排名如表４
所示。

表４　高频关键词统计排名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占关键词总

量的百分比

１ 职业教育 ６５　 ６．１９％
２ 高职院校 ３０　 ２．８６％
３ 高等职业教育 ２１　 ２．００％
４ 高职，中等职业教育 １２　 １．１４％
５ 启示 １０　 ０．９５％
６ 现状 ８　 ０．７６％
７ 农村职业教育，课程 ７　 ０．６７％
８ 工学结合 ６　 ０．５７％

９
专 业 设 置，中 等 职 业 学 校，职 业

指导，职 业 院 校，实 践 教 学，人 才

培养模式，培养模式，对策，策略
５　 ０．４８％

１０
职 业 学 校，政 策，校 企 合 作，问

题，培训，农 村，课 程 改 革，构 建，
改革，分析，澳大利亚

４　 ０．３８％

１１

终身 教 育，职 业 能 力，职 业 活 动，
意大 利，研 究 综 述，心 理 健 康，特

征，特 点，双 元 制，师 资 队 伍，日

本，人 力 资 源，清 末，农 民 工，课

程开 发，课 程 管 理，教 育 结 构，教

师，价 值 取 向，高 职 学 生，概 念，
德育

３　 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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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教育”是２００９年度研究生职业技术教育

学研究的核心，“高职院校”在数量上排名第二，“高

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等
研究分支的研究热度也比较高。

从微 观 层 面 上 看，“课 程”、“工 学 结 合”等 是

２００９年度研究 生 研 究 生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学 研 究 的 热

点；从宏观层面上看，“启示”和“现状”是２００９年度

研究生关注的热点，反映出研究生对职业教育存在

的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根据２００８年度和２００９年 度 的 统 计 结 果，选 择

连续两年入围且词频大于等于３的关键词，可以考

察研究热点关注度的发展趋势，如表５所示。
“澳大利亚”、“工学结合”、“日本”、“心理健康”、

“终身教育”、“中等职业学校”、“职业指导”、“中等职

业教育”、“现状”、“校企合作”、“政策”、“职业院校”、
“农民工”、“高职院校”的研究关注度处于上升趋势，
其中“澳大利亚”上升幅度最大，２００９年度全国排名

比２００８年度全国排名提高３３位；“高等职业教育”、
“培训”、“高职 学 生”、“课 程”、“对 策”、“问 题”、“农

村”、“教师”的 研 究 关 注 度 处 于 下 降 趋 势，其 中“教

师”下降幅度最大，２００９年度全国排名比２００８年度

全国排名降低２１位。

表５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高频关键词指标变化幅度和关注度趋势

关键词 词频变化幅度 排名变化幅度 关注度趋势

澳大利亚 －１　 ３３ ↑
工学结合 －２　 ２９ ↑

日本 ０　 ２２ ↑
心理健康 ０　 ２２ ↑
终身教育 ０　 ２２ ↑

中等职业学校 ０　 １９ ↑
职业指导 １　 １３ ↑

中等职业教育 －３　 １３ ↑
现状 １　 １０ ↑

校企合作 １　 １０ ↑
政策 １　 １０ ↑

职业院校 ２　 ８ ↑
农民工 １　 ８ ↑

高职院校 －４　 １ ↑
职业技术教育 ７　 ０ →
高等职业教育 ３３ －１ ↓

培训 ３ －１ ↓
高职学生 ２ －１ ↓

课程 １０ －３ ↓
对策 １８ －７ ↓
问题 ９ －１０ ↓
农村 １０ －１３ ↓
教师 １０ －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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