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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应用在职业教育发展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王慧王慧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电力工程学院，江西南昌

摘要：为了研究新质生产力在职业教育发展的研究现状，本文使用CiteSpace软件对333篇相关研究论文

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研究应用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研究内容和热点集中在理

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方面。从研究成果看，存在研究成果不聚焦、数量不多、核心研究成果不突出等问

题。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针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而言，需要探讨其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方法，

来提升职业教育的战略发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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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o study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conduc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333 related research paper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hotspots of applying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o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research.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focus, small quantity, and lack of prominent core 

research achievement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new paths and methods for its development to enhance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stat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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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

次提及新质生产力这一词汇；2024年1月，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新质生产力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呈现出

显著的驱动效应，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力量。随之，“新质生产力”便成为专家学者

的研究热点，高等职业教育是服务新质生产力最直

接、最紧密的教育类型[1]，因此相关学者对新质

生产力应用在职业教育领域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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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好地把握新质生产力应用在职业教育发展的研

究，提炼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和路径，本文基于中国

知网文献，应用可视化分析，总结并提炼理论和方

法，为职业教育的新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对象和工具

在中国知网上，以“职业教育”为主题，“

新质生产力”为关键词进行高级检索，检索时期为

2004年至2024年，结果共计333条，其中无一篇硕

博士论文，主要集中在学术期刊和特色期刊上，学

术期刊发文298篇，特色期刊发文31篇。采用CNKI
的可视化分析功能和CiteSpace软件分析，可得到以

下基本研究结论。

3  研究过程和结果分析
3.1  发文时间

因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是2023年年底由习

近平书记第一次提出的，文件检索截止时间是2024
年，所以检索的所有文献都是同一年度，2024，而

这一年度共计333条，可见研究的热度很高。

3.2  作者合作群体

应用CiteSpace软件，合作共献图谱能够形象

地展示该领域的核心研究作者和相互间合作关系。

（如图1图1所示）。N是节点，为核心研究者，作者

在本领域的发文量越多，这个节点就会越大；E是
连线，作者之间的合作越密切，连线就会粗，交叉

就会密集。以作者为节点生成我国基于新质生产力

理论职业教育发展研究的发文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其中N=38，E=5，密度为0.0071，表示一共有38个
节点和和5条连线，说明新质生产力在职业教育上

的研究作者之间的合作非常松散，缺乏联系和相

关性。根据普赖斯定律，假设在某一领域中生产

力最高的作者在此领域中，本研究的主要作者是

发表文章数超过M篇文章的作者。在本研究领域

中，Nmax ＝4，所以M≈2，即核心作者为发表2
篇文章以上的作者，经统计可得样本文献中核心

作者共25名。（表1表1）其中，发文量排在前三位的

作者分别是韩飞（4篇）、赵蒙成（4篇），郭广帅

（4篇）。韩飞和郭广帅致力于探索研究新质生产

力如何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的研究，赵蒙成

倾向于培养创新型“新质”人才的职业教育新体系

的研究。其次是叶茂林，宾恩林，胡筱萌，陆宇正这

几位作者，都贡献了3篇文章。排名前五的作者中，

只有韩飞和郭广帅有过合作[2]。其他几位核心作者之

间没有合作，可见，新质生产力应用在高职教育发展

中的研究作者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合作群体。

         

图1.图1.作者共现网络图

3.3  发文期刊

发文期刊水平普遍较高，发文量较多的期刊

是专业影响力较大的期刊，比如《中国职业技术

教育》贡献了28篇文章，《职业技术教育》发文20
篇，《教育与职业》发文16篇，这几个期刊既有北

大核心期刊，也有南大核心期刊，在职业教育领域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说明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应

用在高职教育中的研究成果发文比较聚集，发文期

刊水平很高，具有较大影响力。

3.4  发文机构

从统计数据看，新质生产力应用在职业教育的

研究上，其发文机构多样，既有普通高校、高职院

校、教育科研机构、政府教育部分，形成了多元化

特点。从地域看，华北和华东为核心研究区域，因

其经济发达，教育资源丰富，并且对职业教育重视

度较高，所以这些地区研究成果较多。发文量最大

的是贵州师范大学，发文数量是9篇，这与核心作

者韩飞有很大关系。其次是陕西师范大学，发文8
篇，随后，南宁师范大学7篇，天津大学6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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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根据发文前三机构可以看出，这几家院校对职

业教育新发展的研究是非常重视，同时，也显示了

他们的在该领域强大的科研实力。

表1.表1.作者发文统计表格

作者发文统计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作者

1 4 0 2024 韩飞

2 4 0 2024 赵蒙成

3 4 0 2024 郭广帅

4 3 0 2024 叶林茂

5 3 0 2024 宾恩林

6 3 0 2024 胡筱萌

7 3 0 2024 陆宇正

8 2 0 2024 潘伟

9 2 0 2024 刘静

10 2 0 2024 郭高萍

11 2 0 2024 徐平利

12 2 0 2024 张淼

13 2 0 2024 张明依

14 2 0 2024 朱丹

15 2 0 2024 王霖

16 2 0 2024 陈仁山

17 2 0 2024 覃延鑫

18 2 0 2024 宋洋

19 2 0 2024 徐兰

20 2 0 2024 陈凤英

21 2 0 2024 李名梁

22 2 0 2024 刘建林

23 2 0 2024 李师

24 2 0 2024 康蓉

25 2 0 2024 王新春

26 1 0 2024 付希尧

27 1 0 2024 丛建民

28 1 0 2024 任浩

29 1 0 2024 于仁萍

30 1 0 2024 于鹏

31 1 0 2024 任俊英

32 1 0 2024 万登泸

33 1 0 2024 付冬丽

34 1 0 2024 万乐

35 1 0 2024 于丽

36 1 0 2024 万武波

37 1 0 2024 丁兆忠

38 1 0 2024 代维

4  关键热点分析
4.1  关键词分布

从关键词共现分析，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

分别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人才培

养”等，频次上，“职业教育”（156次）频次最

高，“产教融合”（52次）排第二，这两个关键词

占总频次的52.5%。其次出现频次相对较高的关

键词“人才培养”（25次），“高职院校”（18
次），“实践路径”为（15次），“职业院校”

（14次），“科教融汇”（11次）“职业本科”

（8次），“赋能”（7次），“创新”（7次），

占总频次的26.5%，说明职业教育研究重心在高职

院校，主要针对职业院校基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实践路径研究。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其中

N=121，E=240，密度为0.0331，大于0.01，（图4图4）
说明职业教育基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关键词之

间的关系密切。在关键词共现图谱基础上生成7个
聚类图谱（图5图5），Q=0.4633＞0.3，平均轮廓值

S=0.8249＞0.7，说明聚类图谱结构显著，具有信服

力。为了进一步确定研究热点，课题组分析了这7
个聚类内的关键词，结合关键词频次定位，我国职

业教育融入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的研究热点主要两

个方面：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

4.2  主题研究
4.2.1  理论研究方面

理论研究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在职业

教育发展上的探索性研究。聚类项为高职院校、职

业教育、核心要素，这些关键词涉及职业教育的类

型、目标定位和内涵这些理论层面的内容，反映了

新质生产力发展融入职业教育的内涵。聚类1职业

教育里涵盖的关键词有科教融汇，科技创新、专业

建设，专业结构等。新质生产力融入职业教育的发

展，当前研究聚焦新质生产力与行业产教融共同

体具有双向契合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主要建

设任务包括产教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协同开展技术

攻关、有组织开发教学资源等[3]；产科教赋能新

质生产力，亟待解决职业院校专业与产业匹配度不

高、校企科研互惠能力不足、产教融合实体化运行

存在“堵点”、新型产业领域高技能人才“供需错

位”等现实难题[4]；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

技术技能人才能力内涵的变化，职业教育要重新设

计教学目标，更新专业设置和课程。聚类2高职院

校，说明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主体是高职教育，而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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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图2.发文期刊统计图

图3.图3. 发文机构统计图

图4.图4.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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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下也出现关键词产教融合，说明新质生产力融

入职业教育发展，产教融合是关键点之一。核心要

素这一聚类项涵盖的关键词有新质生产力、职业教

育，高质量人才。新质生产力对技能人才的创新意

识和问题解决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科技的

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对技能人才的创新能

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期望[5]。

4.2.2  实践研究方面

实践研究方面，主要聚类项有实践路径、人

才强国、人才培养、教育改革，反映了新质生产力

融入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实施方式、措施等实践方

面的内容。在新质生产力引领下，职业教育发展的

重要措施就是教育改革，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兴起和

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职业教育模式已经无法满

足不断变化的产业需求”。因此需要对职业教育进

行深入研究和改革，探索新的培养模式和方法。基

于产业需求的课程设置与调整成为职业教育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关键方向。实践路径聚类项

里关键词有现实困境、双向赋能、实现路径、专业

课程等。新质生产力，在本质上仍属于生产力的范

畴，它是人类在与自然界斗争与共处过程中所展现

出的一种具有“新质”特征的生产能力[6]；基于新

质生产力的内涵特点，高职教育的现实困境存在育

人理念缺乏前瞻性，传统以技能培养为主的高职教

育理念已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技能人才

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短板日益凸显；拥有丰富的行业

履历、高水平教学能力、组织领导能力、熟练的实

践技能以及信息化素养等综合素养的“新质”教师

团队尚未形成；产教融合不容预期，校企合作法规

缺乏，合作机制不健全，校企合作契合度不高等[7]
。路径研究方面，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研究，比较有

代表的有：突出特色发展，增强高等职业院校的社

会匹配度；高职院校应紧跟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

动态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主动对接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地方新质经济发展需要，增设与新质生产力紧

密相关的“金字专业”，加强打造信息与人工智能

类、文化艺术类等高水平专业群，增强服务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特色能力[8]；具体措施上教育理念

指向“核心素养与创新能力”、课程体系指向“

跨学科与模块化”、教学模式指向“项目式与实

践化”、教学手段指向“技术融合与智慧教育”、

师资团队指向“多元化与复合型”[9]；确立以新质

生产力发展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发展新定位，建立以

培养创新型技能人才为目标的育人新体系，促进职

业教育供给侧与产业结构需求侧相协调，建构深度

图5.图5.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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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全球教育合作的职业教育发展新格局[10]。

5  研究趋势和展望

从关键词变换趋势及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背景下，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理念是吻合的。以电

力职业教育为例，对未来新质生产力发展对职业教

育的发展进行展望。

首先，产教融合，紧跟行业发展的新技术、

新工艺、新方法、新标准。新质生产力在电力行业

的发展，具体体现在传统能源的升级改造、清洁能

源的开发利用以及数智化技术的广泛应用。[11]例
如，在绝缘子检测技术上，检测机器人的应用，提

高了检测的准确性、稳定性和安全性。那我们在职

业教育中设计绝缘子检测课程中，就不能仅仅设计

传统的人工检测技术，应该倾斜检测机器人技术这

种新技术。

其次，教学手段上，更应强调应用智慧教学

手段，数字化教学技术，比如我们在电力职业教育

中，可以应用仿真软件，创造真实的生产环境培养

学生的职业体验感。绝缘子检测课程教学手段上可

以利用3D打印的机器人进行讲解，使学生切实体验

真实生产情景。

最后，加大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由于新

质生产力赋能职业教育上的核心特点是创新、跨学

科、多元化。所以教师必须具备跨学科知识，创新

思维以及应用人工智能这些能力。所以应该大力加

强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力度。使之能胜任培育

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技能人才的重任。

6  结语 

总之，职业教育是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最直接

的一种形式，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应从多

方面着手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助推职业教育

培育更多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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