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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区域发文量统计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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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衍 房 巍 郝卓君 于海波

引 论

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背景下，职业技术教育学科

的研究空前活跃。要了解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学术研究进展

状况，就必须对每年发表的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中涉及的相

关数据进行科学管理和统计分析，以便了解领域内研究的新

思想、新方法、新技术、新成果；发现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

区域、机构、学者和期刊；分析领域内研究的来源、规模、质
量、结构。基于此目标，课题组构建出职业技术教育学发展数

据管理及分析平台，针对教育类核心期刊发表的职业技术教

育学科范畴内的学术论文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并取得初步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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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选取中

文核心期刊要目 2008 版全部 72 种教育学期刊、CSSCI 来源

期刊和扩展版来源期刊目录 2008～2009 年度版全部 50 种

教育学期刊以及 RCCSE 权威核心期刊目录 2009 版中 A+ 级

和 A级教育学期刊 34 种，最终确定了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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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性，力求保证本研究的公信力。
（二）统计数据的获取

本研究着眼于统计源期刊 2008 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统

中国职教研究学术影响力

基于 2008 年度教育类核心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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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区域文献被引频次统计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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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区域文献被引频次即年指标统计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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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据的获取工作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从 CNKI 下载统计源期刊的

全部文章；

第二，从中剔除广告、启事、通知、
公告、消息等文章，筛选出学术论文；

第三，甄别学术论文的研究范畴，

筛选出职业技术教育学科范畴的学术

论文；

第四，获取选定论文的数据，包括

题名、作者、关键词、被引频次、基金项

目名称、基金项目级别、来源刊名、第一

作者单位、第一作者职称、第一作者学

历、第一作者出生年、第一作者单位所

在省份。
（三）指标计算方法

本研究的指标主要有发文量、被引

频次 2 个指标。
指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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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方法为逐一累加；第二类用于质量

比较研究，指标的计算方法为用被引频

次除以发文量，得出即年指标，考察论

文被认可的比例。

一、区域学术影响力统计

分析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区域学术影响

力统计以我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划为单

位，对各区域的发文量，文献被引频次

及其即年指标进行排名。
（一）主要排名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区域学术影响

力排名如图 1、图 2、图 3 所示。
（二）基本结论

在发文量、文献被引频次的综合比

较中，浙江、江苏、上海位列三甲；在即

年指标的综合比较中，上海、北京名列

前茅。可见，上海在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在国内居于首位，浙

江、江苏在数量上有领先优势，但学术

水平逊于北京。从全国来看，北方以北

京为核心，南方以江浙地区为核心，总

体上，南方地区的学术影响力强于北方。

二、机构学术影响力统计

分析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机构学术影响

力统计以机构在核心期刊的发文量为

主要依据，选取 2008 年度发文量大于

等于 10 的机构入围，对入围机构的文

献被引频次及其即年指标进行排名。
（一）主要排名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机构学术影响

力排名如图 4、图 5、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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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机构文献被引频次统计排名 图 7 学者发文量统计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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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机构文献被引频次即年指标统计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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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湖南农业大学、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师范学院、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鹤
壁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科学技术职
业学院、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江西科技师范学院、重庆城市管理
职业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西南大学、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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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机构发文量统计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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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女子职
业技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苏州市职业大学

天津职业大学、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江西科技师范学
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师范学院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常州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南通职业大学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沈阳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常州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河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西南大学、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长沙民
政职业技术学院、河源职业技术学院、株洲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滨州职业学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北京市朝阳区教研中心、华中科技
大学、九州职业技术学院、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常州轻
工职业技术学院、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东营职业学院、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工贸
职业技术学院、淄博职业学院、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黄河
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门职业技术学
院、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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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结论

华东师范大学在发文量指标中居

首位，在文献被引频次指标的排名中位

列第三，可见华东师范大学在 2008 年

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领域内具有很高

的学术影响力，其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具

有明显的优势。此外，上海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教育部和天津工程师范学院三

个机构两项指标的排名比较靠前，显示

出较高的学术影响力。
即年指标方面，上海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教育部相关研究机构位居前列，同

时，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职

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中心也值得关注。

三、学者学术影响力统计

分析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学者学术影响

力统计以学者在核心期刊的发文量为

主要依据，选取 2008 年度发文量大于

等于 3 的学者入围，对入围学者的文献

被引频次及其即年指标进行排名。
（一）主要排名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学者学术影响

力排名如图 7、图 8、图 9 所示。
（二）基本结论

综合分析各项指标，个中翘楚略显

分散。在发文量方面，庄西真居榜首；在

文献被引频次及其即年指标方面，丁金

昌、马树超以压倒性优势，遥遥领先。
2008 年度高学术影响力学者入围

人数合计 153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27
人，副高级职称 94 人，中级职称 21 人，

初级职称 2 人，职称不详者 9 人，入围

学者职称结构如图 10 所示。
从学历结构来看，2008 年度高学

术影响力学者中有博士 21 人，硕士 36
人，分别占总数的 16.94%和 29.03%（合

计约占 46%），可见具有较高学历的学

图 9 学者文献被引频次即年指标统计排名

图 10 2008 年度高学术影响力学

者职称结构（职称不详者未计入）

正高级职称 副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2 人; 1.39%
27 人; 18.75%

21 人; 14.58%

94 人; 6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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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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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峻、卢崇高、欧阳丽、邱远、首珩、赵志群
徐国庆、周建松

周明星、杨理连、董仁忠、王成方、侯建军、
陶书中、吴宏岳、叶鉴铭

周大农
黄斌
刘晓
蒋乃平

杜蜀宾、简彩云、雷正光、廖克玲、陆飞杰、毛建梁、
田秀萍、徐行、杨黎明、张力跃、朱永永、祝士明

李海宗、卢洁莹、陈旭辉、崔秀敏、方小斌、高亚玲、
关云飞、何文明、胡柏翠、李桂霞、刘洪一、刘欣、
王来柱、夏洁露、杨金土、尤建国、俞建伟、张元

黄日强、雷世平、马长世、王川
沈汉达、王琴、颜莉芝

曹晔
陈嵩、丁志强、杜庆波、胡彩业、罗纯、孙琳、张翔

刘正良
庄西真
陈新文、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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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学者文献被引频次统计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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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萍、徐行、杨黎明、张力跃、朱永永、祝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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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已经占据了很大比例。
从图 11 中我们可以看出，在 2008

年度高学术影响力学者中，有 45.61%
处于 41～50 岁年龄段，有 26.32%处于

51～60 岁年龄段，有 20.18%处于 31～

40 岁年龄段，他们在我国职业技术教

育研究领域中占据主体地位。60 岁以

上的入围学者有杨金土、蒋乃平、雷正

光三位先生，他们虽然年事已高，但仍

然笔耕不辍，在 2008 年度高学术影响

力学者中占据一席之地。特别是蒋乃平

先生在发文量排名中位居三甲之内。在

1980 年后出生的入围学者中，刘晓在

发文量和被引频次即年指标上独占鳌

头，表现出较强的科研能力和较高的学

术水平。

四、论文学术影响力统计

分析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论文学术影响

力统计以其被引频次为主要依据，选取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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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名，得出如下结论。
（一）主要排名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论文学术影响

力排名如图 12 所示。
（二）基本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马树超、范唯撰写

的《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再认识》被

引频次高居榜首，马树超、郭扬撰写的

《关于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战略及对策

思考》被引频次排在第 5 位，这反映出

马树超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研究得

到了广泛认可。丁金昌、童卫军撰写的

《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的探索》和

《关于高职教育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的再认识》分别排在第 2 位和第 6
位，学术影响力居次席。

被引频次大于等于 10 次的论文分

布情况如图 13 所示。
从图 13 中可以看出，《中国高教研

究》、《中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
等非职业技术教育类专业期刊占有高

被引频次论文的比例达到 62.5%，而职

业技术教育类专业期刊仅占 37.5%。这

既反映出教育学传统优势期刊对优秀

学者的吸引力，也反

映出职业技术教育类

专业期刊在争夺优质

稿 源 方 面 存 在 的 缺

陷。

余 论

本课题在国内是

初始研究，在下一步

工作中，将基于以下

三点：

第一，跟踪三大

核心期刊目录的变化，逐年获取年度论

文数据，持续进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研

究学术影响力的统计分析；

第二，进行年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期刊影响力分析，剖析职业技术教育期

刊在专门研究上的作用；

第三，在教育学期刊的基础上，扩

展研究视野，将统计源期刊的范围扩展

至综合性人文社科类期刊以及著作、课
题等，将更多的职业技术教育学术研究

成果纳入研究范畴，使研究更具科学

性、广泛性；

第四，进行年度论文关键词的词频

分析，发现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热点。

本文为吉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项目《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评价体系

的构建与实证分析》、吉林工程技术师

范学院科研发展基金项目《职业技术教

育学发展数据管理及分析平台研究》阶

段性成果。作者陈衍、房巍、郝卓君单位

为吉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

中心、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技术

教育研究院，于海波单位为长春职业技

术学院基础部

图 11 2008 年度高学术影响力学

者年龄结构（年龄不详者未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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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被引频次大于等于 10 的论

文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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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论文被引频次统计排名（前十名）

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再认识（马树超、范唯）

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的探索（丁金昌、童卫军）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回顾与展望（郭俊朝）

做实高职顶岗实习 有效推进工学结合（谭辉平、李芹等）

关于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战略及对策思考（马树超、郭扬）

关于高职教育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再认识（丁金昌、童卫军）

试论高等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整合（张健）

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教育现状与对策分析（常小勇）

试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刘显泽）、以校企

合作工学结合为高职类型特色创新的抓手（陈解放）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徐涵）、对
高职课程的理论思考（吕鑫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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