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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以“新质生产力”“教育”为主题词，对2023至2024年内的文献进行

分析，结果表明：发文总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发展研究尚未建立起显著的

合作网络；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教融合”等；关键词聚类

中“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高职教育”的轮廓值均为1，它们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研究领域中最

具代表性。基于研究结果看，未来需要拓展研究方法、构建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研究共同体、注重各

级教育均衡发展以及细化职业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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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iterature from 2023 to 
2024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education” as the theme words,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published articles shows rapid grow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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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has not yet established a significant cooperative 
network. The research hotspots mainly focus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scien-
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etc. In the keyword clus-
tering, the contour valu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
ucation” are all 1, which a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field of education research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here is a need to expand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the future,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the per-
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focus on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t all levels, 
and to refine the research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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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赢得全球竞争高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由之路，

更是抢占未来发展先机、重塑国际竞争新格局的关键突破与坚实支撑[1]。新质生产力的“新”锚定在关

键性技术的突破，这就需要人才具备自主创新能力[2]。教育通过再生产劳动力和科学技术知识推动生产

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亟需优化教育系统，为新质产业培养富有创新精神的新质人才([3], p. 53)，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教育发展在推动新质生产力提升方面，将呈现出重大的全局性战略价值。 

当前，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发展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倾向于采用纯文字描述的质性研究方法，

而对于该主题文献的研究量化分析则相对不足。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学技术，基于中国知网 2023 至 2024
年间关于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研究的文献，运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对作者分布、研

究机构、关键词共现、热点主题聚类等知识图谱分析，以期全面了解当前该领域研究状况、趋势，为新

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的深度研究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源库，以“新质生产力”为主题，“教育”为篇关摘，设置文献检索

时间范围为 2023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4 年 10 月 15 日，共计检索文献 795 篇。为保证检索结果的有效性，

对文献进行筛选，剔除与主题不相关、会议记录、书评、咨询报告等无实质内容，共计文献 636 篇文献，

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将文献数据导入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后，系统自动排除无效数据，最终以 608
篇文献为分析样本，进行可视化分析。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CiteSpace 6.4.R1 高级版对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梳

理发文量趋势、核心作者及机构、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等数据，客观反映了新质生产力与教育的关

联性、研究热点、发展动态，为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发展研究提供了参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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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文量趋势分析 

按照发表时间对已筛选文献进行排序，分析其时间变化，可以看出不同时间段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

育研究态势和热点分布，由于“新质生产力”这一理论提出时间较短，故本文发文量变化按照月份进行

具体分析。有关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研究与发展的发文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见图 1)。 
第一阶段即 2023 年 10 月至次年 1 月，新质生产力与教育相结合的理论研究逐渐开始，月发文数量

均为个位数，文章发表数量处于缓慢增长阶段。这表明，随着对新质生产力在教育领域应用潜力的认识

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这一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即 2024 年 1 至 2 月，此类研究的论文发表数量呈现显著下滑趋势。这一变化可能归因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深刻阐释及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所提出的具体要求[4]。
此时，新的阐述与前述理解存在差异，学术界深入沉淀研究，为进一步探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研究

发展道路积蓄力量。 
第三阶段即 2024 年 3 至 9 月，新质生产力与教育研究的文献数量激增，发文数量较于 2024 年 2 月

之前成倍数增长，2024 年 8 月份之后单月发文数量超过 100 篇，表明这一研究议题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

注和深入探讨。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number of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October 2023 to 
September 2024 
图 1.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9 月研究文献数量分布图 

4. 核心作者及机构分析 

空间分布主要考察研究者及其所属机构形成的空间特点及其合作关系。本文分别以合作作者(Author)
和机构(Institution)为节点类型，设置单个时间区间长度为 1 年，生成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和机构合作网络

图谱。图中节点大小代表发文量多少，连线表示作者或机构的合作关系。 

4.1. 发文作者与合作 

通过分析发文作者及其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可以明确该领域的核心研究者群体，并判断研究共同

体是否已经成形。研究图谱(见图 2)表明，共识别出 61 位作者，他们经由 21 条联系相互连接，形成了一

个网络密度为 0.0115 的合作网络体系。研究可见，群体发文数量较少，合作关系较为分散，研究群体呈

现出局部集结，整体零散的态势。 
依据普赖斯定律： 0.749 maxM N= ×  (Nmax 代表所有研究者中发文量最高作者的发文数)，当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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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发文量大于 M 时，即可被视为核心作者。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作者发文量进行统计可知单个作者

最高发文量为 5 篇(见表 1)，根据公式计算可得 M 约为 2，即发文量在两篇及以上可以视为核心作者。另

外，学界普遍认为当所有的核心作者发文量达到研究领域总发文数的半数以上时，本领域就形成了核心

作者群[5]。在所有有效文献中，只有 18.6%的文献是由已发表 2 篇及以上文章的作者所撰写，大部分文

献(81.4%)来自发文数量较少的作者。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教育这一研究领域目前尚未形成成

熟的核心作者合作网络，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育研究广度与深度的进一步拓展。 
 
Table 1. Authors and units with 2 or more publications in 2023~2024 
表 1. 2023~2024 年 2 篇及以上发文量的作者及单位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1 徐政 5 16 叶林茂 2 31 郭高萍 2 

2 祝智庭 5 17 温搏 2 32 王光兆 2 

3 陈亮 5 18 张学英 2 33 徐平利 2 

4 韩飞 4 19 陈书洁 2 34 张海 2 

5 刘振天 4 20 张明依 2 35 袁亮 2 

6 郭广帅 4 21 邱世琛 2 36 姚凯 2 

7 张姣玉 4 22 沈书生 2 37 吴桂兰 2 

8 吴江 3 23 顾绍通 2 38 徐兰 2 

9 陆宇正 3 24 李琳 2 39 陈凤英 2 

10 任保平 3 25 胡筱萌 2 40 李名梁 2 

11 戴岭 3 26 陈小平 2 41 龙宝新 2 

12 陈劲 3 27 李云飞 2 42 康蓉 2 

13 王竹立 3 28 尹俊 2 43 仇国贤 2 

14 汪金英 2 29 马陆亭 2 44 赵晓伟 2 

15 景媛媛 2 30 翟金鹏 2    
 

 
Figure 2. Mapping of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s, 2023~2024 
图 2. 2023~2024 年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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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合作网络图谱(见图 2)中，作者之间的合作主要有以祝智庭为核心，包括赵晓伟、戴岭、沈书

生在内的合作关系，以徐政为核心，包括张姣玉、李宗尧在内的合作关系，吴江、景媛媛、仇国贤三者合

作关系，通过进一步探查研究者之间的身份发现，在现有合作关系网络中，大部分合作关系主要集中在

导师和其指导的研究生之间，这种基于师徒关系的合作模式虽然对于培养新一代教育研究者具有重要意

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更广泛、更高水平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相比之下，发文机构与其他院校，

尤其是跨地区的高校之间的合作关系显得更加匮乏。 

4.2. 发文机构与合作 

通过分析发文机构及其合作关系，我们可以深入了解 2023 至 2024 年间，在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

背景下，发文机构的分布情况，以及这些机构之间所形成的合作态势。在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中，节点

的大小反映了各个机构发表论文的数量，标签的字体大小表示各机构的重要程度，标签之间的连接线则

表示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合作关系。 
由主要发文机构表可知(见表 2)，共有 27 个机构的发文量均超过了 2 篇，其中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发文量遥遥领先，发表文章篇数为 9 篇，其次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

院、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和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发表文章篇数分别为 5 篇。从机构的类型这一

维度进行深入观察，可以发现发文机构主要分布在师范性质的学院或大学以及职业院校之中，他们在教

育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活跃度和贡献度；同时，也有一部分发文机构集中分布在经管学院以及党校、研

究基地等，这些机构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教育研究的发展。 
 
Table 2. Main issuing organizations (top 10) 
表 2. 主要发文机构(排名前十) 

序号 发文机构 发文量 

1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9 

2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5 

3 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 5 

4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5 

5 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5 

6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4 

7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4 

8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4 

9 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 4 

10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4 

 
从机构间的合作关系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师范院校之间以及党校与师范院校之间的合作相对频繁，

这些合作往往聚焦于教育领域内的共同研究与发展，对于提升教育质量、推动教育改革等方面起到了积

极作用。由图可知(见图 3)，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学院、北京大学教育

学院等形成了合作关系。然而，这些合作大多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域范围内，缺乏跨区域、跨学科的广泛

联动。如，华中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合作仅局限

于长三角地区。这种局限于特定地域和单一形式的合作模式，阻碍了教育研究成果的有效扩散与深度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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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Research organization collaboration network mapping 2023~2024 
图 3. 2023~2024 年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5. 研究热点趋势分析 

5.1. 关键词共现分析 

运用 CiteSpace 对某一研究领域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迅速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以关键词为

节点，将同义关键词进行整理合并，设置单个时间区间为 1 年，生成关键词图谱，共出现 134 个节点、

138 条连线(见图 4)。根据关键词的数据处理分析表明，图谱分析值 Q = 0.8296 > 0.3，表明划分的关键词

结构具有显著性。根据关键词中介中心性表(见表 3)可知，关键词频次排序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科技创新”“产教融合”“实践路径”。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graph 
图 4.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是衡量知识图谱网络中该节点对与之彼此相连的另外两个节点的控制能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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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可以表征该关键词在整个网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6]。关键词中介中心性表(见表 3)可以发

现，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发展研究所涉及的关键词均展现出较高的中介中心性。其中，关键词“新质

人才”显示出极高的中介中性，这表明“新质人才”这一关键词在探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教育发展问

题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结点。如徐政等强调，当前我国仍需进一步夯实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储备基础，

从构建符合科技需求的教育体系和完善人才培养的动态调整机制两个方面出发，对解决人力资源优势无

法充分发挥和高级人才严重流失等问题进行了探讨([7], p. 56)。祝智庭等在探讨新质人才的培养问题时首

次对新质人才的特质进行分析解读：新质人才不同于以简单重复性体力劳动为主的普通技能型人才，需

要通过持续成长心态与高意识学习特质，具备较强的人机协同能力、人文精神与科技合伦行动力，通过

开拓精神与跨边界学习能力，彰显创想能力与实践智慧，进而建立人类共同体思维与跨文化合作能力([3], 
p. 54)。卢建军提出要坚持坚持由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路径，构建与新

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8]。此外，还有研究者提出要培养有地方特色拔

尖创新人才，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9]。随着认识的深入，“新质人才”的内涵愈发丰富，界定也变

得更加明确和全面。 
 
Table 3. Keyword mediated centrality table 
表 3. 关键词中介中心性表 

序号 关键词 中介中心性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中介中心性 频次 

1 职业教育 0.33 84 16 教育强国 0.03 7 

2 人才培养 0.45 43 17 新质教育 0.41 7 

3 科技创新 0.14 33 18 共同富裕 0.06 6 

4 产教融合 0.08 30 19 教育改革 0.14 6 

5 实践路径 0.71 22 20 内在逻辑 0.03 6 

6 人才 0.73 18 21 数字化 0.47 6 

7 新质人才 0.74 16 22 理论逻辑 0.46 6 

8 创新 0.18 13 23 数智时代 0.17 6 

9 高职院校 0.06 13 24 基础教育 0.13 6 

10 赋能 0.11 12 25 数字经济 0.03 5 

11 科教融汇 0.33 11 26 现实挑战 0.82 5 

12 科技 0.62 11 27 实现路径 0.49 5 

13 人工智能 0.43 11 28 协同育人 0.27 5 

14 高职教育 0.27 10 29 绿色发展 0.06 5 

15 劳动教育 0.03 7 30 创新能力 0.29 4 

5.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基于上述关键词共现的数据，进一步利用 CiteSpace 的聚类功能来分析新质生产力研究领域中的关键

词聚类情况，从而得到新质生产力研究关键词聚类群的具体分类结果，其中，标签的序列号越小，意味

着它所涵盖的关键词数量越多，即聚类的规模越大。CiteSpace 利用网络结构和聚类清晰度的两个指标—

—模块值(Q 值)和平均轮廓值(S 值)，为我们提供了评估图谱绘制效果的标准。Q 值位于[0, 1)区间内，当

Q > 0.3 时，表明划分出的社群结构是显著的；而 S 值达到 0.7 时，聚类效果高效且令人信服；若 S 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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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以上，则聚类通常被认为是合理的[10]。由数据结果可见，Modularity Q = 0.8296，Silhouette 值为 0.9615 > 
0.7，说明聚类分析信度较高。根据数据分析可视图(见图 5)共得到 12 类聚类标签词：“现实挑战”“数

智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高职教育”“教育资源”“实践路径”“行动策略”“教育”“人

工智能”“新质人才”“科技创新”。依据主要关键词及关键词轮廓值统计表(见表 4)可知。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knowledge graph 
图 5. 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第一，由聚类的轮廓值可以看出，聚类#2 职业教育、#3 人才培养、#4 高职教育这三个聚类的关键词

高度集中。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职业教育和高职教育的目标定位相似，它们都是为社会培养具备专业技

能和实践操作能力的人才。这两种教育形式都高度重视理论学习与动手实践的深度融合，通过系统的课

程设计和实训实践，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通过人力资源开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科技

创新，以创新成果驱动新质生产力朝着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11]。三个聚类主要研究的角度都

是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及其他教育等要素发展关系。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教育应首先着重于职业教

育。如姜朝晖强调，职业教育的支撑度决定产业转型升级和制造业强国建设的效度[12]。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有利于满足制造业的人才需求，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高端人才。李名梁等提出，职业教育作为与经

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类型教育，具有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价值、增强滞后群体致富能力的社会

价值和促进实现教育公平的教育价值。要把握好职业教育服务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为城市高质量发

展提供智力支持[13]。 
第二，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根本驱动力([7], p. 52)。它不仅在推动社会进步、

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是引领产业变革、优化经济结构的核心力量，大力发展科技创

新能够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形成与持续发展。因此，如何通过教育来推动在新的生产力视角下科技创

新的发展亦或是通过科技创新赋能教育进步是研究者争相探讨的热点话题。如范旭提出，要提升新时代

科教融合对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正向作用，强调以满足科技需要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和创新范式变革，

重视整体协同，促进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14]。缪巧玲等基于 TOE (“技术–组织–环境”)理论视角，

探讨乡村学校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通过数字赋能乡村教育发展，借助数字化平台，打破时空限制，

弥补城乡学校实验教学短板[15]。 
第三，现实挑战。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相对新颖的概念，是当前学界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探讨

的重大课题，当前教育领域对新质生产力的贡献和支撑作用尚需进一步加强，需要明确教育在新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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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中的定位和角色。此外，教育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如教育制度改革、教师

教育培养、课程设置和评价体系创新等。因此，学术界需持续探索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如何实现教育

的优质发展，以符合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Table 4. Main keywords and keyword profile value statistics 
表 4. 主要关键词及关键词轮廓值统计表 

聚类标签 轮廓值 主要关键词 LLR 

#0 现实挑战 0.976 现实挑战；实现路径；理论逻辑；实践；课程思政 

#1 数智时代 0.958 数智时代；终身学习；重构主义；新质教育；新知识观 

#2 职业教育 1 新质人才；培养路径；高等教育；新质素养；数据要素 

#3 人才培养 1 人才培养；数字经济；高职；融合发展；农业 

#4 高职教育 1 高职教育；赋能；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路径 

#5 教育资源 0.971 教育资源；教育强国；教育质量；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6 实践路径 0.905 实践路径；内在逻辑；时代价值；工匠精神；科教融汇 

#7 行动策略 0.9 行动策略；教育改革；基础教育；发展策略；创新 

#8 教育 0.973 教育；科技；人才；生产力；创新驱动 

#9 人工智能 0.88 人工智能；文科生；新文科；创新能力；信息技术 

#10 新质人才 0.92 新质人才；培养路径；高等教育；新质素养；数据要素 

#11 科技创新 0.995 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产业结构；人力资本；职业教育 

5.3.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分析 

 
Figure 6. Keyword clustering timeline mapping 
图 6.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 

 
通过分析关键词聚类的时间线图谱(见图 6)，可以清晰地观察到，2023 至 2024 年间该研究领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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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经历了显著变化。以 2024 年 1 月为分界线，在此之前，新质生产力框架下的教育研究主要聚焦

于讨论基础理论，该框架内的核心研究热点聚焦于如何利用人才培养来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发展。

同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所扮演的角色，旨在通过生产力的显著提升来加快未来产业发展，实现自立自

强。进入 2024 年之后，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教育发展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学者们从多种角度深入

探索数智时代下的人才培养策略。这个阶段，研究热点扩展至职业教育、高职教育、思政教育等领域，

职业教育培养作为连接理论与实践、促进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贯穿教育发展研究，始终是广大

学者持续关注与深入研究的热点话题。同时，“新质教育”“新质人才”等新兴概念也开始频繁出现在研

究讨论之中。 

6. 研究结论及展望 

6.1. 结论 

本文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 2023 至 2024 年间新时代背景下教育发展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

深入的可视化分析，并据此得出了以下结论：1) 通过发文量趋势分析方向，自 2024 年 3 月以来该领域

的文献发表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且这一增长趋势仍在持续中。2) 通过发文核心作者分析和发文

机构分析发现，核心作者和机构的发文量较多但是总体占比不高，发文作者和机构之间尚未建立起显著

的合作网络。3) 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发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教融合”的中

心度值最高。4) 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发现，关键词聚类共有 12 组，研究领域丰富。聚类“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高职教育”的轮廓值均为 1，表明它们在研究领域中具有代表性。5) 通过关键词聚类的时间

线分析发现，2023 至 2024 年间新时代背景下教育发展研究领域内的热点话题呈现相对集中的趋势。 

6.2. 展望 

构建研究共同体。当前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研究领域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核心作者合作网络和核

心机构合作网络。为了深化对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发展的研究，我们需要积极构建跨院校、跨区域的

研究共同体，打破传统学术研究的孤立状态，促进不同院校、不同区域之间的知识共享与资源整合。首

先，可以加强政策支持。政府和相关部门出台政策，为跨院校、跨区域的研究合作提供资金、税收等方

面的支持，营造良好的合作环境；通过资助联合培养研究生、访问学者等方式，加强人才流动和交流。

其次，要搭建科研合作平台。通过网络合作平台等现代信息手段共享资源实时交流研究进展以提高科研

效率，从而加速研究成果的产出与应用。 
拓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作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新概念，当前学术界对于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

发展的研究大多采用理论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为了深入研究这一领域，需要拓展研究方法、引入更多

元化的研究视角。其一，加强定量研究。通过问卷资料、统计分析、大数据挖掘等方式收集信息，基于资

料构建理论模型并展开分析；其二，开展实证研究。通过案例分析和深度访谈的方式开展个案研究，探

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发展研究遇到的实际问题；其三，丰富研究视角。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

心理学等学科理论融入到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发展研究之中。 
加强各学段教育对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研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因其独特

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直接赋能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转型升级无疑成为学

术界的热点话题。然而，高等教育作为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关键汇聚点，是推动社会生产

力发展的基础性环节[16]，促进我国新质教育整体发展的核心在于推动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升级。此外，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对新质人才的迫切需求，要求基础教育通过创新性提升实现对具备新质素养后备

人才的培养[17]。如何加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研究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协调与平衡各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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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教育之间的关系，使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学术界亟待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细化职业教育研究。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职业教育的变革来实现。职业教育紧密围绕

产业发展需求，企业的科技需求与职业院校科研和教学相挂钩，采用“企业提出需求，学校开展科研，

借助企业环境资源开展教学并引导学生实践”的模式实现企业和学校联合培养，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企业和学校共同研发新兴技术能够加速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进而提升生产力水平。此外，

要实现这一变革，要从教师教育，教材改革，课程设置等微观方面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 
综上，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发展未来的研究将更加注重构建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教育研究共同体、

拓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加强各学段教育对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研究以及细化职业教育研究。这

将有利于构建更加高效、创新且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教育体系。通过展望能够为新质生产力视角

下教育的深度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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