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cational Education 职业教育, 2023, 12(5), 825-833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3.125127   

文章引用: 潘霞, 杜文霞, 边永乐. 我国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研究综述[J]. 职业教育, 2023, 12(5): 825-833.  
DOI: 10.12677/ve.2023.125127 

 
 

我国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研究综述 
——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潘  霞，杜文霞，边永乐 

河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收稿日期：2023年8月14日；录用日期：2023年9月13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20日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职业院校的教学模式不断改进，结合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体现职业院校学

生特点的混合式教学在职业教育领域发展逐渐深入。本研究利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6.2，对中国

知网数据库中2008年至2023年的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期刊论文进行了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

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混合式教学研究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研究机构的合作较为微弱，研究理论和实践

方面还不够成熟。基于这些问题，研究提出了加强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的机构支持和教学能力支持，深

化职业教育多学科、多院校混合式教学实践研究，深入职业院校学生混合式学习能力和学习体验理论研

究，以期为未来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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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teaching mode of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Combined with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lended teaching, which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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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ped gradually in the fiel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is study, the visual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6.2 was used to perform bibliometric and content analysis on the journal papers of vo-
cational education blended teaching from 2008 to 2023 in the CNKNOWnet database. It is found 
that blended teaching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has not yet formed a 
core group of author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research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is weak, and the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not mature enough. Based on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
poses to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teaching ability support of blended teach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deepen the practice research on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institution 
blended teach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deepe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blended learn-
ing ability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of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on blended teach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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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国家在职业教育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显而易见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一系

列教学改革下，混合式教学被引入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一种旨在培养具备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的教学，它不仅仅是为了让受教育人员掌握某些职位所要求的知识、技术和职业素养，而且还要求他们

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以便能够胜任职业要求。因此，对于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的研究有必

要做一个梳理，本文利用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6.2 绘制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的科学知识图谱，以“职

业教育混合式教学”为主题，对 2008~2023 年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探究该领

域研究的脉络、热点与趋势，为后续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研究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选择 

本研究样本来源于中国知网，文献检索时间设置为 2008~2023 年，文献以“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

为主题，学科为“职业教育”进行检索，在剔除广告、通知等非学术性文献后，最终获得 366 篇与职业

教育混合式教学密切相关的文献作为有效样本进行数据分析。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6.2 绘制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的科学知识图谱，在绘制图谱时，

将“Time Slicing”的时间跨度设置为“2008~2023”，“Years Per Slice”设置为“1”，在“Node Types”
中分别勾选对应的“Author”“Institution”“Key-word”，在“Pathfinder”中勾选“Pathfinder”；其他

参数默认为预定设置 [1]。 

2.3. 研究过程 

本研究第一步是在知网上以“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为主题，学科为“职业教育”进行检索，在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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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广告、通知等非学术性文献后，最终获得 366 篇与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密切相关的文献作为研究样本。

第二步是选择以 Refworks 的格式导出 366 篇文献，利用 CiteSpace 6.2 对导出的文献进行数据转换。第三

步是在 CiteSpace 6.2 软件中根据研究需求对转换后的数据进行多次运行分析，绘制知识图谱，对文献的

年度发表量、作者、机构、关键词等不同类型的信息进行可视化分析，同时利用共现图谱、聚类视图和

时间线图进一步分析我国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文献年度发文量分析 

混合式教学应用于职业教育领域是从 2008 年开始的，2008~2023 各年度文献的发文量如图 1 所示。

从各年度的文献发文量来看，目前有关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的文献发文量最高的是 2022 年，达到 79 篇。

这反映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职业院校的教学模式不断改进，结合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体现

职业院校学生特点的混合式教学在职业教育领域发展逐渐深入。根据发文量，可将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

领域研究大致划分为萌芽阶段(2008~2016 年)、起步阶段(2017~2020 年)和快速发展阶段(2021~至今)三个

阶段。 
 

 
Figure 1. Analysis of the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图 1. 文献年度发文量分析 

 

萌芽阶段：2008 年之前，学术界对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的关注度非常低，混合式教学概念是 2004
年在何克抗教授的引入下开始在国内引起关注，对于混合式教学，何教授在《从 Blending Learning 看教

育技术理论的新发展》中指出，所谓混合式教学就是要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数字化或网络化学习的

优势结合起来 [2]。在混合式教学被引入国内后，根据文献阅读分析，可以发现混合式教学最开始是被应

用于高等教育的，直到 2008 年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才开始受到关注，从 2008 年到 2016 年检索到的相关

文献共有 7 篇。 
起步阶段(2017~2020 年)：2017~2020 年，检索到相关文献 92 篇，年均发文量 23 篇，这个阶段每年

的发文量相对于第一阶段有明显增长。 
快速发展阶段(2021~至今)：从 2021 年开始，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发文量增长明显。职业教育混合

式教学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家政策对职业教育的重点支持，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职业教育素质提高计划》《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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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法》(2022 年修订)等政策文件的颁布体现了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点关注和大力支持；二是信息

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助推许多线上学习平台的出现，如学习通、课堂班和雨课堂等，这些线上

学习平台为师生提供了友好的互动环境，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而且方便教师及时

采集学生学习数据，较为准确的把握学生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所以职业教育

混合式教学研究领域和应用范围明显扩大，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3.2. 作者合作图谱分析 

作者群的状况能够集中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同时该领域的科研活动状况可略见一斑。职业

教育混合式教学作者合作图谱如图 2 所示。图中节点大小代表作者发表的文献数量，作者发表的文献数

量越多节点越大，连线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情况，作者之间合作强度越大连线越粗，颜色随年份从冷色

到暖色，即颜色越暖，越接近 2023 年 [3]。从图谱中可发现，发表文章数量较多的作者分别是刘佳、王丹、

刘镇、谭永平、王丽娟、韦柳丝、包丽明、周鹏等人，普赖斯定律指出，核心作者撰写论文数量应不低

于该领域论文总数的 50%，因此，根据图谱分析看，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研究还未形成核心作者群，这

说明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缺乏长期和持续性关注。从图谱中还可以看出只有部分作者之间有为数不多的

共现关系，所以只有几位作者之间存在微弱的合作关系，作者合作多为 2 人合作，3 人及以上的作者合

作较少，这说明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研究领域的作者之间还未形成明显的群体，表明我国职业教育混合

式教学研究还处于“单打独斗”的局面。 
 

 
Figure 2. Analysis of author cooperation map of mixed teach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2008 to 2023 
图 2. 2008~2023 年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作者合作图谱分析 

3.3. 机构图谱分析 

对相关文献的发文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机构图谱如图 3 所示。首先，从研究机构的发文数量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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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排名前三，表明这三所大学是职业教育混合式教

学研究领域的领跑者。这与大多数作者单位基本一致，表明这些学校聚集了一批研究职业教育混合式教

学的专家学者。其次，从研究机构的地域分布来看，发表文献较多的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

区和中部地区的研究力量相对比较薄弱。最后，从研究机构的属性来看，已有研究机构主要是高等院校

的教育院系。研究机构在图中均成点状分布，机构之间没有较多连线，表明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还很

微弱，体现出“自发自为”的研究特点。 
 

 
Figure 3. Analysis of the map of mixed teaching institution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2008 to 2023 
图 3. 2008~2023 年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机构图谱分析 

3.4. 研究热点图谱分析 

3.4.1. 关键词中心度分析 
在 CiteSpace 中，关键词的中心度是分析研究热点的关键指标。若中心度超过 0.1，则说明该节点为

中心节点，在研究中较为重要且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表 1 中，中心度超过 0.1 的关键词有“高职院校”

“线上线下”“职业教育”“教学设计”“高职”。“高职院校”的中心度为 0.25，是知识图谱中最核

心的节点，也是联系其他关键词的中心枢纽。“线上线下”“职业教育”“教学设计”“高职”的中心

度均在 0.2 及以上，是次要的联系节点。“高职院校”“线上线下”“职业教育”“教学设计”“高职”

“教学模式”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其中，频率最高的是“高职院校”，共计 30 次。这说明学者对

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的探索与深入研究主要在高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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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nalysis of keywords centrality of blended teach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2008 to 2023 
表 1. 2008~2023 年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关键词中心度分析 

排序 频次 中心度 年度 关键词 

1 30 0.25 2011 高职院校 

2 21 0.25 2018 线上线下 

3 31 0.23 2016 职业教育 

4 27 0.2 2011 教学设计 

5 17 0.19 2017 高职 

6 9 0.08 2017 高职教育 

7 8 0.08 2017 信息化 

8 16 0.07 2018 教学模式 

9 17 0.06 2019 中职 

10 4 0.06 2021 职教云 

11 3 0.06 2018 应用研究 

12 5 0.05 2018 教学效果 

13 4 0.05 2016 微课 

14 3 0.04 2019 慕课 

15 14 0.03 2016 教学改革 

16 8 0.03 2015 翻转课堂 

17 5 0.03 2020 中职教育 

18 5 0.03 2017 雨课堂 

19 9 0.02 2020 中职学校 

20 4 0.02 2021 教学质量 

21 4 0.02 2017 互联网+ 

22 3 0.02 2022 百万扩招 

23 3 0.02 2022 实训课 

24 4 0.01 2022 在线课程 

25 3 0.01 2022 课程思政 

26 2 0.01 2021 高等数学 

27 2 0.01 2022 中职生 

28 2 0.01 2017 教学 

29 2 0.01 2018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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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 
对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从而揭示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如图 4 所示，

在 Citespace 软件中选择关键词(keywords)选项，时间阈值选项设定为 2008~2023 年，聚类生成聚类数量

为 8 的知识图谱，分别为“#0 教学设计”“#1 高职”“#2 职业教育”“#3 高职院校”“#4 线上线下”

“#5 教学效果”“#6 慕课”“#7 高职教育”，这 8 个聚类模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研究热点，也体现

了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研究成果的聚焦性。 
 

 
Figure 4. Keyword cluster analysis of mixed teaching in voca-
tional education from 2008 to 2023 
图 4. 2008~2023 年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 

3.4.3. 关键词时间线图分析 
在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中，时间线图谱是在关键词聚类图谱的基础之上按照时间跨度反映研究

领域的发展趋势。因此，为探究国内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在关键词聚类图谱的基

础上进行时间线图谱分析，分析结果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Time graph analysis of keywords of blended teach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2008 to 2023 
图 5. 2008~2023 年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关键词时间线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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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看关键词的聚类类别，在 2010 年之后，“教学设计”和“高职院校”研究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

注，在 2015 年后，“职业教育”“高职”“线上线下”研究相继展开。从图中可看到“职业教育”和“线

上线下”的研究节点很多，在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的研究范畴内占据一定的地位，2018 年开始，职业教

育混合式教学的教学效果受到职业教育研究学者的关注，“教学模式”和“教学改革”兴起，这之后的

几年，出现不少与之相关的文献。2020 年，“中职教育”受到关注，混合式教学被引入中职院校，在 2020
年到 2022 年间，“教学评价体系”“课程思政”“产教融合”受到重点关注，2023 年“职业院校教学

资源”“元分析”“资源库”陆续出现。 
从时间年限上看，2010 年混合式教学主要应用于高职院校，研究重点是“教学设计”。2015 年基本

全面开启了混合式教学在职业教育领域的研究，混合式教学开始被引入中职教育。从 2015 到 2023 年，

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的研究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更加活跃，开始出现如“翻转课堂”“慕课”“线上线下”

等不同关键词，各个关键词之间联系也很紧密。因此，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的应用发

展，智能时代的到来为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未来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的高速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4]。 

3.4.4. 突现词分析 
突现词是指 CiteSpace 软件中用来度量研究热点关键词更深层变化的研究方法，突现“Burst detection”

翻译有突变、突发、剧增等常见的含义，但总体来说是指一个变量的值在短期内有很大改变。在关键词

共现图谱的基础上，选择 CiteSpace 软件控制面板的 Burst 按钮中的 View 按键，生成突现词强度图 [5]。
如图 6 所示，“翻转课堂”这个关键词在 2015 至 2018 年间具有较高的突现强度，所以在此段时间内这

个研究热点的关键词的研究热度产生了巨大变化，“翻转课堂”研究强度达到了 3.63，呈现出较高的突

现趋势。在 2018 年之后，强度较高的关键词分别有“信息化”“教学”“高职”“建构主义”“产教融

合”等，均体现出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的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和走向，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Figure 6. Analysis of sudden words in mixed teach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2008 to 2023 
图 6. 2008~2023 年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突现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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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与展望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和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混合式教学研究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

研究机构的合作较为微弱，研究理论和实践方面还不够成熟。基于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加强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的机构支持和教学能力支持 

职业院校实施混合式教学在近几年逐步扩大和发展，但相比高等院校，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的理论

和实践研究较少，也因此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缺少机构支

持，政府、学校和企业等机构的支持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建议从政策、规划、资源、课程计划

等方面入手，加强对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的机构支持；另一方面，教师混合式教学能力有待提升，混合

式教学要求教师具备双线教学管理能力、双线课堂开发与设计能力、教学内容与信息资源整合能力、新

型教学空间的掌握能力等 [6]，建议从教师培训、教师专业发展途径等方面入手，加强对教师混合式教学

能力的支持。 

4.2. 深化职业教育多学科、多院校混合式教学实践研究 

深化多学科、多院校实践研究是指在研究项目中，不仅涉及到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还跨越了多

个院校的合作和参与。这种研究模式有助于解决复杂问题，促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提高研究质量和创

新能力。我国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研究机构之间合作较为微弱，研究大多是基于教师个人或某门课程的

研究，多个学科、多个院校混合式教学案例不足，亟需在各类职业教育院校进行大范围的实践。建议在

未来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研究中，深化职业教育多学科、多院校混合式教学实践研究，为后续职业教育

混合式教学的推广提供较为可行的模型和数据支撑。 

4.3. 深入职业院校学生混合式学习能力和学习体验的理论研究 

教学研究离不开教学理论与教学方法，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融入成熟的教育教学理念与方法作为理

论知识的支撑，形成固定的教学模式是研究的热点问题。据上述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知识图谱分析，目

前职业教育混合式教学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混合式教学模式和实践上，在理论方面的研究反而很少，这

也导致很多职业教育的教师由于对混合式教学理念认识不清晰，在进行教学设计和教学效果评价时没有

从学生视角出发，而职业院校学生和高等院校学生在混合式学习能力和学习体验方面有很大不同，因此

在后续研究中，应深入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职业院校学生混合式学习能力和学习体验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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