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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养创新型、高层次应用人才是当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主方向，创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模式，

提高研究生积极主动性是当前专业学位教学主任务。分析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模式领域的现状、研究热

点和发展趋势，为专业学位教学质量提升提供参考和借鉴。利用CiteSpace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模式领

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分别从高产作者和研究机构、期刊分布、关键词共现等几个方面进

行分析。结果显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模式的研究经历了初期起步阶段、高速发展阶段和深入探索阶

段；关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模式的热点包括培养模式、实践教学、培养质量、课程设置、案例教学等

方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模式与案例教学、产教融合、实践能力等方面的结合成为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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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CNKI as the data source and 652 Chinese literatures published between 1992 and 2021 on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as the analysis objects, the rele-
vant literatures in this field were analyzed from high-yield autho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journal distribution, keywords, etc. using CiteSpace. Visual quantitative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in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occurrence and mutation word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educa-
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in my country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initial start,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depth exploration.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clude training mode, practical teaching, training quality, curriculum setting, case teaching, etc.: 
“practical ability” and “teaching reform” have become the frontiers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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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专业学位是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的需要，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

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学位类型[1]。自 1991 年专业学位正式设置以来，已逐

步构建了层次类型丰富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2020 年 9 月 25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发

布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计划到 2025 年，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

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2]。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数量不断扩招的形势下，推动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教育教学发展的迫切需求。为了揭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

域近 30 年的研究现状、热点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利用 CiteSpace.5.8 软件，对中国知网 1992~2021
年间所刊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分析，以期掌握现有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教学的动态和未来发展趋势，为提高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思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研究成果数据来源，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

学相关研究进行检索。本文以“专业学位”、“教育教学”为检索主题词，了解到第一篇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文献来自于 1992年。因此，检索时间设置为 1992~2021年，期刊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和CSSCI，
共检索到 652 篇期刊文献，去除新闻报道、会议通告、会议记录、征稿、评论、访谈等无关文献，经过

滤去重，最终获得有效文献 60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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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是一种数据可视化工具，用于提供科学景观概览，可用于

揭示学科结构、跟踪主题演变、探索研究前沿等[3]。它以数据挖掘、信息处理和分析、计算机语言学应

用和可视化技术为基础，为科学政策和研发管理提供有用的工具，以监测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解决社

会最紧迫的难题。因此，科学知识图谱成为国内外学者广受欢迎的研究工具。目前已在情报学、科学学

和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广泛应用。本文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发文数量、高产作者、研究机构和

期刊分布进行统计，以归纳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的研究现状。利用 CiteSpace.5.8 软件绘制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按时间脉络演进的知识图谱以及关键词突

变知识图谱，以揭示其研究热点、发展脉络和研究前沿。 

3.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研究现状分析 

3.1. 时间分析 

为了解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研究的发文量变化趋势，本文以时间为横轴，以每年发表论文

的篇数为纵轴，绘制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研究发文量的变化趋势图(图 1)。1992~2009 年，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处于初期起步阶段，发文量少于 15 篇。2019 年之后，我国开始招收

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2010 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占整个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比例已达到 24.67%。

预示着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10~2012 年期间，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教学研究领域发表论文数量呈现快速递增态势。2012~2020 年，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领域发表

论文数量开始回落，于 2020 年达到最低点，发文量为 19 篇，仍高于 15 篇。2021 年，《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文件发布，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回升到 38 篇，说明国内学者对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开始重新关注。 
 

 
Figure 1.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research papers on the teaching mode of profes-
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图 1.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发文量 

3.2. 高产作者分析 

高影响力作者是教学创新和发展的骨干力量。高产作者统计结果如图 2 所示，排名第一的作者是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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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起，发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相关论文 10 篇，其次是周文辉和仲伟合，分别发表论文量为 8
篇和 7 篇。核心知识生产者分布方程M 0.749 N max= ，Nmax 代表所有研究者中最高产量作者的发文数

量，M 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根据赖普斯定律，当发表的论文数量在 M 篇以上，且核心作者的发文数

量占该领域样本文献总数的 50%时，形成核心作者群[4]。通过计算 M ≈ 2 篇。由此可知，发文量在 2 篇

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发文量在 2 篇及以上的作者共 56 位，发表论文共 143 篇，占样本的比重 23.48%。

说明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尚未形成集中的高产作者群。发文作者的合作网络分析可以显示

作者的合作强度。由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图 3)显示，节点数量为 457，连线数量为 205，密度为 0.002，说

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领域的合作团队不多。高产作者刘俊起、周文辉和付鸿飞的节点较大，

之间的合作较多。于苗苗、刘润泽之间联系紧密。仲伟合、王洪松、苏丹、周建设等高产作者也都有自

己的合作团队。其他作者分布比较分散。 
 

 
Figure 2. High-yield authors (top 10) in the field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teaching 
图 2.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领域高产作者(前 10 名) 

 

 
Figure 3. Knowledge map of author cooperation network in the field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teaching mode 
图 3.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领域作者合作网络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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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产研究机构分析 

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高产研究机构的统计(图 4)，北京师范大学以 16 篇发文量位居第

一，其次是东北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清华大学。可以发现主要研究力量为高等师

范院校，且地域分布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高校较为集中的中部及东南部的一线城市。此外，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领域的高产机构的研究实力和水平相近，发文量集中在 8~11 篇。排名前十名的研究

机构共发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相关论文 95 篇，占样本的比重为 15.60%。 
 

 
Figure 4. High-yield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of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teaching 
mode (top 10) 
图 4.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领域高产机构(前 10 名) 

3.4. 期刊分布分析 

通过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的期刊论文发文量进行统计(图 5)，可以看出发文量较高的期刊

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国翻译、黑龙江高教研究、中国高教研究等。其中，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发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研究论文最多，数量 140 篇，占样本的比重为 22.99%，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研究领域处于领先期刊。其余期刊总共发表了 135 篇，占样本的比重为 22.17%。

说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领域目前已形成了代表性的发文期刊，且期刊分布呈现出聚集和离散的特点。 

4.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研究热点分析 

4.1. 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共现分析是对文章作者所提供的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通过对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可视化，可

以明晰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利用“CiteSpace.5.8”软件绘制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关键

词知识图谱(图 6)，提取出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教育硕士、实践教学、培养质量、课程设置、案例教学、

教学模式、实践能力等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反映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的 5 大研究热点。 
1) 培养模式研究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是一个由培养目标、入学方式、课程教学、导师指导、组织管理、专业实

践、毕业及学位授予等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系统[5]。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成为引领发展，提高培

养质量的必然选择。学者刘亚敏[6]探讨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动力机制，提出其驱动力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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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Published journals (top 10) in the field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teaching models 
图 5.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领域文献的发表期刊(前 10 名) 

 

 
Figure 6. Keyword knowledge map in the field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teaching mode 
图 6.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领域关键词知识图谱 

 
依赖于经济、政治和科技与教育融合发展等外源动力，更重要的在于高校自身发展、教师群体的内驱力

和学生的推动力等内源动力。政府、高校、社会的资源共享、多措并举、深度协同也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7]。例如，李棕松[8]以吉林大学的兽医专业为例，构建出“实践选题–学校培养–企业就业”的培养模

式。赵丁选[9]剖析了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构建了“1335”培养模式，即高校、企业、

政府组成培养共同体，采用“三层递进”式融合，“五个共同”重要举措，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以及产

业链、创新链的双链衔接，共同协调配合培养高层次工程人才。随着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规模的扩大，

更加强调对接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以聚焦岗位，构建产教融合生态系统以强化协同，同时进行分类评价，

提升应用科研训练水平，以此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建立良好的专业硕士人才培养模式[3]。 
2) 实践教学研究 
实践教学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培养研究生实践能力、应用能力、创新能力

的主要途径。现有学者主要运用定量分析法以及特定专业的定性研究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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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教学体系、课程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探索。郭永峰[10]对 20 所培养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高校

师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显示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中教师未全面重视，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未充分

突出实践性，实践性环节的教学薄弱，评价制度和评价指标体系不科学，学生的低满意度等问题。并针

对特定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吴颖洁[11]介绍了西南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模式，

强调社会实践要以培养研究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为核心，结合当地创业经济的发展，以市场需求为风向标，

通过产学研，解决社会经济矛盾问题，以服务地方经济、形成长久的社会效益。李虹[12]以教学体系的构

建视角出发，提出采取确立生成实践性知识为基础的实践教学目标、构建融通理论与实践的教学内容体

系、强化基于共同体的实践教学形式、完善全面多元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等策略，切实提高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宋金波[13]介绍了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构建的以“管理案例分

析”“企业诊断咨询”和“创新创业实作”三大实践课程为核心的 3C 实践创新课程体系，为不同层次人

才培养与实践教学提供了新思路。 
3) 培养质量研究 
专业学位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为社会输送满足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提供了保障。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指为了保证和提高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由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机构、

有关质量保障单位和相关机构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运

作机制[14]。胡晓凤[15]认为，专业学位培养质量的保障一方面需要行业学会和专业指导委员会根据社会

需求、职业导向制定合理、有效的质量标准，同时高校内部对招生质量、课程设置、教学实施、导师指

导质量、实践教学训练、学位授予等环节进行有效监控，建立校内科学、合理的质量评价体系。针对我

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中培养目标模糊化、培养机构单一化、培养过程理论化和培养效果同质化等

问题，武晋[16]从应用型高校视角提出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实现路径：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

标，坚持知识和技术应用与创新理念；以实践育人共同体为桥梁，构建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以实践性

教育教学活动为核心，形成实践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多元多维评价为手段，彰显多元价值与效果。

赵朋[17]以产学研为出发点，从政府、企业和高校的视角探讨如何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建立产学

研融合的有效途径。 
4) 课程设置研究 
课程设置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的有效载体和核心途径。因而，课程设置一直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学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已有研究主要探讨和反思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课程设置中的现存问题及其解

决路径。根据相关文献可知，专业学位课程设置主要存在课程类型设置不完整、学分比例分配不合理和

选修课开设范围狭窄比重偏低[18]，部分课程内容之间相互重复或交叉，部分课程针对性不强，课程设置

不重视科研能力的培养，个别课程与本科阶段课程重复[4]，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与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

同质化[6]等问题。针对此问题，学者们也提出了相应建议。佟有才，刘喜军[19]通过分析教育硕士学位

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课程设置结构，强调课程的实践导向，建设教学案例库，推动课程教学

方式变革，加强合作单位互动，促进教学相长等优化策略。吴恺，杨茜[20]介绍了南京大学在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中的实践经验，包括案例课程、工作坊课程和校企合作课程等实践教改课程。 
5) 案例教学研究 
案例教学的引入有助于将学生带入具体的情景教学过程中，使抽象的内容具体化、直观化、客观化

[21]。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应充分利用案例教学的事实呈现、互动讨论、情境联系和实践体验等环节，帮

助研究生从静态陈述性知识向动态程序性知识转化，缩短从理论到实践的距离，促进其成为合格的高层

次应用型专门人才[22]。面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中案例库发展不均衡，案例教学与案例开发的动力

不足，教学案例重开发轻使用等问题，刘亚敏[5]介绍了哈佛大学商学院案例教学运行模式，提出应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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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相关部门、培养单位、教师及国外案例平台等机构和资源，从支持系统、运作系统和案例教学目标

等方面促进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的发展。鄢嫦[23]通过对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案例教学的研究，

指出案例教学的具体实施需关注教室的合理设计、关注教师与学生两大主体、确定案例教学的实施范围。

余钒，管永红[24]在构建生态系统视角下 MBA 案例教学体系时，强调通过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教学评价、教学资源五个方面对案例教学进行实施。 

4.2. 演化路径分析 

通过绘制出国内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的关键词在时间脉络上演进的知识图谱(图 7)，图中共

有节点数量 458 个，连线数 824 条，密度为 0.0079。再根据高频关键词进行降序排列分析，可以将研究

演化划分为三个显著性阶段，分别为初期起步阶段、逐步发展阶段和平稳探索阶段，每个阶段其关键词

侧重有所不同(表 1)。 
第一阶段(2009 年之前)：初期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关键词为“专业学位”、“课程设置”、

“教育硕士”、“法律硕士”、“培养模式”和“培养质量”等，这些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均大于 0.1，
表明这些领域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焦点。该阶段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初期，主要集中于教学体系的构

建。为了更好的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培养体系，朱新根[25]对教育硕士的课程设置、课堂教学及教材

建设等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别敦荣[14]在分析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现存问题的基础上，

借鉴了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的经验，指出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完善路

径。李霞[26]针对我国专业学位人才应用能力较弱的现象，重点探讨了作为实践性培养主体的高校的不足、

职责和作用。 
第二阶段(2010~2016 年)：高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关键词为“实践教学”、“全日制”、“临床

医学”、“实践能力”、“综合改革”、“实践基地”和“培养机制”等。2010 年，“发展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被列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预示着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黄宝印[27]解读了

教育部关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文件，指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内容要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

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教学过程重视运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

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注重培养实践研究和创新能力，增长实际工作经验，

缩短就业适应期限，提高专业素养及就业、创业能力。由关键词可见，在政策的推动下，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学开始关注实践能力的培养，推动高质量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 
第三阶段(2017~2021 年)：深入探索阶段。2017 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再

次强调“依据特定学科背景和职业领域的任职资格要求，分类改革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实践教学，强

化与职业相关的实践能力培养”。这一阶段学者们开始聚焦于“医教协同”、“产教融合”、“保障机

制”、“水平评估”和“临床药学”的研究。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历经多年发展，已经构建了层次

类型丰富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形成了较为健全的专业学位质量保障体系。然而，面对新时代，

新技术，新环境的变化。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供给无法满足高水平应用型人才需求，专业学位未能与职

业资格有效衔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企业参与动力不足，科研训练无法达到预期等问题突出[6]。普

赖斯等[4]以兽医专业学位为例，分析了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校企合作、医教协

同的“双师制”教学模式，以提升研究生的实践创新能力。马永红[28]将“产教融合”育人关键环节在资

源、信息、制度等要素整合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分类，提出“弱融合”、“形式融合”、“局部融合”和

“强融合”4 种类型，分析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的产教融合发展状况，明确了多元主体协同推

进的产教融合是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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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ime evolution map of keywords in the field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
graduate teaching mode 
图 7.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领域关键词时间演进图谱 

 
Table 1. High-frequency keywords and centrality data in the field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teaching mode 
表 1.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和中心度数据 

阶段 年份 频数 中心度 关键词 年份 频数 中心度 关键词 

初期起步阶段 
(2009 年之前) 

2001 177 0.28 专业学位 2005 4 0.00 教指委 

2001 18 0.18 课程设置 2006 1 0.00 多元评价 

2002 46 0.19 教育硕士 2006 1 0.00 教育指导 

2002 7 0.05 培养方案 2007 55 0.22 培养模式 

2003 8 0.07 教学改革 2007 10 0.05 培养 

2003 4 0.02 发展 2008 12 0.05 问题 

2004 41 0.16 研究生 2008 8 0.07 工程硕士 

2004 6 0.17 法律硕士 2009 19 0.18 培养质量 

2005 7 0.03 人才培养 2009 3 0.00 质量保障 

高速发展阶段 
(2010~2016 年) 

2010 25 0.04 实践教学 2013 7 0.00 综合改革 

2010 9 0.02 对策 2014 8 0.01 满意度 

2011 13 0.06 全日制 2014 5 0.03 实践基地 

2011 5 0.03 学术学位 2015 4 0.01 课程体系 

2012 6 0.02 临床医学 2015 2 0.00 卓越医生 

2012 2 0.01 质量评价 2016 2 0.00 培养机制 

2013 12 0.13 实践能力 2016 2 0.00 发展历程 

深入探索阶段 
(2017~2020 年) 

2017 3 0.00 翻译硕士 2019 2 0.00 调查报告 

2017 2 0.01 医教协同 2020 1 0.00 保障机制 

2018 3 0.00 中职教师 2020 1 0.00 学科定位 

2018 3 0.01 调查 2021 2 0.00 水平评估 

2019 6 0.01 产教融合 2021 2 0.00 临床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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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领域前沿分析 

利用 CiteSpace 的“Burstness”功能来探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领域的关键词。通过对特定

年代(突变时间)论文骤然增多的突现词分析，可以得出突现词的年限、突变强度、起始年份和突变年份等

[29]。本研究的突变词主要有 21 个(图 8)，分别为专业教学、培养目标、教育硕士、法律硕士、翻译教学、

培养质量、实践教学、课程设置等。 
 

 
Figure 8. Keyword mutation map of related research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图 8.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的关键词突变图谱 

 
2009 年之前，“专业教学”最早出现，突现时间为 1998~2005 年，突现时间超过 7 年以上，是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学的研究领域较早研究的部分。“培养目标”突现时间最长，突现时间为 13 年以上，表明

该领域一直是核心作者关注的焦点。“教育硕士”为突现强度最高的关键词，为 2.96。“法律硕士”强

度较高，为 2.2。同时，两个关键词突变时间均超过 8 年以上。由于法律硕士、教育硕士专业学位首次获

批点均较早，分别为 1995 年和 1996 年。因而，法律硕士、教育硕士教学模式的探索为当时研究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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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5 年间，“问题”、“实践教学”、“全日制”、“综合改革”等成为高强度突变关键词，

但突变时间不长。该阶段学术界开始关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面临的问题，研究的对象聚焦于全日制专

业学位研究生，同时倡导实践教学模式的推广。 
2015 年 5 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的意见》，首次

从政策角度对案例教学进行明确的、可操作的定义[30]。随后教育界对于案例教学内涵、边界和操作模式

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案例教学”成为 2015 年之后突变强度最高的关键词，为 4.91，突变时间为 2016~2021
年，代表着长时间内的发展趋势和前沿热点。此外，突变结果显示，“产教融合”、“实践能力”、“教

学改革”将成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的研究前沿。 

6. 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 CiteSpace 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的方法，选择 CNKI 数据库中 1992~2021 年中关于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的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首先，

从文献整体发文量看，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的文献总体呈现先增长后回落现象。2021 年文献重

新回升到 38 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开始重新成为关注点；从高产作者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教学领域尚未形成集中的高产作者群，且作者分布比较分散，合作团队不多；从机构分布看，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领域的代表性期刊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而其余发文期刊分布比较离散。其次，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的研究经历了初期起步阶段、高速发展阶段和深入探索阶段。培养模式、实践教学、

培养质量、课程设置、案例教学等关键词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此外，案例教学、

产教融合、实践能力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的结合为该领域研究前沿。 
本文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数据来源仅选取了 CNKI 数据库的文献，数据来源有限，样本量相

对较小；二是研究工具为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未来可综合 Ucinet、VOS viewer 等多种可视化软件进行

分析；三是本文没有对研究成果的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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