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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厘清2013年至2023年我国国内关于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研究重点，为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校未

来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方法：利用citespace软件对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在2013至2023年发表的

以地方应用型高校为主题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2013年到2015年是地方应用型高校研究的起

步时期，2015到2016年是地方应用型高校研究的迅猛发展时期，2017年至今是地方应用型高校研究持

续发展时期。同时近十年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发展、产教

融合、人才培养、转型和课程思政七大内容。结论：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研究受国家政策导向，其发

展紧紧跟随国家脚步。地方应用型高校作为国家推动职业教育和产教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高等教育

机构，对其研究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地方应用型高校未来发展之路，助推地方应用型高校进一步长远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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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focus on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3, and to provide thinking and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local ap-
plied universities in China. Method: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visually analyze literature on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published in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
base from 2013 to 2023. The period from 2013 to 2015 was the initial stage of research on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the period from 2015 to 2016 was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research 
on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and the period from 2017 to present is a period of sustained devel-
opment in research on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Meanwhile, in the past decade, research on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has mainly focused on seven aspects: local universities, applied universities,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trans-
formation,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on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is guided by national polici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closely follows the foot-
steps of the country. As an importan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that promotes the deep devel-
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the country, research on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can help grasp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of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and promote their further long-ter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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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近几年国家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的高度关注，职业教育随之迎来了其繁荣发展的“春天”时代，

而地方应用型高校作为组成职业教育的重要高等教育机构，承担着为职业教育和国家、社会输送源源不

断的高质量、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的责任，其未来发展之道应去往何处是在当前的政策背景和社会环境

下学者所应思考的问题。鉴于此，提出对近十年我国国内对于以地方应用型高校为主题发表的文献进行

研究，通过掌握和明晰近十年我国国内学界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的探讨热点和主题，从而进一步深挖我

国地方应用型高校未来应向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提供学术思考和借鉴。 
由于本研究聚焦于“地方应用型高校”这一主体，对其内涵的明确是开展相关学术研究的第一步。

关于“地方应用型”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中国知网(CNKI)上是在李馥《浅议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一文中，在这里面作者认为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地方高校面临着如何适应

这种根本性变革，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建设的特点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紧迫问题[1]。在此后的文献对

于“地方”、“应用型”、“高校”、“大学”名词进行了不同的组合，形成了地方高校、地方应用型、

应用型高校、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名词搭配，虽然其研究的内容具有共同之处，而此类名词的不同对于其

研究的侧重点也会产生一定差异。 
本研究通过利用 cite space 软件的可视化手段，对我国国内 2013 年到 2023 年的以“地方应用型高校”

为主题的文献进行文献计量的分析，从清晰明确的可视化图谱中把握研究的重点、热点，从中找到过去

十年国内学者关注地方应用型高校研究的哪些方面，为未来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校的深度发展提供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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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和参考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来源与分析方法 

2.1.1. 文献来源和检索方法 
为尽可能的保证本研究文献体量的充足性、文献的科学性、可靠性和时效性，本研究以中国知网

(CNKI)为文献搜索平台和数据来源，期刊数据来源设置为 SCI、EI、北大核心、CSSCI、CSCD、AMI 以
确保文献来源的权威性，同时将文献发表时间设置为 201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11 月 28 日作为搜集文献

的时间跨度标准，文献检索和收集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28 日，以“地方应用型高校”为主题进行文献的

检索，按文献相关度进行排列，同时通过人工筛选并剔除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无作者文献，最终得到

有效中文文献共 241 篇，选中这 241 篇相关文献以 Refworks 形式导出，作为后期利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

分析的最初数据来源。 

2.1.2. 研究方法 
1) 可视化分析法 
本研究采用 Cite Space 6.1. R6 软件，将搜集到的以便“地方应用型高校”为主题的相关中文文献进

行软件的可视化操作，通过相应的软件实操，得到相应的清晰明了的可视化图谱，从中进一步明确过去

十年我国学者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关注何在，结合当下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发展现状进一步深入思

考未来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内涵式发展之路。 
2) 设置软件参数，导入最初数据 
为获得更有利于本研究所需要呈现的可视化图谱结果，需要对软件的基本参数进行一定的修改和调

整，使其更贴合本研究的内容，以便研究能够顺利开展。所以本研究将文献识别范围设置为所搜集文献

的发布时间段，即 2013年 1月至 2023年 11月，时间跨度设置为 1，将每个对应的切片时间选择为Top 1/100 
per slice，节点的筛选方式是通过将调节增减比例参数 K 来实现的，K 越大，网络越大，将 K 值设为 20，
来调节网络大小，同时对于所收集的中文文献则分别以年度文献量、作者(author)、机构(institution)以及

关键词的分析作为节点类型的设置，通过设置完相关参数后，导入经 citespace 软件先前处理过的数据，

依次单击 Go 运行软件即可生成和获取所要得到和进一步深入分析的可视化图谱。 
3) 数据分析及判断标准 
对于可视化图谱的分析，一般是通过对其所生成的节点大小、节点间的连线粗细以及其中心值的大

小来判断其基本内容，具体来说就是节点越大，其所代表的内容越重要，反之则相反；连线越粗，各个

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越高，反之则相反；中心值越大则说明该节点重要性越大，反之则相反。所

以本研究通过软件所形成的关键词聚类的相关可视化图谱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了解过去十年学者对于

地方应用型高校这一主体的重点研究关注哪些方面，为何重点关注这些方面，未来又应该怎样助推地方

应用型高校的发展。 

3. 结果 

3.1. 年度文献量分析 

发文量的变化能够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及发展程度[2]，通过对所收集的相关文献发文量在时间

上的区别有助于我们了解相关研究发生的时间节点，从而进一步把联系每个时间节点背后所对应的政策

背景和社会环境，从而倒退这一研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及其内在逻辑。对于本研究而言，通过对发文量

在时间段上的划分，有助于我们把握我国国内学界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的认识和研究所呈现的阶段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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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了解其背后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环境，对以往的研究在时间脉络上有一个更为清晰合理的认知。 
年度文献量可视化图谱由图 1 可见，由所收集的中文文献数量分析可知，2013 年到 2015 年所发表

以地方应用型高校为主题的相关文献仅有个位数的体量，而到了 2015 年至 2016 年猛增接近至 50 篇，2016
年到 2018 年发文数量下落，总体发文数量保持在 20~50 篇的范围，且逐年减少，2018 年到 2021 年处于

一个发文的平稳时期，发表的文献数量总体维持在 20 篇左右，2021 年~2023 年数量进一步减少，大致保

持在 20 篇以下的水平。 
 

 
Figure 1. Annual literature quantity analysis chart 
图 1. 年度文献量分析图 

3.2. 高产作者分析 

本研究高产作者可视化知识图谱见图 2，作者节点的大小与发文量成正比，节点间的连线代表作者

之间的合作情况，线段粗细与合作程度呈正相关关系[3]。根据可视化图谱可以明确的看出我国学者如于

泽元、王永祥、李俊、洪林、侯长林、杨品红等人发文较多，这一结果显示出了表明我国在过去的十年

间有较多知名学者保持了对地方应用型高校领域研究的敏锐性，为过去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相关学术的文

献发表和研究结果的产出作出了相应的贡献。 
 

 
Figure 2. High yield author analysis chart 
图 2. 高产作者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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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机构分析 

为获得较为清楚和明晰的研究机构的可视化图谱，本研究通过分析高产作者所属的研究机构和单位

进行归纳和整理，得出研究机构的可视化图谱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以通过节点的大小较为明确的看到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浙江科技学院、铜仁学院、湖南文理学院等高校和单位是过去十年间研究地方应用

型高校的主阵地，为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较大的人才支撑和资源支持。 
 

 
Figure 3. Analysis chart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 3. 研究机构分析图 

3.4. 关键词分析 

通过中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以往学界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关切

所在，把握其历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未来的发展之路。通过 citespace 的软件操作，得

到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可视化图谱如图 4 所示。本研究对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图谱结果进一步更深层次的分

析，可以发现国内近 10 年以地方应用型高校为主题领域主要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以下 7 个方面：即地方

高校、应用型、转型发展、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转型和课程思政。这对于我国学者在未来如何更好的

推动地方应用型高校的深入研究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也有助于主推进一步打造具有我国本土特色的地

方应用型高校教育体系和模式。 
同时通过软件基本实操，经过导入文献数据和参数设置，将软件的热点显示选项设定为“Burstness”，

然后单击“View”选项，就可以得到过去十年以来以地方应用型高校为主题研究引用的关键文献。通过

软件分析所呈现的结果本研究可以较为清楚的发现近十年内“转型发展”这一关键词最早出现在 2013 年，

最后一篇提及该词的文献为 2017 年，“产教融合”一词最早出现在 2017 年，最新的一篇将“产教融合”

与“地方应用型高校”结合的文献是在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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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Keyword cluster analysis chart 
图 4. 关键词聚类分析图 

4. 讨论 

4.1. 发表文献量分析 

针对相关的可视化图谱所呈现的结果进行深度分析，从发表文献量这一维度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我国国内的学者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研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研究热情和激情。从每年都有

相关文献的发表以及不同时间段的发表数量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我们可以较为清楚的明确，地方应用型

高校的相关研究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将发表文献量按照时间阶段进行划分，可将 2013 年到

2015 年是地方应用型高校研究的起步时期，2015 到 2016 年是地方应用型高校研究的迅猛发展时期，2017
年至今是地方应用型高校研究持续发展时期。 

其次，根据对时间段的划分可以发现，结合不同时间段的国家和社会背景，可以对以上的三个时间

段做出如下解释。 
第一，2013 年到 2015 年是地方应用型高校研究的起步时期。在 2015 年之前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的

研究一直存在，但相关研究和成果的数量较少，表明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研究还未

引起足够重视，尚处在一个慢慢摸索的起步探索阶段。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理解为以下几点：首先

是国内对于职业教育的鄙薄观念使得一直以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在“人心”上就不太占据优势，“学而优

则仕”的思想观点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家长和学生的理念；其次是国家和社会尚未对职业教育引起足够

的重视，这一时期关于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较少，重视职业教育的社会风气尚未形成，政

策导向也不够明确。 

4.2. 高产作者分析 

由可视化图谱的运行结果，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出，在我国，学者如于泽元、吴丽萍、胡长玉、

王永祥等人由于发文量较多，可被视为是高产作者。这些作者的突出贡献表明了我国在过去的 10 年间，

有着较多的学者对应用型高校领域的研究及其的热衷。对过去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相关学术文献的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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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产出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学者有着较高产出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学者个人的研究热情，另外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来自国家社会的

背景影响，特别是来自于高校内部资源的支撑以及国家教育政策的相关影响，对于推动高产作者的学术

研究的产出起了较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4.3. 研究机构和单位分析 

由图 3 的研究机构分析图，我们可以较为明确的看到，在图中，北京教育科学院、辽宁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以及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浙江科技学院同仁学院等高校和单位是过去 10 年间研究地方应用型高

校的主要机构和单位。这表明，这些研究机构的突出的学术产出，为我国在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相关研究

的开展当中提供了较为坚实的人力支撑和资源支持。 
深究其中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学校在教育学的研究资源上是非常丰富的，保持着对我国高等教

育职业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敏锐性，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应用型高校当中由于其自身定位的特殊性保持着对

地方应用型高校研究的独特支撑力和吸引力。所以，在研究机构的分析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些头

部的研究教育学的高等院校以外，还有一些地方应用型高校也发挥了较大的研究支撑作用。 

4.4. 研究重点分析 

研究重点的内涵是通俗易懂的。研究重点即在某一较为宽泛的研究主题里，学者侧重于研究其中的

哪些内容。对其进行深度的分析有助于帮助我们挖掘过去研究的内容以及未来还应继续往哪些方面进行

深入思考。而本研究通过对所收集文献进行 citespace 的关键词聚类可视化操作，从得到的可视化图谱结

果进行深度的分析，经过反复斟酌、仔细的归纳与整理后，本研究以地方应用型高校为主题研究的重点

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4.4.1. 地方高校 
地方应用型高校作为地方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研究自然脱离不了对于地方

高校的探讨。对于地方高校作为地方应用型高校相关研究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其内在逻辑是很好理解

且明确的。地方应用型高校作为地方高校的一类，地方高校是地方应用型高校的上位概念，对地方应用

型高校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对于地方高校的学术研究，同样的，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研究愈发深

入和全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为我国学者对于如何推动地方高校的深度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

意义。 

4.4.2. 应用型 
应用型作为本研究“地方应用型高校”的主要关键词之一，对其的研究很明显是对本研究主题的一

个贴合。应用型在我国学界主要用于对应用型人才、应用型高校的探讨。而对于本研究来说，“应用型”

这一名词作为地方应用型高校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其重点突出了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特征及地方应用型

高校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我国所需要的高素质、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办学特点应该遵

循“应用型”这一本来特征来进行相关的办学和教育教学。“应用型”一词作为过去近十年地方应用型

高校主题的研究重点，学界对其的探讨愈发深入，愈发全面，对其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有助于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校在明确自身办学模式和特点以及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朝着应用型这一特征逐

步前进。 

4.4.3. 转型发展 
如对于“转型发展”一词的溯源最早可以追寻到 2015 年 10 月 23 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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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颁布的《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一文，在这其中指出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主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主动融入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

坚持试点引领、示范推动，转变发展理念，增强改革动力，强化评价引导，推动转型发展高校把办学思

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

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4]。
该政策的颁布与实行，使得地方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成为自 2015 年起的一大研究热点。从之前所划分的

时间段也可以明确的看出，自 2015 年起，关于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研究猛增，发文数量急剧提升，这也从

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教育政策的导向，对于高校的影响是极其显著的。对于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校转型

发展的研究作为地方应用型高校近十年的研究重点之一。这突出了一个明确的政策导向问题，以及我国

地方应用型高校紧跟时代步伐，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提升自我，把握时代发展洪流的一个敏锐性和精准

度。而过去十年间，我国学者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的相关研究愈发深入和全面，这对于推进我

国地方应用型高校内涵式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4.4.4. 产教融合 
“产教融合”一词，一直是职业教育领域的“热词”，也是近年来促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发展，

加强我国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方针，并且同时也是统筹推进我国教育

综合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和举措。 
在中国知网上最早见于 2007 年，2012 年开始出现在政策文本中。2017 年，产教融合成为国家重要

的产业政策和教育政策。10 余年来，职业教育领域的决策者、实践者和研究者对其进行了探索。“产教

融合”一词的提出并最开始是为了解决校企合作深度不足的问题，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产教融合到今天

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其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7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首个产教融

合专门性文件——《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对深化产教融合做出制度性安排[5]。由此可见，

产教融合从单纯的教育问题被纳入国家教育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之中，从职业教育向下延展到基础教育、

横向扩展至高等教育，涵盖整个教育领域。推进产教融合建设对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而这也对应了前面所划分的时间段，即 2017 年以后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在产教融合方面的探讨一

直处于较高关注度。而如何在地方应用型高校里实行产教融合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关涉建设什么、为什么建设、怎么建设的基本议题。 
在产教融合观念深入人心的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策的号召，地方应用型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

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国家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建设不仅给地方应用型高校带来了良好机遇，同样也产生了

一系列发展性的问题。在产教融合的政策背景下，如何在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校推进产教融合建设是个崭

新而又复杂的课题。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应用型高校为国家高素质人才培养、科技进步创新、

社会经济建设等多方面提供了稳定持续的人力资源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曾做出重要指示，

强调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在这其中习近平总书

记曾提到要细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政策，从中可以明显的看到对于深入推进产教融合的发展是党和国

家较为关注的议题之一。 

4.4.5. 人才培养 
现代普遍公认的高校的职能包含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交流与传播、社会服务等。而人才培养

最为高校基本职能的首要功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地方应用型高校作为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其未来的发展和现有的实践探索都不能脱离高校的五大职能。所以在过去十年间，人才培养作为我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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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应用型高校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对其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有助于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效围绕自身的办学

定位及为我国输送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或者是技术技能型人才这一目标定位进一步明确。同

时，对该关键词的不断深入研究，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围绕高校职能这一研究方面的贴合

性。同时，对于人才培养这一环节，作为高效发展的核心环节来说，明确培养怎样的人才，如何培养人

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每一所高校办学的首要明确的问题。所以，在过去十年间，对于我国地方应

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研究作为研究重点之一，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和掌握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校在未来以及

现在所应培养的人才，进一步明晰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地位和办学的定位。有助于我国地方应用型高

校有目的、有结果导向的进一步内涵式的深入发展。 

4.4.6. 转型 
“转型”这一关键词的出现，与前面“转型发展”这一关键词的出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前面

的“转型发展”重点包含了两方面，一个是转型，一个是发展。而这里提到的转型，则独独是围绕着地

方应用型高校的转型。其中主要是包含地方本科高校向地方应用型大学的转型。而这一说法的提出，明

确了地方本科院校应该是明确把握其自身的办学地位及为我国输送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转型”突出的是地方应用型高校的一个办学定位的转变以及角色的转变。即要明确自身的培养人

才的需求，要与社会行业、企业相衔接。“转型”一词的出现突出的表现了地方应用型高校的以地方经

济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地方行业、企业人才需求为导向的一个办学需求与目的。如何利用好国家政策资

源以及地方经济资源，为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提供条件和发展保障，这是过去十年我国学者在转型这一

关键词出现的主要研究内容的体现，为助推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思考。 

4.4.7. 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作为过去十年间地方应用型高校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对其的探讨离不开我国鲜明的

政策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校要把立德树人作为第一要务，而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之一就是开

展“课程思政”。而地方应用型高校作为高校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也应通过课程思政来贯彻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要求和基本任务。所以过去十年间对于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校的探讨在“课程思政”这一方面主

要是围绕某一门课程如何开展课程思政、怎样检验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以及有何经验与思考进行相关

的学术研究和成果展示。这也再一次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教育受政策导向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相关的教

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校的未来发展提供方向和道路。同时，也是因为紧跟时事，使

得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相关研究与时俱进，呈现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政策导向的特点。 

5. 未来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校的未来发展应该是内涵式的深入发展，可从过去十年间我国学者所

热切关注的重点研究内容入手，进一步与思考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发展之路。 
通过分析和研究，可从加大推进产教融合在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建设力度，进一步探索地方应用

型高校的转型发展之路，从课程的角度，即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两个维度进一步深化“课程思政”的相

关内容和途径，进一步明确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办学目的和地位，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即培养我国

社会所需要的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或者是技术技能型人才，以人才培养的明确目标助推相关

专业的开设、课程建设与完善、人才培养的评价体系等细化的内容。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厘清 2013 年至 2023 年我国国内关于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研究重点，为我国地方应用型高

校未来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在 2013 至 2023 年发表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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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应用型高校为主题的 241 篇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出我国过去十年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研

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政策导向的特点。具体阶段可以划分为 2013 年到 2015 年是地方应用型高校

研究的起步时期，2015 到 2016 年是地方应用型高校研究的迅猛发展时期，2017 年至今是地方应用型高

校研究持续发展时期。同时近十年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发展、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转型和课程思政七大内容。 
综上所述，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研究受国家政策导向，其发展紧紧跟随国家脚步。地方应用型高校作

为国家推动职业教育和产教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高等教育机构，对其研究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地方应用型

高校未来发展之路，助推地方应用型高校进一步长远发展。 

7. 本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由于笔者能力受限，只搜集了 2013 年~2023 年的相关文献数据，时间跨度可能还不够宽泛，

且采用可视化这一手段对于相关内容进行研究，可能较为简易。同时，本研究只搜集和检索了国内的相

关文献，并没有加入对国外文献数据的分析，缺乏在国际视野下的对比分析和探讨。于此同时，本研究

只比较了纵向维度的研究重点和内容，只在时间维度进行深入分析，还尚未加入相关的横向内容的分析，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国际比较和横向比较这两方面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1] 李馥. 浅议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J]. 辽宁高等教育研究, 1993(5): 124-125. 

https://doi.org/10.16697/j.cnki.xdjygl.1993.05.034  
[2] 龚丽景, 高镝, 陈晓可, 等. 全球运动处方研究热点、发展趋势与启示: 基于 Cite Space Ⅴ的分析[J]. 北京体育大

学学报, 2021, 44(5): 21-33. https://doi.org/10.19582/j.cnki.11-3785/g8.2021.05.002  

[3] 陈悦, 陈超美, 刘则渊, 等. Cite 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 科学学研究, 2015, 33(2): 242-253.  
https://doi.org/10.16192/j.cnki.1003-2053.2015.02.009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
[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1892/moe_630/201511/t20151113_218942.html, 2015-10-23. 

[5]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712/t20171219_321953.html, 2020-10-28.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4.141091
https://doi.org/10.16697/j.cnki.xdjygl.1993.05.034
https://doi.org/10.19582/j.cnki.11-3785/g8.2021.05.002
https://doi.org/10.16192/j.cnki.1003-2053.2015.02.009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1892/moe_630/201511/t20151113_218942.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712/t20171219_321953.html

	地方应用型高校之研究——CNKI数据库2013至2023年论文可视化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CNKI Database Papers from 2013 to 2023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研究方法
	2.1. 来源与分析方法
	2.1.1. 文献来源和检索方法
	2.1.2. 研究方法


	3. 结果
	3.1. 年度文献量分析
	3.2. 高产作者分析
	3.3. 研究机构分析
	3.4. 关键词分析

	4. 讨论
	4.1. 发表文献量分析
	4.2. 高产作者分析
	4.3. 研究机构和单位分析
	4.4. 研究重点分析
	4.4.1. 地方高校
	4.4.2. 应用型
	4.4.3. 转型发展
	4.4.4. 产教融合
	4.4.5. 人才培养
	4.4.6. 转型
	4.4.7. 课程思政


	5. 未来发展
	6. 结论
	7. 本研究局限性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