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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ttributes of higher educ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Attributes 
of higher education” papers collected by CNKI.com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the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attribut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including author collineation, research 
institution collineation, keyword collineation, keyword clustering and emerging word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needs to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virtues and talents, and change the personnel training from 
specialty subdivision to social and economic service adjustment, from discipline orientation to industry demand orientation, and from 
curriculum service economy to lea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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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变革时代下高等教育属性研究现状与前沿演进——基
于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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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由普及化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属性对高等教育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论文内容以中国知网收录的“高等教
育属性”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知识图谱分析法分析近二十年高等教育属性的研究成果，包括作者共线、研究机构共
线、关键词共线、关键词聚类和新兴词等。通过研究得到启示，高等教育改革需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人才培养由专
业细分向社会经济服务调整、由学科导向向行业需求导向转型、由课程服务经济向引领经济发展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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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高等教育由普及化进入大众化后期阶段，在发展

过程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面临人工智能的冲击。从经济学

角度审视会发现高等教育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双重属性。

纵览其发展脉络及变迁历史，其核心部分仍是必须同时具备

学术和教育双重属性。随着对高等教育属性的深入研究，学

者对其属性的分析角度及切入视角各不相同，对其本质属性

也各有不同的想法，但其基础属性为传授高深知识、培养高

水平人才、为社会服务为宗旨得到学术界认可。由于没有对

高等教育属性研究成果的梳理，后续研究难以拓展，论文将

采用中国近二十年来高等教育属性文章核心期刊的视觉测

量方法，采用热点分布、时空分布、聚类前沿研究分析方法，

明确高等教育知识结构的属性和前沿趋势，为后续研究提供

理论支持 [1]。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的所有文献均已纳入（CNKI）数据库。数据

采集方法通过搜索主题词“高等教育属性”，确定类型为

SCI、EI、CSSCI、AMI、北京大学核心，选择日期为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

一致性，将检索到的数据一一检查，排除导言、专栏指南、

新闻报道、人物介绍、组织描述等非研究数据，获得 204 份

有效材料。

CiteSpace 软件通过知识图谱研究预测学术和技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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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利用图像来描述节点和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

知识概念的存在性和挖掘深度信息 [2]。在本研究中，利用

CiteSpace 5.8.R1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并用 Excel 作图。

通过展示作者合作、组织合作、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

突发词等方式，找到隐藏规律，探索高等教育属性的前沿和

趋势。

3 中国高等教育属性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3.1 中国高等教育属性研究的研究力量知识图谱
分析近几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属性研究的作者共现图

谱和研究机构共现图谱。从中国高等教育属性研究作者共现

图谱可知，作者节点数 N 为 157，连接数 E 为 61，整体呈

现研究者独立研究为主，合作研究为辅的态势。根据普赖斯

定律，核心作者的发文量标准计算方法为 maxnm = ，而 nmax

为 3，计算出 m 为 1.75，意味着近二十年高等教育属性的研

究者最低发文数量为 2 篇。由中国高等教育属性研究机构共

现图谱可知，开展高等教育属性研究的研究机构大部分是高

等学校的教育研究机构，排名最高的是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

学研究所、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所。在图中，研究机构的节点数 N 为 217 行，E 行数为 45 行，

说明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少。

3.2 中国高等教育属性研究现状的热点聚类分析
中国高等教育属性的关键词聚类分析。聚类分析的 Q

值为 0.768 大于 0.3，S 值为 0.9516 大于 0.5，说明聚类结构

显著且合理。第一板块聚合值是 20，是对高等教育的研究，

主要的核心关键词是高等教育、中国特色思想形态制度、公

共产品等。第二板块 SIZE 值为 18，是对第三产业的研究，

共现的核心关键词主要有公益性、大众化、办学体制、市场

经济等。第三板块 SIZE 值为 17，是研究高等教育相关属性，

共现的核心关键词有内涵、价值属性、文化属性、社会属性、

经济属性等。第四板块 SIZE 值为 17，这是对研究生教育的

研究。其核心关键词有办学定位、专业学位、课程设置、教

学评价、学生评价等。第五部分的大小值为 15，是对认识

论的研究，其核心关键词是学科、高等职业教育和基本属性。

第六板块 SIZE 值和第五板块一样为 15，是来研究成人高等

教育方面，关键词有发展战略、理论研究、育人本质、教育

产业化等。在新时期，中国教育发展的总体方向是教育现代

化，总体目标是建设一个强大的教育国家，总体任务是培养

美德，总体要求是办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

3.3 中国高等教育属性研究的前沿演进分析
利用 CiteSpace 的突变检测算法从文献中提取突发词，

对快速变化、高出现频率的词进行有效的分类和跟踪，从而

掌握高等教育属性的发展趋势和动态。本研究起始于 2000

年，在该节点出现了“产业属性”“产业化”“市场经济”

等突现词。2004—2009 年为“产业性”“公益性”“受教

育者”“专业学位”等关键词。在近二十年高等教育属性

研究突现词的图谱中，10 年开始突现的关键词有“高职教

育”“办学定位”“教育属性”“本质”“内涵”等。高等

教育的相关研究逐渐从宏观转为中观，且从上一阶段的外在

属性转向研究高等教育属性的内涵与本质。其中“高职教育”

突现于 2010—2019 年，高职教育是一种独特的教育类型，

其产生与迅猛发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重学术性、轻工程性

的旧格局，推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相融合，育人目标进一

步深化为高素质人才培养，高等教育的教育内涵和教育功能

也更加丰富 [3]；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任务完成，进入内

涵建设的关键时期，对于参与高等教育主体的办学定位进一

步明确，高校办学定位必须针对中国国情、面向社会需求，

促进办学定位的多元化发展，培养出一支数量多、技术精、

素质优的人才队伍；高等教育属性研究由外在形式转为本质

和内涵。近些年突现的关键词包括“国际化”“普及化”“基

本属性”“民办高校”等，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在

新时代背景下转为内涵式发展，内涵发展是指将国际、跨文

化和全球层面的维度整合到高校和国家各级高等教育的目

的、功能和传播过程中。14 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在向普及

阶段转变，应重新建立对高等教育的认识，而专业具有职业

性与学术性的双重属性，是连接社会需求与学校教学之间的

纽带和桥梁，专业教育的重要性再次得到确认，专业教育模

式也面临着阐释高等教育日新月异的变化，着重审视自身内

涵，确立中国特色教育模式的挑战；随着研究逐步深入，高

等教育的多重属性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共识，需进一步对高等

教育的基本属性进行界定，并延伸出基本属性和双重属性两

个名词，有基于高等学校实现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履

行公共职能的行为来支持公共性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属性这

一观点 [4]，也有从高等教育服务角度分析其具有个人和社会

“双重属性”，双重属性又会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产生多方

面的影响。

4 数字变革时代下高等教育属性研究的启示

4.1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数字变革时代下高等教育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将数

字变革和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相融合，从课程、专业、学科三

大方面开展高校改革，建立一个开放共享、融合创新、公平

包容、合作共赢的新型高等教育。数字技术的充分应用将会

对高等教育的教学模式、学生评价、学生支持等都产生深

远影响，数字与教育的融合会带来知识传播范围更加广泛、

课程系统个性化发展、学生参与度扩大等变化，而知识获取

的便利性会促进高校多方面提升教育质量。在教育改革过程

中应该将数字变革看作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机遇，同时也

要坚持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立德树人、总宗旨是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高校立德树人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三大

方面，分别是实现个人理想的时代价值、助力高等教育发展

的时代价值、推动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时代价值 [5]，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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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对数字变革时代高等教育属性发展的重要性已经不言

而喻。

4.2 由学科导向向行业需求导向转型
学术界目前对高校类别达成的共识是可以分为三大类，

即研究型大学、应用型院校、职业技能型院校 [6]，对标世界

一流大学进行中国高等教育的深入改革。数字变革时代背

景下，传统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满足发展需求，人才

培养模式势必要从以学科为导向向行业需求导向转型，必

须始终坚持学科分类分层逐步改革，夯实传统学科的基础，

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把握未来社

会发展的变化，对学科建设进行调整和优化；学科建设要抓

重点、抓要素，在确立正确方向基础上，高校学科建设必须

抓住教师队伍、基地、项目等重点要素，根据具体情况对

要素进行筛选优化；学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关键任

务依旧是抓住重点过程，关注产学研融合、学科交叉发展等 

方面 [7]。

4.3 由专业细分向社会经济服务调整
专业结构是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传统的

专业细分培养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这

就需要高校根据自身条件，结合国家政策法规对专业目录做

出适当的动态调整，进而形成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多学

科专业组合，推动社会需求与高校专业的匹配程度。数字变

革时代的来临使得资料获取变得更加便捷，也使得不同专业

之间的壁垒变薄，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都助推高校建立一个

动态的专业调整机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立足高校

自身的办学特色及现有的专业布局，精准抓住社会经济发展

对人才的需求缺口，通过动态的专业调整来提升高校专业设

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匹配程度；专业调整需要遵循科学方案

来实施，在动态专业调整过程中应根据就业需求、师资力

量、生源质量等针对专业调整进行评估，并根据结果采取不

同的调整措施；专业调整必须协调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应打

破传统的专业限制，以提升办学质量、注重就业导向为调整 

方向 [8]。

4.4 由课程服务经济向引领经济发展转变
高等教育课程改革需回到课程本身，从课程自身结构

入手，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来实现培养新型人才的目的，

课程改革要素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

价四大板块：第一，课程目标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预计，数

字变革时代无论是信息获得的便利性还是信息传播的广泛

性都对学生的学习习惯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外在要素的转变

反推高等教育课程目标的转变，实现知识、能力、社会需求

三者统一。第二，课程内容是课程核心要素，应顺应数字化

趋势发展，重点聚焦在课程核心概念，围绕学科发展的历史

脉络进行内容设计，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

第三，课程实施程度决定课程改革的实际效果，涉及学校、

教师、学生及社会四者的思想观念转变，所以课程实施需要

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改革。第四，课程评价是对课程改革的

及时反馈，要坚持学生是评价主体，调动学生参与课程的积

极性，尊重学生个体差异性，考核方式要多元发展不能局限

于考试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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