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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关于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占据核心主导作用的因素尚不明确，且已有的研究缺乏对其高效实

践路径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分析。文章基于知识图谱法对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归纳和总结，

通过梳理该研究领域 2016 年至 2024 年的相关文献，对该研究领域的科研发文量、研究热点、研究演进趋势进行

可视化呈现和对比分析。通过对该领域已有文献进行深入剖析，研究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核心主导因素，分

析其高效实践路径和作用机制，为后续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支持方向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职业教育；可视化分析；CiteSpace；实践路径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2024 年度课题研究成果（TER2024-

009）；万达开乡村振兴发展研究中心 2024 年度项目资助（xczx2024-15） 
【收稿日期】2024 年 11 月 9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12 月 26 日   【DOI】10.12208/j.ije.20240073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tren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 

Ruizhi Liu1, Houhong Ren1, Guangqin Pan1, Zhicheng Zheng1, Yang Yang2 

1Da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Dazhou, Sichuan 
2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Abstract】At present,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central and dominant rol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not clear, a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lacks an analysis of its efficient practice pathways and mechanisms of 
action. The article uses a knowledge graph method to summarize and summarize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sorting out relevant literature from 2016 to 2024 in this research field, the article visualizes and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utput, research hotspots, and evolution trends in this field. By conducting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core and dominant factors that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vocational education, analyzes its efficient practice pathways and mechanisms of action, and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support dire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Visualization analysis; CiteSpace; practice approach 
 

引言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1-2]，2023 年中央一号

文件[3-4]提出“大力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深化

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这将职业教育发展与乡村振兴

战略紧密结合，明确了职业教育在乡村人才供给与创

新活力注入中的重要作用。职业教育直接面向社会培

养技术技能型劳动人才，往往是支撑乡村发展极为重

要的人才源头，其培养的学生正是未来扎根乡村的主

力军[5]。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

性转移，职业教育作为培养职业技术人才的重要教育

基地，应充分发挥自身办学和教学优势，与乡村振兴战

略相融合，共同推动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围绕职业

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研究内容也逐渐增加。但关于职

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已有综述性研究对其高效实践

路径及其机理并不明析。这将导致该研究领域未来的

支持方向不明确、重复研究增多、实践效率低下等问题。

为解决以上问题，同时提出高效的实践路径。因此，本

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数据的主要来源，

基于知识图谱法对现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文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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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析和知识结构的可视化呈现，梳理职业教育促

进乡村振兴的研究主题、研究热点及研究趋势，提出职

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高效实施路径，为后续职业教

育促进乡村振兴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 

以“职业教育”和“乡村振兴”为检索主题，检索时间为

2016 年-2024 年。为确保文献的质量和可靠性，本研究

仅选取“北大核心”及以上级别的期刊。在系统自动筛

选的基础上，对不相关文献进行人工摘要识别和筛选。

经过自动和人工筛选后得到 261 篇与研究主题相关的

有效文献，以 Refwords 格式导出，供后续的可视化分

析使用。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为文献计量学中的知识图谱理

论 [6]。研究采用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进行知识图

谱的构建 [7]。科学知识图谱显示的网络结构可以有效

代表某个研究课题的信息格局，实现对研究领域潜在

演化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前沿方向检测，并提出关键文

献、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8]。因此，采用 CiteSpace 构
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研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

并进行综合分析。 
2 结果量化分析 
2.1 发文量分析 
论文年度发表的数量是衡量学术界对该研究领域

关注程度的指标之一，基于 Origin 软件对近年来职业

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年度发文量进行统计，如图 1 所

示。 

 
图 1  “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年度发文量（2016 年

~2024 年） 

由图 1 可知，“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研究

趋势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初始阶段（2016 年~2017

年），此阶段是该研究方向的萌芽阶段，学者们对该研

究领域还处于探索，研究角度较少，发文量少，在此阶

段学者张志增[9]最早探索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发展

关系，其提出了推进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路，坚

持农村职业教育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服务的办学方向。

增长阶段（2018 年~2020 年），在此期间“职业教育”

与“乡村振兴”的研究发文逐渐呈现上升趋势，文献数

量呈现出稳定的增长。稳定阶段（2021 年~2023 年），

随着“三农”工作重心的转移，对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视

程度提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政策重点，这一时期

的年度发文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由于 2024 年的数据不

完整，其参考价值有限。 
从图 1 中的趋势线可以看到，未来关于“职业教

育”与“乡村振兴”的研究趋势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但

其增长速度和政策支持力度呈显著正相关状态。 
基于CiteSpace对近年来该研究领域发文具有代表

性的作者进行分析，经过数据统计，表 1 为发文数量

为 3 篇及以上的作者。在该研究领域发文最多的为朱

德全[10]，截止目前发表关于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

研究文献为 21 篇，该作者主要从事职业教育、教育理

论与管理、中等教育等研究。其余发文量较高的作者包

括：马建富[11]、张旭刚[12]、林克松[13]等。根据普莱斯

定律公式计算[14]出本研究中高产作者的阈值为 3.39，
故发文量大于 3 的作者即视为高产作者。经统计，文

献中高产作者文献数量为 55 篇，占比为 21%，这表明

我国在“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领域的科研合作较

弱，发文呈现出较为分散的现象，还未形成一批具有高

影响力和高产的核心作者及科研团队。 

表 1  作者发文量 

序号 姓名 发文量/篇 发文时间 

1 朱德全 21 2019-2022 

2 马建富 6 2018-2020 

3 张旭刚 6 2018-2020 

4 林克松 4 2020-2021 

5 闫广芬 3 2019 

6 王志远 3 2020-2021 

7 唐智彬 3 2021-2023 

8 沈军 3 2020 

9 谢元海 3 2019 

10 杨磊 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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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对研究主题的精炼总结，通常出现频率

较高的关键词是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将 261 篇“职

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文献导入 CiteSpace 中，参

数设置中“Time Slicing”（时间分隔）：为 2017—2024 
年，“Years Per Slice”（最小统计时间）：为 1 年，“Node 
Types”（节点类型）：为 Keywords，“Pruning”（网络

剪裁）：为 Pathfinder，构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

兴”关键词可视化知识图谱，如图 2 所示。图 2 中各

个关键词节点大小代表关键词引用次数。排序依次为

“乡村振兴”、“职业教育”、“民族地区”、“产教融合”、
“共同富裕”。 

 
图 2  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关键词知识图 

聚类分析是统计数据分析和知识发现的常用方法，

用于识别隐藏在文本数据中的语义主题[15]。根据术语

的相对相关程度，聚类分析可以将大量关键词分为若

干个研究主题，这有助于在研究领域内确定研究主题

及其相互联系[16]。本文对聚类的计算采用对数似然比

（ LLR） 算法，共生成 9 个聚类，如图 3 所示。本

次聚类的模块化 Q 值为 0.6543 大于 0.5，表明聚类结

构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 S 值为 0.9549 大于 0.7，表明

聚类合理。9 个聚类分别为：#0 职业教育、#1 乡村振

兴战略、#2 产教融合、#3 实践路径、#4 实践困境、#5
路径、#6 乡村产业、#7 精准扶贫、#8 脱贫攻坚。 

基于图 2 和图 3 所示结果，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进行归纳并总结，得出当前在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

的热点研究主题为推动产教融合、发展乡村产业、促进

民族地区发展。 
2.3 研究趋势演进分析 
对研究趋势演变进行分析，有助于学者们更好地

把握该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图 4 是该研究领域

关键词的发展时间线分析，关键词时间线主要用于展

示主题随时间变化的演化过程。在同一聚类节点按照

时间顺序排列的水平线上，可以得出各个阶段的研究

热点。 

 
图 3  关键词聚类分析 

 
图 4  关键词时间线分析 

由图 4 可知，2017 年~2019 年间，学者们对该研

究领域的发展处于摸索，研究范围较广，研究重点较多。

总结和归纳出此阶段的研究重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研究较多，学者们对职业教育在乡村振

兴中的功能定位、发展路径、发展问题、发展策略等原

理和理论展开相关的研究，马建富[17]对乡村振兴战略

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培训的功能定位及支持策略展开

了理论研究，提出必须构建现代职业教育培训支持体

系，促进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分类设计培训方案，提升

农村职业教育培训效能；瞄准贫困人口，增强贫困群体

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此阶段

正值我国全面脱贫时期，脱贫攻坚的方式方法和政策

导向，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吴一鸣等[18]指出，在乡村振

兴中，职业教育是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生力军”，要重

点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服务作用。 
2020 年~2022 年间，随着 2020 年我国实现了全面

脱贫的目标，精准脱贫和脱贫攻坚的研究热点开始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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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消退。2020 年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脱贫攻坚

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

心的历史性转移。此阶段学者从研究原理和理论转向

乡村振兴实践路径进行探讨和研究。在这个期间学者

们更多的是对实践的方法、实践问题、实践的方式进行

探讨，郑绍忠[19]对高职院校助力乡村振兴进行了探索

和实践，其提出高职院校助力乡村振兴的三个实践要

求：发挥教育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改善基础条件。同

时，在此阶段学者们对职业教育促进乡村产业，带动乡

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展开了相关的研究，唐智彬[20]对高

职院校融入乡村产业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其提出高职

院校服务产业的三个重点：构建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

业的平台与机制、完善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服务乡村产

业振兴的实践框架、促进高职教育全面融入乡村振兴

全过程。 
2023 年~2024 年间，经过对该领域理论和实践的

探讨和研究，学者们已经对该领域的研究原理、研究方

法、实践路径和研究热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该阶段需

要学者们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展开创新研究，挖掘职业

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研究潜能。李雪莉[21]利用 PEST-
SWOT 模型分析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

其提出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对接地方产业需求、消

弭社会公众偏见、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未来需要结合乡

村振兴的五个维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继续展开多方位相关研究。 
3 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实施路径分析 
结合现阶段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热点

和趋势，系统性地提炼出高效的实施路径，可以为政策

制定者、学术研究者以及社会各界提供科学的决策依

据和行动指南。 
3.1 培育乡村振兴专项人才 
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是基本保障。在乡村振兴中职

业教育需要立足乡土人才规划建构人才培养新体系，

聚焦乡土人才培育建构人才培养新内容，服务乡土人

才成长建构人才培养新渠道[18]。职业教育需打破城市

化作为现代化唯一选择的社会认知，强化乡村在现代

化中的独特价值和功能，为高素质人才投身乡村振兴

奠定思想认识基础，职业院校担负起乡村振兴的宣传

工作，激发职业院校师生的乡村振兴意识和使命。职业

院校作为教育高地，应充分考虑乡村振兴的人才需求，

调整和优化职业院校的专业结构，增设与乡村振兴密

切相关的专业，如现代农业技术、农村电子商务、乡村

治理与服务等。及时更新课程内容，将乡村振兴的实践

案例和最新政策融入教学中，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思维。从实践出发，深入乡村地区实地调研，准确

把握乡村振兴在不同阶段的专项人才需求，涵盖农业

技术、乡村规划、生态保护、文化旅游等领域。同时，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引进具有乡村振兴实践经验的专

家和学者，提升教学质量和专业指导水平。 
3.2 针对性打造校地合作共同体 
建立协同发展机制，是促进校地融合的基础。职业

院校要坚持科学办学定位，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

服务乡村振兴事业深度融合。职业教育应该根据自身

特点及人才培养需求，以产业与市场为导向，建立校企

协同育人的办学机制，建立乡村“学徒制”班，根据乡村

产业的需要进行培养，使育人更有时效性与针对性，力

争打造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利益共同体[22]。高职院

校应加强顶层设计，促进校地协同，会同地方政府制定

服务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发展的合作方案，并纳入双方

发展规划，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构建校地共生平台，聚

合涉农主体，搭建农业产教联盟平台、合作育人平台、

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平台、乡村振兴科技服务平台，构

建“主体聚合、平台支撑、空间贯通、产教融合”的乡村

产业发展共生圈。“校村企”融合发展，搭建“校村企”融
合发展长效机制，探索建设乡村振兴产业学院，增强职

业院校对乡村产业的人力供给能力，创新乡村产业应

用技术与智库服务，强化乡村振兴人才职业培训[23]。 
3.3 加强培育乡村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 
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

发展产业，创造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推动乡村经

济发展。推动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加强产教融合平

台建设，改进县域产教融合治理；促进有效衔接，完善

高职教育融入乡村产业的实践框架；培育生态，实现高

职教育融入乡村振兴的全过程[20]。职业院校以自身办

学特点，打造特色产业平台，实现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

乡村特色产业的有效对接，建设乡村振兴学院、乡村产

学研示范基地、乡村创新创业基地等，为乡村产业经济

发展搭建平台[24]；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乡村

通用性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加强智慧农业产业中关

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支持国家建立农业实验室、农业创

新中心等平台。提升科技服务农业能力，加快数字技术

的研发与创新。职业院校主动承担培训农业劳动者的

数字技术能力，全面提升农业劳动者数字素养，夯实产

业数字化人才基础，提升农业劳动者的数字技术应用

能力，为乡村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支持。 
3.4 民族文化培育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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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解决民族地区“三农”问题、促进就业

再就业的重大举措，对振兴民族地区经济，推动社会进

步，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和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作用[25]。职业教育促

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四个维度：一是民族地区职业

教育要与乡村产业结构匹配，帮助学生"从乡土情怀到

‘用武之地’"，从而使人才留得住；二是民族地区职业

教育要契合乡村的发展需要，开展"技能型人才的‘个性

化’培养"，从而使人才靠得住；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

要将"乡土责任教育和个人理想教育融合"，从而使人才

能沉入乡村振兴一线；四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助力

乡村人才"基于持续创生的自我实现"，从而实现社会价

值和自我价值的统一[26]。 
4 结论 
1）随着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职业教育在乡村振

兴领域的研究热度和发文量持续增加，未来将有更多

学者投身于该领域的研究工作。然而，发文作者分布呈

现出明显的集中现象，即少数作者发表了大量文献，而

大多数作者的发文量相对较少。目前，该研究领域尚未

形成具有高影响力和高产的核心作者及科研团队。因

此，未来高校之间、学者之间应加强合作，建立协作研

究网络，共同营造积极的合作研究氛围，以促进知识共

享和研究深度。 
2）现阶段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核心主导因素

为产教融合、乡村产业、民族地区三个方面。在此基础

上，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在现有成果之上进行创新性

拓展，深入探索职业教育对于乡村振兴的潜在作用和

影响，以充分挖掘其研究潜力。 
3）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高效实践路径为培育

乡村振兴专项人才、针对性打造校地合作共同体、加强

培育乡村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民族文化培育赋能乡

村振兴，多方位的实践路径将加速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进度，并为乡村的全面发展提供全面支持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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