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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研究的
动态、热点与趋势
———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孙 刚 成,左 晶 晶
(延安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陕西 延安716000)

摘 要:为从整体上审视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的发展状况,笔者借助相关文献,通过文献计量法

和可视化分析法,从文献数量、作者构成、机构分布、研究热点和演进趋势等维度来分析我国职业教育“双师

型”教师研究的发展动态、热点与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展望与建议。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教育“双师型”教

师研究的文献数量整体呈上升并伴随小幅度波动的趋势;发表文献中合作群体较少,独立作者较多;发文机构

间合作较少,独立研究机构较多;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从生产要素角度对“双师型”教师进行研究,从校企合作

角度着手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从兼职教师角度弥补职业教育教师技术能力的缺失,从借鉴国外“双师

型”教师培养模式角度打造我国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等4个方面;呈现出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范围逐渐拓

宽、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基于此,笔者提出优化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激励机制、提高职业教育

“双师型”教师核心素养、搭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平台、构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评价体系等4点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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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培养“双师型”教师作为我国在特定阶段提出来的

旨在解决职业教育教师技能缺失问题的一项针对性政策措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2018年1月,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使教师

在素质、能力、创造力上获得提升,并以骨干教师、卓越教师以及教育家为目标对教师进行有目的的

培养,努力打造出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因此,从整体上对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在当

下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的热点、发展趋势进行探讨是非常必要的。
鉴于目前我国对于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研究的热点与趋势进行分析的文献较少,笔者运用

CiteSpace———一款着眼于分析科学文献中蕴含的潜在知识,并在科学计量学、数据信息可视化等

学科和技术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可视化软件[1]———对检索出的职业教育

“双师型”教师研究文献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通过分析知识图谱呈现出的规律与分布情

况来探究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研究的动态、热点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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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工具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陈超美教授研发的CiteSpaceⅤ以及知网数据库自带的可视化分析软件为研究工具。

选择的文献数据库是CNKI(中国知网)。笔者以“职业教育”为主题检索词,以“双师型”为篇名检

索词,数据检索起止时间为“1997年8月31日至2018年8月31日”,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在

CNKI中共检索出1595篇文献,经过逐一筛选,剔除非学术类文献,保留有效文献1434篇。再以

“RefWorks”为输出格式,以“download_***.txt”为文件名进行下载,打开CiteSpaceⅤ,按要求

输入文献题录,进行格式转换,设置时间区域为“1997至2018”,并把时间跨度设置为两年一切割,

选择关键词为节点类型。在完成上述操作后,选择可视化,得到相应的文献数据和图谱,然后进行

系统分析形成研究成果。

二、研究结果分析

(一)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发展研究文献数量分析

对某一领域的文献数量进行分析,能够帮助研究者与相关人员迅速了解该领域在某段时间内

的论文数量变化情况、掌握文献研究起始时间以及预测未来文献量的发展趋势等[2]。为了解职业

教育“双师型”教师的发展情况,研究者借助文献计量学软件,对在1997年至2018年间公开发表的

文献进行了数量统计。结果表明: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发展研究在整体上呈现上升并伴随小范

围内波动的趋势。

依据文献数量统计结果,研究者将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的发展研究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1997年至2004年,这一阶段是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理念的提出与内涵深化的时期,从整体

上看,该阶段发展较为平缓,发文量保持在个位数且各年上下浮动不大;第二阶段为2005年至

2013年,这一阶段是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研究快速发展的时期,学者们对该领域主题的关注度

明显上升,这主要得益于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关政策,从制度保障层面上解决了“双师型”教师队

伍在建设与发展上存在的问题[3],在政策及制度的指引下,2009年该领域发文量突破100篇,2013
年的发文量达到峰值138篇;第三阶段为2014年至2018年,这一阶段该领域发文量相比前一阶段

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期间,国家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2017—2020年)的意见》,对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这既开创了教师队伍

建设的新局面,也为职业院校教师的发展指明了方向[3]。因此,可以预测,在未来数年内关于职业

教育“双师型”教师的发展研究会逐渐升温,发文量也会逐渐回升甚至超过平均水平,即“双师型”教
师的专业发展仍然会是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内容。

(二)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发展研究作者构成分析

通过对文献作者分布及合作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了解该领域的核心作者情况,以便对该领

域进行跟踪调查。样本统计数据显示,共有806位学者公开发表过与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相关

的文献。其中:发文量最多的学者是李梦卿,共发表期刊论文14篇;其次为钟冬民、赵文平和罗星

海等学者,发文量分别为8篇、7篇和6篇;孙建波、王玉芝、刘春兰、徐东及贺文瑾等学者的发文量

皆为4篇。依据文献计量学著名学者普赖斯(Price)所提出的计算公式[4],N=0.749max,其中 N
代表的是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即当作者发文量大于N时,可以认为该作者位于核心作者行列,

max代表最高产作者的发文篇数。代入公式之后N≈3,即发表3篇及3篇以上论文数量者属于核

心作者行列。经统计,核心作者有22人,共发文131篇,占所选样本总数的9.14%(<50%)。因

此,依据普赖斯定律可得知,目前国内该领域所发表的文章为3篇及3篇以上论文数量的作者是核

心作者,但是,因核心作者群发文量小于总发文量的50%,因此,可以判定该领域尚未形成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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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作者群。此外,通过可视化结果显示(见图1),目前研究国内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发展的作

者之间的合作较为松散,合作群体较少,单独发文的学者较多。其中:较大的合作群有以李梦卿为

核心的包括萝莉、张碧竹、姜维、杨旻组成的合作群体,以及以钟冬民为核心的包括谢琼华、张海燕

组成的合作群;较小的合作群主要有刘春兰和王玉芝、张志勇和刘方遒、梁勇强和徐一周以及古翠

凤和郑思等两两组合的合作群。此外,还有一些发文量较多但属于独立作者的学者,如:罗星海、赵

文平、严新、徐东、曹晔、贾俊玲、贺文瑾、孙建波等人。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国内该领域的

合作群体已经初步形成,其中,大的合作群(3人及3人以上)较少,小的合作群(2人)相对较多,独

立作者且发文数量较多的学者亦不在少数。综上,为促进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研究的可持续发

展,未来需要加强作者间的合作与交流,将该领域的科研力量整合成具有体系化的科研生态系统或

科研团队。

图1 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研究作者共现图谱

(三)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发展研究机构分布分析

探讨研究机构分布特点可以发现某学科领域知识产生、传播、演变的线索,借此评估该机构在

该研究领域的科研实力与对该研究领域的关注程度,从而为该领域内的人才引进、学术交流、人员

培训及深造等提供一定的参考[5]。据统计,国内有94家机构涉足过“双师型”教师的研究,其中天

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发文量最多,为23篇;湖北工业大学、广东省河源市卫生学校、河北科技师

范学院、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和天津大学的发文量分别为19篇、12篇、12篇、11篇和11篇。从

上述机构发文篇数可以发现,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是目前国内在该领域研究成果较多的机构,是

“双师型”教师研究的中坚力量。湖北工业大学及广东省河源市卫生学校等机构也是“双师型”教师

发展研究的主要力量。

此外,通过机构共现图谱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见图2),该领域的研究机构之间合作较少,其

中较为显著的合作群体有以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为中心,包括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湖北大学教育学院、湖北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在内的合作群,还有湖

北工业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和湖北工业大学组成的合作群。除此之外,其他机构皆是单独

发文的机构,如发文量较多的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广东省河源市卫生学校、哈尔

滨职业技术学院、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以及玉

林师范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机构。综上,国内该领域内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范围较小,合作群体只

有零星几个,重要机构之间尚未形成联合,单独研究机构较多。因此,在未来需要加强机构间交流

与合作的力度,尤其是核心机构间的强强联合,如此才能进一步发展与壮大该领域的研究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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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四)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发展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通常是对文献内容的高度提炼,能很好地反映样本的文本特征,即体现该领域的研究热

点。统计发现,1434篇样本文献中共有关键词223个,出现频次不低于20次的关键词有28个。
其中:“‘双师型’教师”一词在该领域文献中出现的频次最高,达到545次;其次为“双师型”“高职院

校”“职业教育”“队伍建设”“校企合作”“培养模式”“兼职教师”“培养途径”等,出现的频次分别为

293次、232次、180次、84次、78次、35次、35次和23次。为揭示关键词之间的内在关系,笔者运用

CiteSpaceⅤ可视化工具,选取节点为“Keyword”并配套合适阈值,生成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见图

3)。从图3可以看出,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结合图谱中自动生成的标签以及对职业教育

“双师型”教师文献的整理分析,将该研究领域的热点内容归纳为4个方面。

图3 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发展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1.从生产要素角度对“双师型”教师进行研究

“‘双师型’教师”出现的频次为545次,中介中心性为0.65,是图谱中中心度最高的关键词,足
见该节点的重要性。同时,其常与“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模式”“高职院

校教师”以及“路径”等关键词共现。有研究者认为,“‘双师型’教师”是我国职业教育中非常有创造

性的概念[6],它是在我国“十年文革”职业教育受到重大破坏后提出的,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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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恢复和发展我国教育的重要措施[7]。对样本特征进行分析后还发现,文献主要从“双师型”教师

的政策与内涵、队伍建设、专业发展以及培养策略等维度着手研究。

从政策与内涵维度分析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的发展,可以发现,1999年是“双师型”教师界

定的分水岭:1999年之前,我国有关政策文件中出现的是“双师型”教师,其代表的是职业教育的部

分教师;1999年之后,我国有关政策文件中出现的是“双师型”教师队伍,范围由部分扩大到了整

体[8]。这既说明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与技能兼具的教师较为短缺的现实,也表明了“双师型”教师

队伍的建设是未来职业教育教师发展的方向。同时,随着“双师型”教师内涵的不断深化,国内学者

对它的阐释也是众说纷纭,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解释有“双职称”说、“双能力”说、“双证”说、“双证+
双能”说、“双师素质”说、“一证一职”说、“双元”说(个体+群体)等[7]。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维

度分析,有学者提出从政策、教师标准以及认证制度3个方面引导并促进“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

设[9]。从“双师型”教师的专业发展维度分析,有学者提出从资金支持力度、政策保障及扩大教师发

展的自主权与学习权等方面着手[10]。从“双师型”教师的培养策略维度分析,有学者立足国际视

角,从教师自我激励、自主培训角度提出了培养策略,强调“双师型”教师要拥有3种经历(高等教育

经历、企业实践经历和育人经历)和3项能力(“教学+实践”能力、“育人+指导学生”能力、“科研+
社会服务”能力),同时要制定“双师型”教师发展的激励措施、完善“双师型”教师的管理制度及体

系等[11]。

2.从校企合作角度着手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校企合作”出现的频次为78次,中介中心性为0.05,其常与“职业教育”“企业实践”“培训模

式”“企业管理”以及“教师企业实践”等关键词共现。通过对文本分析发现,其研究主要集中于校企

合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和校企合作模式两个方面。

在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方面,有学者基于利益原则指出校企合作存在政企、院校、行业、

师生等几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从国家制度政策着手,先进行顶层设计然后逐层落实的主张[12]。此

外,校企双方虽然在观念上对职业教育认可度较高,但在实际行动中存在合作质量不高、合作缺乏

深度等问题。追根溯源,主要是因为在组织管理、合作平台、资金使用、人才培养及思想理念等方面

存在差异。因此,除了已有的解决校企合作中存在问题的措施之外,还可以通过更新企业办学理

念、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出台相关政策、提供项目资金支持等多种手段来激励职业院校主动寻找与

企业合作的机会,从而化解校企合作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13]。

在校企合作模式方面,有学者从所呈现的显性状态把校企合作模式分为订单培养模式、校企共

建基地模式、校企共建园区模式、校企共建二级学院模式、校企联合参与人才培养模式、职教集团模

式等6种[14];也有学者依据校企合作中的时间、空间和组织要素的不同把校企合作模式分为“学年

分段”“阶梯分段”“半工半读”“弹性安排”“订单培养”“教学工厂”“厂内基地”“行业主导”“职教集

团”等9种[15]。此外,校企合作模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没有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合作机构的组织建设有待加强,职业院校没有足够的支撑体系[15],校企合作意识不强,支持校企合

作有效运行的政策制度更新不及时等[16]。对此,需要立足高远,政府要出台政策和方案,行政部门

要多方协调、正确引导,合作单位要面向国际、学习借鉴优秀的经验,通过各方努力来弱化并减少职

业院校校企合作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17]。

3.从兼职教师出发弥补职业教育教师技术能力的缺失

“兼职教师”出现的频次为35次,中介中心性为0.06。同时,其常与“问题”“对策”“启示”“职业

院校”“教师素质”以及“企业管理”等关键词共现,说明大量的研究都提出通过增加具有优秀技术能

力的兼职教师来弥补原有教师在技术能力方面的缺陷。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内

容集中于3点:兼职教师的队伍建设、兼职教师的发展模式和兼职教师的聘用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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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教师作为弥补职业院校技能型教师缺失的重要手段,以及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

人才基础,是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要想建设好兼职教师队伍,需要

具备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如有政策可依、有校企共建平台、有准入标准、有晋级机制、有校企相互

支持与鼓励的合作观念,等等[18]。兼职教师作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技能型

教师的重要补充,其数量和质量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因此,有学者提出兼职教师发展模式应在

坚持数量与质量兼具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合作机制,采取新型的职业教育教师

管理理念与制度,推动兼职教师进入职业院校任教资格认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19]。对于兼职教师

的聘用及管理,有学者提出从职业院校兼职教师的聘用、管理、激励以及考核4个方面着手[20];也
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更新管理理念、建立兼职教师资源库、建立岗位培训制度以及发挥督导体系的作

用等方面对职业院校兼职教师进行有效的管理[21]。同时,教育部也明确要求不同等级的职业院校

必须配备相应的兼职教师。例如:《中等职业学校职业指导工作规定》中明确规定,中职院校每类专

业至少配备1名专业的兼职指导教师,且积极鼓励职业院校聘请企业中优秀的人员到学校进行专

业指导。

4.借鉴国外“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打造我国职业教育教师队伍

“培养模式”出现的频次为35次,中介中心性为0.01。通过对文本分析,总结出我国对“双师

型”教师培养模式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两点:国外“双师型”师资培养模式对我国的启示和我国“双师

型”教师培养模式的探索。关于国外“双师型”师资培养模式对我国的启示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

分析国外发达国家培养职业教育教师的成功经验,如德国职业教育中的终身职业师制、日本的职业

训练指导员制、美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教师证书制等,学者们提出了我国师资培养要重视对准入资格

的把关,要在职业教育师资培养过程中规划并制定相应的考核与评价机制,要重视与鼓励对职教教

师继续教育的培养与培训工作,要明确兼职教师对职业教育的价值与意义等主张[22]。国内目前已

有的培养“双师型”教师的模式主要有校本培养模式、自主学习模式、专业培训机构或院校培养模

式、校企合作模式等4种[23]。

三、研究结论与前沿展望

(一)研究结论

第一,从文献数量统计分析来看,国内研究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发展的文献,其发文量呈现

整体上升并伴随小幅度波动的趋势。其中:1997年至2004年,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发展研究处

于平稳阶段,各年发文量变化幅度不大;2005年至2013年,年发文量呈现显著上升态势;2014年至

2018年,年发文量相比前一阶段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但与该领域年发文量的平均值相差不大。

第二,从作者构成及共现分析来看,研究国内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发展的核心作者已产生,

包括李梦卿、钟冬民、赵文平、罗星海等22人。通过可视化分析发现,目前国内该研究领域合作群

体已经形成,单独发文及小的合作群相对较多,大的合作群较少。

第三,从发文机构及共现分析来看,形成了以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为中坚力量,以湖北工业

大学、广东省河源市卫生学校、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天津大学等机构为

重要研究力量的研究中心。但是,通过机构共现分析发现,各机构间合作较少,独立研究机构较多。

第四,从关键词分析来看,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从生产要素角度对“双师型”教师进行研究、从
校企合作角度着手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从兼职教师角度弥补职业教育教师技术能力的缺

失、从借鉴国外“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的角度打造我国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等4个方面。
(二)前沿展望与建议

如图4所示,在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中,圆圈代表节点,不同的颜色及圆圈大小代表节点的数

53



量随时间推移而呈现的演进关系,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不同节点之间的传承关系,即连线越多,代
表传承关系越紧密。横坐标轴上的节点依时间分布,整体涵盖了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发展研究

的热点演变过程。从图4可以看出,1999年至2009年,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文献的关键词

共现频率较高。在过滤如“‘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等高频关键词后,较为突

出的关键词是“职教师资”“专业发展”“培养策略”“双师素质”等,说明“双师型”教师研究的对象主

要是职业院校,其研究的内容更加注重教师专业发展、教师素质培养、教师自身条件等方面。随着

时间的推进,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研究不断出现新的研究热点。由图4可以发现,从新的研究热

点发展出来的不同主题间的连线逐渐减少,但新老关键词之间的连线仍旧存在传承关系。新的研

究关键词有“工学结合”“发展策略”“培训体系”“管理机制”等,说明研究着重从校企合作、准入门

槛、培训力度、职业素养以及创新创业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综上,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出研

究角度不断深化、研究范围逐渐拓宽、研究视角更加多元的趋势。同时,结合上述分析及热点演进

趋势,笔者提出4点展望与建议。

图4 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发展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

1.优化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作为促进人们努力奋进、积极进取和提高创造性的重要手段,各行各业都需要建立并

优化它。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培育下一代的特殊工作者,国家及社会更需要通过激励手

段来激发他们的职业认同感与自主创造的精神,借助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激励机制来提高教师工

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发展的可持续性。具体而言:在物质

上,提高“双师型”教师的工资水平,并给予一定的培养培训补贴;对获得国家级或省级职业资格证

书的“双师型”教师给予奖励;为“双师型”教师创造更多的学习、交流、进修与深造的机会;在精神

上,为“双师型”教师提供舒适温馨的学习、办公场所,提高教师学习的自主性与愉悦感;定期举办

“双师型”教师技能大赛,对在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教师除了要进行表扬还要使其享有职称评聘

优先权;提高“双师型”教师在职业教育行业内的地位及社会中的影响力;给予“双师型”教师更多可

自由支配的时间,让他们有足够的精力进行学习与“充电”;提高“双师型”教师的准入门槛,让教师

从教育情意上对自己的工作产生高度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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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率先提出,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生活在21世纪的

人们要具备哪些核心的知识、情感、能力与态度才能融入社会,并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前提下促进社

会的发展与进步[24]。2015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

见》中正式提出要加快“核心素养”的建设。可以预见,“核心素养”将成为未来教育发展关注的重

点。褚宏启学者对“核心素养”下了一个定义。他认为:“核心素养是指‘关键的’‘必要的’‘重要的’
素养,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关键少数素养。”[25]在提高学生核心素养的同时,首先需要提升教师的核

心素养。因此,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就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和

教师成长规律,不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由此才能培养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仁爱之心、有
扎实学识的“好老师”,从志业、敬业、爱业、乐业等方面来提高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的核心素养。

3.搭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平台

教师培养与培训作为“双师型”教师建设与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决定职业教育教师素养和教学

水平的重要因素。“双师型”教师平台的建设,可以采取将传统手段与信息化技术相融合的方式,形
成线上与线下结合、虚拟与真实互补的教学形态。这既符合当前“互联网+”的教育理念,也符合社

会发展的规律。因此,这个平台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促进教师培养与培训的可持续发展:工学结

合、校企合作、举办相关主题的学术活动、定期组织教师到企业或者工厂培训学习、邀请企业人员给

职业院校教师开设讲座、通过线上交流或录制视频的方式沟通与学习、通过开发虚拟与仿真操作软

件等方式来搭建虚拟仿真学习平台等。

4.构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评价体系

教育评价具有指挥、导向、诊断以及借鉴的功能,建立与完善评价体系是促进“双师型”教师提

高教育质量、提升教学水平、加强专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因此,在制定评价体系时,既要立足实际,
又要与时俱进,不断地修订与完善评价指标,做到更加科学、客观、公正。因此,在制定及完善评价

体系时,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在评价标准上,可以有相对评价、绝对评价和个体差异评价、常模参

照评价与标准参照评价等;在评价功能上,可以有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上的分阶段

评价等;在评价对象上,可以分为整体评价、单项评价、群体评价、个体评价等。总之,多维度、多层

次、多角度地构建“双师型”教师评价体系并监督评价过程和落实评价结果,可以极大地促进评价的

客观公正以及以评促改评价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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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HotspotsandTrendsofDual-qualificationTeachersin
VocationalEducationinChina:VisualizedAnalysiswithCiteSpace

SUNGangcheng,ZUOJingjing
(CollegeofEducationScience,YananUniversity,Yanan716000,China)

Abstract:Withthehelpofbibliometricmethod,visualizedanalyticalmethodandrelatedliteratureto
examinethedevelopmentof“dual-qualification”teachersinvocationaleducationinChina,researchers
analyzethedevelopmenttrendsandhotspotsofdual-qualificationteachersfromfivedimensionsoflit-
eraturequantity,authoranalysis,organizationdistribution,researchhotspotandevolutiontrend,and
putforwardprospectsandsuggestions.Theresultsshowthatthetotalvolumeofpublicationshasin-
creasedwithsmallfluctuations.Therearefewercooperativegroupsandorganizationsbutmoreinde-
pendentscholarsandresearchinstitutions.Thehotspotsmainlyfocusonfouraspects:theresearchof
“dual-qualification”teachersfromtheperspectiveofproductionfactors,theconstructionof“dual-
qualification”teachersfromtheschool-enterprisecooperation,theremedyforthelackoftechnical
skillsofvocationaleducationteachersfrompart-timeteachers,andthereferencetoforeigncountries
of“dual-qualification”teachertrainingmodetobuildateamofvocationaleducationteachersinChina.
Itshowsatrendofcontinuousdeepeningresearch,broadeningscopeofresearch,anddiversifyingre-
searchperspectives.Basedonthis,itisproposedtooptimizethe“dual-qualification”teacherincentive
mechanismforvocationaleducation,improvethecoreliteracyof“dual-qualification”teachersinvoca-
tionaleducation,builda“dual-qualification”teachertrainingplatformforvocationaleducationand
constructa“dual-qualification”teacherevaluationsystemforvocationaleducation.
Key words:vocationaleducation;“dual-qualification”teacher;CiteSpace;Price Law;vocational
colleges;skilled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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