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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程教育认证研究的现状、热点及趋势

——基于CiteSpace 的核心期刊文献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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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择 2005 年以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 222 篇工程教育认证相关的核心期刊文献为研究样本。借助

CiteSpace5.7R5W 软件，从发文量年度变化趋势、作者情况、关键词共现、关键词突现和研究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一是我国工程教育认证研究数量整体呈逐年增加趋势。二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研究的对象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但是

目前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三是工程教育认证的研究主题较为丰富，涵盖了制度借鉴、制度认知、本土认证体系

建构以及效果影响等方面，并着重研究了工程教育认证效果影响和认证制度借鉴方面。但是，制度认知和本土认证体系构

建方向研究仍较少。四是工程认证研究的教育方法主要集中于将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s-Based Education，简称 OBE）、

持续改进、以学生为中心这三个理念融入到工程专业培养和课程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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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程教育认证的不断发展与深化，学术界也日

益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程教育认证作为保障高等教育质

量和促进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在推动教育体系优化升级、

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虽然在工程教育认

证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已经有了许多反思和经验总结 [1]-[3]，

然而对于我国工程教育认证研究的元分析和全貌描绘却仍

相对匮乏 [4]。本文利用 CiteSpace 工具对核心期刊文献进行

可视化分析，系统呈现我国工程教育认证研究的现状、热点

和趋势。深入挖掘文献，揭示了该领域的发展轨迹和不同期、

领域的联系与变化，分析前沿议题和关键问题。通过量化和

定性分析学术成果，绘制知识网络图谱，展示引用关系和合

作网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工程教育认证研究的知识结

构和演化趋势。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工程教育认证研究的发

展脉络，揭示热点问题和未来趋势，为学者、从业者和政策

制定者提供参考和指导，推动我国工程教育认证体系的不断

完善和创新。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具有较高质量和代表性的文献来源是实现科学计量的

知识图谱分析的前提条件。在中国知网中文数据库中，以“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 工程专业认证制度”为主题，以学术期刊

“北大核心”“CSSCI”为条件，将 2005 年 -2023 年 8 月

为时间节点，进行“精确”检索。在剔除访谈、评论、报告

等非研究性文献及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后，最终获得有效文

献 222 篇。

1.2 研究方法

利用 CiteSpace5.7R5W 软件对相关论文进行分析。其中，

将 RefWorks 格式文献数据导入 CiteSpace，设置时间模块是

2005—2023 年，按 1 年进行切片，并进行网络裁剪，其他

模块选择默认设置 [5]。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文量随时间的分布情况

核心期刊研究论文发表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

领域研究的热度 [6]，据统计发现：从 2005 年到 2015 年，工

程教育认证研究文献数量波动较大，但总体呈上升趋势。

2016 年至 2020 年，研究文献数量缓慢上升，进入相对稳定

阶段。2022 年达到峰值，有 39 篇相关研究文献，反映了学

者对工程教育认证研究的高度兴趣。这种现象与当时国内外

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

持续变革 [7]，工程教育认证作为提升教育质量和适应社会需

求的关键手段，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同时，2022 年也

是后疫情时代恢复与调整的时期，这导致了工程教育领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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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线教育、远程教学等新模式下认证标准与流程的研究和

探讨达到高峰 [8]。

图 1 

2.2 研究论文作者情况

共有 340 名研究者开展了相关研究，58 位研究者独立

或与他人合作发表了 2 篇及以上论文，占总数的 17.1%；在

58 位研究者中有 2 位发表了 8 篇论文，1 位发表了 7 篇论文，

2 位发表了 4 篇论文（详见表 1）。这些数量较多的高产研

究者可能代表着工程教育认证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们在

该领域的持续贡献对于推动工程教育认证的发展和完善具

有重要作用 [9]。此外，我们还进一步关注了这些活跃研究者

的研究领域和合作网络。这样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工程教育认

证研究领域的研究重点和学术合作关系。

表 1 作者发表研究论文数量情况统计表

发表论文数量（篇） 学者人数 占总数比（%）
8 2 0.6%
7 1 0.3%
6 2 0.6%
4 1 0.3%
3 21 6.2%
2 31 9，1%
1 282 82.9%

2.3 关键词共现分析

通过 CiteSpace5.7R5W 软件分析工程教育认证研究领

域，时间跨度为 2005—2023 年，时切片为 1 年，关键词选

项为 Keyword，Pruning 设置为 Pruning sliced networks。生成

的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有 324 个节点、789 条连线，网络密

度 0.0151，反映了该领域多个方向之间的紧密关联，验证了

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和互相关联性。关键词频次排序揭示了研

究热点和关注重点。其中，“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以 86 次

频次居首，中心性高达 0.83，凸显了专业认证成为工程教育

领域的核心议题。其次，“专业认证”以 78 次频次，中心

性为 0.63，强调了专业认证在工程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其

他高频关键词如“工程教育”和“教学改革”指示了研究者

关注在工程教育中实现有效认证和教学改革的问题。这为深

入研究提供了指导方向。[10][11]

注：N=324，E=789（Density=0.0151）

图 2 2005 年 -2023 年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研究核心期刊文献关键词

共现性图谱

表 2 研究文献的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统计分布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1 86 0.83 2005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2 78 0.63 2005 专业认证

3 63 0.4 2005 工程教育

4 22 0.17 2006 工程教育认证

5 14 0.07 2018 教学改革

6 11 0.05 2006 认证标准

7 10 0.05 2014 毕业要求

8 8 0.05 2006 工程专业认证

9 7 0.02 2009 华盛顿协议

10 7 0.03 2006 高等工程教育

2.4 关键词突现分析

通过 CiteSpace5.7R5W 软件分析 2005—2023 年我国工

程教育认证研究的突现性关键词，排名前 11 的关键词包括

“高等工程教育”、“教学改革”、“认证标准”。这表明

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高等工程教育质量、教学改革探索和认

证标准的制定与优化。突现时间的长短反映了关键词受关注

的持续程度，例如，“专业认证标准（2008-2013）”和“教

学改革（2018-2023）”突现时间为 6 年，表明这些主题在

相应时间段内持续受到关注。“教学改革”和“毕业要求”

是近年来的热点关键词，反映了工程教育认证研究对于教学

改革和毕业要求的关注。这可能与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社会

需求的变化密切相关。突现性关键词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关于

我国工程教育认证研究热点和趋势的线索，揭示了研究重点

的演变和特定主题的持续关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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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5 年 -2023 年我国工程教育认证研究领域排名前 11 的突

现词 

3. 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工程教育认证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

一是我国工程教育认证研究数量整体呈逐年增加趋势。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研究文献最早出现在 2005 年，计有四

篇，其中三篇的作者是张彦通、李茂国和张志英，另一篇的

作者是韩晓燕、张彦通。2008 和 2009 年出现两个小的高峰

期，在 2014 年之后数量大幅增加；从研究内容来看，多为

介绍国外（境外）经验，这为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实施提供

参考的制度借鉴。之后在 2014 到 2019 研究国外经验的文献

又增多；反思性文献集中于 2017 年，以李志义学者为代表

对当前工程教育认证的实施产生的问题以及如何继续推进

发表意见；而本土认证体系建构主要集中于 2014 到 2017；

与认证的社会效果相关的研究从 2013 年开始持续不断增加。

二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研究的对象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

育，但是目前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而对高等教育

中专业认证的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互动较多的专业包括材

料类、测绘类、机械类、安全科学与工程类、自动化类、电

子信息类等。工程教育认证对工程教育影响较大的是实践和

实验方面。三是工程教育认证的研究主题较为丰富，涵盖了

制度借鉴、制度认知、本土认证体系建构以及效果影响等方

面，并着重研究了工程教育认证效果影响和认证制度借鉴方

面。但是，制度认知和本土认证体系构建方向研究仍较少。

四是工程认证研究的教育方法主要集中于将成果导向教育

（Outcomes-Based Education，简称 OBE）、持续改进、以

学生为中心这三个理念融入到工程专业培养和课程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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