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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国内“工匠精神”的研究内容及热点演进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王英飞　陈金玲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新时代以来工匠精神一直是研究热点。本文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工具，对新时代以来中国知网 CNKI 收录的以“工

匠精神”为主题的1456篇文献为数据来源，绘制知识图谱，对工匠精神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进行可视化和文本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新时代以来以工匠精神为主题的研究正处于快速增长稳定阶段，尤其是 2016 年以后，文献产量激增。工匠精神的研究层

次逐渐深化，研究热点逐渐凸显，形成了在基础理论和实践应用两个领域各有聚焦的成果分布，研究的热点演变大致经历了内容初始探索、

数量迅速扩张、层次逐渐深化的三个阶段。未来研究中，研究者应该继续深入研究努力，形成多学科齐力构建的独立学科，采用多维度

研究方法，结合实际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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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关键阶段，

国家提出传统制造业升级的 2025、2035 战略规划，这一规划的落

实与实现不仅仅需要制造技术的升级，更需要工匠精神的用心培

育。新时代以来，政府在十九大等各级会议中都连续强调工匠精

神的重要性，指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工匠

精神”等，“这说明政府对工匠精神的高度认可与重视，也反映

了工匠精神对于制造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围绕“工匠精神”开展了深入研究。研究主要聚焦于

工匠精神的历史内涵，学理阐释，价值意蕴与培育路径等方面，

对工匠精神的相关研究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在

梳理已有文献后，进一步研究工匠精神在不同时区段上的研究主

题、研究重点和未来研究趋势，可以为进一步研究工匠精神研究

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了充分把握“工匠精神”的研究热点与

趋势，借助知识图谱分析软件 Citespace 绘制知识图谱，深挖梳理

新时代以来我国“工匠精神”为主题的文献，分析“工匠精神”

的研究内容，探寻其研究热点，为后期的“工匠精神”研究提供

一定的理论借鉴。

一、研究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以“工匠精神”

为主题在CSSCI和核心两种类型的期刊论文中进行高级精确检索，

通过人工筛选和去重，最终选择 2013-2021 年之间的 1456 篇文献

作为此次数据分析的样本文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助目前比 较热门的可视化分析工具 Citespace 软件进

行，采用的软件版本为 Citespace5.3.R4。“该软件由美国雷德赛尔

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陈超美教授研发，专门用于分析某一领域或

学科的热点与前沿，并能以直观的、可视化知识图谱的形式表现

出来”。本文将最终确定的 1456 篇论文按照 Refworks 的格式从知

网上导出，并通过格式转换将其导入 Citespace 软件进行分析，以

此绘制出围绕“工匠精神”的一系列可视化图谱。通过这些图谱

分析出新时代以来我国工匠精神的研究热点与大致演变历程。

二、我国工匠精神研究趋势和特征

（一）文献发表数量分析

通过知网检索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得到工匠精神相关研究的

年度发文情况（如图 1 所示）。发文统计显示，有关工匠精神的

核心论文最早出现在 2010 年，但是在所有核心期刊论文中关于工

匠精神的确切论述最早出现在 2013 年的《论古代工匠精神的价值

意蕴》一文中。后自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工匠精神，理论

界便开始着重对工匠精神进行了相关研究，这一年中年均发文量

出现激增情况，达到每年两百多篇。2017 年十九大再次提到工匠

精神，相关核心论文也是大量涌现，达到了研究数量顶峰。2017

年后几年相关研究趋缓有下降稳定趋势。

图 1　2010—2021 年工匠精神研究领域的发文情况

（二）高产出作者及合作分析

Citespace 提供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研究力量分

析功能”。通过图谱可以比较清晰直观地了解工匠精神研究领域

的核心作者。“核心作者是指在特定研究领域中造诣较深，获得

科研成果相对较多，学术思想与观点较为新颖，同时在大多数学

科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的学者”。

通过对作者分析发现发文量 3 篇以上的学者共有 23 位，发文

量 4 篇及以上的学者共有 12 位（如表 1 所示），排在前两位的学

者分别是李梦卿、潘天波。其中学者李梦卿的核心论文发文 7 篇，

其代表文献为《技能型人才“工匠精神”培养：诉求、价值与路

径》。学者潘天波共发 6 篇核心论文，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为《工

匠精神的社会学批判：存在与遮蔽》。从学者的学科构成看，工

匠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学科领域，虽然对工匠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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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有从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进行了交叉研究，但是这个交叉

研究并未形成体系，因此未来对工匠精神的多学科多角度探究需

要加强。

表 1　2013-2021 年发文量 4 篇以上作者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学科方向 作者单位

1 李梦卿 7 职业教育 湖北大学教育学院

2 潘天波 6
传播文艺

学、社会学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

院“一带一路”研究院

3 李群 5
经济与管理

学科
常州大学商学院

4 庄西真 5 职业教育 江苏理工学院

5 张宏如 5
经济与管理

科学
常州大学商学院

6 程宇 5 职业教育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工

程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技术教

育研究院

7 王靖 4 职业教育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8 游苏宁 4 信息科技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

9 石伟平 4 职业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圣

人教育研究所

10 唐衍军 4
经济与管理

科学
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1 李鑫 4 职业教育 湖北大学教育学院

12 邓宏宝 4 中等教育 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对作者合作网络进行分析，图中节点圆的大代表作者发文数

量多，小则反之，同时节点圆圈的颜色和图谱色调一致代表时间

的远近，作者之间的连线说明作者之间有合作。由图 2 可以看出，

图谱整个网络比较稀疏，其中 Density=0.0044，存在许多孤立的作

者，作者之间的连线也不多。表明工匠精神领域的研究学者存在

一定规模，其中 N=170，但是学者联系交流很少，合作密度不高，

合作关系不明显，并未形成较为稳定的核心作者群和规模较大的

研究团队。

图 2　2013-2021 年工匠精神研究者合作网络图

（三）研究机构共现分析

通过软件分析，得到工匠精神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图

3），通过研究机构合作图，从节点大小与节点间的联系可以看

出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与各研究机构间的合作关系。从图中

可以看出机构之间的连线较少（N=144，E=28），网络密度较低

（Density=0.0027）。说明致力工匠精神领域的研究机构合作交流

不够紧密。所有机构的中介中心性均为 0，表明工匠精神研究领

域缺少能够起到桥梁作用的机构。依据下文图 3 所示，吉林工程

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天津大

学教育学院在此问题上表现比较突出，其中吉林工程技师师范学

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也有与之合作的研究机构。其他大多数研

究机构以独立研究为主，合作不明显。

图 3　2013-2021 年工匠精神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

下文表 2 统计了发文量排名前 10 名的研究单位。从数量上看，

发文量最多的是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教育技术研究院、天

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教育教师研究院和清华美术学院，发文

量比较多的还有南京师范大学和天津大学教育学院。从科研成果

来看，职业技术教育技术学院这些基地的设立还是有必要的。

表 2　2013-2021 年发文量前 10 名的机构统计

序号
研究

机构

发文

数量
序号 研究机构

发文

数量

1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职业教育技术研究院
7 7 人民教育出版社 5

2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职业教育教师研究院
7 8 常州大学商学院 5

3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7 9 西安美术学院 5

4 南京师范大学 6 10
中国劳动关系学

院
5

5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6 11
无锡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
5

6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
5

三、我国工匠精神的研究热点分析

通过对工匠精神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和共词分析，本

研究选取论文中的关键词作为节点进行 Citespace 的共现和聚类分

析，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其他参数保持不变，并对转码处理后

的样本数据以 2 年为时间间隔，阈值选择“TOP N”，阈值设定为

“50”，生成“工匠精神”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4 所示。

图 4 中每个节点是一个关键词，节点越大，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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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表示关键词的共现次数，连线越多表明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越

密切。从图 4 中可以看出，工匠精神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中频次前

十的关键词为：工匠精神、职业教育、高职院校、职业院校、人

才培养、新时代、现代学徒制、高职教育、产教融合和工匠文化（如

表 3 所示），这些关键词代表了过去几年的研究热点。可以看出

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围绕“工匠精神培育”“思想政治教育”“职

业素养”“工匠精神内涵”“立德树人”“校企合作”等方面展开。

图 4　2013-2021 年工匠精神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从理论上来讲，出现频率高的关键词即可认为是该领域的研

究热点，而关键词跟中介中心性也有很大联系，中介中心性越大，

该关键词就越重要。所以由于“中介中心度反映了一个节点在整

个网络中的‘媒介’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研究的热点”。

本研究将关键词的频次和中介中心度统合起来作为研究热点的判

断依据，如表 3 所示。

表 3　2013-2021 年工匠精神研究高频关键词、高中心度关键词

统计

高频次关键词 高中心度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工匠精神 880 1 校企合作 0.57

2 职业教育 90 2 路径 0.52

3 高职院校 77 3 职业素养 0.39

4 职业院校 40 4 产教融合 0.37

5 人才培养 33 5 思想政治教育 0.34

6 新时代 33 6 高职院校 0.34

7 现代学徒制 31 7 内涵 0.33

8 高职教育 25 8 工匠精神 0.33

9 产教融合 24 9 应用型人才 0.28

10 工匠文化 20 10 职业道德 0.26

在关键词共现分析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对关键词进行聚类

分析，采取 Log-likelihood ratio（LLR）算法对每个聚类进行自动

标识，形成聚类知识图谱，如图 5 所示。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围绕

工匠精神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以根据直观呈现的聚类结果，笔者结

合文本分析进一步对聚类结果进行整合，发现工匠精神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职业教育等主要阵地，且不

断拓宽其他研究空间。主要可以归纳为在基础理论研究（#14 思

想政治教育 #13 文化认同 #11 职业教育）和实践拓展研究，其中

又包含行业指导（#3 职业素养）和政策研究（#2 双高计划）等领

域。通过分析总结工匠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图 5　工匠精神研究聚类图谱

（一）工匠精神的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是工匠精神研究的重要层次，这个层次的研究

内容主要包含了工匠精神的渊源起源、内涵意义、培育路径、价

值意蕴等内容的研究。

1. 工匠精神的概述研究

工匠精神的概述研究即工匠精神的相关定义、内涵特征、价

值意蕴等。主要关键词有“工匠”“精益求精”“当代价值”“自

主创新”等。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学者刘建军的《工匠精神及其

当代价值》和《工匠精神的社会政治内涵》，学者夏燕靖的《斧

工蕴道：“工匠精神“的历史根源与文化基因》，学者张苗苗的《思

想政治教育视野下工匠精神的培育与弘扬》等等。学者张培培认

为“各国对实体制造业地再重视、消费社会后期的转型需要、互

联网时代‘个体化生存方式’的回归是工匠精神培育的内在逻辑”。

学者张旭刚认为“当前对工匠精神的热议与解读存在过度泛化和

消费的现象。全面、准确把握现代语境下工匠精神的内涵和价值

需要从其外在表征和内在特质两个层面来剖析”。学者夏燕靖认

为“工匠精神”是历史沉淀丰富起来的时代精神，在历史文化传

承特性上，“工匠精神”塑造与整合了工匠职业的价值观、操守观、

道德观，以及各种造物活动应具有的行为方式和工匠自身应具备

的特质，对“道技合一”境界的追求是“工匠精神”的本质。

2. 工匠精神的形成渊源研究

主要关键词有“传承”“工匠制度”“工匠文化”等。相关

文献有栗洪武的《论大国工匠精神》，杨竣淇的《探究工匠精神

的历史发展及当代价值》等等。学者张迪认为“我国工匠精神的

历史演进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分为孕育、产生、发

展和传承四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学者胡彩霞认为“工匠精神历

经‘古今中外’内涵之演变，‘宁静致远’匠魂之追求，欲达到‘由

枝至道’理想之境界，却不断遭遇现实‘荆棘丛生‘之桎梏”。

学者朱厚望认为“工匠精神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工匠在生产制造中

的内在精神特质和外在技术表现的凝结”。

3. 工匠精神的培育实践研究

主要关键词有“高职院校”“培育实践”“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文献有学者阳作林的《高职

院校大学生工匠精神式微的表现、成因及其对策》，学者于丽的《理

工科院校加强对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研究》，学者孙清华的《西

方国家的工匠精神及其当代传承》，学者陈辉的《如何打破职业

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瓶颈》等等。其中学者阳作林认为“具有优秀



217

2021 年第 11 期 实践探索

基因的工匠精神在高职院校大学生中表现出认知之谜、认同之惑、

践行之困，工匠精神出现式微的困境，提出了要加强顶层设计助

力工匠精神落地、厚植工匠文化土壤助力工匠精神生根、加强阵

地建设助力工匠精神入脑赢心”。

（二）工匠精神的实践拓展研究

实践拓展研究也是工匠精神研究的重要层次。工匠精神的概

念等基础研究是初始几年研究的主要领域，后面几年对工匠精神

培育的政策研究、研究方法深化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渐稳居其后，

从而将工匠精神与实践拓展相结合起来。这个层次的研究内容主

要包含了政策研究，行业引领、研究方法微观化等。

1. 工匠精神的政策研究

工匠精神的政策研究是把当前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

制造业升级、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社会发展等国家战略或社会教

育发展战略与工匠精神的培育相结合。关键词是“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逻辑”“途径”等等。学者任宇把工匠精神作为实现中

国制造强国的基石。学者孔德忠提出“在校企合作模式下，在校

企双方应该重视工匠的作用和地位，在专业课程教学、工匠型师

资队伍的构建、实训基地的建设等方面给出了培养学生工匠精神

的途径”。学者段升森的《信念的力量：工匠精神对组织韧性的

影响研究》，“通过机理分析战略公司能够显著提升组织韧性，

而具有工匠精神的员工更容易达成战略公司，由此工匠精神能够

通过促进战略公司对组织韧性产生积极影响”。

2. 工匠精神的行业引领研究

工匠精神的行业指导研究主要涉及职业教育、出版编辑、互

联网 +、新媒体等各行各业。关键词是“弘扬”“激励”“教育意义”“实

现路径”等。学者坚喜斌和申永刚指出“在图书出版行业也需要

学习严谨专注、注重细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学者栾学东

提出新时代呼唤编辑工匠精神的回归。学者朱于国指出“弘扬工

匠精神，编写优质教材”。他认为“对基础教育教材编写来说，

弘扬工匠精神就要注重传承，追求创新，崇尚质量”。学者王勇

强探索了基于工匠精神的高职院校教师激励策略。学者吕瑞琴探

讨了“工匠精神”视域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3. 工匠精神的实证研究

少部分学者开始进行工匠精神的实证性研究，关键词是“量

表开发”“维度”“扎根理论”等。学者李朋波采用定性和定量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借助社会学上的扎根理论对服务业员工工匠

精神的结构维度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学者朱永跃等的《传统与现

代交融视角下制造业员工工匠精神量表开发及应用》，指出“从

传统性、现代性视角，提出制造业员工工匠精神涵盖的内容，在

此基础上，采用文献分析，专家研讨等方法设计制造业员工工匠

精神初始量表，对全国多个地区的制造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利

用 SPSS22.0 和 MOLUS7.0 对初始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

性因子分析，得到包含 22 个题项的五维度工匠精神量表。最后运

用加权平均法对样本员工的工匠精神进行测评，获得工匠精神总

体及各维度情况，具有一定实践参考意义”。

四、我国工匠精神研究热点前沿分析

新时代以来，工匠精神的研究热点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

时代的演进与政策的发展不断演变，对某个研究主题的研究时间

性上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也体现了工匠精神的研究内容与时代发

展、国家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借

助 Citespace 绘制时间线图（图 6）与突现词分析图（图 7）。

图 6　2013-2021 年工匠精神研究关键词时区图

图 7　2013-2021 年工匠精神研究的凸现词分析图

借助软件生成工匠精神研究的热点时区图谱，如图 6 所示，

热点时区图反映了工匠精神研究领域热点的走向与变迁。通过图

谱和文本进行分析，本文将 21 世纪以来“工匠精神”的研究走向

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2013-2015 年为中国工匠精神研究的起始探索阶段

在 2013 年之前，已经出现了对工匠精神研究的论文，但是在

核心期刊上的发文几乎没有。在 2013-2015 年期间的核心期刊发

文共计 15 篇，相关研究只是就工匠精神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可以

说这个时候学术界对工匠精神的研究相对较为浅显和零散，研究

未成系统，主要以“工匠”和“匠人精神”为主，学术影响力相

对孱弱。

（二）2016-2017 年为中国工匠精神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迅

速增长阶段

2016 年始以工匠精神为主题的发文量迅速增加。形成这一现

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社会制造业发展需要，面对现实需要，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指出“工匠精神”。工匠精神的提出，规

范了学术界对工匠、匠人、匠人精神和工匠精神等概念的使用，

工匠精神开始迅速推广开来，成为制造行业的热词，也成为国内

外学者研究的热词。研究者们开始觉察到深刻把握工匠精神的意

蕴、渊源、培育等问题，工匠精神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进入了

全面深入的探索阶段。

（三）2018 年以来为工匠精神研究的内容和层次逐渐深化阶

段

关于工匠精神的基础性研究是近十年工匠精神研究的主要领

域，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对工匠精神的政策研究，和工匠精神



218

No. 11 2021实践探索

的行业研究等内容稳居其后。工匠精神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

层面的阐释，更多的学者将工匠精神的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活动

相结合，又融入了很多学科如工业经济、传播艺术等学科，使得

工匠精神研究的交叉性初现，研究层次逐渐深化。而且研究方法

也在不断深化，很多学者在思辨研究的基础开始使用质性研究方

法如扎根理论，还有部分学者开始采用量化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研

究。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北大核心、CSSCI 期刊中的“工匠精神”研究文献为

样本数据，总结梳理了新时代以来工匠精神研究的大致概况、热

点趋势。因为研究的较多使得很多学者认为工匠精神的研究已经

很充分了，甚至有些人认为围绕工匠精神没有其他值得研究的内

容了，但是经过分析后发现未来围绕工匠精神的研究仍然有很多

方面需要持续。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化，形成多学科齐力构建的独立学

科

自 2016 年工匠精神提出以来，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数量呈现

激增的趋势，研究主题日益丰富。但是其中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

研究作者与研究机构相关合作很少，多为独立性的研究。工匠精

神的研究虽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学科范围，交叉研究初现。很多学

者从社会学、艺术学等学科角度对工匠精神进行了研究，研究中

有了除职业教育之外的学科融入研究外，并没有其他学科融入，

总体交叉研究水平参差不齐，并未完全形成多学科齐力构建形势，

需要不断研究形成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认识。因此未来围绕工匠精

神的研究需要不同学科、不同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

（二）研究方法单一，需向多维性研究发展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对工匠精神的定义内涵、价值意蕴

等多具有共识性。但是研究方法多为定性研究，而且在实践层面，

对于工匠精神的培育，工匠精神培育的量化标准和效果评估、研

究细化和实证研究不是很多，未来有关工匠精神的实证研究和效

果评价亟待开展。未来可以用实地调研等方法研究各个阶层的工

匠精神的形成过程和影响因素，从个案和微观层面进行工匠精神

的培育研究。

（三）加强理论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通过关键词时区图，可以看出工匠精神的研究关注点与现实

需求呼应性很强。由于当前学界主流推介工匠精神更多地停留在

“他山之石”的层面，对中国特色的研究较少，未来的研究应努

力让工匠精神的研究实现中国话语体系，体现中国独具特色，为

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增添强大的助力。

新时代以来对于工匠精神的研究应突破已形成的研究模式，

不囿于已有研究内容，立足新时代新特点，基于工匠精神的内涵、

特征及其实践路径等共识内容，用现代化思维取代传统性思维，

将研究聚焦到工匠精神与人、与社会、与教育之间的联系上，并

将其融入工业化强国规划实践中加以检视，从而构建较为完整的

成系统的工匠精神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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