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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劳动教育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且热度持续走高。选择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和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作为分析工具，构建国内劳动教育研究状况的知识图谱，以把握劳动教育研究的整体状况、主题演

进、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结果显示：劳动教育研究受国家政策导向影响明显，研究机构相对单一，

且单位间合作也不多见，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理论研究多关注劳动教育的基本内涵、价

值意义、理论渊源等，实践研究多关注学校劳动教育，且主要集中在职业院校和高校层面；虽然实践

层面的研究数量偏多，但是诸如“劳动观”“劳动精神”等理论研究仍然是当下研究的前沿趋势。随

着党和国家对劳动教育顶层设计的完成，劳动教育理论研究的学理化、实践研究的实证化、劳动教

育发展的专业化是未来亟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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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动手实践、出

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劳

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１］。２０１８年，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２］。２０２１

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教育方

针的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

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３］２０２０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

劳动教育的意见》，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这些都表明，劳动教育

已成为全面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劳动

教育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学界对

劳动教育的研究也持续升温，形成了许多理论

与实践成果，为劳动教育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

基础。本文拟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和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可视化分析工具，通过

关键词共现、关键词时区、关键词聚类和关键词

突现视图分析，探究我国劳动教育研究的时空

分布和主题演进，并制作相关知识图谱，探究预

测劳动教育的前沿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选取

　　１．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知识图谱的方法对我国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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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数量、研究主题、研究热点和演进等内容

进行梳理与分析，利用 ＣＮＫＩ的可视化分析工

具分析历年发文量的变化，利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进

行作者和研究机构分析，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关键

词共现和关键词聚类分析研究热点及其演进、

研究前沿等。

２．样本选取

本文以ＣＮＫＩ数据库中被北京大学《中文

核心期刊目录》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数据库（ＣＳＳＣＩ）”收录的期刊为样本，运

用高级检索模式，以“劳动教育”为主题进行检

索，共获得相关文献１５１９篇（检索时间为 ２０２２

年２月１１日）。按照主题相关性排序，逐条阅

读检索结果，人工剔除会议综述、书评、征稿启

事、新闻报道等非研究型文献以及与“劳动教

育”主题明显不符的文献，去除无作者、重复记

录，最终筛选出８０７篇有效期刊论文作为本文

的研究样本。由于符合条件的最早收录文献写

于１９９２年，故本文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２年１月至

２０２２年２月。

　　二、结果分析

　　１．研究年度分布

用ＣＮＫＩ的可视化分析工具对劳动教育研

究文献发文情况进行统计，结果见图１。由图１

可知，２０１８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关于劳动教

育研究的发文数量最高是３８篇（１９９４年）；之

后，关于劳动教育的研究呈快速上升趋势，２０２１

年发文４０７篇，２０２２年预测是５３８篇。这一方

面归结于自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劳动

和劳动教育问题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是２０１８年

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４］，随后，中共

中央、国务院以及教育部等相继出台《关于全

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劳动教育

的顶层制度设计基本完成。

２．研究主体分布

（１）作者分布

将样本数据导入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以“ｃｏａｕｔｈｏｒ

ｓｈｉｐ”关系进行可视化，生成作者合作图谱（见

图２），图谱中圆形表示作者，节点的大小表示

发文多少，节点越大，发文越多，连线表示作者

合作关系。根据研究样本，我们得到 １９９２—

２０２２年我国劳动教育研究作者及其所在机构

情况（见表１）。此外，在图２中，节点大多以个

体的形式独立呈现，节点间的连线较少，仅有少

部分作者形成了合作网络。缺乏合作、无法形

成研究团队是我国人文社科类研究的通病，其

根本原因是现行社科类科研评价体制对独立作

者和第一作者的重视，当然也和劳动教育研究

多以阐释和思辨为主、缺乏实证研究有关，大规

模的实证研究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完成，而阐释

与思辨类研究单个作者即可完成。

图１　１９９２—２０２２年我国劳动教育研究历年发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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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９２—２０２２年我国劳动教育研究作者的分布情况（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表１　１９９２—２０２２年我国劳动教育研究作者及其

所在机构情况（发文量≥４）

发文量／篇 作者 首发时间 发文单位

１４ 刘向兵 ２０１８年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１１ 顾建军 ２０２０年 南京师范大学

１１ 李珂 ２０１８年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９ 檀传宝 ２０１８年 北京师范大学

８ 曲霞 ２０１８年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６ 徐海娇 ２０１７年 东北师范大学

６ 任平 ２０１９年 广州大学

５ 卓晴君 １９９５年 教育部离退休干部局

５ 章振乐 ２０１４年 教育部

５ 赵荣辉 ２０１１年 内蒙古师范大学

４ 曲铁华 ２０２１年 东北师范大学

４ 毕文健 ２０２０年 南京师范大学

　　（２）研究机构分布
运用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对劳动教育的研究机构进

行分析，结果见图３。由图３可知，从事劳动教
育的研究机构主要包括师范类院校和高校的教

育学院（部）、马克思主义学院等。这表明，这

些机构具有较强的劳动教育研究潜力，中国劳

动关系学院发文数量最多，基本形成稳定的研

究团队，其他师范类院校和高校的教育学院

（部）、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劳动教育的研究力量

逐渐增强，劳动教育研究已经受到更多部门和

机构的关注。从图３可以看出，机构合作网络

中共有节点众多，但是节点之间不见连线，这表

明相关研究团体分散，不同机构的作者之间合

作较少，尚未形成有凝聚力的科研群体。

　　三、研究热点与趋势

　　１．研究热点分析
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视化分析工具绘制劳动

教育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４），图谱中节
点表示关键词，节点的大小表征关键词频次高

低，节点越大，频次越高，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

共现关系。为进一步聚焦劳动教育的研究热

点，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中 Ｅｘｐｏｒ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ｕｍｍａｒｙ
ｗｏｒｋ功能，输出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年份和中

心性等基本信息，得到劳动教育研究文献中高

频词和高中心度关键词（前１０位）（见表２）。
由图４和表２可知，除“劳动教育”检索主题词
外，“新时代”出现频次最高（６２次），这说明学

者们的研究较为关注时代背景；其次为“劳动”

和“高校”，出现频次分别为４３次和３３次。此
外，有关“中小学”“高职院校”“生产劳动”“课

程设计”“立德树人”等的研究也相对较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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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９２—２０２２年我国劳动教育研究机构分布情况（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图４　关键词共现图谱（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表２　劳动教育研究文献中高频词和

高中心度关键词（前１０位）

排序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１ 劳动教育 ５７７ １．３５

２ 新时代 ６２ ０．０３

３ 劳动 ４３ ０．０７

４ 高校 ３３ ０．０１

５ 中小学 ２９ ０．１４

６ 高职院校 ２７ ０．０１

７ 生产劳动 ２７ ０．１１

８ 课程设计 ２６ ０．０１

９ 立德树人 ２５ ０．０１

１０ 大学生 ２３ ０．０１

这些高频关键词可以看出，学界认为劳动教育

具有强烈的实践性。

关键词聚类功能可以明确某研究领域的热

点和发展趋势，利用关键词聚类图谱和相关文

献分析可以在众多研究热点中总结归纳出研究

主题。本文对劳动教育研究的关键词进行聚

类，得到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５）。结合前期

研究基础进一步阅读相关文献，可以将劳动教育

的研究主题归结为４类（见表３）。

图５　关键词聚类图谱（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通过把关键词整合成研究主题后发现，劳

动教育研究包括两大方面：理论研究与实践研

究。理论研究主要研究不同时期劳动教育的基

本内涵、具体要求、价值意义、理论渊源等，以及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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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劳动教育的研究主题

聚类 研究主题 包含的关键词

１
劳动教育的

理论研究

劳动精神、立德树人、劳动精神、劳动

素养、价值观、五育并举、教育方针、

劳动育人、劳动观、劳动范畴、劳动形

态、教育哲学、合目的性等

２
劳动教育的

实践研究

高校、中小学、策略、内在要求、价值

意蕴、实践路径、以人为本、困境、体

系建设、价值选择、育人价值、启示、

和谐发展、政策变迁、教育评价、德

国、课程体系等

３
素质教育与

劳动教育研究

根本任务、课程改革、技术文化、实践

理性、教劳结合、劳动模范、接班人、

创新教育、活动教学、劳模精神、合格

公民、先进文化等

４
新时代劳动

教育问题研究

习近平、劳动认知、内涵、价值定位、

价值澄明、意蕴、融合、五育、大学生、

教育体系、大中小学等

劳动的主要形式、劳动教育与教育方针的关系

等；而实践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学校劳动教育方

面，在各类学校劳动教育中，关注度排序是职业

院校、普通高校、中小学、学前教育。需要指出

的是，“素质教育”和“新时代”成为主要聚类

词，显示出劳动教育研究强烈的时代意识，再次

印证劳动教育具有受国家政策方针影响的特

性。在“素质教育”和“新时代”聚类关联的关

键词中，劳动教育研究依然分为理论研究和实

践研究，且实践教育的研究热度高于理论研究。

２．研究热点的演进分析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时区视图能够直观呈现研究热

点的演变过程，关键词以出现的时间先后分布

在时间轴上，从而清晰地呈现出不同时间段某

一领域的研究演变情况，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

见图６。

由图６可知，劳动教育的研究呈现泾渭分

明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１９９２—２０００

年，“‘五育’融合”“教劳结合”“课程设计”“生

产劳动”“劳动技能”“素质教育”等问题被更多

关注；第二个阶段是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关于劳动

教育的研究数量呈下降趋势，理论研究几乎停

滞，研究的关键词是“大学生”“高校”“职业教

育”“全面发展”等；第三个阶段是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劳动教育再度成为学界研究焦点，“新时

代”“立德树人”“劳动观”“劳动精神”“五育并

举”“劳动素养”等成为当下热点关键词。

３．劳动教育研究的前沿分析

对研究关键词进行突变检测可得到关键词

突现图谱（见图７）。图７中的Ｂｅｇｉｎ是指关键

图６　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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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开始突变的时间，Ｅｎｄ是指结束的时间，中间

的时间差值是关键词突变的持续时间，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表示突变强度。由图７可知，“劳动精神”“五

育并举”的突变持续时间分别延续到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年，但没有出现在表２的高频关键词中，

其相对突变强度也不低，分别为１．８３和２５１，

由此可以判断，二者为近年劳动教育的学术研

究前沿。利用同样工具专门针对ＣＳＳＣＩ来源期

刊的劳动教育研究进行分析，其关键词突现图

谱（见图８）显示，“劳动观”“劳动精神”“教育方

针”是劳动教育研究的前沿问题。从研究范畴的

角度分析，“五育并举”“劳动精神”“劳动观”“教

育方针”等都属于理论研究范畴，且“劳动精神”

“劳动观”都属于劳动教育目标范畴，“五育并

举”“教育方针”属于劳动教育的价值范畴。

图７　关键词突现图谱（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图８　基于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的

关键词突现图谱（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四、结论与建议

　　１．结论

本文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和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可视化

分析工具，以ＣＮＫＩ数据库中被北京大学《中文

核心期刊目录》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中８０７篇文献为样

本，生成相关知识图谱，从时间演进过程、空间

分布描述、研究热点的演变、研究前沿等几个方

面对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１）劳动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从时间分

布来看，１９９２—２０２２年，国内关于劳动教育研究

呈现出倒“Ｌ”形，在２０１８年之前，年均发文数量

最高仅为３８篇，有些年份甚至是０篇。２０１８年

是４３篇，其后发文数量陡增，近年来呈爆发式增

长，预计还会持续走高，这说明劳动教育已经成

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２）劳动教育研究的主体力量。从前文分

析可知，师范类院校、高校的教育学院（部）和

马克思主义学院是我国开展劳动教育研究的主

力军，发文作者多隶属于教育学和马克思主义

理论两大学科。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机构之间

共现密度较低，各研究机构间基本上不存在合

作关系，尚未形成一定的凝聚力；劳动教育的研

究者多处于相对独立状态，核心作者群尚未形

成，研究力量较为分散。

（３）劳动教育研究的热点与主题。劳动教

育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热点，如在２０

世纪最后十年，劳动教育研究高潮时关注的是

素质教育和技能教育；在新时代，劳动教育研究

的新高潮关注的是劳动观、劳动精神、立德树人

等育人目标和价值层面的问题。从研究主题来

看，劳动教育的研究主题基本围绕理论研究和

实践研究展开，其中，单从数量看，关注实践层

面的较多，且多体现为对学校劳动教育的关注，

尤其关注职业院校和高校的劳动教育。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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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劳动教育研究的前沿与预测。从关键
词的突变性来看，“劳动精神”“劳动观”是当下

劳动教育研究的前沿问题，结合具体文献分析

可知，最近几年，关于劳动教育的内涵、价值和

理论渊源的研究逐渐深入并呈现学理化倾向，

如劳动观既是劳动教育的理论前提，也是劳动教

育目标中需要明确的问题。关于劳动观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对马克思劳动观与劳

动教育关系的研究，二是对科学劳动观的讨论。

可以预测，劳动教育研究的高水平论文量会持续

走高，劳动教育的理论研究会逐渐深入。

２．建议
综合现有文献分析劳动教育的研究现状，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１）劳动教育研究应实现深度学理化。凡
科学都具有学理化的特点，学理化是把理论实

践经验和认识上升为学术理论知识的过程，也

是探求理论范畴以及范畴之间逻辑联系，持续

深入研究、探寻规律的过程。劳动教育研究的

发文量前期呈波浪式缓慢发展，近年呈爆发式

增长，很大程度上与领导人重视程度和国家政

策导向有关，而不是学术研究问题本身的内在

生命力所致。学理化研究是支撑劳动教育研究

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劳动教育的专业化也需

要学理化的支撑，没有学理化支撑，劳动教育研

究可能走向用政策论证政策的循环推理，其科

学性必将大打折扣。

（２）劳动教育研究应实现学科专业化。从
发文的学科归属看，教育学占了８４．５３％，经济
学、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党建、政治学等

学科都有涉及，研究主体主要集中在师范院校

或高校的教育学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研究

机构等，权威研究机构和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

劳动教育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国内高校也没

有开设劳动教育专业，这是影响劳动教育理论

与实践发展的深层原因。国家可以选择一些师

范院校，开设劳动教育专业，确定培养目标、培养

规格、招生培养方式、课程体系、培养方案等，这

一方面可以为学校培养劳动教育师资，另一方面

可为劳动教育的学科化专业化发展奠定基础。

（３）劳动教育研究方法应科学化。劳动教
育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理论研究终究是为实践

服务的。从现有文献看，劳动教育的实证研究

是匮乏的，大多数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缺乏对劳动教育的田野调查和实证分析，这是

研究的一大缺憾，也让研究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未来的劳动教育研究，要想对研究对象有深入

了解，研究者必须亲自调研，掌握一手资料并发

现问题，应打破传统思维范式，将定性研究与定

量研究相结合，将科学合理性作为方法论基础，

要在对问题价值探讨的同时，善用数学模型、调

查统计、社会实验、量化评估等方法，处理好事

实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客

观性，实现多种研究方法的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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