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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使我国创客教育的研究热点和趋势更清晰，本文选择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数据，采用词频分析法和共

词分析法，运用Bicomb 2.0书目共现分析系统、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及其内部集成的可视化软件

NetDraw对样本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出现在创客教育的研究热点为创客空间和STEAM教育；研究趋

势为创客课程的跨学科融合、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和众创空间的发展；并得出创客教育需要在当前课

程体系中合理加入创客课程、加强创新型创客教师团队建设、加强多方协作来有效推动创客教育发展的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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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the research hotspot and trend of maker education more clear, this paper selects 
the data i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using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and 
co-word analysis, using BICOMB 2.0 bibliographic co-occurrence analysis system,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oftware UCINET and its internal integrated visualization software Net draw to analyze 
the sample data visually. The research focus of maker education is maker space, steam education, 
and the research tendencies ar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maker courses, deep integration 
with information technique and expand of maker space; the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are that 
maker education needs to reasonably add maker curriculum,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
novative maker teachers’ team, and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of many parties to effectively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k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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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初，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那以后许多研究者和组织开始了创客运动

的探索历程。同一时间，创客教育在教育领域中的实践和应用也开始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中国创客教育蓝皮书(基础教育版)认为创客教育是创客文化与教育的结合，以项目学习的方式，用数

字化工具，培养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种素质教育[1]。创客教育通过跨

学科的综合项目使学生依据学科知识开展创新设计与实践活动[2]。祝智庭教授认为狭义上的创客教育是

一种以培养学习者特别是青少年学习者的创客素养为导向的教育模式[3]。本研究认为创客教育是将学生

培养成具备较高动手操作能力和创新思想的创客的教育。本研究将运用词频分析法和共词分析法，提炼

从知网获得的与创客教育有关的参考文献，展示创客教育的研究热点与趋势，并得出结论与建议，以期

推动创客教育的理论发展。 

2. 创客教育研究热点与趋势可视化分析过程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文献，截止 2019 年 12 月 27 日，通过以“创客教育”为关键

词在中国知网搜索相关文献，检索结果为 2452 条。通过查阅文献内容，除去与本研究无关的新闻会议和

通知等，共得到有效文献 2289 条。最后选择 NoteFirst 格式导出参考文献，作为研究数据来源进行后续

分析。 

2.2. 分析工具与方法 

本研究首先使用的文献分析方法是词频分析法。然后使用共词分析法，原理是统计两个词在同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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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出现的次数，从而反应出这些词之间的亲疏关系，进而分析这些词所代表的研究领域的结构变化

的方法。研究过程与方法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process and methods 
图 1. 研究过程与方法 

2.3. 数据处理 

2.3.1. 作者来源单位分析 
对作者来源单位分析可以看出创客教育研究对不同的社会团体的吸引程度。设置频次阈值为 4，共得到

49 个作者来源单位，其中师范类大学占据多数。图 2 选取了前 10 个发文数量多的单位。陕西师范大学积极

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创客教育模式中，先培训教师拥有创客教育理念，并且引入先进的资源，积极开展创客教

育课程。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也开展了相关活动，推动创客教育体系建设，高效建设创客课程，举办创客

嘉年华活动，并在与创客教育有关的各个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培养了许多科技创新能力突出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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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uthor unit and number of publications 
图 2. 作者单位及发文数量 

2.3.2. 作者发文数量分析 
作者在该领域的发文数量说明了作者对该领域的研究程度和研究水平。设置频次阈值为 4，共得到

55 位作者。图 3 选取了发文数量排前 10 的作者。发文数量最多的是谢作如，他是国内最早进行 Scratch
和 Arduino 课程研究的教师，被称为“中小学创客教育第一人”，他培养了很多创新人才，为国内创客

教育做了很多贡献。虽然本研究中作者数量众多，每个作者发文数量较少，但还是可以看出有一部分研

究者致力于创客教育的研究。 
 

 
Figure 3. Number of authors and publications 
图 3. 作者及发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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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关键词词频统计 
关键词可以表现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统计关键词在某研究领域出现的词频可以表明该关键词的重

要程度。本研究将选出的 2289 条有效文献以 NoteFirst 格式导出，保存成文本文档。打开 Bicomb 2.0，导

入文本数据，进行关键词的提取与统计。本研究共提取到 2886 个关键词，并且为保证研究的精确性合并

了某些关键词。设置频次阈值为 10，共得到 87 个关键词，将其作为高频关键词导出至 Excel。表 1 展示

的是前 10 个高频关键词。 
 
Table 1. High-frequency keywords frequency statistics (part) 
表 1. 高频关键词频次统计(部分)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频次 

1 创客教育 1894 

2 创客 306 

3 创客空间 221 

4 STEAM 教育 94 

5 STEM 教育 76 

6 教学模式 76 

7 创新能力 67 

8 信息技术 62 

9 高职院校 59 

10 创新 56 
 

由表 1 的高频关键词统计结果来看，与创客教育相关的关键词有出现 306 次的“创客”、出现 221
次的“创客空间”、出现 94 次的“STEM 教育”和出现 74 次的“STEM 教育”等与创客有关的概念。 
 

 
Figure 4.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common word matrix (part) 
图 4. 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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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创客教育的研究并不是茕茕孑立的，而是以创客、创客空间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此外，起源于

美国的 STEM教育是指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而 STEAM
教育是在 STEM 教育中各学科的基础上，增加了艺术(Arts)，是一种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教育形式，强调学

生对学科基础知识的全面掌握，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综合设计和实践能力等[4]。 

2.3.4. 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 
运用共词分析法来分析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关系。使用 Bicomb 2.0 提取上述高频关键词，生成 87 × 87

的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局部共词矩阵如图 4 所示。 
共词矩阵中行和列都是这 87 个高频关键词，对角线上的数值代表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其它表格内

的数值就是对应两个关键词的共现次数，比如 STEM 教育与教学模式的交叉数值为 3，说明 STEM 教育

与教学模式有三次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过。共现次数靠前的高频关键词组合为创客和创客教育、创客空

间和创客教育、STEAM 教育和创客教育等，他们就代表了创客教育领域的热点。 

2.3.5. 高频关键词的共词网络图分析 
将生成的作者共词矩阵导入 Ucinet，以 Ucinet 可以识别的格式保存，然后用 NetDraw 打开刚保存的

文件，它就会自动构建出如图 5 所示的共词网络图。在共词网络图中，每个正方形节点都代表一个关键

词，节点间的双箭头直线代表两个关键词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即这两个关键词出现了共现，线条的数

量则表示与该关键词具有联系的其他关键词数量[5]。 
 

 
Figure 5. High frequency keyword co-word network 
图 5. 高频关键词共词网络 
 

计算中介中心性，使节点按中介中心性的属性显示，节点越大代表它与其它高频关键词联系越多。

由图 5 可见，“创客教育”是最大节点，证明它与其它高频关键词都有联系，相比之下与“创客”“创

客空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它们可以构成创客教育研究中的最核心关键词。 

3. 创客教育的研究热点 

从前文的数据分析可得，关键词“创客空间”“STEAM 教育”处于共词网络的中心位置。下文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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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过创客教育的实践舞台、理论基础两个方面来展开分析与讨论研究热点。 

3.1. 创客空间成为创客教育的实践舞台 

创客空间就是为创客提供的一个与他人交流自己的创新思想，并且具备可以动手实践操作的软硬件

设施的线上或者线下的场所[6]。创客空间为创客教育的研究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是创客教育的实践

舞台。 
目前，全球有超过 1400 个创客空间，我国的创客空间虽起步较晚，但发展态势迅猛，除了已经形成

极具影响力的北京创客空间、上海新车间、深圳柴火等三大创客中心之外，全国各大中心城市都已经建

立起各自独具特色的文化创意、数字化、新媒体等主题产业创客空间[7]。 
前文提到谢作如老师，他对创客教育的发展做了很多贡献。他带领本校的创客教师创建了 DF 创客

空间，该空间提供 Arduino、pcDuino 等开源硬件开发平台给学生们学习及使用，让创客空间在中小学内

得到了较好的应用。此外，雒亮等基于 O2O 架构构建了 2.0 版本的个人—集体交互创客空间；宋述强等

制作了以兴趣、O2O 融合空间、跨界导师、创客活动、资源交换等为核心的 iSMART 模型[8]；清华大学

的 i.Center 创客空间；同济大学的 FabLab 实验室空间等都是万众瞩目的实践应用[9]。越来越多创客空间

建造起来，这样不仅对研究者开展创客教育研究提供舞台而且还能给学生更多的创作实践机会，促进学

生创新创造能力的发展[10]。 

3.2. STEAM 教育理念为创客教育提供理论支持 

STEAM 教育也是新兴起的教育理念，意在培养学生多学科多方面融合的知识素养，以此来提高学生

的生存生活能力。创客教育则是鼓励学生将自己的创意运用设备制作成具体的东西，比如在电脑上绘制

一个自己喜欢的 3D 玩具，然后用 3D 打印机将其打印出来变成自己可以把玩的实物。 
两者比较发现，STEAM 教育更加重视多个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而创客教育则更强调学生动手去做，

把脑袋里的想法付诸实践做出实物。虽然两者有不同之处，但是我们会发现从 3D 软件到做出实体，学

生不仅要熟练使用软件，而且还要懂得所要构造的实体的内部构成，还要学会使用 3D 打印机，这不是

一门学科就能包含的知识，它需要有多个学科的知识积累和综合运用。这时我们发现，注重多学科知识

汇通的 STEAM 教育正好可以培养学生的这些知识，那么其与创客教育就有了联通之处——创客活动需

要 STEAM 教育提供知识理论支持。 
因此越来越多人开始推动创客教育与 STEAM 教育融合发展[11]。赵呈领等通过对 STEM 与创客教

育研究现状的梳理，并结合多个学习策略构建了创客—STEM 教学模式[12]。王旭卿阐述了二者融合发展

的可能性[13]。STEAM 教育为创客教育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同时创客教育也能能为 STEAM 教育提供

实践的平台，二者融合才能更好的培养创新型人才。 

4. 创客教育的研究趋势 

通过上文的数据分析可得，关键词“课程开发”“信息技术教学”“小学信息技术”“图书馆”“众

创空间”等处于共词网络的边缘位置，可作为边缘关键词。下文将从创客课程的设计开发、与信息技术

的融合、众创空间的发展三个方面来展现创客教育的未来研究趋势。 

4.1. 创客教育的课程开发需要跨学科融合 

创客课程和传统课程不同，创课课程强调的是多学科知识融合，而不是像传统课程一样强调每门课

程知识的识记背诵。虽然已经有学者或单位建成了良好的创客课程，但是创客课程在全国范围内的应用

还是比较松散的。从脑子里构思出模型到付诸实践制作出有实际应用的作品，这其中所要运用到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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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计算机、编程等知识是错综复杂的，这需要创客教师及学校做出更多的努力。如何实现物理、数

学、程序设计等多个学科之间的跨学科整合、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等多种课程设置形式的选择、不同学

段中相应课时的分配和安排、师资的专业化培养等一系列问题仍需在实践中进一步的磨合和改进[14]。 

4.2. 创客教育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现如今 5G 信息技术正在快速更新，人们的衣食住行学习生活等都已经离不开信息技术。信息技术

在中小学的应用也促进了创客教育的发展。现在中小学大都具备了电子白板、多媒体设备、电子书包等

设施，信息技术为学生创造了更好的学习条件同时也为创客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技术支持。在创客

教育实践中，信息技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使能(enabling)”作用，使创客们由不能变为可能，由小能变

为大能[15]。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助长的两个方面，因此二者的深度融合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4.3. 关注众创空间的发展 

从字面意思上看众创空间就是大家一起创新创造的空间。众创空间与创客空间不同的是创客空间注

重把想法变成实体的创作过程，而众创空间偏重大众创业，即众创空间是一个帮助社会成员们创新创业

的舞台[16]。我国现有许多成功的众创空间，它们顺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形势，促进了全社会创新创

业的发展还形成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服务[17]。关注众创空间的发展，从

单独的创客变成全民的众创，这样才能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对促进我国经济技术等发展有重要意义。 

5. 结论与建议 

谢作如说，创客教育应该从课程、空间和活动等多个纬度去实施。那么，如何在当前课程体系中合

理加入创客课程体系便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完整的创新学习体系中还需要创新型教师这个引导者，培养

教师对创客教育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加强创新型创客教师团队建设，才能促进创客教育的发展。 

5.1. 构建创客课程体系 

没有充分的知识储备，再喜欢动手操作的学生也不能将他的创造力变成实际应用，那么在学生动手

之前让学生有充足的解决问题的知识储备就是很重要的一步。虽然现在创客教育得到了大家的注视，但

是它还没有完全和学生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一般课程只学习该课程特定的知识，很少能将其它学科的

知识融合进来导致学生不习惯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中。而动手操作需要多种

知识，所以研究者应该探索新的创客课程体系，即将创客课程体系与现有课程体系融合，逐步在所有的

课程中常态化融入创客教育，推动创客教育从边缘走向融合[18]。让学生既有雄厚的知识底蕴又具备把知

识用于实践的能力，让知识和操作融会贯通，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学习成长。 

5.2. 建设创新型师资队伍 

钟柏昌等在 2017 年对创客教育进行的相关问卷调查中发现，在实施创客教育的学校中，有 62.22%
的学校从事创客教育的教师(简称“创客教师”)不超过 2 人，在创客教师中，89.10％的学校有信息技术

教师参与[19]。由此可见，创客教师还是十分缺乏。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在专业的指导下学生才能进行正确的创新创造活

动，所以创客教师再创客教育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基于以上数据，学校应开展创新知识培训与学习，

帮助教师建构科学的创新知识体系，树立科学的创新教育观。另外，创客教师需要团队化而非孤军奋战，

我国已有一些成功的创客教师团队和创客空间，有关部门应多组织教师参观学习，实地感受创客教育[20]。
最后，创客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创新型人才以促进国家的进步发展，所以取得较好成效的学校应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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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验扩散出去，有经验的创客教师应帮助其它教师学习转型，以促进创新型创客教师团队建设，推

进创客教育继续前进。 
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中，创新型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部分。创客教育

的教育理念和培养人才的方式及其所培养出的人才都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所以我们应该更重视创客教

育的发展。但目前创客教育还是有许多要继续完善的地方，推进多方协作大家共同努力才能促进创客教

育一步一步的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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