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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SCT源于维果茨基的心理学研究，与传统的二语习得研究不

同，SCT研究社会的、交际的问题，认为习得语言的必要途径是与

其他人进行真正的社会互动和交流[1]。2021 年，秦丽莉等人基

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对国外SCT研究进行了概述，为今后研究

提供可视化数据支持。目前国内有较少学者梳理该领域研究，因

此，笔者将借助Citespace可视化工具和中国知网数据库，收集

351篇文献，分析国内SCT发展的整体面貌，以期为相关学者开展

研究提供参考。

2  研究现状

2.1发文量时间变化趋势

如图一所示，2004-2013年间，SCT相关文献呈现缓慢增长的

趋势。随着SCT的出现，二语习得研究有了新视角，为相关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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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语言教学研究给予了崭新出口。但该时期的SCT研究处于起

步阶段。2013-2017年间，发文量出现了趋冷的态势，数量有所下

降。但是，2018-2021年间，文献数量开始回升，虽偶有波动，但

保持稳中有涨的趋势。随着一些知名学者开展研究，SCT在二语习

得领域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

2.2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分析

根据图谱可知（图二），秦丽莉发文量最多，高达 13 篇。

何艳华和欧阳西贝发文6篇，刘丽发文5篇。发文量在4篇的作

者有王艳、徐锦芬、张艳红、孙秀银和龙娟。在作者合作关系中，

秦丽莉和戴炜栋、王邵平、刘风光、何艳华、欧阳西贝、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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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社会文化理论研究发文量统计（200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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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孟亚茹、赵永青和Lantolf 均有合作; 发文量在2 且有

和合作关系的作者有曹慧和厉建娟、曾罡和于连芬、张莲和孙

中 有 。

选择节点类型（Node types）为“Institution”, 其他

设置保持不变，得到的研究机构网络图谱总节点数为268，连线

为 0，密度为 0。数据表明，各研究机构缺乏合作。发文量在

3以上的研究机构包括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

学、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通识教育学院、大连外国语大学、

洛阳师范学院公共外语教研部、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滁

州学院外国语学院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2.3研究主题及方法分析

在citespace 主界面设置节点类型（Node Types）为

“Keyword”,其他设置保持不变，得到关键词共线图谱（图三）。

1.从共现关键词中挖掘各研究焦点之间的关系。根据共现频

次高的关键词来看，有社会文化理论、二语习得、动态评估、最

近发展区、外语教学、大学英语、英语写作、活动理论、中介和

支架等。

进一步对共现关键词进行分析。与SCT直接相关的关键词包

括任务、合作、协作、互动、教师教学。有关任务的关键词主要

有任务条件、任务类型、合作任务、协作输出任务、协作性写作

任务、合作对话、合作任务、合作教学、协作学习；有关互动的

关键词有互动理论、同伴互动、师生互动、互动博弈假说等。教

师教学的关键词主要包括ESP 教学、大学英语教学、生态语言

教学、教师专业发展。除此之外，SCT 研究主要集中于二语词

汇教学和写作教学。

关键词共现网络中的二语习得与最近发展区虽然出现频次不

高，但中心性比较高。尤其是二语习得，其中心性达到1.00。与

二语习得联系的关键词包括最近发展区、外语课堂、二语课堂、微

观分析，支架式帮助、可理解性输出、互动研究与互动假说等。许

多研究者探索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的应用。如张姗姗、徐锦芬

在ZPD理论指导下，以定量研究为主，从写作整体成绩、写作过

程及感知有效性等三个方面研究在线自动反馈对英语不同水平学

习者写作的影响[2]。

2.从共现关键词中挖掘研究方法。国内SCT研究方法主要包

括叙事研究、会话分析、多案例研究以及个案研究。大部分研

究倾向于质性研究。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比较贫乏。但这并不

代表SCT与质性研究方法的兼容性更强。Vygotsky和他的同事们

采用过质性和量化方法,但并没有特别偏爱某一种，是否采用量

化方法关键取决于要回答的问题[3]。

2.4研究热点分析

1.从聚类时间线视图观察到每个聚类随时间兴起和衰落的过

程。笔者选取了前6 个聚类为分析对象。聚类#0 标签为社会文

化理论，国内SCT研究时间跨度比较长，大致从2007年延续至今。

2007年，黄茜简要分析行为论、认知论、交互论及其局限性后，运

用SCT对二语习得进行重新阐释[4]。SCT 研究虽历经曲折，但经

久不衰。迄今为止，依旧是二语习得领域研究热点。

聚类#1 标签为二语习得，该聚类有中心性比较高的两个关

键词：二语习得和最近发展区，该聚类的关键词虽逐年变少，

但仍有新的关键词增加。聚类#2标签为动态评估。2008年，张

艳红以vygotsky 的心智社会文化理论为依据，在参考评估理论

的最新成果上，探索了网络环境下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施动态

评估的可行性[5]。自此开始，动态评估备受关注。聚类 #3 标

签为内化。2008 年，朱静静综述了SCT 中的两个重要构念—中

介和内化在二语习得的应用[6]。该聚类的关键词比较分散，但

也有新的关键词出现。聚类#4 标签为英语写作。2011 年，孙

秀银以个案研究为依托，将社会文化理论与过程写作法相结合的

英语写作理论、写作任务、信息技术三者整合，进行应用型本

科院校英语写作教学理论与实践探索[7]。该聚类首次出现时间较

晚，关键词比较稀松，但近年来仍有新的关键词出现。聚类#5

标签为教师学习，2008 年顾佩娅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了解优

秀外语教师成长的心路历程[8]。该聚类的关键词近年来并没有更

新，体现出趋冷趋势。

2. 从关键词突现中挖掘SCT研究历程中各关键词的被关注度

问题。通过关键词突现图谱，得到2004-2021 年间前25个突现

词 。（ 图 五 ）

2004-2010年间突现的关键词包括二语习得、心智社会文化

理论、教师学习、大学英语以及对话。这一时期更多的研究者开

始致力于将SCT引入二语习得领域，并聚焦于大学英语、对话及

教师。如高艳从社会文化理论角度探讨教师在语言学习与教学中

的中介作用[9 ]。

2011-2015 年间突现的关键词包括互动、英语课堂、学习

策略、活动理论、动态系统理论、动态评估、英语学习、形

成性评估、教学模式以及二语写作。其中，互动、动态系统

理论、教学模式、二语写作等关键词被关注时间较长。

2016-2021 年间突现的关键词包括支架、写作课堂、翻

转课堂、写作教学、调节轮、情感、叙事、高校英语教师、英

语教师以及自主学习、其中，高校英语教师，英语教学以及自

主学习从 20 2 0 年开始获得广大研究者的关注，一直持续到

2021，所以可以推测未来关注度会持续增加。由图五可知，高

校英语教师的突破度是比较高的，说明其关注度更高。高校英

语教师在英语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极大的研究价

值。创新型研究成果开始崭露头角，如杨姗姗、束定芳运用身

份认同动态系统模型解读教师身份发展过程中教师身份发展过

程中情绪如何内嵌于凸显的身份内容，表达身份结构关系，驱

动身份建构，以及如何受教师性情、学科领域和社会文化因素

的调节[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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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SCT体系庞大，对二语习得领域研究影响深刻。国外SCT研

究兴起时间早，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国内SCT 研究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质量还有待提升。研究者以及研究机构应加强合

作，汲取国内外优秀研究成果，学习资深学者的研究成果，推

动SCT 研究在二语习得领域走向细化、深入。本文综述了国内

SCT 研究的进展，希望能为相关学者开展研究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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