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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iteSpace的国外二语习得研究可视化分析 
石佳佳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011517） 

摘要：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国外 1981-2022 年间 1038 篇二语习得研究文献进行追踪，从发文
量、重点期刊和重点发文、关键词共现和突现这几个方面全面分析国外二语习得研究新进展，以期为相关研究学者提供可参考性文
献，使其对二语习得研究有更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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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

末、70 年代初， 

其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描述二语习得过程和解释二语习得特

征为主要目标的 0。国内二语习得研究目前借鉴语言学、教育学、

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经涌现出多领域、多层次，

高水平的研究特点。但学科发展永不止步，仍需学习国外优秀研究

成果，进行交流融合与自主创新。基于此，借助 CiteSpace 软件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对国外二语习得研究进行梳理，以掌握该领域

的研究动态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数据来源 
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选择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xpanded)引文索引，并以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econd language learning”“second 

language teaching”为主题词。为使所选论文更加符合主题，排除综

述论文，会议录论文，书籍章节，信函等，挑选论文共 1053 篇，

在经去重处理后，最终获得 1981-2022 年间 1038 篇有效论文。 

三．结果与讨论 
该部分将从发文量、被引期刊、关键词这些方面分析数据，旨

在了解国外二语习得研究热点及方向。 

（一）国外二语习得研究发文量分析（1981-2022） 

 
以所收集的二语习得研究数据为来源，绘制发文量趋势图，以

便掌握该领域研究的发展状况，如图 1 所示。由图可知，二语习得

研究发文数量虽偶有波动，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在近 10 年，发

文量更是呈现激增态势。通过发文量可以得知，二语习得相关研究

开始时间较早，且越来越受到广大研究者的关注，其影响力也在持

续增加。但二语习得研究相关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因此，需从

重要期刊和重点发文、热点主题等方面开展阐述。 

（二）重点期刊和重点发文 

在 CiteSpace 中设置 Cited Journal 为节点，以 1 年为时间分区，

以 Top 50 为阈值，以 Pathfinder 为算法，可以得到被引期刊图谱，

并按照被引频次列出前 14 个期刊。如表 1 所示。通过期刊共被引

分析，能够考察该领域的学科结构和研究主题 0. 

根据学科领域进行划分，被引期刊中有认知神经科学期刊，如

Brain and Language,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Neuroscience, 

Neuroimage;认知心理学期刊，如 Cognition, Neuropsychologia; 语言学

期刊如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Bilingualism-Language and 

Cognition, Language learning,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科学综合期刊

如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cience, Nature, Cerebral Cortex;声学期刊如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从被引期刊来看，国外二语习得研究与神经科学，语言学，心

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二语习得重点期刊的发文的主题包括

双语者，关键期假说，年龄限制，成熟机制，如 Flege J E（1999）
0, Perani D （1998）0, Weber-Fox C M（1996）0，Birdsong D（2001）
0；也包括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评估本族语者与二语

学习者语言理解过程的皮质表征的变异性，如 Tan L H0（2003）, Kim 

K（1997）0, Wartenburger I（2003）0, 这些主题与二语习得研究息息

相关，且被更多的研究者认识且关注。 

 
（三）热点主题 

通过关键词共线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快速了解该领域研究中的

热点问题 0。本部分以 keyword 为节点，得到关键词共线图谱，如图

二所示。 

1981，Long M H 发表 Input, Intera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tion 一文，该论文为了更好地使读者理解第二语言习得过程，

探讨了区分母语者和非母语者的输入与交互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

很重要的可能性 0。该文引起了广大学者对二语习得的关注。之后

二语习得研究不断深入发展。 

由图谱可知，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关键词有 language; acquisition; 

bilingualism; English; perception; speech; 2nd language; brain; fmri; age; 

speech perception; representation; children; working memory; proficient。

其中 language, acquisition, 2nd language 出现频次高，是因为所有的关

键词都以二语习得为框架。 

出现频次比较高且中介中心性比较高的关键词有 bilingualism，

English，2nd language。出现频次低但中心性高的关键词有 cortex。

通过关键词节点和节点之间的连线可以进一步发掘不同关键词之

间的关联。例如：与 bilingualism 相联系的关键词有 language, speech, 

2nd language, brain, proficient, speech perception; 与 cortex 相联系的关

键词有 acquisition, bilingualism, English, speech。 

通过关键词突现分析，可以得知该领域内一段时间突发的研究

热点，把握前沿趋势。因此对关键词进行突现分析，得到 1981-2022

年间前 17 个突现词，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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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对人员的要求也不再是单一型，而是需要培养和打造多层

次、复合型的体育人才。需要策划人才，开发旅游资源与项目，做

到无中生有，创造需求再满足需求，用服务来替代物质产品。需要

营销人才，将开发好的旅游资源进行宣传，深度挖掘地方文化内涵，

增加文化创意与场景设计，提升当地的旅游影响力。需要管理人才，

在开发当地体育旅游资源时，不仅需要形成产业链、经济链还要兼

顾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要保持文化自信的同时还要保持民

俗生活场景的原真性。需要导游人才，这里的导游不仅仅是指要具

备民俗文化知识和旅游专业知识，更是要紧紧贴近体育旅游市场的

需求，打破原本单一的知识结构，增加当地的体育文化知识，最好

可以教授游客简单的动作，增添游客的体验感。 

5.3 缺乏统一规划和布局 

云南省是全国旅游大省，各地旅游行业的管理制度、发展规划

和市场调研等方面已相对成熟。但当前阶段，云南的体育旅游行业

却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布局，与当地丰富的旅游

资源和健全的旅游制度并不相配。目前的云南体育旅游业缺乏规定

的管理办法，同时起步较晚，各地的发展并不均衡。有些地区已经

拥有的相对成熟、开展良好的体育旅游项目，而有些地区的民族体

育活动仍处于自然状况没有形成规范的体系，也不利于民族传统体

育的传承与发展，更不利于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6.云南体育旅游的发展策略与实现路径 
6.1 依托特色景点旅游资源开发传统体育旅游资源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当地民俗风情的体现，需大力开发少数民

族传统节日游。延伸旅游产业链，拓展旅游新空间。在旅游产业链

一棵大树上长出符合游客需求的食、宿、行、游、购、娱等多个果

实，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的扶贫致富。 

6.2 以文体促旅游，以文化力推动生产力，以体育赛事带动旅

游 

开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具有观赏类、参与类、竞技类、健

身类、休闲类、探险类以及旅游纪念品等商品。可以把参与类、健

身类、竞技类的内容作为特色旅游项目来吸引游客。通过举办民族

运动会或创办其他品牌赛事，来提升知名度与影响力，吸引参与比

赛的游客，不仅可以增强游客的身体健康还能刺激体验式消费的快

速增长。 

6.3 推进体育旅游人才的培养 

培训云南体育旅游的专业人才，做好管理、策划、营销、导游、

救护人才的培养。帮助当地特色旅游资源开发成完整的产业链。 

6.4 注重包装、做好宣传 

整合宣传资源，加大云南整体旅游形象的塑造和推广，做好场

景策划。让云南的体育旅游在文化中找到路子，文化在旅游中找到

票子，城市在文化和旅游中竖起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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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4 年间开始突现的关键词包括事件关联电位、词汇、

语言障碍、单词、个体差异以及二语学习。这一时期更多的研究者

致力于将大脑神经与二语习得研究联系在一起，也致力于影响二语

习得各要素的研究。2015 年间突现的关键词比较多，大部分集中于

语言学本身，包括学习者、二语习得、双语、高水平学习者、单词

识别。2016-2020 年间突现的关键词有认知控制、障碍、模式、习

得与双语现象。其中，个体差异、学习者、二语习得、障碍、模式

以及双语现象等关键词从开始突现时，一直延续至今年（2022 年），

这表明这些围绕这些关键词的研究关注度未来可能会一直持续。 

四．结语 
本文从二语习得研究入手，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借助

CiteSpace 软件，通过发文量、期刊共被引、关键词共线和突现对二

语习得研究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二语习得研究发文量呈现逐年

上升趋势；该领域研究与神经科学、语言学以及心理学研究密切相

关；热点主题包括语言、习得、双语、英语、话语、大脑、年龄等

关键词，未来的研究趋势可能依然包含个体差异、学习者、二语习

得、障碍、模式以及双语现象等关键词。但本文收集文献数量有限，

有其不足之处。希望今后的研究者可以扩大文献数据量，进一步对

该领域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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