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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学术传播力

　———基于ＳＳＣＩ期刊国际发表、学术合作与研究进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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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基于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２２年的国际ＳＳＣＩ期 刊 文 献，本 文 分 析 了 国 际 中 文 教 育 领 域 在 国 际 发 表 参 与 度、

学术合作网络、研究进展等方面的情况。研究指出学界在提高国际中文教育学术传播力上的成就与不足：尽

管论文发表数量有所增加，但较少发表于顶尖期刊上，质量仍有提升空间；全球研究网络不断发展，学术合作

不断深入，但大部分高影响力团队来自境外高 校，中 国 高 校 应 致 力 于 打 造 更 具 影 响 力 的 学 术 团 队；研 究 方 面

取得新的突破，包括引入社会文化视角、强调教师能动性和身份认同、关注学习者多元能力发展、深入研究华

语传承与认同、拓展语言政策与规划等领域，但 仍 亟 须 更 多 维 度、更 有 力 度 的 研 究。文 章 为 持 续 提 升 国 际 中

文教育研究的学术传播力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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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际中文教育包含国内对外汉语教学、海外国际中文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关注中文在

全球的传播与传承工 作（郭 熙，林 瑀 欢２０２１），是 中 文 国 际 传 播 的 重 要 途 径（周 智 婉，王 辉

２０２３）。国际中文教育既是学科也是事业（宁继鸣２０１８），涵盖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传播

学等多个学科的 建 设，也 涉 及 中 文 的 国 际 传 播 和 国 家 学 术 话 语 权 的 提 升（于 东 兴，张 日 培

２０２２）。因此，增强国际中文教育的学术传播力也应具备学科和事业的双重考量。作为交叉

学科，国际中文教育应在中文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尊重有关中文的事实，借鉴国际上成熟的

研究理论，集结跨学科、跨领域的力量，为语言教育和普通语言学作出贡献（赵杨２０２１）。此

外，国际中文教育也须注重“成果国际化”和“方法科学化”（刘海涛２０１８），既积极融入国际学

术共同体，适应国际学术规则和规范，将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平台发表和传播，与国际同行

交流（李宇明２０１９）；也能运用国际通行的研究方法，讨论共同关注的问题，使学术研究获得

学界同仁的认同和理解，提升学术传播力，推动学术话语权的构建。
近年来，国际中文教育学者越来越多地将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为教学和研究成果

“走出去”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由于方法科学化上的不足，学者们在促进“本土”与“全球”
对话、推动成果国际化过程中仍然举步维艰（文秋芳２０２０）。这表现为研究力量分散，汉语、
民族语言学者多专注于本土问题，服务于本土实践，而外语学者则关注国外理论的引介和移

用，以致推广至国际的有特色、有力度的研究尚不多见（高一虹２０１７）。学术传播力是学术话

语在传播链条中生成的，链条起点是富有特色的内容，终点是与目标群体实现意义共享与知

识信息的有效转移（梁砾文，王雪梅２０１８）。从这个角度讲，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应当扎根本

土、放眼全球，聚焦该领域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融通中外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理论精

华，追求中国理论的世界表述，从而提升国际中文教育的学术传播力，扩大国家的学术话语

权（李宝贵，刘家宁２０２１）。这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对构建具

有自身体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大意义（新华社２０１７）。
综上，国际中文教育的学术传播力应至少建立在三大前提之上：（１）积极参与国际发表，

在优质的国际期刊平台上积极发文，扩大学术研究的影响力。（２）打破学科疆界，引入跨领

域理论视角，深化跨地区合作，促进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合作、交流，形成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的合力。（３）关注全球性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议题，与国际语言教育研究网络建立联结，
从而实现意义共享 和 知 识 转 移。为 了 厘 清 国 际 中 文 教 育 研 究 在 学 术 传 播 力 提 升 方 面 的 进

展、成就与不足，本文将综述过往十年（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的相关文献，从国际发表参与度、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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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合作网络、研究话题与进展等三个方面考察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学术传播力。

一、研究设计

我们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借助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可视化分析软件，对２０１２至２０２２年在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ＳＳＣＩ）期刊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进行分析。文献

来源为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和Ｓｃｏｐｕｓ权威外文数据库，在两个库分别输入下列检索式后，筛选和

排除重复、非研究型和未正式发表的论文，确定用于深入分析的核心文献。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Ｉ＝（（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　ＰＹ＝（２０１２　２０２１））ＡＮＤ　ＤＴ＝（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ｃｏｐｕｓ：ＴＩＴＬ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　ＰＵＢＹＥＡＲ＞

２０１２ＡＮＤ　ＰＵＢＹＥＡＲ＜２０２２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ＴＯ（ＤＯＣＴＹＰＥ，"ａｒ"））

为了分析国际发表参与度，我们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评估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学 术

传播力。数量体现为在ＳＳＣＩ国际期刊发文数，质量则体现为期刊分区和影响因子。我们进

行了相关统计，以直观地呈现十年间国际发表参与度的变化。

为了分析学术合作网络，我们以国家／地区、学者／学术团队为单位分别探讨区域和个人

在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论文合作、产出和影响力情况。我们由此能够了解国际中文教育学

者在开展跨地域、跨学科交流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

为了分析研究话题与进展，我们对过往十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 分

析，总结热点核心话题，结合实证论文讨论研究进展，为学界进一步探讨本土性和全球性的

研究议题提供参考。

二、结果与分析

（一）国际发表参与度

１．期刊发文数量变化

如图１所示，过往十年间，ＳＳＣＩ期刊一共发表了３２５篇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论文，发文数

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从２０１２年的１７篇增长到２０２２年的６３篇，体现了学术界对该领域

的持续关注与投入。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２至２０２０年间增速较为平缓，而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２年间

发文数量显著增长，由２０２０年的２６篇增长到２０２２年的６３篇。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越来越多的国际中文教育学者在应用语言学、心理学等期刊设立专刊，呼吁国内外学者积极

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扩大知识贡献（李文栋等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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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ＳＳＣＩ期刊十年发文数量变化

２．发文数前十位期刊概况

如图２所示，发文量突出的十本ＳＳＣＩ期刊均是二区以上、影响因子大于１．５的期刊。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相关研

究也逐步采用国际 标 准 和 规 范，特 别 是 在 研 究 方 法 上 有 明 显 的 提 升。例 如，国 际 一 区 期 刊

图２　发文数前十位期刊概况①

２６

① 分区和影响因子数据来源：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ｊｃｒ－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ｃｏｍ）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学术传播力　李文栋　龚　阳　齐雪丹　 国际中文教育

Ｓｙｓｔｅｍ 自２０１４年以来每年至少刊发一篇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论文，２０２１年的发文数量更达

到了９篇。相 比 而 言，其 他 期 刊 发 文 量 则 存 在 波 动，有 的 年 份 达 到５篇（如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５年），其他年份则完全没有相关论文。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际中

文教育研究的国 际 发 表 仍 不 稳 定，在 学 术 话 语 权 建 构 与 影 响 力 提 升 方 面 仍 有 很 大 的 努 力

空间。

３．期刊影响力

图３（ａ）和３（ｂ）分别以发文数和引用量两个维度评估期刊过往十年学术影响力的变化。
图中节点代表期刊，节点大小表示发文数或引用量，图表从左下方至右上方呈现影响力历年

变化的轨迹，节点颜色深浅代表年份远近。如图３（ａ）所示，随着时间推移，期刊发文数总体

呈现增加的趋势（自左下到右上，节点总体变大）。发文量突出的期刊，从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过渡到Ｓｙｓｔｅｍ，再到近两年表现突出的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如图３（ｂ）所示，
随着时间推移，期刊文章引用量总体呈现减少的趋势（自左下到右上，节点总体变小）。引用

量上表现出较高影响力的期刊有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和Ｓｙｓｔｅｍ，它们的节点相较于其他期刊而言更大。从 节 点 颜 色 可 知，这 三 本 期 刊

刊发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论文在近十年的中前期有较多的引用量。相比而言，近两年引用

量较多的期刊的节点远小于之前，如图中右上角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等。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近两年ＳＳＣＩ期刊上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论文数

量大幅增加，但论文引用量和影响力没有持续提升。

图３（ａ）　期刊影响力历年变化（发文数）
　　　

图３（ｂ）　期刊影响力历年变化（引用量）

（二）学术合作网络

１．区域合作网络

图４（ａ）依据论文合著（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情况对国家／地区间的学术合作网络进行可视化分

析。图中节点大小代表国家／地区的发文数量，节点间连线粗细代表合作的密切程度。由图

可知，中国内地、美国、中国香港、澳大利亚、英国等地的发文数量较多，节 点 较 大。同 时，区

域间的多条连线说明学界在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方面建立起较为成熟的合作网络：中国内地

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合作关系，也和港、澳、台地区保持

着密切的联系。以图４（ａ）为基础，图４（ｂ）以篇均被引次数（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为单位对合作

网络的影响力进行 可 视 化 分 析。节 点 颜 色 代 表 引 用 次 数，颜 色 越 浅，被 引 次 数 越 高。由 图

４（ｂ）可知，中国内地的节点颜色较深（深绿节点），论文篇均被引次数低于中国香港、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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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和英国（黄色节点），亦低于中国澳门、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地（浅绿节点）。表１统计了

发文数和引用量突出的十个国家／地区，并列出其单篇论文引用数据。

图４（ａ）　合作网络 （论文合著）
　　　

图４（ｂ）　合作网络（篇均被引）

表１　国家／地区发文数、引用量、篇被引统计

国家／地区 发文数 引用量 篇被引

中国内地 １１７　 １２３９　 １０．５９

美国 １１２　 １８５６　 １６．５７

中国香港 ５３　 １０５１　 １９．８３

澳大利亚 ４０　 ６１８　 １５．４５

英国 ２１　 ３９５　 １８．８１

中国台湾 ２０　 ３１６　 １５．８０

中国澳门 １６　 ２７７　 １９．７９

加拿大 １５　 ２０７　 １３．８０

新西兰 １１　 ２０９　 １９．００

新加坡 １０　 ２９１　 ２９．１０

　　如表１所示，中国内地、美国、中国香港、澳大利亚和英国在发文数和引用量上都占据前

五位。其中，中国香港、澳大利亚和英国分别排名第三、第四和第五，而中国内地和美国在发

文数和引用量上的排序略有不同。发文量上，中国内地和美国仅有微小差距。中国内地 过

往十年间在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论文产出数量最高（１１７篇），而美国以１１２篇的发文数量紧

随其后。引用量上，美国（１８５６次）高居榜首，比排位第二的中国内地（１２３９次）多出６１７次。

换言之，虽然双方发文数量接近，但引用量上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在国际中文教育学

术影响力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内地发文数量最多，但是其篇均被引次数最 低。

相比而言，中国香港发文量虽然不到中国内地发文量的一半，但其篇均被引次数位居前列。

中国澳门、新加 坡 和 新 西 兰 的 篇 被 引 数 也 远 高 于 中 国 内 地。这 再 次 说 明 中 国 内 地 学 者 在

ＳＳＣＩ期刊上发表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论文在数量方面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质量和

影响力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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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者合作网络

通过分析论文合著情况，我们进一步厘清全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网络中主要的学者 合

作团队，比较学术影响力。图５（ａ）依据论文合著 （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情况将学者合作网络可视

化。节点代表学者，节点大小代表发文数，节点颜色区分研究团队，节点间连线代表学者间

的合作关系。如图，大部分节点孤立、零散存在，部分节点间存在较多连线，形成 小 集 群，如

以Ｇｏｎｇ　Ｙａｎｇ（龚阳）为代表 的 绿 色 集 群、以Ｘｕ　Ｙｉ（许 怡）为 代 表 的 蓝 色 集 群 和 以Ｌｉ　Ｓｈｕａｉ
（郦帅）为代表的 粉 色 集 群。这 表 明 国 际 中 文 教 育 在 研 究 上 尚 未 形 成 大 规 模 的 学 术 合 作 网

络，仅部分团队建立起持续合作关系，有比较丰富的研究产出。我们也从篇均被引次数的角

度来分析学者合作网络的学术影响力［图５（ｂ）］。论文篇均被引次数较高的学者和团队包括

龚阳—高雪松—赖春、郦帅—Ｎａｏｋｏ　Ｔａｇｕｃｈｉ、许怡—张瓅匀、兰玉茹—李平等。这些团队在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产出了影响力较高的论文。

图５（ａ）　学者合作网络（发文数）
　

图５（ｂ）　学者合作网络（篇均被引）

我们还统计了十年内发表４篇以上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论文的学者概况（表２）。从发文

数和引用量来看，龚阳—高雪松—赖春团队、郦帅—Ｎａｏｋｏ　Ｔａｇｕｃｈｉ团队、许怡—张瓅匀等三

个学术团队呈现出较大影响力。前两个团队发文数和引用量较高，篇均被引数均超过２０次；

后者在引用量和篇均被引数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论文篇均被引数接近３０次。表２中

多数学者在境外高校就职，所属院系以教育学院、英语系、中文系为主；仅３位为内地大学教

师，均就职于外国语学院。研究领域以二语习得、中文作为二语／外语教学居多，部分专长于

二语语用、教师教育、技术辅助语言教学、双语／多语教育、语言政策、语言 测 试 等 领 域；研 究

对象背景多样，涉及中文教师、来华留学生、海外华裔、少数族裔等。越来越多不同学科背景

的学者加入国际中文教育的研究队伍，为领域学术传播力的提升作出了积极贡献。

表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高影响力学者概况

作者 学术单位 研究领域 发文数 引用量 篇被引

龚阳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
中文 作 为 二 语／外 语 教 学、教 师 教

育、跨文化交际
１３　 ４６５　 ３５．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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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者 学术单位 研究领域 发文数 引用量 篇被引

赖春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技术辅 助 语 言 学 习、英 语 教 育、中

文作为二语／外语教学
１２　 ３００　 ２５．００

高雪松
新南 威 尔 士 大 学 教 育

学院

语言 学 习 者 能 动 性、语 言 教 师 教

育、语言教育政策
９　 ２９８　 ３３．１１

郦帅
佐治亚州立大学

世界语言与文化系

二语语 用、中 文 二 语 习 得、语 言 测

试与评估
８　 ２４５　 ３０．６３

Ｎａｏｋｏ
Ｔａｇｕｃｈｉ

北亚利桑那大学英语系 二语习得、二语语用、跨文化能力 ７　 １５６　 ２２．２９

黄汝嘉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 中文二语习得与教学 ７　 ８８　 １２．５７

罗嘉怡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中文 作 为 二 语／外 语 教 学、中 文 文

学教育
６　 ５８　 ９．６７

孙培健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
二语习得、外 语 教 学、教 育 技 术、教

师教育
６　 ３９　 ６．５０

任伟
北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外

国语学院
二语语用、二语习得 ６　 ５６　 ９．３３

Ｋｅｉｋｏ　Ｋｏｄａ
卡耐 基 梅 隆 大 学 现 代

语言系
二语阅读能力发展 ５　 ５８　 １１．６０

张浩敏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心理语言学、二语习得、双语阅读 ５　 ５６　 １１．２０

许怡
匹兹 堡 大 学 东 亚 语 言

与文学系
中文二语习得 ５　 １４４　 ２８．８０

张瓅匀
台湾 师 范 大 学 华 语 文

教学系
华语文测验与评量、学习与记忆 ４　 １２４　 ３１．００

李国芳
英属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教

育学院
双语／多语教育、中文传承语教育 ４　 ４３　 １０．７５

谷明樾 香港教育大学人文学院 多语与流动性、家庭语言政策 ４　 ５８　 １４．５０

苏蕴文
犹他 大 学 世 界 语 言 与

文化系
二语语用、二语习得与评估 ４　 ２５　 ６．２５

穆光伦 南澳大利亚大学 中文传承语教育、教育社会学 ４　 ８６　 ２１．５０

（三）研究进展

基于关键词共现功能，我们对文献进行聚类分析，归纳相关话题，探讨过往十 年 国 际 中

文教育的研究进展。在图６（ａ）中，节点大小代表关键词（研究话题）出现的频率，高频关键词

包括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等。节点间连线代表

关键词之间的关系，线条粗细代表共现的强弱。节点以颜色区分，同色节点被自动聚类，从

而归纳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图６（ｂ）提供聚类研究热度的信息。某个区域（研究主题）包

含的词 条 数 量 越 多、频 次 越 高，其 颜 色 越 深，研 究 热 度 越 高，如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ｗｏ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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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ｄ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ｅｒ区、ｃｈｉｌｄ－ｍａｎｄａｒｉｎ区 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区。

图６（ａ）　关键词共现（网络视图）

图６（ｂ）　关键词共现（热度视图）

在关键词共现图基础上，我们得到五大聚类，并据此归纳国际中文教育的研 究 主 题，包

括：１．中文二语习得；２．国际中文教师教育与职业发展；３．国际中 文 学 习 者 多 元 能 力 发 展；

４．海外华语传承与华人认同；５．国际中文教育语言政策与规划。其中，主题１和２［图６（ａ）

中深色聚类］涉及关键词数量多、频次高、聚类区域密度大，代表这两个话题是过往十年中热

度较高的研究领域（聚类、主题、词条和频次等信息详见附录表３）。下文结合实证研究说明

五个主题的研究路径和具体发现。

１．中文二语习得

中文二语习得始终是国际中文教育最重要的研究版块之一。除了听说读写语言技能的

发展以外（Ｚｈａｎｇ　＆Ｋｏｄａ　２０２１），汉字、声调等中文语言知识的认知和习得过程一直受到研

究者的广泛关注（Ｈａｏ　２０１２；Ｓｕ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Ｔｏｎｇ　＆ Ｙｉｐ　２０１５）。聚焦语言知识和技能的

发展，将中文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纳入二语习得学科框架，有助于“以林观木、以木观林”，挖

掘语言习得规律和特点，为二语习得理论发展作出贡献（赵杨２０１９）。近年来，研究焦点延伸

到语言知识技能在实际社会语境中的应用，探讨学习者如何学会 得 体 用 语。Ｔａｇｕｃｈ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发现，留学生用中文做出恰当言语行为的能力与参加社交活动的情况有直接关联，而

与其跨文化适应能力无直接关联。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的案例研究发现，留学生选择和使用中文

请求语的行为受到人际网络的影响，留学过程中接触到的语用规范影响他们在请求行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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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用策略。这些研究突破了传统研究的“社会真空”观，逐步摆脱以线性、单一视角看待二

语习得过程的限制，关注身份认同、文化、社群等多重社会文化因素对语言学习过程与成效

的影响（Ｌｉ　＆Ｌｉ　２０２０；韩亚文，李丹２０２２）。换言之，社会文化视角的引入为中文二语习得研

究注入新的活力，促进了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成果与全球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对

话，进一步扩大了学术影响力与传播力。

２．国际中文教师教育与职业发展

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的基石，教师教育与职业发展占据了过往十年研究的半 壁 江 山。相

关研究以身份认同、能动性、情绪、认知等为切入点，探究教师在复杂的教学生态中如何获取

资源给养（ａｆｆｏｒｄａｎｃｅ），提 高 跨 文 化 交 际 能 力，应 对 教 学 与 职 业 上 的 挑 战。例 如，Ｌ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发现中国香港国际学校的中文教师在跨文化环境中的专业学习成效与能动性相关，
其能动性受到专业定位、社会定位、角色分工等因素的影响。Ｇ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聚焦国际中

文教师的身份建构，发现教师的职业身份（中文教师、学校职员）和社会文化身份（中华文化

承载者、多元文化者、文化传承者、文化学习者、文化桥梁）相互交织，影响他们对跨文化能力

的教授方式。此外，积极心理学视角在语言教学研究中的应用让研究者开始关注教师的情

感体验，探究影响国际中文教师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因素（Ｊ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国际中文教育研

究不再将教师视为对课程、教材、教法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强调他们在教学中的主体性和能

动性，注重通过教师的自发行为来提高教学素养、改善教学效果（高雪松等２０１８）。

３．国际中文学习者多元能力发展

除了语言能力以外，新近研究也关注中文学习者其他能力的发展，如社会文 化 适 应、跨

文化交际、学术 发 展 等，这 些 多 元 能 力 与 学 习 动 机、文 化 认 同、社 会 网 络 等 因 素 密 切 相 关。

Ｇｕ　＆Ｃｈｅｕｎｇ（２０１６）对中国香港南亚裔和东南亚裔学生的研究发现，理想二语自我（ｉｄｅａｌ　Ｌ２
ｓｅｌｆ）直接影响学生对中文学习的投入并间接影响其社会融入；增强学习动机有助于他们学

习中文，构建双重文化身份，融入当地社会。Ｇ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发现新西兰学生根据不同的

想象认同（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而采取不同的中文学习策略，在课上关注中文语言知识的学习，
课外则加强与当地人的沟通互动。还有研究探讨使用社交媒体与中文学习、社群融入的关

系。如Ｚｈａｏ　＆Ｒｏｓｉｅ（２０２０）对英国华裔家庭的研究发现，华裔儿童在微信上参与多语种、多
模态、多符号的超语实践（ｔｒａｎ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ｉｎｇ）有利于他们的中文学习，也有助于他们建立群体

认同，融入华语社群。上述研究不再孤立看待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增长，而是关注多种能力的

协同发展，强调国际中文教育不只在于教授语言知识和培养交际能力，更在于发展学习者的

多种通用能力。这也反映了国际中文教育的研究视野逐渐开阔，从“只关注语言结构过渡到

关注人，从只关注教室学习扩大到关注学习环境与学习资源，从只关注学习成果延展到关注

学习过程”（王丹萍２０１８：２３）。

４．海外华语传承与华人认同

海外中文学习环境多样且复杂，多种中文方言和语言变体的共存和相互竞争，给中文教

学带来了挑战（郭熙２０２１）。过往十年，海外华语传承研究主要考察北美华人家庭中儿童中

文的学习成效和相关影响因素。如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对美国华裔儿童的调查发现，在家庭互

动中使用中文、上中文课、参加课外辅导等均有助于提高中文水平。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对加拿大

华裔儿童的研究发现，母语背景（普通话／粤语）、性别、社会经济地位会显著影响儿童早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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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词汇的发展。其他研究考察了华人认同的影响。比如 Ｍｕ（２０１６）对澳大利亚华人的调查

发现，“华人长相”（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ｏｋ）被认为是华人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认同与被试的中

文水平显著相关。除了探究影响传承语水平的因素，相关研究还考察个体对传承语的理解

和态度，发现海外中文教师通常采纳内涵更加丰富的“华语”概念，关注不同方言背景、不同

身份认同学生的需求，依此设计包容、多元的中文课程（Ｃａｉ　＆Ｅｂｓｗｏｒｔｈ　２０１８）。随着华语传

承与认同研究的不断深入，海外华语传承研究的成果将会极大地丰富语言传承理论，成为世

界多元语言保持的重要参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也将为保持世界语言文化多样性作出积极

的贡献（郭熙２０２１；王晓梅２０１７）。

５．国际中文教育语言政策与规划

语言政策与规划虽然属于社会语言学的分支领域，但是近年来其学科地位不断上升，在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也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传统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主要探讨宏观语言问

题，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规划、中文在全球的推广、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国家

共同语的认同等（高一虹２０１７；张璟玮２０１７），同时也较多关注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规划行

为，如新加坡政府的华语标准化倡议对当地中文教育的影响（Ｓ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７）、孔子学院

的国际中文教育语言政策（Ｐéｒｅｚ－Ｍｉｌａｎｓ　２０１５）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机构、个人等利

益攸关者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比如考察海外国际学校如何通过加入中

文教育元素，以树立国际化形象、提高学校语言培训的吸引力（Ｃｏｄó＆Ｓｕｎｙｏｌ　２０１９）。少量

研究探讨宏观语言政策对个体的影响，如师生对以普通话和简体字为标准的孔子学院语言

政策的 解 读（Ｚｈｕ　＆ Ｌｉ　２０１４）、中 国 汉 字 简 化 运 动 中 个 体 的 能 动 性 和 权 力 差 异 等（Ｚｈａｏ　＆
Ｂａｌｄａｕｆ　２０１２）。然而，现有研究多以描述国家权威机关的宏观规划行为、分析解读政策文本

为主，对自发的、“草根”的语言政策与规划行为缺少关注，常常将微观个体视作宏观政策的

被动接收者和执行者，从而忽视了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个体的能动性。语言政策与规划

不仅包括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也包括自下而上的语言实践。为了避免上述相对单一的研

究视角，研究者除了探讨关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宏观语言问题以外，也应关注价值观念

和语言选择问题，如二语学习者、少数民族或方言社区成员对母语权利的坚守等社会语言学

议题，从而产出更多维度、更有力度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三、结语与启示

本文基于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２２年国际ＳＳＣＩ期刊发表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文献，通过对国际

发表参与度、学术合作网络、研究话题与进展三个层面的分析，展示了过往十年学界在提升

国际中文教育学术传播力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进步。一方面，国际中文教育学者在

ＳＳＣＩ期刊论文数量上取得了较大进展，能够持续、稳定地将研究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另一方

面，ＳＳＣＩ期刊论文质量上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顶尖刊物上。同时，全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网络正在蓬勃发展，国家或地区之间建立或加深

了学术合作关系。总体而言，中国内地学者发表的学术论文在引用量上尚不及其他地区的

学者，国际学术影响力提升方面任重道远。此外，通过分析学者合作网络，我们发现目前只

有少量学术团队建立了合作关系，大部分高产、高影响力的学术团队成员来自境外高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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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身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的中国内地高校仍需努力打造更具影响力的学术团队，融合

跨学科研究力量，培养具备双语写作能力的人才。我们也看到了研究进展上的创新和突破，
例如引入社会文化视角，打破传统的二语习得社会真空观；突出教师的能动性和身份认同，
推动教师教育和职业 发 展；关 注 学 习 者 的 多 元 能 力 发 展，注 重 提 升 语 言 交 际 能 力 以 外 的 素

养；深入发展华语传承与认同研究，挖掘“全球华语”、“大华语”的概念内涵和时代特征；语言

政策与规划研究也取得进展，但迫切需要更多维度和更有力度的研究。
为了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持续发展，提升学科的质量和影响力，促进全球范围内中

文教育的推广和发展，全面提高国际中文教育的学术传播力，我们拟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提升研究影响 力。在 本 土 与 全 球 的 学 术 对 话 中，要 让 国 际 中 文 教 育 研 究 走 向 世

界，将声音传播得更远，学界应该加强国际发表意识，充分认识到国际发表对学科建设的积

极作用和重大意义。在响应国家“大力提升中文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力，提倡科研成果中文首

发”倡议的同时（国务院２０２１），国际中文教育学者也应力争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尖刊物

上，全面增强学术可见度和影响力。为此，高校可提供专业语言编辑、选刊指导、优化审稿反

馈机制等服务，也可鼓励相关研究者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和跨国研究，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联

系，提高研究成果的关注度和认可度。
第二，重构学术合作体系。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者应努力打破当前“蜂巢般、碎片化”的语

言学科格局，构建语言学共同体，整合其他学科的语言研究成果，形成“大语言学”知识体系

（李宇明２０１９）。我国高校应努力培养高质量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团队，吸引和培养优秀学者，
鼓励学者之间的跨学科合作，推动国际学术界跨地域、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可通过建立在

线合作平台或举办国际研讨会的形式促进不同领域专家学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
第三，追求学术突破和创新。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不应停留于对教学现象的描 述 和 对 资

料的整理，而需要对长期积累的丰富的研究素材进行归纳、总结、提炼，以挖掘其背后复杂的

规律（赵杨２０１９，２０２１）。研究者可以借鉴二语教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成果，运用科学分

析方法，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推陈出新，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和指导意义的理论，产出具

有重大影响力和传播力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为国际中文教育学术话语权的持续增强作出积

极贡献。可考虑设立创新研究基金，组建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团队，与国际知名语言学和教

育学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研究项目，以促进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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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６　３３９．

附录

关键词聚类、研究主题及相关词条频次

研究主题 关键词条（频次）

中文二语习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２９）；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２８）；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２７）；ｒｅａｄｉｎｇ（２３）；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１８）；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１４）；ｆｌｕｅｎｃｙ（１１）；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１１）；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９）；ｒｅｑｕｅｓｔ（９）；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９）；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７）；ｒｅｆｕｓａｌ（７）；ｒａｄｉｃａｌ（７）；
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６）；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６）；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６）；ｔｏｎｅ（６）；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５）；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５）；ｍｅｍｏｒｙ（５）；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５）；ｗｏｒ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５）；
ｗｏｒ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５）；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４）；ｏ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４）；ｏｒ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４）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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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研究主题 关键词条（频次）

国际中文教师

教育与职业

发展

ｃｕｌｔｕｒｅ（３３）；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３１）；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２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２３）；ａｇｅｎｃｙ
（１６）；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０）；ａｆｆｏｒｄａｎｃｅ（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８）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８）；ｃｏｖｉｄ（７）；ｔｅａｃｈ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７）；ｅｍｏｔｉｏｎ（６）；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６）；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６）；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６）；ａｎｘｉｅｔｙ（５）；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５）；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５）；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ｇｅｎｃｙ（５）；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５）；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４）；ｅｃｏｌｏｇｙ
（４）

国际中文

学习者多元

能力发展

ｃｓｌ　ｌｅａｒｎｅｒ（１９）；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ｅｒ（１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１３）；ｉｄｅａｌ　ｌ２ｓｅｌｆ
（１０）；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９）；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８）；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５）；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ｓｕｃｃｅｓｓ（４）；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４）；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４）；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４）

海外华语传承

与华人认同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２３）；ｃｈｉｌｄ（２２）；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２１）；ｆａｍｉｌｙ（１８）；ｐａｒｅｎｔ（１６）；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１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８）；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６）；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６）；ｆａｍｉｌ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５）；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５）；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５）

国际中文

教育语言政策

与规划

ｐｏｌｉｃｙ（１６）；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１３）；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１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１２）；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１２）；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７）；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６）；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６）；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ｓｍ
（６）；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５）；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５）；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４）；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ｍａｒｋｅｔ
（４）

３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