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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究国内外语焦虑研究的趋势，本文以“外语焦虑/二语焦虑/英语焦虑”为主题检索词，以中国知

网核心期刊论文为数据来源，以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为分析工具，从总发文量、发文期刊、关键词共现

和突现及关键词聚类等角度进行分析，以此来探究外语焦虑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脉络。研究表明：外语焦

虑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呈下降趋势；关于信息技术环境下外语学习焦虑的研究文章并不多；外语焦虑的研

究热点主要有翻转课堂、诱发因素。基于此，本文最后提出三点可行性建议以促进我国外语焦虑研究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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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trends of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in China, this research t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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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language anxiety/second language anxiety/English anxiety” as the topic search term, uses 
the core journal papers of CNKI as the data source, and uses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as 
the analysis too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published journals, 
keyword co-occurrence and emergence, keyword clustering, the research focus an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were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showed a declining trend.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xiety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the research focuses mainly on 
flipped classroom and inducing factors. Based on this, this research finally puts forward three 
feasibl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researc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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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外语学习是一项伴有各种丰富复杂情绪体验过程的复杂心理认知体验活动，学习者常常会重复经历

如焦虑、羞愧、倦怠等的各种复杂负面情绪经历[1]。然而，自从 Krashen 在 1985 年提出了情感过滤假说，

焦虑因素作为一种阻碍学习者习得语言技能的一种主要心理因素，已经成为了国内外二语法习得研究者

关注的一大热点领域之一[2]。1986 年，美国心理学家 Horwitz 等人最早发现外语学习焦虑这一现象，并

首次提出了外语学习焦虑的概念，即“学习者因外语学习过程独特性而产生的与课堂外活学习有关、独

特而复杂的自我意识、信念，情感及行为”[1]。目前国内学者多研究外语(英语)听说读写四类基本技能

焦虑的诱发因素[3] [4] [5]、外语焦虑的调节策略[6] [7]，也有学者研究外语焦虑量表编制[3] [8]。但国内

对于外语焦虑的综述文章仍然较少，而且不够全面、系统。基于此，本文以 CNKI 刊载的期刊论文作为

研究对象，主要运用可视化分析工具 CiteSpace 5.8.R3 从总发文量、发文期刊、关键词共现和突现多维度

来探究我国近 20 年外语焦虑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外语焦虑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趋势。 

2. 研究的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数据 

以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期刊为图谱分析来源，为了保证文献的全面性，在高级检索中以主题“外语焦

虑/二语焦虑/英语焦虑”为条件，时间跨度为 2002~2021 年，期刊来源设为核心期刊，共检索到国内期刊

论文 226 条(检索时间：2022 年 10 月 15 日)，去除综述等非学术文章以及英文内容文章，最终得到了 224
篇有效文献，以此作为研究样本，并用 Refworks 格式将其导出以便利用软件 CiteSpace 进行可视化分析。 

2.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呈现外语焦虑研究的样态。首先，运用文献计量法对国内

外语焦虑研究论文进行梳理，客观分析外语焦虑研究发展状况。其次，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所获数据进行

深度剖析，并借助于陈超美博士研发的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绘制可视化分析图谱，通过关键词共现、关

键词突现和聚类维度分析我国外语焦虑的研究状况，明晰其研究主力，探析其发展趋势与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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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年度发文量的研究分析 

通过对我国近 20 年外语焦虑研究发文量的统计，可以整体把握外语焦虑研究的发文变化趋势，预测

其未来发展趋势。2022 年 10 月 15 日，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外语焦虑/二语焦虑/英语焦虑”为主题检

索词，并且去除综述类文章及英文文章，时间跨度为 2002~2021 年，共搜索到国内期刊论文 224 条。总

体来说，前十年(2002~2011)年度发文量呈直线上升趋势，并且在 2011 年，外语焦虑研究的年度期刊发

文量达到近二十年最高值，这与我国推行《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 年版)》有着密切的联系；后十

年(2012~2021)年度发文量缓慢下降，并且在 2017~2020 年年度发文量仅有个位数，但在 2013 年小幅回

升，年度发文量升至 25 篇，2014 年，出现了新的拐点，与前年相比，年度发文量减少至 7 篇，这与“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着重要关联。自“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以来，加快外语非通用语等紧缺专业人才

培养的需求日益迫切，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的全覆盖已成为我国外语教育在新时期的发

展目标，外语焦虑又短暂成为各界学者的研究话题，同时，也吸引着学者将目光转向二语习得中的其他

方面。 

3.2. 发文期刊的类别及发文情况 

发文期刊的类别指的是刊载论文的期刊种类，通过比较发文的期刊类别及期刊发文数量情况，可以

大致上反映出外语焦虑研究领域的发文质量程度和层次。 
本研究以CNKI 核心期刊作为数据来源，外语焦虑研究方面主要涉及的国内发文源期刊数量有 78 种，

其中教育教学类有约 28 种，外语类期刊数量有 12 种，大中专师范院校学报有 19 种，心理医学类期刊数

量有 4 种，其它类型期刊数有 15 种。从总发文量来看，教育教学类期刊学术论文有 98 篇，外语类期刊

有 73 篇，大中专师范类院校学报论文有 27 篇，其它类期刊文章有 18 篇，心理医学类期刊有 8 篇。从各

类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平均总发文量上来看，教育研究类期刊为 3.5 篇，外语类期刊 6.0 篇，大中专师范

类院校学报有 1.4 篇，其它类期刊共 1.2 篇，心理医学类期刊 2 篇。在所有发文的期刊中发文量排在前

20 位的是《外语界》《中国成人教育》《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教学与管理》等期刊，其中，教育

教学类期刊有 10 种，外语类期刊有 9 种。这些在前 20 位的期刊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 64%。 
总体而言，外语与焦虑问题研究中发文期刊涉及的类别品种较多，分布区域较广，主要核心刊物以

教育教学类期刊为主，外语类期刊的平均每年发文期刊量较高，但各类期刊的平均发文量参差不齐，研

究成果质量的学术层次也需有进一步提高。 

3.3. 关键词共现分析 

为直观展现外语焦虑研究的关键词频次与中心性，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可绘制出关键词的知识频

率分布图谱(见图 1)，并据此统计出各部分关键词的知识频次性分布和其中心性值分布(见表 1)，CiteSpace
系统中的节点类型设置，为关键词(Keywords)，时间切片为 1 年，阈值为 5。 

结合图 1 和表 1 可知，大多数文献聚焦于英语学习焦虑，近二十年外语焦虑研究词频最高的是“焦

虑”，其次为“外语焦虑”“外语学习”“写作焦虑”“学习焦虑”“听力焦虑”。一个关键词的中心

性作用越强，意味着受到它直接控制影响的各个关键词之间存在的交叉信息流数量越多，与其他同类关

键词一起在相关文献中共现的出现次数也就多。研究中心性比较的高的关键词也都可以侧面地看出，当

下有关写作、学习和听力焦虑问题的研究等是目前较为关注的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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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agram of the keywords co-occurrence knowledge 
图 1.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 

 
Table 1. Top 20 keywords occurrence frequency and centrality statistics 
表 1. 关键词出现频次前 20 和中心性统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焦虑 38 0.47 11 焦虑感 6 0.07 
2 外语焦虑 18 0.36 12 情感因素 6 0.02 
3 学习焦虑 13 0.11 13 口语焦虑 6 0.04 
4 语言焦虑 12 0.04 14 对策 5 0.04 
5 外语学习 12 0.24 15 大学生 5 0.02 
6 写作焦虑 11 0.17 16 外语课堂 4 0.05 
7 英语学习 11 0.04 17 应对策略 4 0.02 
8 大学英语 10 0.08 18 课堂教学 4 0.02 
9 听力焦虑 8 0.10 19 学习者 4 0.08 

10 二语习得 7 0.03 20 策略 4 0.00 

3.4. 关键词突变分析 

李杰和陈超美 2017 年在《CiteSpace 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一书中提出对关键词进行突现词检测，

可以反映出一个研究热点的真实存在[9]。红色部分表示对应关键词的突现时期，表示这些关键词的年份

活跃范围(见图 2)。 
 

 
Figure 2. Diagram of the keywords emergent knowledge 
图 2. 关键词突现知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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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关于外语焦虑的研究热度有所下降，研究内容从焦虑对听、说、读、写

基本技能的影响开始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翻转课堂”，这表明关于听说读写四大基本技能的焦虑研究

已不再是目前的研究热点。同时，如图所示，“翻转课堂”“诱发因素”这 2 个关键词在 2016~2021 年

间突现明显，且生命期有继续延续的态势，在未来有可能成为研究热点。 
如今，翻转课堂是信息化环境下的一种混合教学模式，在外语教育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屈社明曾指

出学生如何有效的内化知识成为翻转课堂教学的重点，而理想的内化与学生的情感、参与和学习策略相

关[10]。情感作为影响外语学习的重要因素，焦虑情绪往往是学习过程中冲突的信号，必然会影响到翻转

课堂的教学效果。焦虑型学习者通常与试图理解口头话语和说目标语言有关。这类学习者倾向于消极的

自我对话，并表现出回避行为；他们可能会使用情绪性语言(如“可怕的”、“吓人的”和“糟糕的”)
来描述他们在第二语言课堂上的经历和感受。此外，已有研究表明，学习者的自尊、英语能力水平、信

心、对沟通的担忧、害怕犯错误以及害怕丢脸等是影响翻转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探究外语焦虑

情绪对翻转课堂的影响，可以为促进学习者积极情感的发展和提高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提供启示。 
外语焦虑的诱发因素，作为近年来的新兴话题，相关研究仍然很少。国内学者白丽茹在《外国语文》

及《外语界》上发表了关于英语写作焦虑及听力焦虑的诱发因素及其量表编制的相关文章。白丽茹通过

研究发现英语写作焦虑与作者个体焦虑诱发因素和写作过程焦虑诱发因素相关，其中写作者的英语语言

能力和写作过程评阅反馈是导致大学英语学习者英语写作过程中焦虑情绪产生的主要诱发因素[11]。因此，

有效抑制和克服课堂英语写作过程中产生的主客观因素，进而从本质上提高我国大学英语学习者英语写

作水平以及英语写作技能课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3.5. 关键词聚类维度分析 

考察外语焦虑研究关键词时间线共现图谱(见图 3)有助于了解其演进历程、掌握其研究现状、把握其

热点主题。从聚类维度看，图中 8 个聚类维度可依其内容相关度分为 3 个方面。 
 

 
Figure 3. Diagram of keywords timeline co-occurrence 
图 3. 关键词时间线共现图谱 

 
第一，学习焦虑与英语读写听说等技能的相关性研究。英语听力的提高一直是困扰学生的大问题。

2007 年张馨月提出，影响大学生英语听力学习的因素主要有听力材料因素、学习者因素和环境、设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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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及学习者自身内在的情感因素[12]。2013 年，施渝等人研究了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在四级复合式听写

状态下的听力焦虑[13]。邓巧玲在 2015 年研究了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听力元认识意识、听力焦虑和

听力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14]。2017 年刘会霞等经过研究，认为在听力理解过程中，外显的焦虑情绪最

终会导致对二语听力理解的负性影响[15]。 
英语口语是引起学生焦虑的另一大问题。吴让科等人在 2013 年，研究发现提高语音能力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外语口语焦虑水平[16]。2019 年，王海贞探讨了情绪智力、外语焦虑、学习动机、工作记忆、

语言学能、认知风格 6 个学习者因素与英语口语成绩之间的交互关系[4]。2021 年于涵静等人采用回溯性

研究范式确定具有代表性口语动机学习原型，总结了口语动机典型动态特征及差异[17]。 
在英语阅读方面，石运章调查表明，男生外语阅读焦虑高于女生，阅读策略、成绩低高、及自信心

是其主要影响因素[18]。2009 年，赵云丽指出外语阅读焦虑是影响读者阅读效果的重要情感因素之一[19]。
英语学习焦虑与英语写作相关性的研究文章很多，比如在 2020 年，张琳等人研究发现读后续写有助于降

低学习者的写作焦虑并且促进学习者写作能力的提高[20]。白丽茹在 2021 年也提出语言能力和评阅反馈

两个诱发因素联合对英语写作水平具有显著预测作用[11]。 
第二，英语学习焦虑与网络关系的研究。随着信息革命的推进，多媒体教学也越来越普遍。而多媒

体教学对于英语焦虑的影响也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目光。2012 年，曾小珊等人研究表明，网络多媒体技术

的运用有助于学生减少学习焦虑并提高学习效率[21]。2016 年，费伟研究发现网络多模态环境下大学英

语学习焦虑仍然存在，并对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有着较为明显的负影响[22]。 
第三，英语学习焦虑与其他因素相关性的研究。近年来，有学者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外语焦虑，

尝试解决外语焦虑的问题。比如有的学者从认知角度、心理学角度、情感角度以及自我评价等角度，这

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外语学习焦虑研究。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通过绘制知识图谱、内容分析和文献计量统计等方法，全面回顾和审视近 20 年外语焦虑国内现有研

究成果，发现相关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外语焦虑的年度发文量在前十年(2002~2011)呈直线上升趋势，后十年(2012~2021)总体呈下降

趋势，但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出现拐点。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这个民族是无比渴求知识的，而世界发达

国家的主要交流语言就是英语，所以我们一度是非常重视英语，在过去几十年间，不管高考的形态发生

了多少次的变化，什么 3 + 2、6 选 1，不论学科如何变化，英语总是主流主科之一。而时代发展到今天

之后，随着“双减政策”和“课后 5 + 2 延时服务”的逐步落实，以及新课程标准中英语总课时占比和道

德与法治的比例一样，大部分补课班都相继关门或者转型，英语地位从表面上看相继下降。甚至很多专

家学者都提出建议，未来是否可以取消英语在高考中的主流学科地位？这也侧面地影响了英语类学科在

国内的研究地位。 
第二，外语焦虑研究的期刊发文类型多集中于教育教学类和外语类，其中外语类核心期刊的年均发

文量最高。在外语焦虑现有的研究成果上看，在检索到的 224 篇核心期刊中，对新环境下外语学习焦虑

研究不多，只有寥寥几篇，这是远远不能适应如此迅猛发展的信息化时代要求的，尤其是新冠疫情大背

景下网课的普及。 
第三，目前国内对于外语焦虑的研究多聚焦于“翻转课堂”和“诱发因素”两个方面。研究发现，

教师采取措施降低学生的焦虑情绪，可以有效提高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关于外语焦虑的诱发因素，近

几年国内学者在该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多针对于写作焦虑的诱发因素和写作焦虑量表的制定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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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外语的其他听说读三类基本技能的诱发因素研究仍较少。 

4.2. 建议 

第一，从表面上看，英语的确已不是主流学科，但是从全国中高考分数来看，英语目前仍然是实打

实的三大主科之一，地位仍然不可动摇。而且上大学之后的考研考博出国留学等，英语是必考的。即使

不考研，英语不过关，依然拿不到学位证。以全球视野来看，无论是科技，文化，教育，经济发展，还

是政治影响力等方面，英语都是主流语言，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英语的实际地位并不会客观降低。因

此，关于英语焦虑或者外语焦虑的研究可以尝试从新的角度出发，比如结合“一带一路”“双减政策”

等这些大背景。 
第二，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已经成为教学中的一部分。而伴随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网络授

课也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学习模式之一。因此，学者应该加大新技术环境下的外语焦虑研究，通过对比

线上线下学习者的焦虑情绪，以提出策略缓解外语焦虑，从而提高课堂学习效果。 
第三，翻转课堂和诱发因素是近几年来外语焦虑研究的热点话题，今后，学者可以加大相关方面的

探讨。在写作焦虑的诱发因素基础上，拓宽到听、说、读三类基本技能焦虑的诱发因素上。 
总之，在对论文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文中从上述角度着重分析了我国近 20 年的外语焦虑研究，

据此分析该领域整体状况、发展动态、前沿热点，展望外语焦虑的发展趋势，有助于从全局把握该领域

研究课题现状，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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