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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强调学生演讲能力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了解学生演讲的现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本研究采

用关键词共词分析法，利用Bicomb软件和SPSS20.0软件绘制了从知网查询到的有关学生演讲能力方面

的289篇文献的知识图谱。结果显示，学生演讲能力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心理素质及思辨能力的

教学改革研究、综合能力研究、学生演讲能力发展的对策研究以及演讲活动及教学实践研究。研究还指

出，其中多以英语演讲对大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为主要研究对象。文章最后针对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

出了几点建议与展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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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students’ speech ability in modern societ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tudent speech,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This study used 
keyword co-word analysis method. We used Bicomb software and SPSS20.0 software to draw a 
knowledge graph of 289 articles related to students’ speech ability found on CNKI.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search on students’ speech ability mainly focuses on four aspects: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comprehensive ability research, strategy re-
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speech ability and research on speech activities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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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In addition, most of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In response to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research, several suggestions and prospects have been proposed in the future, which hav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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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要求我们会运用文字来表达个人的想法，还对一个人的口语表达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口语表达成为我们更好融入社会的重要能力，也是处理好工作和生活的重要能力。它能够

使学生获得丰富的语言知识，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升语文核心素养。所以，口语表达特别是演

讲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演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寻找加强演讲能力的最佳方法。

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材，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演讲与口才》、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演讲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的《演讲学简明教程》等都谈及了演讲的基本知识和技巧……越来越多的学者

意识到演讲对于大学生的知情意行等方面起着重大影响。 
为了强调学生演讲能力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了解学生演讲的现状，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为

今后的研究提供知识支持，本研究利用 Bicomb 共词分析软件和 SPSS20.0 [1]，绘制了学生演讲能力研究

的知识图谱。 

2.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进入中国知网总库，在检索条件栏以“学生”和“演讲能力”两个主题词相结合，对其他项不限制，

来源类型为全部期刊，点击检索，查询到符合要求的文献 336 篇。查阅时间 2023 年 11 月 21 日。剔除掉

47 篇不符合要求的文献，检索到有效文献一共 289 篇，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利用 Bicomb 共词分析软

件确定高频关键词，得到 36 个高频关键词，生成词篇矩阵。将其导入 SPSS20.0 中，得出关键词的聚类

树图，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2]，绘制出学生演讲能力研究的知识图谱。最后，得出结论

并展望。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关键词词频统计与分析 

289 篇有效文献呈现的关键词总频次为 598 次，标准化后得到了 36 个高频关键词，排序如下。 
从表 1 中不难发现，36 个高频关键词呈现的频次为 348 次，占关键词总频次 598 次的 58.19%。且前

8 位关键词出现频次均大于等于 9，是英语演讲(74 次)、思辨能力(36 次)、演讲(27 次)、演讲能力(25 次)、
大学生(13 次)、英语演讲能力(13 次)、培养(10 次)、能力培养(9 次)，其余 28 个关键词出现频次均大于 4
次。由此可知，学生演讲能力多以英语演讲对大学生群体思辨能力的培养研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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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36 high-frequency keyword sorting 
表 1. 36 个高频关键词排序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英语演讲 74 14 演讲与口才 6 27 高职教育 4 

2 思辨能力 36 15 口语交际能力 6 28 高职学生 4 

3 演讲 27 16 口语表达能力 6 29 演讲活动 4 

4 演讲能力 25 17 英语教学 6 30 语文教学 4 

5 大学生 13 18 对策 6 31 素质教育 4 

6 英语演讲能力 13 19 英语演讲课程 5 32 演讲比赛 4 

7 培养 10 20 TED 演讲 5 33 教学实践 4 

8 能力培养 9 21 翻转课堂 5 34 行动研究 4 

9 课前演讲 8 22 演讲者 5 35 培养学生 4 

10 英语专业 7 23 综合能力 5 36 教学改革 4 

11 能力 6 24 即兴演讲 5    

12 心理素质 6 25 英语演讲课 4    

13 口语能力 6 26 大学英语教学 4 合计  348 

3.2. 关键词相似系数矩阵 

将 Bicomb 共词分析软件对 36 个高频关键词的词篇矩阵导入 SPSS20.0，生成高频关键词的 Ochiai
相似矩阵。数值越接近 1，表明两个关键词间的距离越近，相似度越大；数值越接近 0，表明关键词间的

距离越远，相似度越小[3]。 
 

Table 2. High frequency keyword Ochiai coefficient similarity matrix (partial) 
表 2. 高频关键词 Ochiai 系数相似矩阵(部分) 

 英语演讲 思辨能力 演讲 演讲能力 大学生 英语演讲能力 培养 

英语演讲 1.000 0.368 0.000 0.023 0.161 0.000 0.184 

思辨能力 0.368 1.000 0.096 0.033 0.000 0.046 0.105 

演讲 0.000 0.096 1.000 0.000 0.053 0.000 0.061 

演讲能力 0.023 0.033 0.000 1.000 0.166 0.000 0.000 

大学生 0.161 0.000 0.053 0.166 1.000 0.077 0.088 

英语演讲能力 0.000 0.046 0.000 0.000 0.077 1.000 0.175 

培养 0.184 0.105 0.061 0.000 0.088 0.175 1.000 

 
从表 2 可以看出，各个关键词距离英语演讲由近及远的顺序依次为思辨能力(0.368)、培养(0.184)、

大学生(0.161)、演讲能力(0.023)、演讲(0.000)、英语演讲能力(0.000)。它揭示出，英语演讲与思辨能力、

培养和大学生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演讲和思辨能力、大学生、培养经常呈现在一起。这一结果初步说

明，已有的对学生演讲能力研究成果，主要以大学生为对象，通过英语演讲来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 

3.3. 关键词聚类分析 

将关键词共词矩阵导入 SPSS20.0 中，得出关键词的聚类树图，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4]。结果如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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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search on high frequency keyword clustering of student speech ability 
图 1. 学生演讲能力研究高频关键词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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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High frequency keyword clustering results 
表 3. 高频关键词聚类结果 

种类 1 演讲与口才、教学改革、高职教育、英语演讲、思辨能力、行动研究、英语专业、TED 演讲、英语演讲

能力、培养、心理素质 

种类 2 演讲、能力、语文教学、英语演讲课程、综合能力、大学生、能力培养 

种类 3 对策、高职学生、大学英语教学、课前演讲、素质教育、口语交际能力 

种类 4 英语教学、演讲比赛、口语能力、翻转课堂、英语演讲课、演讲能力、演讲者、演讲活动、即兴演讲、

培养学生、口语表达能力、教学实践 

 
从图 1 可以看出学生演讲能力研究高频关键词可以分为 4 类，具体分布见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学生演讲能力研究具体分为： 
种类 1 为心理素质及思辨能力的教学改革研究，包括演讲与口才、教学改革、思辨能力、心理素质

等 11 个关键词。《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在语文实践活动中，通过倾听、阅读、

观察、获取、整合有价值的信息，根据具体交际情境和交流对象，清楚得体表达，有效传递信息[5]。”

演讲就是初中阶段最重要的语文实践活动之一[6]。同时在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中演讲主题类文章也占据

很高的比重，现行的七套高中语文教材版本中均有编排演讲内容。每版语文教材的口语交际活动以及写

作中也有涉及演讲活动和关于演讲稿的写作内容。2019 年高考语文全国 I 卷和 II 卷均考察了关于写演讲

稿的作文，演讲内容已经开始进入高考考察的范围之中[7]。这些教学改革说明演讲已经在教学中占据着

重要地位。演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语表达，而是一个需要调动人表达、思维、应变等各方面能力配合

完成的动态的互动的交际活动[8]。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思辨能力及心理素质自然就得到了提高。 
种类 2 为综合能力研究，包括演讲、能力、语文教学、英语演讲课程、综合能力等 8 个关键词。演

讲不仅有利于学生语言素养、思维素养、审美素养、文化素养的融合促进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还能够

健全学生的人格，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从而促进学生未来的全面发展[9]。《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

准》中提到，语文课程应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通过自主的语言实践活动，积累言语经验，

把握祖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运用规律，加深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理解与热爱，培养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

力。演讲不仅仅是语文教学的重要部分，而且也应该是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重要抓手和实现工具[10]。演

讲教学作为创新型英语教学的新模式，不仅改进了传统英语教学模式的僵化，也让学习者得到全方位英

语能力的培养与提升。高校英语演讲课程，对英语专业还是非专业的学生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能

够使他们的综合能力得到一定的提高[11]。所以学校有必要开展一些演讲课程，不只是语文演讲教学，也

要鼓励学生用英语来进行演讲，全面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 
种类 3 为学生演讲能力发展的对策研究，包括对策、高职学生、素质教育等 6 个关键词。该研究针

对目前演讲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尤其是高职学生，他们的口语交际能力较弱，心理

素质欠佳，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课前演讲和大学英语教学就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课前演讲教学，

是提升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其根本目的，不在于演讲本身，而在于给学生提供语言输出平台，让学生

在不断的语言输出中，提高说和写的能力，且辅助教师当堂教学[12]。现今我们越来越倡导素质教育，着

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的长远发展，重视受教育者综合素质及能力的全面发展，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

具有基础性、主体性、全面性和创新性等特征，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教育理念[13]。在素质教育的背景

下，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些具体的对策，创新教学模式，通过将素质教育与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的演讲

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种类 4 为演讲活动及教学实践研究，包括演讲活动、教学实践、演讲比赛、翻转课堂、英语演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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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演讲等 12 个关键词。该研究谈论了一些具体的演讲形式，并落实到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

力。演讲比赛是教育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对学生跨文化交互意识、语感、语用能力等学科素养高效发

展有益，强化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锻炼胆量，增强信心[14]。演讲比赛这样一种形式，

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公开交流的平台，学生能够畅所欲言，主动表达，同时也能听到他人的观点，加以吸

收，全面提高学生的演讲能力。翻转课堂是一种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学模式，指的是传统课堂教学关

系被翻转，包括课堂主体的翻转、教与学流程的翻转、教学场所的翻转[15]。在翻转课堂中进行演讲活动，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演讲热情，不再只是一味地由教师来传授演讲的知识技巧，而是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

人，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演讲的话题，把控演讲的节奏。同时学生之间也能够更了解彼此，对于演讲

的话题也更容易理解，感同身受，提高演讲的效率，营造良好的演讲氛围。即兴演讲主要指的是在特定

环境下让人快速根据要求作出反应，并以演讲语言进行表达，脱离文字手稿展开的一项有感而发的口语

交际活动[16]。“一言而兴邦”，说话其实是一种艺术，而即兴演讲则是一种更为高级的语言表达艺术[17]。
让学生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能够极大地锻炼他们的胆量和信心，养成仪态大方、文明说话的习惯。 

3.4. 关键词多维尺度分析 

利用 SPSS20.0 对相似矩阵进行多维尺度分析，绘制出学生演讲能力研究的知识图谱。 
在图中，小黑点代表高频关键词的位置，小点之间离的越近，代表二者之间的关系越紧密；反之，

则关系越远。从图 2 中可以看出英语和语文演讲教学并重的综合能力研究(领域 2)各个关键词之间距离较

远，还未成为学生演讲能力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且关键词之间的关系比较比较松散，相关成果数量较少。

学生演讲能力发展的对策研究(领域 3)主要位于第二象限，只有少数关键词落于第三象限。其中“英语教

学”与“高职学生”“对策”“素质教育”间的空间距离较近，表明英语演讲教学针对高职学生存在的 
 

 
Figure 2. A knowledge graph of hot topics in the research of students’ speech ability 
图 2. 学生演讲能力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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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研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而关键词“课前演讲”落于第三象限，结

果说明，英语演讲教学在课前演讲投入的时间较少，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尚未成熟，并没有意识到课前演

讲在英语演讲教学中的重要价值。演讲活动及教学实践研究(领域 4)在各个象限均有分布，表明该研究领

域中关键词分布不集中，研究领域比较松散，范围较大，还未形成一些核心研究内容。其中关键词“演

讲与口才”与“英语演讲课”“演讲比赛”；关键词“心理素质”与“即兴演讲”“TED 演讲”距离较

近，说明英语演讲课、演讲比赛与演讲教育关系密切；心理素质问题在演讲教育中具有较大的潜在重要

性。心理素质及思辨能力的教学改革研究(领域 1)横跨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表明其既有研究间既有一定

的联系，但也有分散和不成熟的地方。 

4. 结论与展望 

学生演讲能力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主要围绕心理素质及思辨能力的教学改革研究、综合能力研究、

学生演讲能力发展的对策研究及演讲活动及教学实践研究四大领域展开，多以英语演讲对大学生群体思

辨能力的培养研究为主。但其中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大量的学生演讲能力研究成果多关注到的是英

语演讲，设置了英语专业，英语演讲课，来进行英语教学，而对语文演讲教育的探讨较为欠缺，忽视了

学生语文演讲能力的培养；其次，研究领域较为分散、零碎，不够集中和系统；再次，一些研究概念是

否有待于进一步统一和规范。例如，英语演讲课和英语演讲课程的概念其实是异曲同工，口语交际能力

和口语表达能力应该统一；最后，在学生演讲能力发展的对策上，研究成果数量较少，没有发挥宏观政

策和政府职能来对学生演讲能力展开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教师、学校的作用，行之有效的操作层面的研

究较少。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创造出更多新颖性的研究成果，这里也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首先，扩

大研究领域，不只限于英语演讲，也要关注学生的语文演讲，开设语文及英语演讲课程，将其纳入到常

态化的建设机制中来。其次，演讲课程也应该有所创新，可以结合教学内容安排适宜的演讲活动，如单

元项目式学习的教学、混合式教学、“活动探究”单元教学，使学生对演讲和学习内容结合的体验更加

深刻。此外，在教学实践中扩大演讲比重，开发出更多的演讲类型，如命题演讲、即兴演讲、论辩演讲

等，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演讲，不只限于学生，大部分群体都能够站上讲台，进行科普演讲、政治演讲、

主题演讲等。最后，政府相关人员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构建合理、科学、立体的奖励机制，鼓励更多的

研究者从中观和宏观角度对演讲展开研究，组建研究团队，促使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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