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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积极心理学在二语习得领域不断深入，二语习得与情绪研究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共选取2008~2023年315篇以二语习得和情绪为主题的有效文献，借助CiteSpace
文献计量可视化工具，对发表文章的年发文量、国家、作者和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绘制主要研究

国家、高影响力作者、关键词时间聚类等知识图谱，以探究该领域的研究历程与研究热点，为国内二语

习得领域的情绪研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显示：(1) 年发文量逐渐增多，特别是近几年呈指数型增长，

二语习得情绪研究进入繁荣发展期；(2) 研究热点包括外语愉悦、外语焦虑、倦怠、无聊、情绪智力和

课堂环境等；(3) 代表性作者有Dewaele, Jean-Marc、Kruk, Mariusz、Pawlak, Miroslaw、Li, Chengchen
和MacIntyre, Peter D等，主要研究国家以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欧美国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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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the field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and emotions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Based on the 
Core database of Web of Science and aided by CiteSpace, this paper collects 315 articles rela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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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 and emotions published from 2008 to 2023 and visually analyzes the publishing trend, major 
research countries, authors and keywords by drawing knowledge map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process and research hotpots in this field,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omestic emotion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LA.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2008 to 2023, while it experienced an exponential growth in recent 
years; (2) The research hotpots are focused on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foreign language an-
xiety, burnout, boredom,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classroom environment; (3) The representa-
tive authors include Dewaele, Jean-Marc, Kruk, Mariusz, Pawlak, Miroslaw, Li, Chengchen and Ma-
cIntyre, Peter D, etc. The main research countries are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Germany, Canada 
and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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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往的二语习得研究大多关注语言技能的提升，而对二语习得过程中的情绪不够重视。21 世纪初，

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引入二语习得领域，国内外学者开始重视二语情绪的多样性、普遍性及

重要性[1]。积极心理学倡导人们关注生活中的积极方面和积极影响，包含积极经历、积极状态和特质。

这一理论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新视角，二语习得领域下的情绪研究如火如荼。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正

处于上升发展期，其中愉悦和焦虑是研究最多的。近年来，无聊和倦怠等消极情绪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关

注。与此同时，研究者们也开始关注情绪智力、成长型思维和自我效能感等特质与外语情绪之间的关系。 
早在积极心理学被引入二语习得领域之前，Dewaele 等就探究了成人多语者的特质情绪智力和社会

传记变量对交际焦虑和外语焦虑的影响[2]。2012 年左右，积极心理学刚被引入二语习得领域，相关研究

较为零散，主要为相关理论及实证的初步探索[3]。Swain 认为认知与情绪在二语学习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强调要重视情绪的作用[4]。李成陈等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探究中国高中生的外语愉悦，并且验证了

中文版《外语愉悦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为我国二语习得研究提供参考[5]。Teimouri 等考察了坚毅与动

机行为和语言成就之间的关系，开发并验证了针对二语学习者的坚毅量表，为之后的坚毅研究奠定坚实

基础[6]。除了外语愉悦和坚毅之外，无聊情绪研究深入发展。Dewaele 和李成陈共同研究了来自中国 11
所大学的 2002 名英语学习者感知到的教师热情、情绪(愉悦和无聊)和社会行为学习参与之间的复杂关系

[7]。不仅如此，许多学者对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做了综述，例如积极心理学先驱学者

MacIntyre 等回顾了积极心理学在二语习得领域中的应用，并对积极心理学在教育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

践做出展望[8]。 
从内容上看，综合分析国外积极心理学与二语习得情绪研究的比较少。就方法而言，现有研究主要

使用传统的文献综述研究方法，而鲜有文献使用 Citespace 等文献计量工具客观分析。因此本文借助

CiteSpace 文献计量可视化软件，对 2008~2023 年 WOS 核心数据库中的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进行可视

化分析，从年发表量、国家和地区共现、作者和关键词共现这四个方面综合分析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

的研究历程、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为我国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情绪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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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 Web of ScienceTM 核心合集数据库。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检索界面中设置数

据库类型为 SSCI 和 SCI-EXPANDED，采用高级检索方式对期刊文献进行检索，检索条件如下：主题词

为“TS = (second language) AND TS = (emotions)”；文献类型为“论文(Article)”或者“综述论文(Review 
Article)”，剔除“评论(Review)”、“会议录论文(Proceeding Paper)”等文献类型；语种设置为“English”；

时间跨度为“2008~2003 年”；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15 日。检索完成后，经过对题目和摘要进行仔

细筛选后，手动剔除无关文献与重复文献，共得到 315 条有效文献。随后点击“纯文本文件”与“全记

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导出数据备用。最终获取的数据包括篇名、作者、期刊、摘要、关键词、参考

文献、来源期刊等全记录题录信息。 

2.2. 研究方法 

为全面探究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的发展概况，本文使用文献计量与分析工具——CiteSpace 软件

(6.2.R4 版本)对 2008~2023 年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的样本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CiteSpace 由美国德雷

克赛尔大学陈超美博士开发，是当前科学计量领域普遍采用的新工具[9]。首先运用 Excel 表格绘制年发

表量图表，直观地展现出二语习得情绪研究的发文状态和发展趋势。然后使用 CiteSpace 制成国家和地区

共现图谱、作者合作关系共现图谱、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聚类和关键词时间线图谱。最后对 315 篇

文献仔细研读，深入剖析年发文量图表和科学知识图谱，揭示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的研究历程、研究

热点和研究趋势等，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3. 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的基本概况 

3.1. 年载文量 

为了清楚地展示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发展的总体状况以及各个阶段的发文特征，本文使用

CiteSpace 软件和 Excel 表格绘制出年度发文量图。首先将将 Web of ScienceTM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导出的

315 篇文献数据全部导入 CiteSpace 软件，得到 2008 年至 2023 年的年度发文量，然后将年度发文量数据

导入 Excel 表格，得到年度发文量折线图(见图 1)。 
如图 1 所示，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文献发文量呈波动上升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 

2008~2016 为缓慢增长阶段，总体趋势向上增长。这一阶段共发文 51 篇，占总发文量的 16.19%。2012
年之前，关于情绪的研究已经出现，但积极心理学理论还未引入二语习得领域。2012 年，MacIntyre 和

Gregersen 率先将积极心理学领域内的重要情绪理论——拓展–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 (Fre-
drickson 2001)引入二语习得领域[3] [10]。随后，该领域的研究文献在相对次要的期刊上开始发表，发文

量逐步增多。(2) 2017~2020 年是快速发展阶段。不难发现，该阶段的发文量迅速增长，共发文 72 篇，

占总发文量的 22.85%。Dewaele 等将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起始

于 2012 年 MacIntyre 和 Gregersen 的拓展—建构理论。第二个阶段为 2016 年至今，应用语言学逐渐认可

积极心理学，相关论文在更主流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呈指数增长，可谓是一派繁荣的景象[11]。(3)基于

Dewaele 等的对于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阶段的划分，本文认为第三个阶段为 2021~2023 年，

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发文量呈爆发式增长，共发文 192 篇，占比 60.96%，二语习得情绪研究

进入繁荣阶段。由于数据收集于 2023 年 7 月 15 日，目前 2023 年只有 55 篇，但基于前两年的发文量(2021
年 56 篇，2022 年 81 篇)趋势，可以预测未来几年该领域的发文量仍将呈快速增长趋势。积极心理学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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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习得领域的应用逐步深入，研究主题不局限于外语愉悦和外语焦虑。近年来，无聊、坚毅、害羞等情

绪也被学者们一一挖掘。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发文量急速增加，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且呈

横向发展，研究内容愈加深刻且呈纵深发展。 
 

 
Figure 1. Time distribution chart of publications on international L2 emotion research from 2008 to 2023 
图 1. 国际 2008~2003 年二语习得情绪研究年发文量 

3.2. 主要国家和地区 

发文国家合作共现图谱能够直观反映某一领域研究国家的学术影响力及其合作强度[12]。将 315 条数

据导入 CiteSpace 软件，把时间跨度(Timespan)设置为 2008 年~2023 年，时间切片(Slice Length)为 1 年，

节点类型(Node types)设置为国家(Country)，开始运行后得到了节点数(N)为 49，连线数(E)为 96，密度

(Density)为 0.0816 的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可视化图谱(见图 2)。节点数 49 表示有 49 个国家和地区的作

者公开发表了关于该领域的论文。这 49 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产生了 96 条连线，连线代表国家和地区之间

具有合作关系。网络密度 0.0816 表示国家和地区之间对于二语习得和情绪研究的合作不够紧密，之后需

加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 
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测度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指标(此外还有度中心性、接近

中心性等)。Citespace 中使用中介中心性来表征节点支撑的重要程度，并用紫色圈对节点进行重点标注

[13]。图 2 中的圆圈越大，表示在二语习得情绪研究上的文献越多。表 1 展示了发文量前 10 的国家，其

中发文量最多的国家是中国(116 篇，36.83%)，美国位居第二(61 篇，19.37%)，英国以发文量 36 篇占据

第三。其余国家大多以欧美国家为主，如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如图 2 所示，中国、

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圆圈有紫色标注，表示这些国家发表的文章具有重大影响力。 
就中心性而言，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英国(0.43)、美国(0.41)、波兰(0.26)、澳大利亚(0.16)和德国

(0.14)。而中国排名第七(0.13)。因此，虽然中国发文量最多，但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

欧美国家在该领域空间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研究水平和学术影响力仍在世界前列。我国在二语习得情绪

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仍有待加强。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9542


李爽 
 

 

DOI: 10.12677/ml.2023.119542 4037 现代语言学 
 

 
Figure 2. Diagram of major countries co-occurrence on international L2 emotion research from 2008 to 2023 
图 2. 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主要国家地区合作共现图谱 

 
Table 1. Major publication countries on international L2 emotion research from 2008 to 2023 
表 1. 2008~2023 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主要发文国家 

序号 国家/地区 中心性 发文量(篇) 首次发文年份(年) 

1 PEOPLES R CHINA 0.13 116 2009 

2 USA 0.41 61 2008 

3 ENGLAND 0.43 36 2008 

4 IRAN 0.07 36 2016 

5 GERMANY 0.14 21 2010 

6 POLAND 0.26 20 2013 

7 CANADA 0.13 20 2013 

8 AUSTRALIA 0.16 16 2013 

9 SPAIN 0.14 12 2015 

10 JAPAN 0 11 2010 

3.3. 主要作者及合作关系 

通过 CiteSpace 绘制主要作者及合作关系网络图谱，不仅可以把握二语习得情绪研究领域的领军人

物，还可以了解核心作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现状。进入 CiteSpace 页面，将节点类型设为作者(Author)，
时间跨度为 2008 至 2023 年，时间切片为 1 年，接着运行 CiteSpace，得到节点数为 295，连线数为 285，
密度为 0.0066 的二语习得情绪研究的作者可视化图谱(见图 3)。如图 3 所示，国际共有 295 名作者参与二

语习得情绪研究，发文量前 10 的作者见表 2。该领域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 Dewaele, Jean-Marc，一共发

表了 16 篇文献，中心性也位居第一。Kruk, Mariusz 排名第二，共发文 12 篇。排名前五的还有 Pawlak, 
Miroslaw (11 篇)、Li, Chengchen (9 篇)和 MacIntyre, Peter D (6 篇)等。整个核心作者网络知识图谱呈现出

整体分散，部分集中的特点。图 3 也可以看出，代表 Dewaele, Jean-Marc 的节点最大，与其他作者之间

的连线非常密集，这表明该领域的许多文献都借鉴了 Dewaele, Jean-Marc 的重要理论。除了 Dewaele, 
Jean-Marc 节点外，位居其后的分别是 Kruk, Mariusz、Pawlak, Miroslaw、Li, Chengchen 和 MacIntyre,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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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等，都是影响力较大的作者。左下角的色阶图表示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年份，色块从下到上表示年份

从 2008 年至 2023 年依次增加。色阶图的灰色部分对应着图 3 的左上角的 Wilson Rosemary-Dewaele, 
Jean-Marc 这条线，这说明在 2008 年左右，两位作者在二语习得情绪研究领域有所交集。 

图 3 中不同颜色的直线表明了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节点较大的几位作者之间的合作比较密切，同

时与节点较小作者的线条也很密集。但节点较小作者之间的联系不够密切。作者网络密度为 0.0066，说

明作者之间的合作还有待加强。加强不同学者之间的交流有助于汇聚智慧，形成强大合力，促进二语习

得情绪研究。 
图 3 主要由橙色至红色、黄色和绿色三大颜色块构成。橙色至红色区域表示 2022~2023 年作者发文

之间的交集，黄色区域表示 2021 年的作者之间的交集，浅蓝色至绿色区域表示 2017 至 2020 年的不同作

者的合作关系，这说明近几年来，作者之间的合作交流日益密切，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者逐渐在发文量

上覆盖以往的发文量。不同颜色区域对应的年份也与 3.1 部分年载文量阶段的划分一致。 
 

 
Figure 3. Relationship diagram of author partnerships on international L2 emotion research from 2008 to 2023 
图 3. 2008~2023 年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主要作者及合作关系 

 
Table 2. The top 10 authors and their publication number on international L2 emotion research  
表 2. 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排名前 10 的作者及其发文量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中心性 首次发文年份(年) 

1 Dewaele, Jean-Marc 16 0.02 2008 

2 Kruk, Mariusz 12 0.01 2020 

3 Pawlak, Miroslaw 11 0.01 2021 

4 Li, Chengchen 9 0 2018 

5 MacIntyre, Peter D 6 0.01 2018 

6 Derakhshan, Ali 6 0 2021 

7 Lee, Ju Seong 5 0 2021 

8 Barabadi, Elyas 4 0 2018 

9 Caldwell-harris, Catherine L 3 0 2009 

10 Chen, Xinjie 3 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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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分析 

4.1. 研究热点分析 

文章关键词是对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与总结，体现了文章的中心思想和主旨内容，其出现的频率和

次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热点[14]。将节点类型设为关键词，运行 CiteSpace 软件，

绘制出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4)。节点数为 245，表示二语习得情绪研究的关键词

共有 245 个。连线数为 1014，代表 245 个关键词之间有 1014 条连线。关键词共现图的 Q 值为 0.7757，S
值为 0.9131，当 Q 值大于 0.3，S 值大于 0.5 时，该关键词共现图的结构及同质性合理，整体绘制效果较

好[15]。其次，根据关键词共现图，将 315 篇文献中的关键词依据频次进行排序，取前 20 个出现频次最

高的关键词，得到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高频关键词(表 3)，以便了解近 15 年来关键词的频次分布。 
 

 
Figure 4. Diagram of keywords co-occurrence on international L2 emotion research from 2008 to 2023 
图 4. 2008~2023 年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3. High frequency and high centrality keywords 
表 3. 高频和高中心性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positive psychology 72 0.04 11 students 28 

2 anxiety 65 0.1 12 model 25 

3 emotions 64 0.02 13 words 24 

4 motivation 53 0.07 14 performance 24 

5 language 50 0.22 15 learners 23 

6 2nd language 41 0.2 16 willingness 23 

7 enjoyment 39 0.03 17 communicate 19 

8 English 37 0.11 18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17 

9 Foreignlanguage enjoyment 37 0.03 19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6 

10 achievement 30 0.04 20 validation 16 
 

综合图 4 和表 3 可以看出，“emotions”和“second language”为检索关键词，“language”“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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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words”“learners”等词语表述过于宽泛，因此，排除这类关键词。而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achievement、performance、willingness 和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等关键词更

能表明当前研究热点。自 2008 年以来，最受关注的两个情绪是外语愉悦(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和外

语焦虑(foreign language anxiety)，许多学者对这两个情绪与学业成绩和表现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近年

来，情绪与情绪之外的 PP 特质如动机、情绪智力和坚毅等也逐渐活跃起来。这说明在研究主题上，国际

二语习得情绪研究更加丰富。 
最后，采用对数似然率(Log-Likelihood rate，即 LLR 算法)，点击 CiteSpace“All in one，clustering, 

optimizing layout and style”选项，进一步生成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 5)。其中 Q 值

等于 0.5267，S 值为 0.7705，这意味着该聚类结构显著并且令人信服。 
每个聚类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联系相对紧密的独立研究领域[16]。图 5 一共展示了 7 个主要聚类。经过

进一步阅读文献，结合高频关键词及 CiteSpace 自动生成的关键词聚类，将现有聚类分别重命名为# 0 
emotions and strategies、# 1 classroom emotion、# 2 cognition factors、# 3 emotion processing、# 4 learner factors、
# 5 learning engagement、# 6 L2 learning。聚类图中的各个聚类所包含的关键词数量根据聚类标签的数值从

小到大依次递减。比如# 0 emotions and strategies 聚类包含的关键词数量最多，而# 6 L2 learning 包括的关键

词数量最少。可以看出，“情绪”或者“课堂情绪”最受学界的关注，关于课堂学业情绪对二语学习成绩

或课堂表现的影响的研究逐渐增多。除此之外，外语教育研究者主要对情绪与学习者因素、学习投入二语

学习、认知因素等主题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刚起步不久，因此关于二

语习得情绪研究的关键词聚类的密度比较小，为 0.0339，各个聚类之间的联系也比较少，仅限于聚类的内

部之间。未来对于二语习得情绪研究，应加强对“情绪”和其他关键词聚类如“学习投入”的研究。 
 

 
Figure 5. Diagram of keywords cluster on international L2 emotion research from 2008 to 2023 
图 5. 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4.2. 研究趋势分析 

为了更好的了解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的发展历程和趋势，点击 CiteSpace 的“Timeline View”，得

到了关键词时间线图(见图 6)。该图谱可以直观呈现各聚类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每个聚类内部各节点的历

时演变进程[17]。如图 6 所示，上方的数字表示时间，从左到右时间依次靠近。右边一列是聚类名称，其

中聚类 7 和 8 因为关键词数量比较少，在时间线图中的节点也很少。正中央的是各个聚类所包含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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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从左到右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出现。每个节点代表是的一个关键词，关键词所占据的节点越大，年轮

越深，表示该关键词的影响越大。图谱中的连线表明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和变化关系。各个聚类对应的横

线长度代表该聚类的时间跨度[18]。 
纵览时间线图，可以发现聚类# 1 classroom emotion 中 anxiety、motivation、emotions、enjoyment 等

节点和# 2 cognition factors 聚类中的“language”和“second language”节点最为突显。这些节点在时间

线上最大，与其他节点之间的连线也最为密集，说明在二语学习的领域上的情绪研究仍在持续发展之中。

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时间段的关键词和研究内容不同。2008 年至 2010 年，主要研究内容为 anxiety 和

academic emotions 等。这也是积极心理学研究在二语习得领域的核心内容。2011~2015 年期间，学者主

要关注 attitudes、emotions 和 achievement 等主题关键词。2016~2020 年，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均得到扩

展，L2 motivation、performance，proficiency、self-efficacy 和 emotional intelligence 等逐渐吸引学者的目

光，成为研究热点。外语愉悦和外语焦虑等也是经久不衰的主题。2021~2023 年期间，许多新兴情绪如

burnout、foreign language boredom 和 grit 得到了关注。外语无聊，倦怠和坚毅已然成为当前情绪研究的

热点。此外，L2 writing、control-value theory、mediating role、school engagement 和 classroom environment
等关键词表示在这一阶段，二语习得情绪研究的主题范围已扩展到二语学习的各个方面。并且探究各种

情绪在二语学习成就的中介作用成为主要研究内容。课堂环境，学习投入，情绪智力等也被纳入国际二

语习得情绪研究的范畴，有望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 
 

 
Figure 6. Keywords time line map of international L2 emotion research from 2008 to 2023 
图 6. 2008~2023 年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 

5. 结论 

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为依托，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本文考察了 2008~2023 年间

国际二语情绪研究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研究前沿与研究趋势。首先，从年载文量统计表可以看出，

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并在近年来呈指数型增长，二语习得情绪研究愈发成为学界的研究重点。 
其次，通过绘制主要国家和主要作者合作关系知识科学图谱，探测对二语习得情绪研究做出贡献的

主要国家和作者，结果发现中国是发文最多的国家，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欧美国家在

该领域空间格局中占主导地位。就主要作者和合作关系图谱而言，没有形成较大、较集中的作者合作关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9542


李爽 
 

 

DOI: 10.12677/ml.2023.119542 4042 现代语言学 
 

系。今后，加强作者之间的合作有助于推动二语学习的情绪研究的发展。 
最后，通过形成关键词共现图、聚类图和时间线图，探究二语习得情绪研究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

结果发现，外语愉悦和外语焦虑是早期的研究重点，近年来，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向多样化发展，外语

倦怠、无聊、坚毅和外语成就的关系等备受关注。课堂环境、学习投入，情绪智力等也被纳入国际二语

习得情绪研究的范畴。但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可知，没有形成密集的关键词共现网。国际二语情绪研究

在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上仍有很大空间亟待开发。希望本文能够为国内二语习得

学者提供参考，帮助他们捕捉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热点和前沿，推动国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迈向新的

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 Dewaele, J.-M. and Li, C. (2020) Emotion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Critical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Foreign Language World, 196, 34-49. 
[2] Dewaele, J.-M., Petrides, K.V. and Furnham, A. (2008) Effects of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ociobiographical 

Variables on Communicative Anxiety and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among Adult Multilinguals: A Review and Em-
pirical Investigation. Language Learning, 58, 911-960. https://doi.org/10.1111/j.1467-9922.2008.00482.x 

[3] 李成陈.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 回顾与展望(2012-2021) [J]. 外语教学, 2021, 42(4): 57-63. 
[4] Swain, M. (2013) The Inseparability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Teaching, 46, 

195-207. https://doi.org/10.1017/S0261444811000486 
[5] Li, C., Jiang, G. and Dewaele, J.-M. (2018) Understandi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Enjoy-

ment: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Scale. System, 76, 183-196.  
https://doi.org/10.1016/j.system.2018.06.004 

[6] Teimouri, Y., Plonsky, L. and Tabandeh, F. (2020) L2 Grit: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for Second-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6, 893-918. https://doi.org/10.1177/1362168820921895 

[7] Dewaele, J.-M. and Li, C. (2021) Teacher Enthusiasm and Students’ Social-Behavioral Learning Engagement: The 
Mediating Role of Student Enjoyment and Boredom in Chinese EFL Classes.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5, 
922-945. https://doi.org/10.1177/13621688211014538 

[8] MacIntyre, P.D., Gregersen, T. and Mercer, S. (2019) Setting an Agenda for Positive Psychology in SLA: Theory, 
Practice, and Research.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03, 262-274. https://doi.org/10.1111/modl.12544 

[9] 吴文涛, 张舒予. 美翻转课堂研究的可视化比较分析及其启示[J]. 远程教育杂志, 2016, 34(5): 89-96.  
https://doi.org/10.15881/j.cnki.cn33-1304/g4.2016.05.010  

[10] Fredrickson, B.L. (2001)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 218-226.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6.3.218 

[11] Dewaele, J.-M., Chen, X.J., Padilla, A.M. and Lake, J. (2019) The Flowering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Foreign Lan-
guage Teaching and Acquisition Research.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Article 2128.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9.02128 

[12] 徐颖, 储德平, 陈银春, 等. 基于 Web of Science 的国际夜间经济研究热点与脉络[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1, 
37(3): 320-326. 

[13] 范泽宇, 白雪兰, 徐聚臣, 等. 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交叉领域的研究现状——基于 Web of Science 的文献计量学

与可视化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2021, 40(6): 141-151. https://doi.org/10.13300/j.cnki.hnlkxb.2021.06.018  
[14] 马孟琛, 刘芳, 张皓. 共同富裕研究的热点、演进路径与主要特征——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

资料的 CiteSpace 分析[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22, 38(4): 39-50. 
[15] 吕奕静, 张蓉. 近十年国内外在线学习研究综述——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J]. 成人教育, 2023, 43(6): 

47-58. 
[16] Chen, C. (2006)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

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7, 359-377.  
https://doi.org/10.1002/asi.20317 

[17] 陈悦, 陈超美, 刘则渊, 胡志刚, 王贤文.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 科学学研究, 2015, 33(2): 242-253. 

[18] 王金星, 王紫艳, 康焱红, 等. 基于 CiteSpace 的 H 型高血压治疗相关文献可视化分析[J]. 中医药导报, 2022, 
28(6): 88-95.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9542
https://doi.org/10.1111/j.1467-9922.2008.00482.x
https://doi.org/10.1017/S0261444811000486
https://doi.org/10.1016/j.system.2018.06.004
https://doi.org/10.1177/1362168820921895
https://doi.org/10.1177/13621688211014538
https://doi.org/10.1111/modl.12544
https://doi.org/10.15881/j.cnki.cn33-1304/g4.2016.05.010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6.3.218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9.02128
https://doi.org/10.13300/j.cnki.hnlkxb.2021.06.018
https://doi.org/10.1002/asi.20317

	基于CiteSpace的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综述(2008~2023)
	摘  要
	关键词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L2 Emotion Based on CiteSpace (2008~2023)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2.2. 研究方法

	3. 国际二语习得情绪研究的基本概况
	3.1. 年载文量
	3.2. 主要国家和地区
	3.3. 主要作者及合作关系

	4. 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分析
	4.1. 研究热点分析
	4.2. 研究趋势分析

	5.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