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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近十年(2012~2022年)中国知网数据库的139
篇与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研究相关论文进行统计分析，考察了这些论文的发表年份、发文量、发文机

构及由关键词聚类形成的研究热点和由专业术语聚类形成的研究趋势。研究发现，该研究领域年度发文

量呈缓慢上升趋势；高校为主要研究单位且发文量高的机构，多分布于北方省份和与东南亚国家接壤的

广西和云南；泰国院校中文教育研究的热点主要聚焦“三教”问题，教法研究最多，教材次之，教师最

末；研究视角呈多元化发展，从关键词突变图谱上看，研究热点层出不穷，不同阶段都有新的热点出现，

研究的热点与泰国的语言政策和国际中文发展情况密切相关。最后建议再拓展研究领域，丰富已有的研

究；扩展研究机构，更多关注国别化中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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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bibliometric methods and visual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this paper conduct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139 papers related to Chinese education research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ailand in 
the past ten years (2012~2022) from CNKI database, and examines the publication year,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research hotspots formed by keyword clustering and research 
trends formed by professional term clustering.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annual number of pub-
lished papers in this research field showed a slow upward tren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re-
search units and institutions with a high number of publications, most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
ern provinces and Guangxi and Yunnan, which bord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hot spots of 
Chinese education research in Thai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ainly focus on the “three teachings”, 
with the most research on teaching methods, followed by textbooks, and teachers la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eyword mutation map, research hotspots emerge one after another, and new 
hotspots appear at different stage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ailand’s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o expand the research field and enrich 
the existing research, exp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nationalized Chi-
nes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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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泰国职业教育历史悠久，最初的职业教育始于十九世纪末的手工业领域。在国家经济发展对技术技

能型人才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泰国政府不断进行教育改革。为了满足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泰

国的职业院校着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使其在国家和地区竞技中能充分展示。学习汉语让学生所学的

知识和语言技能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应用，促进了就业。因此，泰国职业院校特别重视汉语教学。 
汉语职业教育的发展助力了泰国 4.0 战略、东部经济走廊建设计划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为提升泰国职业技术教育水平、开辟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储备人才，促进了中泰文化之间的传播与交流。 
通过建立职教联盟和实训基地、联合办学，开创“汉语+”等项目，为泰国培养航天航空、铁路、经

贸、物流电商等方面的稀缺人才，把中国优良的职教资源同泰方的需求进行有机结合，助力泰国教育、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在泰国建立了 16 个孔子学院、11 个孔子课堂，是东盟国家中孔子学院和孔子课

堂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孔子学院最密集、中文教学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汉语目前在泰国事实

上已经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外语[1]，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泰国共有 2000 多所大中小学开设中文课程，

在校学习中文人数超过 100 万，居全球首位[2]。目前汉语课程已经覆盖到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截止至

2020 年，开设中文及相关专业的本科学院校达 76 所[3]。 
在此背景下，泰国汉语教学发展的优劣是国内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深入研究泰国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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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院校的中文教育，对进一步促进泰国中文教育发展，帮助国内汉语教师更准确地了解泰国中文教育存

在的问题，具有建设性意义；梳理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发展现状，有利于促进对外汉语教育研究者了

解泰国汉语教学相关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为未来研究者提供研究方向及建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CiteSpace 是一款专门用来绘制科学技术发展领域的知识图谱的软件工具，该软件由美国华人学者陈

超美博士开发，较多应用在图书情报学、医疗卫生、社会科学、教育学等领域。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对 CNKI 上的近十年国内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领域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进行分析。 

在收集数据时，首先利用 CNKI 数据库的高级检索功能，以主题词“对外汉语或国际汉语教育”和

“泰国职业”检索得 2012~2022 年收录的中文文献共 139 篇，对检索结果整理筛选，最终得到 138 篇文

献。在 CNKI 中导出文献信息为 Refworks 格式，并使用 CiteSpace 6.2.4.msi 版本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

最后在分析和文献阅读的基础上，得出相关结论并予以讨论。具体来说，宏观上分析统计年度发文趋势、

发文机构等信息以了解这一领域研究的整体状况，微观上利用关键词和热点聚类揭示这一研究的主要热

点问题及研究前沿的变化。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年度发文量分析  

不同年份文献的发表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学科或主题的发展历程、研究热度和重视程度。

由图 1 趋势图和图 2 分布图可以看出国际中文领域下对泰国职业研究文献的历时分布。整体上看，泰国

职业院校的中文教育研究呈缓慢上升趋势，在 2016 年到达第一个小高峰，发文量 19 篇，在 2018 年到达

第二个小高峰，发文量达 29 篇，2020 年后，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国内的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无法派

出，该领域研究受到一定局限。 
自 2013 年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学习华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泰国人从数量上快速增

长，我国也派遣大批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前往泰国任教，据人民网国际频道报道，2003 年至 2021 年，

中国已累计派遣 20000 多人次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赴泰 1000 多所大中小学任教。孔子学院(课堂)中泰合

作方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创造了“中文+”理念，并运用于高铁、物流、旅游、电商等行业。“中文 + 职
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为泰国企业培养人才支持，促进国际人才流动和贸易往来，泰国职业院校的中文

教育逐渐也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Figure 1. Trend of the annual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in Chinese education research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ailand 
图 1. 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研究年度发文量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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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the annual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in Chinese education re-
search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ailand 
图 2. 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研究年度发文量分布图 

3.2. 发文机构分析 

对发文机构的分析有助于了解学科研究的分布特征，如地域分布、高校分布。表 1 显示了对泰国职

业院校中文教育领域研究的核心机构，可以看出高校是研究的主要单位，其中 89.58%的学科专题是中国

语言文字，学科专业大多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从学位授予单位分布来看，渤海

大学(18 篇)、兰州大学(17 篇)、广西师范大学(13 篇)、辽宁师范大学(10 篇)、沈阳师范大学(9 篇)等是发

文数量较多的单位。从地域上来看，这些发文量高的发文机构多分布于北方，如辽宁省(渤海大学、辽宁

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大学、沈阳大学)、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鲁东大学)，还分布在与东南

亚国家接壤的广西省(广西师范大学)和云南省(云南大学)。隶属于辽宁省的几个高校均是早期就开展了汉

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育试点工作，其中辽宁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于 2005 年设立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并且这些高校的大部分汉语国际教育学生都有过派遣泰国的职业院校进行中文教学的经历，所以在该研

究领域研究较为广泛。 
 
Table 1. The core institution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ailand 
表 1. 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领域研究的核心机构 

排序 机构 词频 排序 关键词 词频 

1 渤海大学 18 9 云南大学 6 

2 兰州大学 17 10 鲁东大学 5 

3 广西师范大学 13 11 山东师范大学 4 

4 辽宁师范大学 10 12 河北大学 3 

5 沈阳师范大学 9 13 西南大学 3 

6 曲阜师范大学 8 14 沈阳大学 3 

7 吉林大学 8 15 河北师范大学 3 

8 辽宁大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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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内容的高度凝练和概括，对一个研究领域下不同年份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共现

和聚类分析，可以发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对所选的文献进行共现处理后得到词频大于 2 的表 2 关键词

排名表和图 3 关键词共现图谱。泰国、汉语教学、职业学校、泰国职业、对策、教学设计这些关键词具

有较高的中心性，表明泰国职业中文教育的分支领域以这些关键词所代表的节点为桥梁和纽带相互联结，

从侧面也反映出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在该领域主要聚焦在教学上，

包括教学前的教学设计、教学时的课堂管理和以及教学后反思得出的教学策略。 
 
Table 2. Keyword ranking table of Chinese education research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ailand 
表 2. 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研究关键词排名表 

排序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排序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1 泰国 32 0.85 9 调查 5 0.03 

2 汉语教学 20 0.38 10 偏误分析 5 0.11 

3 泰国职校 13 0.15 11 游戏教学 4 0.06 

4 教学设计 11 0.13 12 泰国学生 4 0.01 

5 职业学校 8 0.19 13 汉语课堂 4 0.06 

6 课堂管理 7 0.01 14 教学策略 4 0.06 

7 调查研究 6 0.03 15 口语教学 3 0.04 

8 对策 6 0.19 16 教材 3 0.05 
 

 
Figure 3. Knowledge graph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of Chinese education research in voca-
tional colleges in Thailand 
图 3. 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对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进行聚类分析，得到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研究

热点聚类图谱，如图 4 所示，得到了 9 个热点主题，分别是泰国、泰国职校、职业学校、偏误分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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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案例分析、影响因素、教学研究和泰国职业学校。可以看出泰国职业院校是覆盖全部热点的，泰国

职校、职业学校和泰国职业学校均是指泰国职业院校，下面将泰国职校、职业学校和泰国职业学校这三

个热点合并成为聚类 1 泰国职业院校并对上面提及热点主题进行详细论述。 
 

 
Figure 4. Cluster map of Chinese education research hotspo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ailand 
图 4. 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研究热点聚类图谱 

 
聚类 1、聚类 2、聚类 9：泰国职业院校。泰国学校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普通类学校，另一类是

职业技术类学校，泰国政府和泰国社会高度重视泰国的职业教育。目前泰国共有职业技术学校近千所，

基于对职业技术学校的定位和性质，职校普遍侧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开设的专业课程也具有很强的

实践性，以期培养学生一技之长，解决学生就业问题。职校学生们大部分时间在学习他们的专业课程和

进行大量的实操练习，而对于理论课程而言，学校和学生对其的课程要求和重视程度就相对较低，所以

汉语课程在泰国职校中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王晨对泰国职校汉语教育情况进行调查和研究，发现汉语

在职业学校的发展不见起色，更没有得到高度的重视也没有更长远的发展，学生学习汉语的水平也依然

徘徊在初级阶段[4]。葛丽影指出泰国职业学校的学制特点和泰国学生的学习特点决定了在泰国职业学校

里的汉语教学不会受到重视，汉语教学被学校领导和学生忽视的现象比较严重， 因此泰国职业学校的汉

语教学效果不好[5]。张倩研究发现泰国职校的汉语教学工作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大部分学习者的汉语水

平依旧处于低水平状态[6]。 
聚类 3：偏误分析。在“偏误分析”聚类下的高频关键词有：汉字书写、上声发音、文字差异、可

能补语、平面量词等，可以概括为对汉语语言要素(语音、语法、词汇、汉字)的偏误分析。学者们研究主

要从偏误分析，偏误原因分析及提出教学策略三方面进行论述。李杨辰通过统计数据发现泰国学习者习

得可能补语产生偏误的类型主要是：误加、误代、遗漏、错序四类，产生偏误的原因主要是受学习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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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和教学因素和两个方面的影响，针对学习者使用可能补语产生的偏误类型及原因，从教师和课堂教学

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地教学建议[7]。叶冬梅以泰国北标职院的学生为对象，实地调查、访谈的方式收

集偏误语料，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后，再结合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的偏误语料，总结出了泰国学

生使用汉语否定词“不”、“没(有)”的偏误类型，并从汉泰语言对比的角度分析了偏误产生的原因，继

而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对策[8]。 
聚类 4：教材。在“教材”聚类下的高频关键词有：汉语教材、对比、改进建议、汉语推广、口语

教材等。在泰国职业学校常见的汉语教材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中国编辑出版的通用型教材，一般来自

中国国家汉办捐赠，例如《交际汉语》《体验汉语》《跟我学汉语》系列教材等；第二类教材是中泰合

编或由泰国方面编辑出版的本土化教材，例如《汉语应用》《汉语入门》《通讯汉语》等；第三类是自

编教材[9]。针对泰国职业学校汉语教材的相关研究较少，针对泰国职业学校学生的特点和需求的而编写

的汉语教材也较薄弱，大部分文献是针对教材编写提出建议[10]。 
聚类 5：案例分析。在“案例分析”聚类下的高频关键词有：问题行为、学生需求、课堂管理等。

主要对泰国职业院校汉语的课堂管理进行案例分析，案例包括环境、教师、学生、课堂规则、课堂活动、

教学突发事件等内容，分析后通过反思提出更合理的解决方案。刘康将泰国难府 Wingsa 职业技术学院汉

语课堂授课情况作为研究对象，经过分类和整理形成了 19 个具有真实性、可研究性、启发性的案例。通

过对案例的分析，同时结合访谈和问卷调查，指出泰国职业院校汉语课堂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

解决策略[11]。 
聚类 6：影响因素。在“影响因素”聚类下的高频关键词有：动机、动机缺失、应对策略、共现等。

这一热点主要聚焦在对汉语学习的学习动机和态度研究，对影响因素进行剖析后提出应对策略。李猛以

泰国职校学生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课堂观察以及查阅有关文献的方法调查研究泰国职校生汉

语学习动机的现状和特点以及造成他们汉语学习动机缺失的影响因素，发现泰国职校学生汉语学习动机

具有一定的复合性，内部动机较弱，整体稳定性差，工具型动机较强，出现了明显的动机缺失，分析造

成学习动机缺失的因素，最后从语言、学习者和学习情境三个层面提出了针对泰国职校学生汉语学习动

机缺失的应对策略[12]。 
聚类 7：教学研究。在“教学研究”聚类下的高频关键词有：汉泰对比、对比分析、习得考察、交

际汉语、旅游汉语。主要聚焦在教学法、教材使用及对比和语言要素教学上。在教学法方面，夭瑶对情

景教学法在泰国职业中学初级汉语口语教学中进行研究[13]，李盼对游戏教学法在泰国沙缴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课堂教学中进行研究[14]，司芳草对 TPRS 教学法在泰国职校初级汉语口语教学中进行研究[15]；在

教材使用及对比方面，黄然对泰国职教委选用较多的中泰合编汉语教材《体验汉语》(基础教程 1 泰语版)
和泰国本国教师自编自用的教材《Chinese for Communication 1》进行对比分析[16]，熊婷选用两套泰国

职业教育委员会编写的教材《汉语应用》和《通讯汉语》中的词汇作为研究对象，从词汇的数量、词汇

的复现率以及词汇的难度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17]；在语言要素教学上，于文婷对泰国职业学院旅游专业

汉语口语教学进行研究[18]，李晓对泰国职业院校初级汉语颜色词教学进行研究[19]。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聚类 3 偏误分析、聚类 4 教材、聚类 7 教学研究有很高的重合性，原因是

中文教育主要聚焦于“三教”问题上，“三教”指的是教师、教材和教法，其中对教法的研究最多，教

材次之，教师最末。“三教”问题不仅局限于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更是全世界中文教育的共性问题。 

3.4. 研究趋势分析 

对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研究高频关键词进行突显分析，对词频变化和热点发展进行梳理，可以探

究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未来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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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Key Word highlight atlas of Chinese education research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ailand 
图 5. 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研究关键词突显图谱 

 
从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研究关键词突显图谱(图 5)可以看出，共有 25 个高频关键词发生突变，“泰

国”和“语言政策”伴随着研究的始末，所以结合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发展情况和语言政策，分析这

些高频关键词突变出现的时间及突变强度，本文根据突显图谱情况将 2012~2022 年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

育的研究热点分为以下 3 个部分进行研究分析: 
2012 年至 2014 年，“游戏”“语音偏误”“色军府”“偏误原因”“汉语教育”“解决措施”“效

果分析”等是该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游戏”是指游戏教学法及课堂活动，在检索的文献中对“游戏”

一词检索，有 13 篇文献是该研究热点，并与“偏误”“措施”等词具有很强关联性，这与泰国的教育政

策有很大关系，泰国教育秉承着“寓教于乐”的教育理念，提倡快乐教学，泰国学校和学生们认为课堂

就应该是生动活泼、有趣的，特别是在职业学校，更加注重课程的实践性，理论课程应更加富有趣味性，

所以研究聚焦在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的游戏教学法研究；“色军府”是位于泰国东北部的一个地区，

色军府一共有 21 所职业技术学校，其中 4 所是公立职业技术学校，17 所是私立职业技术学校，是泰国

东北部私立职业学校最多的府，但针对东北部职业学校的汉语推广情况调查的研究却为零，因此这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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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后研究方向的一个热点。 
2015 年至 2017 年，教材“编写”“零起点”“培训模式”成为该阶段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该阶

段的研究视角不局限于教学研究，拓展到了教材设计、教学对象特点等多个方面。在 2013 年下半年，泰

国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进行汉语课程改革，教材使用混乱的局面开始好转，职业学校使用的教材也开始

趋于统一，教材的编写与研究成为该阶段的研究热点，这也为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

启示，为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编写符合国际化、国别化标准的教材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者开始探索

如何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元素有机融入教材中，以便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提升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

力。同时在该阶段，研究学者们注意到了教学对象多数是零基础汉语学习者，关注“零起点”学习者的

教学策略成为研究的热点，如何在零起点的基础上，设计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学习者的汉语水平，

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2018 年至 2022 年，“汉语教材”、“教学建议”、“教学现状”等成为热点，受到全球新冠疫情

的影响，很多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无法“走出去”，研究方向受到限制，这时的研究主要转向教材研究

和线上教学模式的探讨。在泰国职业中文教育研究领域，对教材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单个

系列教材里的某个特定的内容进行研究，一类是两个系列的教材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研究最多的方向是

教材的适应性研究；研究最多的教材是《汉语应用》、《通讯汉语》和《交际汉语》，这三本教材都是

泰国本土汉语教材，这一阶段的教材研究聚焦在本土化研究上。 

4. 研究结论与发展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借助 CiteSpace 知识图谱软件对近十年(2012~2022 年)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的泰国职业院校中

文教育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该研究领域从年度发文量看，是呈缓慢上升趋势的，该领

域研究具备较好的发展前景；从发文机构的分析，高校是研究的主要单位且发文量高的机构多分布于北

方和与东南亚国家接壤的广西省和云南省；从研究热点分析，泰国院校中文教育主要聚焦于“三教”问

题上，教法研究最多，教材次之，教师最末；研究视角呈多元化发展，从关键词突变图谱上看，研究热

点层出不穷，不同阶段都有新的热点出现，研究的热点与泰国的语言政策和国际中文发展情况密切相关。 

4.2. 发展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泰国汉语教学研究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深入研究，对已有的研究进一

步完善： 
第一，拓宽研究的领域，丰富已有的研究。从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可以发现，“汉语教学”或“国际

汉语教育”“泰国职业教育”等中心性较高且频次也高，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而“汉语教学

方法和教材”的研究较多，但是对“教师”的研究较少。教育离不开教师，推动中文教师发展是区域国

别中文教育的关键因素之一。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本土中文教师成为推动泰国中文教育事业发展的关

键。因此，学者应丰富此类研究，对于泰国职业院校教师培养、本土汉语教师现状等应更加关注，才有

利于拓宽研究领域，从理论上推动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学的发展。 
第二，扩展研究机构，更多关注国别化中文教育。研究结果显示，研究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学的机

构主要为高等院校，但是在我国有很多研究东南亚或东盟的科研机构，建议这些机构更多关注国际中文

教育。国际中文教育的事业主体和主要研究对象均在中国以外的广大区域和众多国家。因此，只有全面、

深入、客观地认识世界各地的中文教育，中文教育才能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才能为中国语言文化的全

球传播发挥更大作用[20]。随着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入推进，国别化中文教育研究将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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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对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学的研究，在年度发文量上呈现较大差异，三年疫情期间发文量

较少。后疫情时代，随着中泰各领域交流的逐步复苏，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育也将重回巅峰时期，甚至

将迅猛发展。因此，希望专家学者更加重视该领域的研究。后续研究能将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学自身的

特点与不同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客观、科学地呈现研究结果，推动泰国职业院校中文教学相关研究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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