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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聚焦国内2000~2021二十一年间中国知网关于三语习得的研究，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

对二十一年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分析，探究国内研究热点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国内三语

习得研究正处于平稳上升期，综述性文章居多，实证性研究还有较大发展空间；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语

言迁移和三语教学；但是国内三语习得领域尚未形成大规模研究，学科交叉性不强以及研究内容所涉及
面偏窄。研究结果表明，未来三语习得相关研究应拓展研究领域，在三语教学以及实证研究方面进行深

度挖掘和探讨，并探索以汉语作为三语的国际范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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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omestic studies o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on CNKI from 2000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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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ses Citespace, a visual analysis software, to conduct research on relevant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past 21 years, detecting domestic research hotspots and predicting future development frontier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The research o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China is on a steady rise 
with the majority of review articles, and there is a large space for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 re-
search hotpots are language transfer and third language teachin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of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China, such as the lack of scale for research, 
lack of cross-discipline study and narrow scope of research content.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future research o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may be expanded to explore more, discussing third 
language teaching and empirical research deeply, and seek for the international scope of research 
on Chinese as a third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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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以及中国对外交往的不断深入，尤其是自一带一路以来，中国同世界范围内更多

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只学习一门外语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情况的需要，三语习得日益兴起。目前

国内对于二语习得领域研究已经较深入并已趋向成熟，但二语习得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不能直接用

于三语习得研究之中，因此三语习得的深入研究已是必然趋势。20 世纪 80 年代末，国外学界开始关注

三语习得领域。1987 年 Rimgbom 在《第一语言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中分析了语言学习者所习得的一

语(芬兰语)和二语(瑞典语)对三语(英语)学习的影响，被西方语言学者认为是三语习得研究的开端，之后

三语习得研究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截至目前，国外相关研究文献数量丰富且研究视角多样。例如，Knouzi、
Mady [1]将三语习得和社会学结合研究发现在加拿大出生的英语母语者的写作水平比其他移民国家多语

者高，进而推测移民的社会地位可能是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在国内，20 世纪 80 年代末三语习得

研究开始萌芽并逐渐趋向于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2]，之后三十年间，国内三语习得研究热度不断增加，

但仍有诸多未知领域有待探索。因此文章整合 2000~2021 年间发表于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结合陈超美

教授和其团队共同研发的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把握三语习得的发展现状并预测未来

研究趋势。 

2. 研究背景 

三语习得是指已经习得或正在习得两种语言的学习者习得另外一种非母语的现象[3]。目前学界对学

习者习得二语之后所学语言的数量和顺序一般不再区分，普遍用三语习得来指称在第二种语言之后的第

三种或更多种语言的习得[4]，本研究也采用这种方式界定三语习得。 
20 世纪 80 年代末，国外学者对三语习得开展研究[5]。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三语习得已经取得很大

进展并形成学科交叉的研究趋势。Cenoz [6]从社会语言学出发，阐述了多语习得与二语习得之间的区别，

并说明多语习得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因此三语习得也是一个较复杂的过程。国外学界研究主要涉及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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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迁移效应[7]、语素意识与第三语言习得的关联[8]、不同语言之间的距离效应[9]、以及三语习得和语

言相近模型[10]等。此外，国外学者已经突破语言学理论下阐述三语习得者特征，开始侧重与其他学科结

合展开跨学科研究，例如，Lubrano et al. [11]将三语习得和脑神经学相结合研究德–英–法三语脑肿瘤患

者在清醒状态下的开颅手术案例，探究脑功能区域与多语习得之间的关联。 
国内学界三语习得的研究始于二语习得迁移理论的成熟发展。最初，国内三语习得的研究多是一些

对于三语和二语之间的界定，之后出现了关于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作为三语的研究[12] [13] [14]。例如，

龙桃先[15]研究少数民族三语习得语际影响时得出要利用汉语优势，同时也不可放弃母语和二语。但相关

以少数民族语言为一语、汉语为二语、英语为三语探究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研究范围比较狭窄。此外，

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对语言本体的研究和三语习得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语言本体的研究主要涵盖语音，

词汇等方面，例如，曹艳春、徐世昌[16]研究三种语言之间的元音迁移，刘海霞[17]探究汉语语音和英语

语音对日语语音习得的影响，以及邓杏华[18]探究了壮、英、汉三语之间的口语迁移。词汇迁移相关研究

相对较丰富，例如陈艳艳、张萍[19]关注汉语、英语和日语三种语言之间存在的语言距离影响以及二语词

汇影响，吴菲[20]研究发现学习第三语言时，语言迁移来自一语或二语，但一语，二语和三语之间的迁移

并非都是正向的。国内关于三语习得影响因素的研究有不同方面，其中曾丽[21]探究一语，二语到三语学

习中元语言意识的发展情况影响因素。此外，相关因素还包括学习困境[22]，正迁移和负迁移[23]，学习

动机[24]等。目前，三语习得领域的研究还处于上升阶段，国内综述性文章比较多[25] [26]，但实证性研

究较缺乏。基于此，为了更好理清三语习得领域的研究进展和未来研究前沿，文章利用数据分析软件

Citespace 分析中国知网(CNKI) 2000~2021 年间国内三语习得相关论文，阐述三语习得领域近二十一年研

究进展并预测未来研究前景。 

3. 研究工具和数据来源 

文章以中国知网期刊和硕博论文为数据池，在专业检索界面输入主为国内三语习得，三语习得或关键

词为第三语言，检索年份设定为 2000~2021，文章语言为中文，文献采集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5 日，共得

到文献 777 条。通过手工剔除无关或重复文献后，得到有效文献 644 条。文章的研究工具是陈超美教授和

其团队研发的 CiteSpace (5.8.R2 版)可视化分析软件，将文献转化格式，导入系统，最终形成研究数据。 

4. 研究结果和分析 

将收集整理后的数据导入 CiteSpace 系统，结合中国知网相关图表，得到如下结果。下面将从历年发

文量，研究学科，科研机构分布等不同视角探究我国 2000~2021 年期间三语习得领域的发展现状并对预

测该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 

4.1. 历年发文量 

图 1 呈现了中国知网 2000~2021 年间国内三语习得研究的发文数量。从图 1 可以看出，国内三语习

得起步较晚，2008 年以前国内三语习得相关研究发展缓慢；2008~2020 年为快速发展阶段，发文量呈稳

定上升趋势，顶峰时超过 80 篇；2020 年后有些许下降，但仍显示上升趋势。总体而言，目前国内三语

习得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发文量不多但呈上升趋势，所以三语习得领域研究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4.2. 研究学科分布 

图 2 汇总了 2000~2021 年之间三语习得研究领域的学科分布情况。如图 2 所示，目前三语习的主要

研究领域分布在外国语言文学(50.46%)以及中国语言文学领域(31.32%)，其他领域研究所占百分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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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三语习得领域学科发展单一，学科之间交叉性不强，因此，三语习得领域多学科和多视角的交叉

研究有待加强。 
 

 
Figure 1. Time distribution chart of publications o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2000~2021(CNKI) 
图 1. 2000~2021 年国内三语习得发文时间分布图(CNKI) 
 

 
Figure 2. Subject distribution pie chart of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2000~2021 (CNKI) 
图 2. 2000~2021 年国内三语习得学科分布图(CNKI) 

4.3. 科研机构分布 

图 3 是 2000~2021 年间排名前十的科研机构发文数据。通过图 3 可以看出，三语习得领域的发文机

构集中于师范类高校，排名前两位的为云南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发文量分别是 18 篇和 17 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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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机构发文量都在 12~15 篇之间。总体来看，国内机构关于三语习得的发文量较少，师范类高校对语言

研究关注度较高，但其他类型院校对语言研究关注不足，因而三语习得领域的发展后劲不足。 
 

 
Figure 3. The top 10 publishing organizations of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2000~2021 (CNKI) 
图 3. 2000~2021 年三语习得发文机构前十排名(CNKI) 

4.4.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作者对所写论文重点的高度概括，是对文献的核心主题的反映。如果某一个关键词反复出

现，代表这个关键词是这个领域的研究热点。关键词高度概括了文章内容。关键词聚类可以科学描述相

关领域研究热点[27]。通过运行 Citespace 软件得出 2000~2021 年间三语习得领域的热点。运行软件，利

用 Citespace 中的聚类视图，节点选择关键词，提取到关键词聚类的统计数据。如图 4 所示，位于图表左

上角的 Q 值和 S 值是判断图谱绘制效果的依据。Q 值代表模块值，S 值代表平均轮廓值。陈悦等[28]人
认为，Q 的取值区间为[0, 1]，当 Q > 0.3 时，则代表图谱中显示的聚类结构较显著；S 值 > 0.5 时，则表

明实验数据聚类结果较为合理，若 S 值为 0.7 时，这说明实验数据的聚类效果具有高信度。本次聚类中，

S = 0.8626，大于 0.5；Q = 0.5783，大于 0.3。所以，本次实验数据聚类结构合理，聚类结果也合理，富

有较高参考价值。 
从图 4 中可以看到，聚类网络图谱中出现了 12 个聚类关键词，在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中聚类编号越

靠前(从零开始升序排列)，说明该聚类所包含文献数量越多；聚类包含的节点越多，那么聚类规模越大。

因此根据图谱可知，三语习得、三语教学、语言迁移、第三语言和少数民族关键词编号靠前，这说明与

这些关键词相关的文献较多，因此可以推测这些序号靠前的关键词是这十年间发文热点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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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Keywords cluster network of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图 4. 三语习得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 

 

 
Figure 5. Keywords co-occurrence frequency of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图 5. 三语习得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 5 是关键词共现图谱。从图 5 中可以看出，三语习得的节点最大，其他节点按照节点的大小与发

文量多少成正比，依次从大到小排列。图 5 可以清晰的看到 2000~2021 年间，三语习得领域的重点关键

词有三语习得、语言迁移、第三语言、少数民族、二语习得、英语学习以及英语等，其中，三语习得、

语言迁移和少数民族的节点比较大，这说明 21 年间与这些关键词相关的文献较多。通过将相关文献与关

键词共现图谱结合分析可知，三语习得的热点涉及少数民族学习三语的研究较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11377


陈静，刘文慧 
 

 

DOI: 10.12677/ml.2022.1011377 2785 现代语言学 
 

来，少数民族的外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研究关注学习障碍、学习态度、动机和策略等方面[29]。
之后，曾丽、李力[30]基于国外理论，区别二语习得和三语习得，由于三语习得具有性非线性发展、多样

化的习得过程等特征，于是呼吁学界将三语习得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现在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

语作为三语的文献数量较多，例如：陈建林、张聪霞[31]主要探究具有不同二语水平学生的藏–汉二语习

得者，学习第三语言英语时的词汇及语义通达路径；刘懋琼[32]从语言环境、语言迁移和语言基础等方面

分析了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的影响因素，以期引起人们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三语教学的关注。这些研究

从不同方面拓展三语习得内容，丰富三语习得领域研究成果，促进三语习得研究的深入发展。 
表 1 是根据对 2000~2021 年国内三语习得研究文献制成的发文作者统计表。如表 1 所示，杨学宝、

林琳等学者研究较为深入，发表文献 6 篇~10 篇之间，其他学者个人发文数量较少。因此，通过发文作

者统计表可以得出，国内三语习得研究领域发文数量较少，未形成很好的学术研究网络，这说明我国学

者对三语习得关注不足，未形成规模性研究。因此，学者需增强对于热点学术问题的关注，把握学术热

点，加强学者间交流合作，推动三语习得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Table 1. The top 10 author and their publication number of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表 1. 三语习得排名前十的作者及其发文数量 

排名 姓名 发文数量 

1 杨学宝 10 

2 林琳 8 

3 刘懋琼 7 

4 龙桃先 6 

5 曾丽 6 

6 徐世昌 5 

7 李珂 4 

8 练丽娟 4 

9 曹艳春 4 

10 张婷婷 4 

4.5. 研究前沿分析 

文章将采用关进此时间线图谱和关键词突显探测图谱探究三语习得领域的发展演进趋势。在关键词

时间图谱中，关键词会按照自身的出现时间，在聚类中展开，这可以清晰看到三语习得研究热点的转变。

图谱中各个节点是文献的高频词，中心都较大的则是具有创新的研究热点，它预示三语习得领域与未来

研究方向。 

4.5.1. 关键词时间线图 
根据图 6 可知，2007 年之前，三语习得领域处于萌芽阶段，相关研究还比较少，已有研究主要围绕

三语内涵展开。2007 年之后，三语习得领域开始逐渐发展，此时二语习得相关理论实践已走向成熟，而

二语的理论却不能适用与三语研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包含较多少数民族，这催生了关于西藏、

新疆等少数民族将汉语作为二语、英语作为三语的研究[33] [34]。但目前国内主要关注的是少数民族的三

语教育，较多的是蒙英汉以及藏族地区等少数民族的三语教育。例如，郭欣[35]以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大

学生三语教育为例，从教师培训、语境创建、思维培养等多方面探讨了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外语教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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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有效措施。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深入发展，三语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语言迁移以及三语教

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例如，朱效惠[36]以语言迁移理论为指导，分析了三语习得过程中母语、第二

语言、第三语言间相互作用的本质及复杂性，尤其是第二语言对第三语言习得的影响，并指出了本研究

对双外语专业教学的启示。国内热点还包括三种语言之间的正迁移和负迁移，例如，蔡金亭[37]就对前人

围绕学习者的母语和二语如何影响三语语法这个关键问题，所提出的母语因素假说、二语地位模型、累

计强化模型、类型优先模型、手术刀模型和语言相近模型进行总结，他认为今后，可以采用普遍语法视

角的三语习得范式，聚焦于某个语法结构的习得，进而比较检验这些模型的正确性。但目前少数民族语

言研究的较多，其他小语种语言和汉语以第二外语英语之间的迁移研究的较少，深度不够，仅仅是概念、

理论的介绍，其中还包括中国人去学习第三外语的教学策略，例如。李静文[38]通过相关文献梳理，研究

发现三语习得的发展并非是线性的，由于受到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影响，所以三语学习者的认知系统

区别于单语者和双语者。 
 

 
Figure 6.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keywords time line map 
图 6. 三语习得关键词时间图谱 

4.5.2. 关键词探测演进分析 
关键词突现探测的优势在于探测某一时段引用量有较大变化，从而显示某一关键词衰落或者兴起的

情况，进而深入解析研究领域的变化规律。图 7 是排名前 15 位的引用突变数据，图中深色线条代表该关

键词发生的时间段，Begin 代表突变发生的开始时间，End 代表突变的结束时间，Strength 代表突变强度，

突变强度与影响力成正比，强度越大表明该关键词的影响力越大。根据图 7，从关键词的突变演进过程

可以看出，2012 年之前，三语习得研究都处于萌芽阶段，此区间内学者主要关注双语者，少数民族语言，

以及文化差异的三语研究。2012~2018 年间，学者开始关注到三语教学表现如下热点关键词：语际影响、

迁移、学习倦怠以及对策。在此阶段，学者们去探究英语写作、英语学习、语言态度。根据突变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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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英语、对策，以及迁移的突变数值较大，其中英语的突变值最大。2019 年以来，学者们的注意力主

要在外语教学、偏误分析以及影响因素等热点上。据此可以推测，未来三语教学将会成为热点，因为中

国学生从小学开始就学习英语作为第二外语，为了更好使学生学习第三门语言，影响三语学习的因素以

及不同语言之间的迁移关系将会引起学者的关注。目前，越来越多的实证性文章正在发出，例如，朱立

霞等人[39]通过实验研究汉–英–日初学者的主观跨语言相似度，这项研究对二外日语的教学有很大的作

用；范琳、李绍山[40]考察了汉语为一语，英语为二语，日语为三语的三学习者语言产出过程中语码转换

存在抑制加工现象，这项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于三语学习中语码转换过程以及加工机制的理解。 
 

 
Figure 7.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keyword emergence detection 
图 7. 三语习得关键词突现探测图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梳理了 2000~2021 年中国知网所收录的三语习得期刊文献和硕博

论文，考察了研究热点和核心领域，可为相关领域学者了解前沿趋势、把握研究脉搏提供参考。研究发

现：近年国内三语习得研究文献数量持续增长，但研究视角较单一，仍以语言学科分析为主；研究内容

呈现较不平衡状态，侧重语言迁移，对认知能力和三语教学重视不足，且各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入拓展；

三语习得理论本土化进程有待加强。 
基于此，本文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发展提出三点建议：从发展方向来看，三语习得的发展应更加注

重与其他领域的结合，尤其是心理学，文化学以及社会学等方面；从研究方法来看，该领域的发展还应

加强语料库工具、数据统计工具等定量工具的使用，将实证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从研究人员来看，主要研究者之间应加强沟通与交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积极进行学术交流，

促进三语习得领域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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