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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年人阅读是阅读认知领域中的热点话题。梳理其研究脉络及发展趋势，对后续的理论研究与时间探索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CNKI文献计量和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功能，分析了中国知网近20年老年人阅

读的相关研究文献。结果表明：老年人阅读相关话题总体呈现为“出现时间短、研究普遍度不高但具有

研究价值”的现象；国内形成了以天津师范大学为核心的研究团队，目前热点研究话题为“老化”、“工

作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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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ding for the elderly is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reading cognition. Sorting out its research con-
text and development tre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ubsequ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ime 
exploration. With the help of CNKI literature metrology and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functions, 
this article analyzes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on elderly reading in the past 20 years on 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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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neral phenomenon of reading related topics in the elderly is “short 
occurrence time, low research prevalence, but of research value”; A research team with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as the core has been formed in China, and the current hot research topics are 
“aging” and “working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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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工具与研究对象 

1.1. 研究工具与分析方法 

CiteSpace 软件系统应用于科学文献识别并能够显示科学发展新趋势和新动态，属于文献计量领域

的建模软件。可利用 CiteSpace 寻找某一学科领域当前的研究进展、研究前沿及其对应的知识基础，通

过可视化知识图谱，能直观展示出某一研究领域的作者与机构的合作网络结构，也可通过关键词的共

现和聚类等分析，系统地揭示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进行前沿演进的分析。该软件的应用可以

摆脱主观的思维定式，快速从海量文献中定位并发现核心研究要素，自动化分析能力与效率高于其他

传统分析手段。本文采用的 CiteSpace 版本为 6.2.1，运行环境为 JAVA19，操作系统为 Windows 11 家

庭版。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库，采用高级检索的方式，以所有字段为“老年人阅读”进行检索，

获得有效文献 146 篇，文献时间跨度从 2004~2023 年，选取中文期刊。对返回结果进行数据清洗，逐

条核对并且删除声明、会议论文和非心理学领域研究相关的文献。共得到 80 篇文献作为本文研究基础

数据。 

2. 老年人阅读的时空分析 

2.1. 发文时间与期刊分布 

发文量及时间的变化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某个研究领域受到学者的关注情况。从图 1 可知，自 2004
年起，老年人阅读相关研究逐步上升，2017~2018 年到达顶峰。 

2.2. 空间分布 

2.2.1. 作者分布与合作 
通过对作者发文量和合作网络进行图谱分析，可以了解该领域的作者分布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具体操作为 CiteSpace 中 Node Type 设置为 Author，起始时间设置为 2004 年 1 月，终止时间为 2023 年 3
月，时间切片设为 1 年，其他使用默认选项，作者合作图谱如图 2 所示。图 2 中共有 78 个节点，215 条

连接线，其中王敬欣和李琳的发文量最多，分别为 13 和 10，发文量大于 4 的读者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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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mount of relevant literature read by the elderly from 2004 to 2022 
图 1. 2004~2022 年老年人阅读相关文献量 
 

 
Figure 2. Author co-present cooperative map 
图 2. 作者共现合作图谱 
 

Table 1. Author distribution with wiring strength greater than 4 
表 1. 连线强度大于 4 的作者分布 

连接线/条 作者 

9 吴捷 

7 何立媛、闫国利 

6 刘志方、白学军、赵赛男 

5 Bpaterson·Kevin、王丽红、王永胜 

4 仝文、常敏、李莎、谢芳、郝立莎 

2.2.2. 机构分布与合作 
通过对研究机构合作网络进行图谱分析，可以了解该领域主要的机构分布和相互合作情况。CiteSpace

的配置除了 Node Type 为 Institution 外，其余与 2.2.1 中的设置一致。得到的研究机构共现合作图谱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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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在国内研究单位中，天津师范大学以 34 篇发文量排名第一，位居前三位的还包括山西师范大学(3
篇)和杭州师范大学(2 篇)。在图谱中，“节点”代表机构关系、“节点大小”代表发文量、“连线”代表

存在合作关系，从图谱数据可以得知，国内单位合作网络中存在节点 42 个，连线 42 条，整体网络密度为

0.0488。结合发文量排行，可以得知，国内形成了以天津师范大学为中心的专业研究团队。老年人阅读相

关话题总体呈现为一种“出现时间短、研究普遍度不高但具有研究价值”的研究领域。 
 

 
Figure 3. Co-present cooperation map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 3. 研究机构共现合作图谱 

3. 老年人阅读领域的热点主题与前沿推进 

关键词是作者对研究文献的核心观点、结果与研究方法的高度提炼与概括，可以准确、充分反映文

献的核心研究成国。通过对文献中出现的高频关键词进行频次、共现与聚类分析，可用于获得某个领域

在某个阶段的研究现状与研究趋势，并对学者跟进相关研究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3.1. 研究热点分析 

因为所取文献的关键词比较多，为了避免影响核心关键词的共现关系，突出图谱的显示效果，在

CiteSpace 中设置关键词的阈限为 2，得到老年人阅读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4 所示。因篇幅限制，频

次较少的关键词一般中心性也低，所以表 2 志列举了频次大于 4 的主要关键词在表 2 中，剔除了“老年

人阅读”这个用于搜索的研究主题词，余下频次靠前的关键词有“眼动”“汉语阅读”“眼动研究”“老

化”“认知老化”“工作记忆”等，这些关键词即为国内老年人阅读领域的主要方向。中心性大于 0.1
的关键词有 7 个，分别是“眼动”“老年人”“汉语阅读”“认知老化”“工作记忆”“边界范式”等，

综合共现分析中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性特征，可得出近年来国内老年人阅读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作记忆”

“认知老化”“眼动”等。 

3.2. 研究主题分析 

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以进一步挖掘研究领域的主题雨范围，通过 CiteSpace 对老年人阅读

领域的关键词共现进行聚类分析，得到 LLR 算法下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5)。共分为 6 个聚类，分别为

“#0 年老化”“#1 老年人”“#2 汉语阅读”“#3 眼动研究”“#4 副中央凹”“#5 语言认知”“#6 工

作记忆”，顺序从 0~6，数字越小，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聚类列表见表 3。当聚类模块(mod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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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值 > 0.3 时，一般则认为图谱的聚类网络结构显著，而图 5 中该值达到了 0.64。聚类轮廓(silhouette) S
值是衡量一个聚类节点与它所属聚类相较于其他聚类的相似程度，取值范围从−1 到 1 之间，值越大表明

这个节点更匹配其所聚类而不与响相邻聚类，一般认为 S > 0.5 S 时，聚类就是合理的，而 S > 0.7，聚类

就是令人信服的(巨慧慧，杜娟，2021)。根据图 5 和表 3 中展示的聚类信息，近年来国内老年人阅读研究

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汉语阅读中老年人阅读相关的文献量较少，老年人阅读相关文献总体呈现为一种“出现时间短、

研究普遍度不高但具有研究价值”的现象。 
2) 国内老年人阅读领域形成了以天津师范大学为核心的研究团队。 
3) 眼动分析为主要的分析方法，研究热点话题主要为理论研究，具体理论应用数量极少，基本为 0。 
4) 理论研究方向结合了心理学热点领域，认知心理学。语言认知、工作记忆研究发展潜力大。 

 

 
Figure 4. Co-occurrence map of reading keywords for the elderly 
图 4. 老年人阅读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2. Keywords with elderly reading study frequency greater than 2 
表 2. 老年人阅读研究频次大于 2 的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18 0.62 眼动 

14 0.79 老年人 

14 0.44 汉语阅读 

6 0.2 眼动研究 

6 0.08 中文阅读 

5 0.05 老化 

5 0.05 老年读者 

5 0.14 年老化 

4 0.14 老化效应 

3 0 消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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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 0.13 认知老化 

2 0.03 预测性 

2 0.17 工作记忆 

2 0.07 副中央凹 

2 0.07 阅读 

2 0.01 词切分 

2 0.15 边界范式 

 

 
Figure 5. Cluster map of elderly people reading keywords under the LLR algorithm 
图 5. LLR 算法下的老年人阅读关键词聚类图谱 
 

Table 3. Cluster list of reading study keywords in elderly adults 
表 3. 老年人阅读研究关键词聚类列表 

序号 LLR 对数似然率

聚类标签名 聚类大小 聚类轮廓值 关键词(前 5 个) 

#0 年老化 15 0.945 中文阅读；词汇编码；文本理解；情境模型；文本理解 

#1 老年人 13 0.924 认知功能；城乡差异；mmse；呈现方式；影响因素；

补偿模型 

#2 汉语阅读 11 0.672 汉语阅读；词长效应；预视加工；副中央凹加工；语境

预测性 

#3 眼动研究 9 0.918 眼动研究；老化效应；刺激质量；刺激质量；老化效应 

#4 副中央凹 8 0.804 老年；阅读；预视；副中央凹 

#5 语言认知 7 0.937 语言；语言认知；认知老化；神经机制 

#6 工作记忆 6 0.943 抑制控制；工作记忆；阅读理解；液态智力；认知干预 

3.3. 研究前沿演进 

研究前沿的识别与挖掘，首先需要追踪该研究领域既往热点的演变，CiteSpace 可将时间线概念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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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聚类网络中，用于描绘不同聚类下关键词的演变过程，国内老年人阅读研究领域的关键词时间线

(timeline)见图 6，图 6 既包含聚类标签，又包含该标签下所属的关键词簇，且每个聚类下的关键词簇按照

初次文献出现的时间排列，每一个聚类下都有一条直线对应该聚类下关键词的演变。 
 

 
Figure 6. Timeline chart of the reading study keywords in the elderly 
图 6. 老年人阅读研究关键词时间线图 

 

和时间现侧重于描绘热点随时间的演变过程不同，突现(burst detection)用于发现一个变量的值在短期

内是否存在较大变化，CiteSpace 将这种突变信息视为一种可用来度量更深层变化的手段。突现可用于发

现某一个关键词衰落或者兴起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判断研究领域中的当前热点方向和未来预判。在

CiteSpace 进行突现词分析，得到以下 14 个突现词(图 7)。 
 

 
Figure 7. Highlight words in reading research for the elderly 
图 7. 老年人阅读研究突显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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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7 可知，“年老化”“老化”“预测性”“眼动”这四个突现词持续热度依然存在，或为未来

研究趋势。 

4. 结论 

本文基于 CiteSpace 软件，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对国内老年人阅研究领域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得

出以下结论： 
1) 老年人阅读研究领域的高价值文献从 2004 年起，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形成了以天津师范大学为

核心的研究团队。 
2) 通过对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得出近年来网络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这和近年老年人阅

读研究的演进基本相一致。 
3) 通过引入时间线图和突现词来对老年人阅读近年成国进行分析，以期从研究的前沿眼睛过程中，

挖掘未来的研究热点趋势。 

5. 讨论 

5.1. 发文量 

近年来，老年人阅读研究领域的发文量稳步上升。随着社会加速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阅读作为个体认识世界了解信息的一项重要认知功能，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闫国利，白学

军，2001；梁骁，2022；田菲，2022)。老年人由于年龄增长导致不可避免的生理限制与认知功能衰退，

阅读技能与阅读模式与其他年龄阶段的人群存在很大的差异(Kemper, Crow, & Kemtes, 2004; Kemper & 
Liu, 2007)。国务院 2021 年 12 月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围绕老龄

和养老，部署了一系列的工作(国务院，2021)。老年人的健康生活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健康运转都息息

相关。老年人阅读领域研究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进入热点研究阶段。 

5.2. 研究者和研究机构 

从当前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数据不难发现，存在合作和研究者通常情况下都处于同一机构。当前发

文量最大的研究机构是天津师范大学，老年人阅读领域的研究者也多具备天津师大的教育背景，随着研

究的深入，以天津师范大学为核心的研究辐射圈也将进一步扩大。 

5.3. 研究热点 

结合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图表，结合文献查阅，得到目前老年人阅读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与进展。 

5.3.1. 老化效应 
老化效应在阅读领域表现为老年人的阅读速度远远慢于认知正常的成年人，国内外学者在此问题的

研究上达成了一致(Stine-Morrow, Miller, & Hertzog, 2006；李德明等，2003；申继亮等，2003)。在老化效

应的基础上，学者进行了词切分(李兴珊等，2011)、词识别(卢张龙等，2008)、词频效应(苏衡等，2016)
等更深入的研究。老化效应作为一个大的分类，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部分等待后续研究者一探究竟。 

5.3.2. 眼动研究  
前文提到对老化效应的深入探索，采用最多的研究手段就是眼动研究。眼动研究可以揭示参与者在

阅读行为中眼球运动模式，通过对句子与目标词的指标分析，将内在认知活动与外部行为表现做进一步

的联系，从而探索阅读者的心理活动特征。当前眼动研究也与更加科学的仪器紧密结合，加入更多更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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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指标：事件相关电位技术(陈庆荣等，2011；李恒平等，2020)。 

5.4. 前沿趋势 

通过突显词和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可以研究老年人阅读的研究前沿。从突现词分析图中可以看出眼

动、预测性这 2 个关键词从 2020 年凸现，并且一致保持热度，表明其未来可能依旧会是热点研究领域。

从预测性又可以看出，对认知老化的研究更升入了一层。 
综上所述，通过对近 20 年来国内老年人阅读领域文献的可视化分析，可以看出老年人阅读依旧是

重点研究领域，并结合最新认知分析技术成为当下热点话题。但当前的研究大多还基于理论探索阶段，

未来或将更多的关注点落在实际应用，致力于提高老年人幸福感，助力我国老龄化事业发展与养老体

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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