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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法，对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近30年中国外语教学调查类文献，从不同维度进行内容

综述与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 根据发文量趋势，将外语教育调查大体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

特点鲜明，并且契合外语教育政策。2) 调查主题具有时代性、连续性、突现性，内容多元，但有待扩展

深化。3) 调查对象地域总体上分布广泛，调查的针对性与均衡性仍需要加强。4) 有待使用多样统计分

析方法，更多融入跨学科理论视角，丰富调查内涵。5) 调查旨归正趋向于突出学习者的多元能力发展。

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展开讨论，同时指出未来调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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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pplies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to conduct a more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on survey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from various content dimension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which is contained in the database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
ture (CNKI).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from the study: 1) Based on the trend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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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urvey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and each phase generally corresponds to th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of the 
time. 2) The subject of the survey is contemporary, continuous and emerging, and the content is 
more diverse, but still needs to be broadened and deepened. 3)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respondents is relatively broad, but the target and balance need to be improved. 4) Various statis-
tical analysis methods will be used and more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will be in-
cluded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the survey. 5) The survey objectives aim to highlight the develop-
ment of learners’ multiple competencies.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results, the author discusses 
and reflects on them, while indicating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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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调查指的是在不施加实验控制或干预下，相关教育主体以组织者身份开展自觉行动，收集有关

教育问题或资料，对教育方面有关客观事实进行分析，并将调查结果形成报告的研究过程[1]，一般包括

确定调查主题、明确调查目标、确定调查内容、选择调查方法、抽取调查样本、规划调查时间、进行预

测性调查等步骤[2]。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与要求，一直在探索

中不断变化和完善。学者们以外语教育政策为行动指南和标尺，为提升教育教学和人才质量进行了许多

颇具规模的量化调查。教育调查一方面为政府行政部门研制教育政策文件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帮助调

查和研究者准确了解现状，及时解决问题，将经验上升为理论，推动教育质量改善。那么，国内外语教

育调查的发展阶段如何？调查的主题和内容热点是什么？总体上还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问题？目前尚未有

学者专门就外语教育调查展开系统全面综述。本研究借助可视化分析回答以上问题，把握外语教育调查

发展的总体特征和趋势脉络，思考问题背后的原因，为未来外语教育调查指明方向，进而助推外语教育

研究，精准优化外语教学实践。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首先借助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根据综述主题，确定四个关键词，即“外语教学”，“调

查”，“外语”，“教学调查”，“现状”，时间段选取为：1992~2022 年。为尽可能涵盖所有核心文

献，本研究选择“北大核心”，“CSCD”，“CSSCI”，“AMI”，以及“同义词扩展”选项，并将其

组合进行充分文献检索。以上类别期刊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国内主流的研究动态。根据调查的内涵定

义，由两位相关领域内的学者认真反复审读，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保留满足以下条件的文献：1) 调查范

式属于实证类研究。2) 调查对象没有被施加实验干预。3) 调查主要目的是为了发现国内与外语教学有关

的问题和情况。经过逐一筛选，本研究最终得到 270 篇核心期刊文献。其次，采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

将所有文献按操作依次导入软件平台，转换数据、新建项目，调整参数，以及设置时间跨度、主题来源

和节点类型。最后，生成研究前沿和发展热点的知识图谱，具体包括发文量走势、关键词共线、关键词

时区以及关键词突现。本研究基于此并结合其中若干文献对调查内容进行针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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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查内容分析 

本研究参考文献可视化图谱结果，着重从调查阶段、关键词共线、关键词时区，以及关键词突现四

个方面，对调查具体内容进行概述和分析。 

3.1. 调查阶段分析 

当前学者普遍根据发文量趋势走向进行阶段特征划分，文献发文量的变化能够反映一个领域的发展

状况及未来趋势，是衡量研究发展的重要指标[3]。因此，本研究以发文量趋势为依据，大体归纳出四个

调查阶段。 
1992~1997 年发文数量不高，为相关研究领域的起步阶段。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改革开放逐步深化

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中国的外语教育取得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当时为编写全国英语师范专

业教学大纲和统一教材，国家教委社科司外语处于 1989 年 6 月至 1991 年 7 月，先后组织两次全国大范

围抽样调查。全国师专英语专业教学调查组(1992)以国内 18 所师专为对象开展四个教学项目的调查，对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英语教育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内容和编制进行整体介绍和说明，并呼吁外语同仁根

据新问题、新情况适时提出修改建议[4] [5]。此后，林祖安(1993)专门对大学新生英语水平展开调查，尤

其指出大学新生语音语调不够理想，听说读写实践技能较差[6]。李萌涛(1994)和李堂(1995)分别针对科技

英语和医学英语教学现状进行调查。前者强调外语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后者提出医学英语与专业课

程同步进行[7] [8]。 
1998~2009 年发文数量逐步增多，为研究的第二阶段。倪传斌(1998)初次调查分析中学大学英语教学

衔接情况[9]。束定芳(2003)指出，小学英语教学是近年来外语教育改革值得关注的焦点[10]。对此，荆莉

(2007)和李玉芳(2007)分别调查小学英语教学评价实施与大学新生语用能力情况[11] [12]。此外，这一时

期的调查重在关注语言成绩或技能。例如学生词汇发展状况、大学英语学生 4 级阶段词汇量、非英语专

业学生语音等。除此之外，何翼(2007)、覃成强(2007)与南华(2007)等的调查专门聚焦教师教学信念[13] [14] 
[15]。罗晓杰(2004)则调查了中学英语教师职业压力状况，呼吁关注外语教师心理健康[16]。然而，关于

农村或民族等经济欠发达地域的外语教学调查鲜见。陈莹莹(2004)调查了河南省八所农村初级中学的英语

教师和学习情况[17]。黄兵(2005)以 41 位来自湖北西部偏远民族地区的教师为对象开展调查[18]。这两项

研究体现出对外语教育薄弱地区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调查方向和内容层面的引领作用。 
2010~2013 年发文数量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为研究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调查呈现出特色化与个性

化特点，许多调查聚焦于高职院校外语课程以及专业英语课程，例如大学专门用途英语教学、高职院校

ESP 课程教学、行业英语需求状况、商务英语实践教学、双语教学中的语言技能、英语报刊教学、航海

英语教学等。蔡基刚(2010)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定位进行思考，呼吁逐步将基础英语向学术英语和专门

用途英语转移[19]。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专门针对英语专业师范生的调查只有一项，这从侧面印证

中国外语专业的培养方向正变得更加多元。其次，调查开始关注偏远少数民族地域及农村地区的外语教

学。例如吴雪萍(2013)、梅红英(2014)、文华俊(2013)、付明霞(2010)分别调查蒙古族大学生、青海省少数

民族学生、新疆维吾尔族中学生、梁山彝族地区初中生英语教学现状[14] [20] [21] [22]。朱晓东(2010)、
刘慧(2010)则关注了农村中学英语教学发展与课堂教学状况[23] [24]。 

2014~2022 年，发文量整体下降较快，为研究的第四阶段，达到相对饱和的状态。研究者开始倾向

将质性数据融入大规模量化调查，形成数据互补。肖德钧(2015)通过问卷调查和质性访谈等方法，探讨行

业英语课程学生需求情况、教师教学所存在问题[25]。刘芹(2020)运用大规模量化调查与质性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探析中国理工科大学学术英语教学现状[26]。其次，这一阶段调查内容总体呈现出更加多元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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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同时也更为深入探究外语课堂中的微观情况。郭敏(2014)与李晔(2015)分别调查了大学英语教学中的

语言设计、教学语速和句法复杂度[27] [28]。此外，调查目标基本实现由听说读写技能的单项提高到多元

能力发展，包括思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翻译实务实践能力等，重心聚焦在高等教

育外语人才培养。张文忠(2022)以首批入选国家级外语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 25 个种专业的 167 个建设

点为例，对其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并就实践教学、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发展给予建议[29]。 

3.2. 调查关键词共现分析 

根据调查关键词共线结果可以快速发现该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其中，“调查”、“师专”、“中

学英语教学”、“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等出现时间较早，而最近时期出现的“在线外语教学”、“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教学形态重构”、“信息素养”等关键词可能成为未来调查的新方向。面对突如其

来的疫情及其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外语教学的整体生态和关系已然发生新的重构，由此带来教学形态和

教学技术的深刻变革(黄立鹤 2021) [30]。在师生层面，高霄(2021)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总结归纳出师生

对在线教学 5 个评价维度，以及教学形态的 3 种形式表征[31]；杨姗姗(2021)基于上海市 9343 位外语教

师展开问卷调查，提出中小学外语信息化教学已经具备一定条件[32]。在学生层面，赵婴(2021)则对一所

综合性师范大学外语专业本科生展开调查，分析影响外语专业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因素，以及考察学

生对线上教学满意度[33]；应斌(2021)则对疫情期间中学生英语学习焦虑进行大样本调查[34]等。 

3.3. 调查关键词时区分析 

根据调查关键词时区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具有持续性的调查主题。其中，“专业英语教学”，“英语

测试”，“应用能力”等关键词持续到现在，例如，颜奕(2022)从国际视角反观我国英语教学与测试，探

究国外教育机构对我国学生英语能力及相关测试的评价与需求[35]。此外，还包括“学术英语教学、教师

隐性课程、三语教育教学”等调查关键词。针对学术英语教学，廖雷朝(2019)着重调查中国大学学术英语

学分设置与课程设置情况[36]。刘芹(2020)则从学术英语认识、内涵、课程实施等方面对中国理工科大学

生的学术英语教学提供了启示[26]。针对教师隐性课程。石进芳(2022)通过横截面调查验证大学英语教师

影响课程与教学策略的关系[23]。针对三语教学，刘承宇(2016)结合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从教育政策、

教育模式、师资队伍、教学成效及教学跨语言影响 5 个方面对贵州侗族地区三语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37]。
另外，在整个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些经典文献起到颇大且持续的引领价值。例如，大学英语教师的外语

教育观念、知识、能力、科研现状与进修情况调查结果报告(夏纪梅 2002)和我国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现状

调查及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发展方向(王守仁 2011) [38] [39]，其被引率分别超过 800 和 1000。 

3.4. 调查关键词突现分析 

根据关键词突现分析结果可以进一步体现该领域在某个时间段发展的新趋势。其中，“反馈”，“大

学英语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等突现时间较长。例如，张雪梅(2006)根据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要求，调

查分析了写作教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40]。“大学英语教师”这一关键词不仅突现强度高(Strength=3.54)，
而且距离时间近，可以被看作是最新涌现的研究热点。例如，杨旭等(2020)采用目的抽样方式、问卷调查

和深度访谈，对贵州 3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基础教育外语教师的教学能力展开深入调研[41]。那么，我们进

一步对“教学策略”、“教学信念”、“教师语言”、“教学活动”、“教学适应性”，“教学反思”、

“教学能动性”、“教学投入”等进行较为细致的调查能够强化外语教师的主体作用，进而促进外语教

师与学生之间的协同发展。还需要关注的是，“需求”(Strength = 2.37)的突现强度也非常高，说明其出

现频次大幅变动的情况。在此方面，张文霞等(2022)探讨了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概念内涵，并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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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调查了外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现状和发展需求[42]。赵雪琴(2017)对“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非

外语专业研究生英语需求现状进行了调查[43]。 

4. 思考与展望 

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文献可视化工具，从发文阶段、关键词共线、关键词时区、关键词突现四个

方面，具体分析了国内近 30 年有关外语教育调查的内容，揭示国内该领域的历史发展特点和当前热点，

进而发现有待完善加强的方面，以期为学者们提供启示。 
第一，外语教育调查的四个阶段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点。第一阶段的调查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状态。

调查属于时势所趋，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发展战略需要，调查对象主要为师范类英语专业学生。

第二阶段的调查能够从不同方面揭示教学环境与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但是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师心理成

长和职业可持续发展对教与学影响的本质属性。调查对象的学段和专业分布不均较为明显，调查内容虽

涵盖比较宽泛，但不够深入。调查地域范围较小，大都属于个案性质的调查。第三阶段的调查主题特色

较为鲜明，调查对象涵盖大中小学各学段、偏重职业院校。然而大部分调查依旧考察课程设置、课程内

容、教学方式、教学资源、教学评价等宏观层面，内容针对性不足。第四阶段的调查主题较为丰富，内

容也更为聚焦，有更多调查尝试把握学习者的心理认知、以及课堂教学过程的微观因素。另外，这一时

期的调查明显反映教师发挥能动作用，自主地将教学、调查和反思有机结合。在关注教师如何教得好的

同时，强调学生多元发展，很大意义上实现了外语教育调查研究反哺教学实践的目的。总体上，外语教

育调查立足于中国本土化情景，既回应了每个阶段外语教育教学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也展现出未来发展

愿景和教学规划的前瞻性。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评估教学质量进而改善教学效果，确保了决策的可靠性

和可信度，为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提供了战略实施框架和行动指南。 
第二，外语教育调查契合外语教育政策，内容主题具有时代性，但有待扩展和深化。政策背景服务

则于人才培养，往往直接决定外语教育教学领域的实践方向，规定着语言教学与学习等方面的价值取向

和行动意识(张绍杰 2022) [44]。近 30 年我国外语教学调查主题大致与外语教育政策契合，实现从突出“师

范英语”，“语言知识与技能”，“专门用途外语教学”，到关注学习者“多元能力培养”的逐渐过度，

同时调查内容由浅入深，即从外部生态宏观系统到课堂内部微观子系统。针对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本

研究认为未来调查可以考虑平衡两者关系，洞察学生自我如何发挥能动性协调其心理认知与外部环境之

间的矛盾因素，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心流体验等。随着《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指南》的颁布与试用，当

前外语思政教学现状是什么？各方面又存在哪些不足？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东盟等国家

关系的深化，非通用语种专业日益兴起，在跨文化人才培养中优势明显。然而，非通用语各方面的教学

状况和需求仍然不够明晰。值得一提的是，李向东(2021)对俄语、日语和西班牙语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动

机展开调查，揭示出不同外语专业背景学生的动机类型，填补了非通用外语领域的调查盲区[45]。新形势

下高等职业教育面临挑战，基础英语与专业英语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专业教学与学生未来职业发展问

题尚待解决；近年来，“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发展给当前大学英语教学

带来挑战，以往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正在从根本上发生结构性转变；当前内容语言融合教学方法在课程体

系建设、教学实施效果和教师发展等取得系列进展。因此，我们还有必要以动态的思维，针对上述外

语教育的重要主题跟踪调查，以便充分精准地把握其在新背景、新技术、新模式和新方法条件下的发

展样态。 
第三，外语教育调查对象总体上分布较为广泛，但其针对性与均衡性需要加强。调查必须以问题为

导向，发现典型代表性群体，需要不同年龄、出身、职业的调研对象以保证调查的全面性(周批改 2022) [46]。
外语教育调查总体上有普遍性调查和个案性调查，前者研究对象分布较广，而后者则更具针对性。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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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总体上对不同专业、学段对象均有涵盖。对于调查对象的专业，四个阶分别主要为：英语师范专业

学生、大学公共英语学生、高职院校学生、大学英语专业与公共英语学生兼有。对于学段范围，四个阶

段主要涉及高等教育与初高中阶段的学生，但有关后者的调查较少，尤其较为忽视基础阶段的外语教育。

关于此，束定芳教授曾不断呼吁外语教学研究要扎根于基础外语教育实践。另外，个别调查忽视了调查

群体均衡性，这可能由于调查目的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所致。相比实验性研究，调查无法控制研究对象，

因此样本代表性较难把握。例如，张文霞(2017)在对我国外语能力测评现状调查时，所选对象仅涉及到本

科和高职高专一年级师生[47]。就地域而言，四个阶段的调查分布不均，以往调查主要集中于中部以及经

济较为发达地区，这可能由于当时农村偏远地区外语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或尚未普及。但是，乡村教育

教学整体效果还不够理想[48]，尤其大规模线上教学加剧了我国城乡基础教育的“数字鸿沟”[49]。那么，

当前中国乡村地区的外语教育现状如何，与外语教育发达地区的差距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以及乡村教

师自我能动性水平与制约因素等问题，十分有待外语教学研究者深耕中国乡村一线，以更加科学的选样

方法，例如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比例抽样等，不断扩充样本群体，深入揭示外语教育教学问题。不可

否认的是，外语教学调查问题也需有针对性，以点带面，问题的针对性越强越有利于凸显调查的作用。 
第四，外语教育调查有待使用多样的统计学方法、融入更多跨学科理论视角，丰富调查内涵。在大

规模的问卷调查中，使用到的统计分析方法大致可以分三类，即描述性统计、简单推断性统计、高阶推

断统计[50]。外语教学会受到教师、学生、环境等个体、社会和文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使用单一的统

计学方法不能深入揭示调查内容[51]。当前调查的统计学方法日趋创新，部分学者尝试使用更为科学复杂

的统计方法。但本研究注意到目前许多调查主要采用百分比、频率频数等描述性统计，例如，崔振华(2019)
采用均值方法调查对分课堂模式对英语学习者自主学习观念的影响[52]。这种统计方法虽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现实情况，但却不够清晰直观，无法获得更加多维深入的调查内容和现状。本研究认为外语教育

调查本身的目的不同，使用的统计方法也会有所差异。另外，随着复杂动态系统、积极心理学、认知科

学等理论方法的推广普及，外语教育教学调查开始尝试借鉴跨学科视角，以相关理论为基础阐明调查结

果。已有学者将教育心理学理论，例如自主学习[53]，融入调查结果的阐释。今后外语教育调查仍需进一

步借鉴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其它领域的理论和视角，有机整合不同的调查和统

计方法，实现调研从宏观到微观、从静态到动态、从横向到纵向、从现象到本质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

调查不能仅局限于客观实际情况，调查是研究的基础，而研究则是对其的深化，二者相互协同、互为渗透、

不可分割。因此，外语教育调查有必要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对统计结果去粗取精、由此及

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本质规律以及问题解决方法。未来外语教育调查仍需从理论视角、调查目的、调

查方法、调查结果阐释等方面提升其内涵，彰显调查价值。 

5. 结语 

本研究借助可视化工具对我国近 30 年的外语教学调查类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详实的梳理。当前的外

语教学调查丰富了研究内涵，为其他学者研究提供方向指引与背景意义，弥合外语教学理论作用于实践

的中介纽带。一些调查虽属个案，但却能一定程度反映出共性问题，值得教学实践参考借鉴。外语教育

改革与发展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循环往复的过

程[54]。实证调查对于发现外语教学“真问题”、确定改革抓手、提升外语教学质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外语教学的不断发展完善，会演化出颇多有价值的调查问题，比如外语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入、虚拟

教研室的共建共享、混合式课程的线上线下衔接、外语类一流学科的设置、新形式下中国外语教材的开

发及使用等。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具体详实分析了国内调查的主题内容等现状，国外此领域有何特征

有待后续探讨。本研究呼吁外语教育界同仁加强合作，立足新时代，开展更多有意义的实证调研，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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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外语教育的调查前景，使其真正作用于外语教学实践，改善外语教学质量，保障外语人才培养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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