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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观2019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前后，可以明显发现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层面都有

了较大变化。为了更为清晰地揭示这一变化，本文以2017至2021年中国知网期刊文献为数据来源，对

2020年前后时期的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2020年前后教学模式的研究展开深入讨论。

研究发现该领域发文量总体呈下降趋势，研究热点包含线上教学、教学模式、偏误分析和教学策略等。

该研究能帮助研究者清晰认识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前后变化，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启示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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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n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methods. At the end of 2019, the pace of change in related research accelerated due 
to the impact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s. Based on the journal literature of CNKI from 2017 to 
2021 as the data source, this paper makes a visu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in the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2020, and on this basis, carries out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research on the teach-
ing model before and after 2020. It i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in this field shows 
a declining trend, and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clude online teaching, teaching mode, error analy-
sis and teaching strategy. This study can help researchers clearly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the 
teaching mode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provide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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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际中文教育，此前称作汉语国际教育，最初又称对外汉语。相比其它中国语言文学类或者教育学

类的专业，国际中文教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尽管名称多次变化，但其学科属性和学科性质却没有发生

根本性变化。国际中文教育自建立以来便是一项国家与民族的事业，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为学

科支撑，对非汉语母语的外国人士或群体进行汉语教学为学科本质[1]。它是以汉语言文字教学为基础，

关涉到汉语言文字学、应用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等学科的交叉性学科[2]。 
2019 年底，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影

响，国内外教育部门及机构结合当前的信息及网络通讯技术等，加速了线上教学模式的推广。线上教学

的迅速推广，教学模式发生了很多方面的改变，也加速了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研究热点的变化。 
为了分析近五年来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研究热点的变化，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

相关文献进行了收集整理，分析了近五年的研究热点及其变化，并以 2020 年为切分点对比教学模式的变

化，总结并梳理前后时期的相关内容，以期为今后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研究提供启示和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工具 

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6.1.R3 (参见：https://citespace.podia.com/)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CiteSpace 是一

种工具，旨在对研究领域，研究领域或学科的学术文献进行视觉分析研究[3]。 

2.2.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选取来自中国知网(CNKI)近五年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论文(不含学位论文)进行分

析。在 CNKI 的高级检索中以“对外汉语”为主题并进行同义扩展，限定年限为 2017~2021，检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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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22 年 8 月 24 日。筛除无关文献后，使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去重”和“转换”处理后得到 3909
篇论文。在进行关键词和热点分析时，将筛选得到的期刊论文以时间为划分依据，分为疫情前 2496 篇和

疫情后 1413 篇，然后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这两类论文进行比对分析。 

3.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总体发文情况 

3.1.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近五年(2017~2021)逐年发文量 

本研究对检索去重后所得的 3909 篇论文进行逐年统计(如图 1)，结果发现其中 2018 年发文量最多，

共 861 篇；2021 年最少，共 660 篇。由此可见，近五年对外汉语领域的论文数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19
年后下降幅度增大，因此我们认为疫情对该领域的有关研究具有一定影响。疫情的影响下，国际中文教

育需在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方面进行革新，因此 2020 年也被视作国际中文教育转型之元年[4]。 
 

 
Figure 1. 2017~2021 Annual publication line chart 
图 1. 2017~2021 逐年发文统计图 

3.2. 作者及机构发文情况 

借助 CiteSpace 得到了近五年(2017 年~2021 年) 3909 篇论文作者及机构的聚类网络图谱(见图 2 和 3)。
图上的一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机构，节点越大，发表文章的数量越多。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作者/机构之

间有过合作发文。表 1 分别列出了近五年发表文章数量前 10 的作者和机构。 
 

Table 1. 2017~2021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by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field     
表 1. 2017~2021 领域内作者及机构发文数 

排名 作者 发文数 排名 机构 发文数 
1 李泉 26 1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66 
2 吴应辉 13 2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49 
3 李宝贵 11 3 东北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 44 
4 王丕承 10 4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42 
5 崔希亮 8 5 西安石油大学 40 
6 李代鹏 6 6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40 
7 吴勇毅 6 7 沈阳大学外国语学院 38 
8 刘颂浩 6 8 北京语言大学 38 
9 刘玉屏 6 9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33 
10 陈曦 6 10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28 

 
在近五年发文量达 10 篇及以上的作者共有 4 名，分别是李泉(26 篇)、吴应辉(13 篇)、李宝贵(1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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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丕承(10 篇)。其中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李泉，被视为是对外汉语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在研究方向上，

李泉、吴应辉和崔希亮几位作者都不约而同的涉及对外汉语师资培养和学科建设，李代鹏、吴勇毅和刘

颂浩等作者则集中于具体的要素、教学分析和教学方法研究上。综上所述，对外汉语领域近五年的两大

主题为语言教学和师资培养。发文最多的机构是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在五年内其发文数达 66 篇。 
通过中心性分析不难发现作者/机构间没有形成明显的类聚，如图 2、图 3 所示，说明合作较少，呈

现比较分散的状态。由此，我们认为对外汉语领域中相关作者/机构间的合作亟待加强，各作者/机构在展

开研究时应当积极地博采众长，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其他作者和机构，加强合作。 
 

 
Figure 2. Authors clustering Network relationship graph 
图 2. 作者聚类网络图谱 

 

 
Figure 3. Institutions clustering Network relationship graph 
图 3. 机构聚类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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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键词分析 

通过对关键词进行分析，结合基于关键词生成的知识图谱能够直观看出对外汉语领域的近五年的研

究热点。在使用 CiteSpace 进行分析时，将“Node Types”(节点来源)设置为“Keyword”；时间切片为 1；
在 TopN 中选择 50。为了使图谱更加美观化，让其网络节点数量不发生变化，并且节点之间的线条连接

数量大大减少，因此在“Pruning”中选择“Pathfinder”和“Pruning Sliced Network”对近似和关联性关

键词进行清洗合并[5]，最终我们得到表 2。 
 

Table 2. Keyword frequency table 
表 2. 关键词频次表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1 对外汉语 708 11 文化传播 57 
2 教学 148 12 教学方法 55 
3 留学生 117 13 汉字教学 55 
4 汉语教学 98 14 孔子学院 54 
5 汉语 93 15 偏误 53 
6 教学策略 91 16 词汇教学 49 
7 偏误分析 87 17 翻转课堂 47 
8 文化教学 74 18 应用 46 
9 教学模式 59 19 策略 44 
10 一带一路 58 20 文化 43 

 
通过表 2，我们可以发现有关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具体的要素教学、偏误分析等语言教学方面

的研究是近五年的热点，而文化传播、孔子学院及一带一路等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是另一热点。 

5. 研究前沿分析 

如下表 3 为近五年对外汉语领域研究热点的 20 个突现词，通过突现词的研究我们可以较准确地把握

对外汉语今后的研究方向，依此为学科发展提供可能。突现系数排名前五的分别是汉语教材、泰国、建

议、文化因素、创新，其中汉语教材、建议、文化因素、创新均与汉语国际教育学科改革有很大关联。

近年由于一带一路政策及疫情的影响，我们将汉语的对外教学对象从遥远的欧美转向亚欧，突现词泰国

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Table 3. Keyword Emergence Analysis Table 
表 3. 关键词突现分析表 

关键词 突现系数 开始年 结束年 2017~2021 
汉语教材 4.5 2018 2019 ▂▃▃▂▂ 

泰国 3.75 2019 2021 ▂▂▃▃▃ 

建议 3.49 2018 2019 ▂▃▃▂▂ 

文化因素 3.35 2017 2018 ▃▃▂▂▂ 

创新 2.88 2019 2021 ▂▂▃▃▃ 

高职院校 2.88 2019 2021 ▂▂▃▃▃ 

文化导入 2.74 2018 2019 ▂▃▃▂▂ 

地方高校 2.3 2019 2021 ▂▂▃▃▃ 

文化差异 2.24 2018 2019 ▂▃▃▂▂ 

传播 1.96 2019 2021 ▂▂▃▃▃ 

学习者 1.59 2017 2018 ▃▃▂▂▂ 

培养模式 1.42 2019 2021 ▂▂▃▃▃ 

中华文化 1.42 2019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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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疫情前后研究热点对比 

本研究采用近五年关键词分析的相同方法，分别得到了疫情前和疫情后排名前 20 的关键词，得到如

下表 4。通过比对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果：疫情前后有关教学、留学生、偏误分析、一带一路、文化的

相关研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热度；疫情后线上教学、人才培养和课程思政等关键词进入前 20 名，成为新

的研究热点；而孔子学院、教学模式和翻转课堂等方面的研究热度则有所下降。我们认识到，疫情对孔

子学院的发展有一定阻滞，对常见的线下教学及教学模式有一定冲击，线上教学则因为疫情的推动进入

了一个高潮阶段。 
 

Table 4. Keyword analysis before and after the epidemic 
表 4. 疫情前及疫情后关键词分析表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1 对外汉语 468 1 对外汉语 239 
2 教学 111 2 留学生 51 
3 汉语教学 67 3 教学 37 
4 留学生 66 4 偏误分析 34 
5 汉语 60 5 汉语 33 
6 教学策略 58 6 文化教学 33 
7 偏误分析 53 7 教学策略 33 
8 教学模式 45 8 汉语教学 31 
9 文化教学 41 9 汉字教学 21 

10 偏误 40 10 文化 20 
11 一带一路 38 11 一带一路 20 
12 孔子学院 38 12 线上教学 19 
13 教学方法 38 13 词汇教学 19 
14 文化传播 38 14 文化传播 19 
15 汉字教学 34 15 人才培养 18 
16 策略 33 16 课程思政 18 
17 翻转课堂 32 17 应用 18 
18 词汇教学 30 18 汉字 17 
19 应用 28 19 教学设计 17 
20 教学改革 25 20 教学方法 17 

7. 对外汉语教育教学模式的转变 

教学模式在教学界有着各种各样的定义，崔永华指出教学模式是指课程的设置方式和教学的基本方

法[6]，比如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北语模式逐步形成了当前的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

学模式[7]。然而对于对外汉语教育来说，从来没有一种适合所有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教学模式。尤其是现

在受到新冠疫情和科技迅速发展的影响，我们迫切需要改革创新来研究新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因此，

近几年不少教学模式由陈旧趋于创新且多样化。纵观近五年来相关的文献，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模式

主要围绕这两个大方向进行了深度探索：一方面是单一教学模式，另一方面是混合教学模式。无论哪一

种教学模式都在疫情出现后有了变化，下面将进行逐一阐述。 

7.1. 单一教学模式 

单一教学模式只涉及线上、线下或者其他一种教学模式，目前主要有传统线下教学模式、线上直播

教学模式及录播教学模式。受疫情影响，传统线下教学模式受到极大冲击，而线上直播教学模式及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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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在这种环境下却加速发展，有了新的发展[8] [9]。 

7.1.1. 传统线下教学模式 
疫情前：传统线下教学就是教师在学校的教室里给学生上课。在该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占主导地位，

单向传输知识，学生被动接受[10]。 
疫情后：迫于疫情形势师生一度暂停上课，需要居家隔离，有的留学生甚至已经回到自己的国家。

由于失去教学环境，线下教学受到非常大的冲击[9]。 

7.1.2. 线上直播教学模式 
直播教学是整个班级通过互联网进行同时同步的交互教学[11]。 
疫情前：随着网络的发展，尤其是在 2016 年，直播的兴起并带动了直播教学的热度不断上升，受到

许多师生的关注，他们可以不用在同一个教室上课，不受空间限制[8]。 
疫情后：借助网络的线上直播教学，在疫情后普及到了全球各类学校，成为一种常见的教学模式，

依托该模式实现师生间的实时交流[12]。但是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如网络不稳定；学生语言能力

锻炼不足，课上不能做到每个同学都参与；线上课堂管理难，老师的约束力较低；上课环境不能得到有

效保障等[13]。 

7.1.3. 录播教学模式 
录播教学模式是教师提前备课录成视频，通过特定平台进行播放，而学生可以不受时间和次数限制

观看视频的教学模式[14]。在对外汉语线上教学方面，录播课程包括基础汉语学习和中国文化传播等简单

易理解的课程，它的教学视频可以剪辑为一个一个的小知识点，时间短利于学生消化和利用碎片化的时

间学习，并且优质的教学视频也有利于资源共享[15]。 
疫情前：和直播一样，随网络发展而兴起，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录播的视频利于学习慢、获得新

知识能力差的同学反复听，筑牢他们学习汉语的基础，让学生足不出户就能自学汉语[14]。 
疫情后：录播教学成为仅次于直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模式。但是录播互动性却比直播差。原因可能

是当学生长期处于一个人在家独自上课的学习环境中，缺少集体的学习氛围，学生学习积极性降低[16]。 

7.2. 混合教学模式 

混合教学模式，在早期是利用科技和网络将线下课程和网络课程相结合，后来逐渐演变为将两种或

两种以上教学模式相融合的一种教学模式[17]。混合模式主要有直播录播混合式教学、共同课堂模式以及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如图 4 为混合教学模式主题频率逐年统计图。 

 

 

Figure 4. The topic frequency of mixed teaching mode is calculated year by year 
图 4. 混合教学模式主题频率逐年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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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知网对混合教学模式主题频率分析，该模式在 2016 年以前关注度较低，2016 年至 2021 年关注

度加速增长。由此看出，混合式教学模式随着科技的发展慢慢的在被推广。 

7.2.1. 直播录播混合式教学 
疫情前：这种模式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较为常见。部分简单的基础汉语，中国文化教学内容选择录

播，学生自主学习该部分。部分内容直播，教师详细讲解。这个模式的缺点是需要花大量时间制作录播

教学视频和直播课堂备课[16]。 
疫情后：这种模式变得更常见，甚至创新发展成线上翻转课堂模式[18]。学生看录播视频进行学习，

教师直播上课讲解指导，以及交流总结。学生课后回看录播视频进行复习巩固[16]。同时，部分学生自觉

性较低的问题也被暴露出来，教师需要想办法进行督促管理[18]。 

7.2.2. 共同课堂模式 
共同课堂是想要学习对方的母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在同一个课堂里进行学习和交流的教学模式

[19]。 
疫情前：在国内这种教学模式关注度较少，具有创新性，目前国内相关资料较少，助力两国学生双

向的文化交流，而不是单向的向国外学生传播汉语[20] [21]。 
疫情后：出现了 2021 年“中俄共同云课堂”的创新案例，让中俄学生进行跨文化交流[21]。它需要

两国高校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安排和备课，即使是线上课堂，不受空间限制，也难以组织课堂教学[20]。 

7.2.3.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学生课前学习教学视频做练习，课上老师讲解作业解决学生问题交流总结，课

后学生可以继续回看录播视频进行复习巩固，预习新的教学视频[18]。 
疫情前：2011 年该模式被认为是影响课堂教学的重大技术变革，受到推广，但还是以线下课堂为主

[18]。优点是“以学生为中心”，双向传递信息，注重师生、生生交流互动，于学生思考和自我的持续发

展[22]。 
疫情后：教师直播上课，讲解学生的作业进行指导，以及交流总结，其他不变，类似于直播录播混

合模式。它不受时空限制被广泛普及。 

8. 总结 

本文用 CiteSpace 对中国知网(CNKI)中 2017~2021 年间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论文进行分析。

从分析结果来看，第一，近五年对外汉语领域的论文数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尤其因为重大公共事件影

响在 2019 年后下降幅度增大；第二，作者和机构大都以语言教学和师资培养为两大主题；第三，近五年

对外汉语领域研究的关键词和热点发生变化，对此可以预测今后对外汉语的研究方向。 
但是此次统计也存在一定局限性。2020 年前比 2020 年后的检索范围更大，以及人为筛除不相关的

研究论文和学位论文，这些导致文章结果不够客观全面。 
而线上教学在疫情的大背景下得到极大推动，从疫情开始的应急状态到如今的常态，对外汉语在线教

学与学习已走过艰难期。对外汉语教学经历了从单一线下教学发展为线下教学为主、线上教学为辅再到疫

情大背景下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演变历程。如今，教学模式类型多样且趋于专业化，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

国际中文教育这一新兴事业正迅速发展，而研发并形成更加符合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模式迫在眉睫。 

基金项目 

本章节为江苏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编号：XSJCX13210)、2021 年云南省教育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1042


潘金成 等 
 

 

DOI: 10.12677/ml.2024.121042 296 现代语言学 
 

厅教育科学规划基础教育专项项目(教师教育专项项目) (BFJSJY006)和 2023 年度淮北师范大学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质量工程项目(项目编号：2023jgxm005)等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1] 赵金铭. 汉语国际教育的两个研究系统——语言教学与师资培养[J]. 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 2020, 5(1): 3-9. 

[2] 陆俭明. 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建设及其本体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8, 40(5): 359-361. 
[3] Chen, C. (2004) Searching for Intellectual Turning Points: Progressive Knowledge Domain Visual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1, 5303-5310.  
https://doi.org/10.1073/pnas.0307513100 

[4] 李泉. 2020: 国际中文教育转型之元年[J]. 海外华文教育, 2020(3): 3-10. 

[5] 张超宇, 肖雨嫣, 任泽华, 等. 基于 CiteSpace 的近十年国内棉纺织加工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J]. 现代纺织技术, 
2022, 30(6): 8-15. 

[6] 崔永华. 基础汉语教学模式的改革[J]. 世界汉语教学, 1999(1): 4-9. 

[7] 崔永华. 试说“北语模式” [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8(1): 4-8. 

[8] 王嘉政. 全媒体语境下“直播 + 教育”的市场现状及前景分析[J]. 传播力研究, 2018, 2(21): 1-3. 

[9] 陆俭明, 崔希亮, 张旺熹, 等. “新冠疫情下的汉语国际教育: 挑战与对策”大家谈(下)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0(5): 1-16. 

[10] 姚珊珊. 对外汉语线上线下结合教学模式初探与实践[J]. 汉字文化, 2022(3): 79-80. 

[11] 李英豪. 交互式媒体技术在线上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21. 

[12] 富聪, 邵滨. 在线汉语教学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可视化计量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

版), 2021, 19(6): 28-39. 

[13] 王静文 , 刘琳 . 后疫情时代对外汉语教学的挑战与对策——以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 科教导刊 , 
2021(28): 137-139. 

[14] 应学凤, 余叶涵. 新冠疫情背景下对外汉语在线教学模式探究[C]//中文教学现代化学会. 第十二届中文教学现

代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021 年卷. 杭州: 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2021: 14. 

[15] 李丹萌. 汉语国际教育中线上汉语教学的应用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郑州: 郑州大学, 2017. 

[16] 王瑞烽. 疫情防控期间汉语技能课线上教学模式分析[J]. 世界汉语教学, 2020, 34(3): 300-310. 

[17] 郭晶. 混合式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的应用实践与反思[J]. 国际汉语教育, 2010(1): 72-78, 99-100. 

[18] 何克抗. 从“翻转课堂”的本质, 看“翻转课堂”在我国的未来发展[J]. 电化教育研究, 2014, 35(7): 5-16. 

[19] 王亚楠. 共同课堂模式下第二语言实践教学的混合式设计[J]. 汉字文化, 2021(17): 154-158. 

[20] 焦敏 . 混合式跨境“云课堂”在外语教学中的构建与应用——以中俄共同课堂为例[J]. 海外英语, 2021(3): 
131-132. 

[21] 李婷婷, 罗琳. “中俄共同云课堂”助推跨文化中俄双创人才培养[J]. 大众文艺, 2021(7): 184-185. 

[22] 孙瑞, 孟瑞森, 萱文.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5(3): 34-39.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1042
https://doi.org/10.1073/pnas.0307513100

	基于CiteSpace的近五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可视化分析(2017~2021)
	摘  要
	关键词
	A Visual Analysis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Based on CiteSpace (2017~2021)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研究设计
	2.1. 工具
	2.2. 数据来源

	3.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总体发文情况
	3.1.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近五年(2017~2021)逐年发文量
	3.2. 作者及机构发文情况

	4. 关键词分析
	5. 研究前沿分析
	6. 疫情前后研究热点对比
	7. 对外汉语教育教学模式的转变
	7.1. 单一教学模式
	7.1.1. 传统线下教学模式
	7.1.2. 线上直播教学模式
	7.1.3. 录播教学模式

	7.2. 混合教学模式
	7.2.1. 直播录播混合式教学
	7.2.2. 共同课堂模式
	7.2.3.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8. 总结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