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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现状及趋势(2004-2024 年)
--基于 CiteSpace 文献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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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心理语言学是一门融合语言学与心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近年来研究成果显著。本文基于

2004-2024 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数十册外语类与心理学类期刊，遴选 375 篇文献作

为研究对象，借助 CiteSpace 软件进行了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通过绘制核心作者与机构共现、

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突现词等科学图谱，系统梳理了近 20 年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发

展脉络及热点趋势。研究发现：该领域研究呈现四大特征：其一，文献发表总量呈阶段性波动，

核心期刊贡献率偏低；其二，已形成核心作者群体，但研究主体分布仍显分散；其三，多主题中

介中心性较高，三大核心聚类凸显；其四，研究热点经历范式转换，方法论创新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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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语言学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研究人

类获取、使用、理解和创造语言的心理和神经

学因素。心理语言学整合了心理学、语言学、

认知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知识，探讨语

言的多个方面，如理解、生成、习得及其潜在

认知机制。

国际上，该领域的早期研究可追溯到 19

世纪，Wilhelm Wundt 将语言视为一种基本的

认知功能。B.F. Skinner 等人的刺激-反应理

论标志着心理语言学研究进入行为主义时期

（1900-1950 年）。20 世纪 50-70 年代由 Noam

Chomsky领导的认知革命将重点转移到语言的

先天性和生成性方面，将语言视为一种认知系

统，为现代心理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中国在上

世纪 70 年代对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与应用进行

了探索性研。21 世纪之后，罗婷（2009）在

《近二十年国内外心理语言学研究综述》中对

中国及国际上该学科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定量

方面，孙颖、葛名贵（2017），朱淳熙、沈明

霞、沈安天（2021）等学者以不同时段的中国

心理语言学学术成果为研究对象进行综述分

析。近年来随着技术发展，语料库技术也被运

用到心理语言学研究中。

上述研究虽具有参考价值，但在方法层面

仍存在两方面局限：其一，传统定性研究方法

在应对当前学术成果激增、学科边界持续扩展

的现状时，其文献梳理模式难以系统呈现研究

领域的发展动态与焦点演变；其二，现有研究

的定量分析手段大多较为单一（如语料库检索、

VOSviewer 可视化等），难以精准捕捉中国心

理语言学的研究特质与差异化特征。

据此，本文拟以 CiteSpace 工具为媒介，

针对中国知网（CNKI）中近 20 年的中国心理

语言学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视化呈现及

分析，通过发文量、核心作者与机构共现、关

键词共现、聚类分析、突现词演变等角度，试

图弥补中观时段（2004-2024 年）的研究空缺，

并为中国心理语言学学科发展规划提供数据

支撑。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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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数据平台。采用高级检索方案，“主题”

框内键入检索词“心理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研

究+心理语言学分析+心理语言学实验+心理语

言学理论+心理语言学方法”，或含“主题”框

内键入检索词“语言心理+语言心理学+语言心

理学理论+语言心理机制+语言心理模式+语言

心理类型”，勾选“拓展同义词”选项，时间

范围选取 2004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初步检索完成后，对检索文献进行逐篇人

工筛查，剔除会议、通知、评述、访谈、讣告

等无关结果，仅保留学术性研究成果，提升分

析数据的可信度。经过多轮遴选，最终得出可

供研究的有效文献 375 篇。根据邓珞华、刘淑

娥（1992）在研究布拉德福现象所提出的规律

“某主题的多数文献都集中在少数期刊上”，

为体现检索文献的权威性、全面性，更大程度

上反映中国心理语言学的研究状况，本文着重

纳入外语类权威期刊《外语学刊》《外语教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等 10 册共 79 篇文献、心

理学类权威期刊《心理科学进展》《心理科学》

《心理学报》等 5 册共 36 篇文献及博士论文

33 篇作为研究数据。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应用 Java 语言开发的一款

信息可视化软件，对特定领域的文献进行计量，

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

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

探测。本文借助 CiteSpace 6.3.R1 工具对 375

篇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绘制核心作

者与机构共现、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突现

词等科学图谱，较为直观地展现中国近 20 年

心理语言学的演进脉络，呈现该学科发展前沿

并预测可能的发展趋势。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发文量趋势分析

衡量某领域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学

术论文数量的变化，对其文献分布作历史的、

全面的统计，绘制相应的分布曲线，为评价该

领域所处的阶段，预测发展趋势和动态具有重

要意义。2004-2024 年中国心理语言学主要研

究文献的发表数量如图 1所示。整体来看，该

领域文献发表总量呈现“波动上升-持续低迷-

逐步复苏”的趋势，其变化历程大致可分为以

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4-2013 年的探索

积累期，年均发文量约 27 篇，在 2009 年达到

阶段峰值 35 篇，十年间累计增长约 40%。首

都师范大学杜桂枝教授于 2004 年发表的《心

理学与语言学渊源》通过溯源心理学与语言学

的理论基础，首次探讨了现代心理语言学产生

和发展的历史轨迹。2014-2020 年进入调整低

谷期，年均发文量骤降至约 11.4 篇，较前一

阶段下降约 60%，2016-2018 年连续三年发文

量不足 10 篇，2020 年更是跌至 2 篇的历史最

低点。2021-2024 年为波动回升阶段，后疫情

时代研究成果数量有所回转，年均发文量 7.5

篇，但波动明显，尚未恢复前期水平。宋雪坤

等（2024）依托大脑神经心理语言学机制，构

建人工智能神经认知情感模型，为优化语言教

学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图 1 2004-2024年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发文趋

势

根据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23 版》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来源期刊（2023-2024）目录》，本次数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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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外语类、心理学类核心期刊共 115 篇，表

1 列出了两类学科 15 册核心期刊的发文量及

其占总发文量的比例。由表 1 可知，外语类与

心理学类核心期刊发文量占比分别为21.07%、

9.60%，显示出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成果学科

分布失衡，外语类核心期刊占据了重要地位，

其中《外语学刊》期刊发文量位居首位（24

篇）。此外，核心期刊发文量仅占总量 30.67%，

进一步说明中国该领域学术研究质量有待提

升。

表 1 2004-2024年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核心期

刊发文量

3.2 核心作者与机构共现分析

图 2 核心作者与机构共现图谱

如图 2 所示，本研究中有核心作者张积家

（7 篇）、刘星河（6篇）、吴东宇（5 篇）、奚

家文（4 篇）、丰国欣（3篇）、李雅君（2 篇）

等共 19 人，核心作者总发文 57 篇，总占比

15.2%。当某个领域的核心作者发文量占比达

到 50%以上时，表明该领域形成核心作者群。

对比计算结果可知，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虽已

呈现明显的一般作者合作关系网络，但形成完

整的核心作者群仍差距较远，未来相关科研可

加深合作。

此外，图中可看出相关作者所属的研究机

构，二级研究单位多分布于中国各高校外国语

学院、外语系及心理研究中心、心理学系等，

也有少数分布于附属医院（如首都医科大学）、

人文与经法学院（如西北工业大学）、特殊教

育学院（如北京联合大学）等。中国心理语言

学研究相关文献发表量位居前列的机构有：华

东师范大学（7 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4 篇）、

哈尔滨师范大学（3 篇）、北京师范大学（3 篇）、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2 篇）、北京交通大学（2

篇）；这些研究机构与核心作者群所属机构大

致相符。从图 2 注意到，核心作者与机构主要

集群之外仍存在大量独立研究机构，表明现阶

段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主体仍相较分散，但已

呈现形成学术主导力量的趋势。

3.3 关键词与聚类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学术文献的高度凝练与概括，分

析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和变化，可了解该领域研

究的热点发展脉络，揭示学科发展动态。通过

共现分析，可发现不同关键词所代表研究主题

之间的联系，帮助把握领域内各部分关系及整

体布局。在 CiteSpace 软件中“Node Types”

功能区勾选“Keyword”，“Pruning”功能区勾

选“Pathfinder”，其他参数保持默认状态，

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3 所示。在此关键

词共现图谱中，节点数为 295，连线数为 256，

网络密度为 0.0059。从图 3可知，关键词“语

言”与“心理理论”在图谱中较为突出，出现

频次分别为 132、93；此外，“外语教学”、“心

理词汇”、“言语产生”、“学前儿童”等关键词

出现频次也较可观，反映了中国近 20 年来心

理语言学的研究热点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多

模态”在 2019 年首次出现，此后催生多项关

于多模态与心理语言学的融合研究：湖南师范

大学雷蓓立足“互联网+”时代，将心理词库

应用于英语词汇教学课堂，探索高校“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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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翻转课堂”多模态英语词汇教学模式。

图 3 关键词共现图谱

中介中心性是用于衡量网络中个体地位

的指标。中介中心性作为一项衡量学术期刊学

科特性的指标，在科学计量分析中同样得到广

泛应用。根据 CiteSpace 软件统计数据，经人

工筛选与剔除，对关键词中的多个同义词及意

义模糊词进行处理，整理得到出现频次前十的

关键词，如表 2所示。CiteSpace 将关键点的

计算测量和可视属性进行合并, 将中介中心

性大于等于 0.1 的节点视为关键点
[1]
。在关键

词知识图谱中，中介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有

“语言”（0.48）、“心理理论”（0.36）、“外语

教学”（0.28）、“言语产生”（0.23）、“心理词

汇”（0.12）等。上述关键词在共现网络中影

响较大，起到联结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领域高

频关键词之间重要“桥梁”的作用。

表 2 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领域热点关键词

基于关键词共现图谱，使用 CiteSpace 软

件，点击“Clustering”按键生成对应的聚类

图谱（如图 4），用以观察中国心理语言学研

究 领 域 的 特定 主 题 聚 合 网 络 。 聚类 值

（Modularity，Q 值）用于衡量网络模块化程

度，取值范围为 0-1，Q 值大于等于 0.3 表明

该网络聚类结构显著；聚类内部相似度

（Silhouette，S 值）用于衡量网络同质化程

度，S 值大于等于 0.5 表明该网络聚类效果合

理。根据统计数据，所生成的聚类图谱 Q 值与

S值分别为 0.9404、0.9806，均大于理论临界

值，表明该图谱聚类内节点间主题相互关联性

较强，聚类效果合理，聚类结果可信度高，中

国心理语言学研究呈积极发展态势。根据聚类

结果，2004-2024 年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高

频关键词主要汇集在“语言”（#0）、“心理理

论”（#1）以及“心理词汇”（#2）；同时，结

合文献筛查数据，该领域近 20 年的研究主题

可归纳为三个主要方向。

主题一：多学科融合与教育场景下的语言

认知机制，对应聚类#0 语言，高频关键词有

交叉学科、二度编码、母语教育等。心理语言

学起初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学术界对其学科归

属颇具争议。陈晨、李秋扬（2011）立足现代

西方哲学流派，梳理了心理语言学联想派、程

序派和内容派三大主流，认为其伴随着行为主

义的衰落和认知主义的兴起而产生
[2]
。周频

（2013）探索语言科学的研究方法，认为心理

语言学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哲学转向，

形成了以认知神经科学的为基础的新兴研究

范式
[3]
。心理语言学模式也被运用到基于符号

心理学的翻译研究当中
[4]
。张梅、赵江民（2013）

与杨宝琰（2014）聚焦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从

民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等多学

科视角下探究少数民族二语习得的心理机制

及语言在群际接触形成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

用
[5]
。

主题二：心理理论发展与特殊群体语言干

预，对应聚类#1 心理理论，高频关键词有心

理理论、语言能力、听障儿童、干预研究等。

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ToM）研究个体

对自身及他人心理状态的表征与理解能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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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对他人行为进行解释与认知机制的推

理。作为人类高阶认知的核心要素，心理理论

被广泛应用于儿童早期发展阶段的语言研究。

丁国旺等于 2005 年首次借助心理理论探讨儿

童语言能力的认知范畴化构建，通过研究结果

推断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是儿童社会认知概

念系统发展和语言表征发展的结果
[6]
。有学者

进一步论证了心理理论与语言发展的紧密关

系
[7]
。后续研究则关注儿童特定语言问题的干

预，如张丽锦等（2008）通过对照实验研究了

语言交际过程中儿童欺骗行为的心理表征，及

其启示儿童心理理论的相关改进；张鹏飞

（2011）与王艳霞等（2024）等认为研究特定

型语言障碍儿童，特别是听觉缺陷儿童，为理

解语言和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见

解
[8]
。

主题三：双语语义表征与中式英语的认知

特异性，对应聚类#2 心理词汇，高频关键词

有心理词汇、语言转换、中式英语等。心理词

汇是心理语言学另一个热门研究话题之一，涌

现了一系列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张淑静（2005）

设计实验调查了一定数量中国英语学习者与

美国母语使用者的心理词汇运用差异，对词汇

教学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9]
。词汇教学中凸显的

中式英语问题得到了杨雯琴（2008）的关注，

基于成人二语词汇习得三阶段模型，对中式英

语的成因进行了实证性考察
[10]

。语言转换是由

主观意识控制的两种语言间的交替过程，是一

种从概念层到词汇层的加工过程。前期有学者

基于语义习得表征理论试图构建其潜在的词

语转换心理语言学模型，探究汉英双语者的语

码切换机制
[11]

。刘欢欢等于 2013 年首次从临

床心理学领域引入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

将其运用至双语语言转换研究中
[12]

。

图 4 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 3 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及

分布

4 讨论

4.1 研究热点历时性变迁

对研究热点变迁的考察能体现该领域

传统学科的演进过程，反映学科发展动态及

社会需求变化，揭示未来发展走向的前沿热

点。利用 CiteSpace 软件中提供的突现词探

测（burst detection）技术和算法，通过考察

词频的时间分布，将其中频次变化率高的词

（burst term）从大量的主题词中检测出来，

依靠词频的变动趋势来确定学科的研究前

沿和发展趋势[13]。在 CiteSpace 软件的控制

板中选择“Burstness”功能，保持默认参数

不变，运行突现词检测功能，得到 2004-2024

年中国心理语言学领域突现词列表，选取强

度排名前十的关键词依照出现年份先后顺

序整理如表 4。强度表示该关键词的激增程

度，与关键词在其对应研究时间区间内的影

响成正相关。

表 4 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领域突现词



《教育学》 ISSN 3058-9118 2025 年 第 2期

近 20 年来，中国心理语言学领域在研

究主题和方法论上都发生了显著的转变。这

一变化主要可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研究焦

点从语言产生转向对神经机制的探索，以及

研究方法从行为实验发展到认知神经科学

技术的应用。

在 2004-2012年早期阶段，中国心理语

言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产生，尤其是汉

语语言结构所带来的挑战。研究者探讨了母

语者如何处理形音义结合的汉字、同音词的

区分以及语调在交际中的心理作用。通过研

究词汇提取、句法产出和语义检索，揭示了

语言单元在语言产生中的组织与调用方式。

到 10 年代中期，研究逐渐转向认知模型，

将注意力、工作记忆和执行控制等理论整合

至心理语言学框架。2012-2017 年为这一过

渡期的关键阶段，研究重点转向中英双语者

的代码转换行为、认知负荷对句子加工的影

响等问题。该阶段为后续神经机制研究奠定

了理论与技术基础。2017年以来，研究语言

的神经机制成为热门领域。借助磁共振功能

成像技术（fMRI），研究者开始探索汉英双

语使用者在进行语言和空间信息加工时的

脑功能模式差异。研究表明语言经验对认知

加工的影响受限于加工信息的性质，进一步

丰富发展了语言与心理认知关系理论[14]。此

阶段标志着心理语言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

深度融合。

中国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过去近

20 年同样经历了深刻演变。从 2004 年到

2012年，心理语言学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行

为实验范式，如词汇判断任务、命名任务、

反应时间测试和眼动跟踪等，无法提供言语

加工精准的神经机制[15]。2012年至 2018年

间，研究者逐步引入了电生理工具，如事件

相关电位技术（ERP）和脑电技术（EEG），

用于分析句法解析、声调理解和词汇获取的

时间过程。同时，引入经颅磁刺激（TMS）

等手段，使研究能够更有力地探讨大脑特定

区域与语言功能之间的因果关系。2018年以

后，该领域全面迈入认知神经科学的前沿，

广泛使用 fMRI和 DTI等先进脑成像技术，

探索中文语言使用者的大脑结构与功能。这

些技术帮助研究者不仅揭示语言处理的脑

区分布，也分析了大脑中信息加工的方式。

往后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 fMRI与ERP的多

模态结合方法，以同时获得高时间与空间分

辨率，从而更全面地揭示中文心理语言加工

的潜在机制。

4.2 现存问题与未来趋势

历经近 20 年的发展，中国心理语言学

研究已逐步实现从初步探索到系统深化的

转型，在学术成果产出及质量上都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该领域发展过程中凸显的问题仍

值得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理论创新不足，难与国际前沿接

轨。尽管中国心理语言学在数据收集与方法

应用上已有显著进展，但在理论构建和学术

创新方面仍存在较大短板。大量研究集中于

实证验证，如词汇加工、句法结构处理、语

调识别等具体现象，但对更高层级的理论体

系，如语言与意识的关系、语言的神经可塑

性、跨模态语言输入处理等，尚缺乏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架构。当前研究往往依赖西方已

有模型，如 Levelt的语言产出模型、Baddeley

的工作记忆模型等，而尚未能提出普遍适用

于汉语及中文认知特征的独立理论。第二，

跨学科融合度不高，协同创新薄弱。心理语

言学本质上是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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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科学等多领域融合的新兴学科。但在中

国，心理语言学研究往往局限于语言学与心

理学范畴，缺乏神经科学、生物统计、人工

智能等领域的系统支持，导致研究成果的深

度和广度受限。例如，虽有部分学者涉足

ERP和 fMRI等技术，但对实验设计的神经

机制解释往往借用外部模型，缺乏与医学或

信息科学领域的深度协作。此外，数据共享

和平台协同机制不健全，使得科研资源重复、

效率低下，严重阻碍了领域的发展与突破。

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的迅猛

发展，未来中国心理语言学学者可深入探讨

人类与人工智能在语言处理上的异同，推动

心理语言学与认知神经科学深度融合。

结论

本研究借助文献计量学工具 CiteSpace，

针对 2004-2024 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

库收录的关于中国心理语言学学术研究成

果进行文献可视化计量分析。结合发文趋势、

核心作者与机构共现图谱、关键词与聚类共

现图谱，本研究系统梳理了近 20年中国心

理语言学领域的发展进程及研究热点趋势，

并对其未来走向进行了合理化预测。研究发

现，中国心理语言学学科研究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发文量方面，该领域文献发表总量呈

现“波动上升-持续低迷-逐步复苏”的阶段

趋势，外语类与心理学类期刊发文量占比不

均，且核心期刊占比较少；第二，核心作者

与机构共现方面，该领域已形成明显的核心

作者群，但研究主体仍较为分散；第三，关

键词与聚类共现方面，“语言”、“心理理论”、

“外语教学”、“心理词汇”、“言语产生”等

关键词中介中心性较高，形成了“语言”、“心

理理论”、“心理词汇”三大聚类；第四，研

究热点方面，该领域学术研究经历了从 20

世纪初“语言产生”到近年来“神经机制”

的焦点转变，研究方法同在创新。

尽管本研究力求学术严谨，但仍有不足

之处。本研究主要数据取自 CNKI数据库，

其文献覆盖度有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

样本量，无法完整反映中国心理语言学学术

研究的真实状况；此外，所选取的研究对象

均为中文文献，其他语种文献（如英文）纳

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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