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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 年中国日语教育研究主题的演进及趋势——基于

Citespace的文献可视化分析
党嘉玲 方荃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830017；

摘要：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的核心期刊为数据来源，运用 Microsoft Excel 和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从年

度发文量、发文作者、研究热点等三个方面对 1993—2024 年近 30 年中国日语教育研究主题的热点及演进进行了

数据处理及可视化分析，旨在通过系统梳理，揭示其内在规律和特点，为当前和未来的日语教育改革提供理论支

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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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对我国日语教育

产生了深远影响。起初，日语教育规模较小，主要集中

在少数高校。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随着两国交流

的增加，日语教育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改革开放后，日

语教育迅速发展，教育规模和质量显著提升。目前，全

国有超过 500 所高校开设日语专业，形成了多层次、多

元化的教育体系，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在小语种教育方

面较有特色。本文基于中国学术文献数据库（CNKI），

选取 1993 年—2024 年以“日语教育”为关键词的期刊

论文，利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借助关键词共现、

关键词聚类、关键词时间线图等方法对目标文献进行可

视化分析，旨在通过系统梳理近 30 年来中国高校日语

教育研究主题的演进及趋势，揭示其内在规律和特点，

为当前和未来的日语教育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

导。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对中国学术文献数据库（CNKI）的深入研

究，系统梳理了近 30 年来中国高校日语教育及日语研

究领域的优质论文和学术期刊。研究范围限定在 1993

年至 2024 年 9 月，排除了会议报告和征文，最终从 229

条有效记录中筛选出 133 篇学术期刊作为数据分析集。

进一步地，基于 CSSCI 数据，筛选出 92 篇重点样本文

章。CSSCI 是一个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用

于检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引用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1998 年之前没有CSSCI 收录的期刊论文，

因此核心期刊相关数据覆盖 1998 年至 2024年 6 月。

1.2 研究工具

本文利用 Microsoft Word、Microsoft Excel、Cite

Space、CNKI 等可视化分析工具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可视

化，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检索到的期刊进行分析: 年度发

文量、发文作者、研究热点。其中，Cite Space 是一款

信息可视化软件，“主要依托共引分析理论与寻径网络

算法等对特定领域的文献（集合）进行计量”（陈悦等，

2014：12），通过可视化图谱的方式探测学科的发展前

沿，不仅是一种颇具价值的科研工具，更是一种全新的

文献研究视角（张文鹤、文军，2017）。

2 数据分析

2.1 年度发文量

年度发文情况是某一领域研究总体发展趋势与成

果丰富度的直接表征（张文鹤、文军，2017）。笔者通

过 CNKI 可视化分析工具，以 Microsoft Excel 的形式

统计了每年的发文量，详见表 1。

表 1 日语教育 日语研究年度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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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显示，日语教育及日语研究主题相关发文量总

体呈上升趋势。根据这一趋势，笔者将1993 年至 2024

年日语教育及日语研究大致分为 3 个时期。起步阶段

（1993-2011年）：日语教育和研究刚开始在中国发展，

文章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基础教学和语法词汇，教学

内容单一，研究方法传统，缺少跨文化视角。鼎盛时期

（2011-2018年）：日语教育和研究迅速发展，教育部

的学术评价建议促进了这一进程。2011 年达到顶峰，发

表文章数量为 25篇。稳定发展期（2018-2024年）：对

日语教育和研究的兴趣有所下降，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年平均发表文章数量维持在 10篇左右。

2.2 发文作者

选取 CNKI 源期刊分布文章排名前 20位作者，通过

可视化软件进行分析，使用 Microsoft Excel进行统计，

具体情况如表 3所示。对 CNKI 有关日语教育及日语研

究的作者共现通过 Cite Space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

所得图谱如图 3所示。对 CNKI 有关日语教育及日语研

究的发文作者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 4所示。

表 3 发文作者数量及中心性

图 3 作者共现图谱

图 4 作者分布

冷丽敏发表期刊最多，王升远次之。图 3显示作者

频次和合作紧密度，可知王升远合作紧密、影响力大。

图 4为作者分布，显示冷丽敏发文多且质量高，陈林俊

等持续关注日语教育研究。

2.3 研究热点

表 5高频关键词和中心度统计

图 6 CNKI 日语教育及日语研究关键词共现图

图 7 CNKI 日语教育及日语研究关键词聚类图

通过CiteSpace软件对日语教育及研究领域进行了

定量可视化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研究重点集中在日语

教育、日语教学等关键词上，这些高频且中心度高的词

汇（表 5）反映了研究的核心内容。关键词共现视图（图

6）显示了 218 个节点和 388 个连接，网络模块化指数 Q

为 0.8564，显示良好的聚类效果。关键词聚类视图（图

7）揭示了不同的研究主题或子领域，如日语教育与国

际化的紧密联系，以及日语教师专业发展等。不难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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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们不单关注日语教育教学的主体，还关注教学理

论与实践、教学心理层面的相关问题。如“日语教师”、

“技能培训”、“教学理念”、“学习投入”等都是显

现的高频词汇，体现出研究视角的多元化。

3 讨论

3.1 研究内容

3.1.1理论方面的探讨

徐一平是日语教育与研究理论研究的代表学者，他

概述了 20 世纪初至今中国日语教育的发展。历史因素

如辛亥革命后留学日本的文学家归国，以及国家对外语

事业的重视，特别是 1962 年陈毅副总理强调外语人才

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都推动了日语教育的进步。陈佳

（2021）、夏侯清和唐伶（2020）也对日语教育的理论

价值进行了探讨。其中，陈佳从高校日语专业核心课程

建设方面，阐述了大部分高校在日语专业教学目标设置

与社会实际相对偏离，以及高校日语专业课程教学内容

相对落后，未能及时更新、补充，严重影响教学质量的

提升等问题，并针对此类问题参考提出实施课程改革的

建议。夏侯清;唐伶探讨了大学日语教育中语言与文化

的结合，阐述了语言既是文化本身的内部构成要素,参

与文化的形成、变异等系列环节,同时也是文化特质的

集中体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

内在逻辑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辩

证关系这一观点。

3.1.2实践意义的深挖

阐释日语教育与日语研究的实践价值的学者，有傅

迎莹（2023）、侯越玥（2021）等人。其中，傅迎莹指

出，随着中日经济贸易往来的激增，外语教育在中国日

益重要。日语教学需不仅注重培养日语听说读写能力，

更要培养综合运用能力。但目前高校日语专业学生大多

数是零起点学习日语，所以教学偏重基础知识和应试，

忽视实践能力培养。针对这一现状，学者建议日语教师

应有针对性地创新教学内容与方法，结合理论与实践，

提升大学生的日语综合运用能力。侯越玥则从日语教育

教学及其在纺织服装行业中的应用方面入手，参考日语

教育教学理论及行业应用的经典书籍《纺织服装专业日

语》一书，探索了日语教育教学进一步扩展日语专业学

生在纺织服装方面的知识面，为纺织服装生产和对日贸

易培养出更多合格型人才的实践价值。

3.3.3 社会价值的阐释

杨晓兴（2021），道上尚史（2010）等学者对日语

教育及日语研究的社会价值进行了探索。杨晓兴强调了

在日语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认为这有助

于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日语人才，对传播中华文

化和促进中国对外发展具有价值。道上尚史则肯定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日语》的教科书，并强

调了日语学习对于丰富精神世界和增加就业机会的重

要性，认为这有助于提升日语教育的社会价值。

3.2 研究特点及优势

3.2.1 研究范围广泛，内容多样

高校日语教育和日语研究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积

累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主要探讨课程建设

（陈佳，2021）、教学目标（沈英莉；杨倩，2016）等

方面，同时涵盖日语本体研究（王惠鑫，2020）、教育

方法（汪娟，2023）等多个领域。

此外，还有少数有关日语教育与日、英语比较研究

（王洋，2003）等方面的研究，可见日语教育及日语研

究的范围之广，内容之多样。

3.2.2 研究主题专一

日语教育研究深入探讨了日语教学和研究的问题，

填补了研究空白，丰富了外语教育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和方法，为高校日语教育决策和教学创新提供依据，促

进了教育质量提升。同时，该研究有助于中日教育交流，

明确了研究范围，避免了误区，提高了研究质量，支持

了相关领域发展。

3.2.3 研究方法科学，材料真实

学者们通过深入分析专业著作，提炼出独到见解，

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本研究使用权威数据，增

强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例如，陈佳在《论中国高

校日语教育——中国特色日语教育研究》中系统分析了

高校日语教学目标问题，并提出建议，展示了研究的真

实性。

3.3 研究局限及不足

本文认为，目前日语教育领域相关研究仍存在以下

局限与不足之处：

其一，研究内容不系统。纵观目前日语教育研究的

整体现状，不难发现部分论文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具体性，

缺少清晰的研究框架和逻辑结构，难以把握核心观点。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ZoyQtr8ALTfZgjuJ6VA1KKkCb9owP9aBwVeXzCwdXSDKhvQO5Fr40_BvtrDRsTqY2YltiC9oZOlgxWj80nwdS_IztE38ufW63EXuuLr93i5YRoj33s9yS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amOBmv6QLtoTjQfoGa8ho70J4vPmW9ARo25d4OCqf3xHQRqIMnooo62620ZkgbntmaORUFXkdecUZPwVbkjTPpQL64TfkGXzUQpffufYR4NxauSW9QsCsxb9db0LmIz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amOBmv6QLtoTjQfoGa8ho70J4vPmW9ARpRwF4YVORre_DdRCkgChinA2gKWPc180oBL7BJUZHdB5SLQLlVGOtIrVdcVzaIzKgIWA9-T9I_BXdMbfvln55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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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论文在阐述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时，缺乏实证数

据和具体案例，导致研究显得空洞，说服力不强。其二，

研究主题单一。就当下的研究而言，日语教育研究主题

过于集中，大部分学者关注教学方法或特定教材，而忽

略了日语教育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这种单一化限制了研

究深度和广度，不能满足日语教育对多元化研究的需求。

其三，研究方法局限。知网的日语教育和研究论文多采

用传统方法，缺乏创新实证和跨学科研究，导致成果表

面化，缺乏深入和科学性。

3.4 策略

为提升论文质量和推动日语教育研究，拟提出以下

建议：一是构建清晰的研究框架，提供详实数据和案例，

增强论文的说服力和实用性；二是探讨日语教育的多样

性和跨学科融合，拓宽研究视角；三是探索多元化和先

进研究方法，如实验、问卷、数据挖掘，以获得更准确

的研究成果。

结语

本文认为，在近 30 的发展中，我国学者在这一领

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我国日语教育研究的发展是可持

续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有望持续增长。经过可视化分

析，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的日语教育研究正处于多学科

交叉、数智化赋能的崭新时期，却仍存在研究主题单一、

方法传统等问题。未来的日语教育研究，需拓宽视野，

引入多元方法和跨学科视角，构建全面、深入且创新的

知识体系，以推动日语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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