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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情绪智力作为一种典型的积极心理品质受到积极心理学领域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国内对此领域

的研究已将近30年，本文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6.3.R1)，对近二十年(2004~2024年)中国知

网数据库的2000余篇情绪智力研究的相关论文期刊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情绪智力在中国的发展

和应用。通过CiteSpace软件绘制了发文量、发文机构及关键词等知识图谱，旨在探讨国内关于情绪智力

的研究状况，并希望以此发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为英语教学中教师如何培养学生的

情绪智力提供一些借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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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 as a typical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has re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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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positive psychology. Domestic research in this 
field has been conducted for nearly 30 years. With the help of the visual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6.3.R1),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China with the help of more than 2000 journal articles related t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re-
search in the CNKI databas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2004~2024)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CiteSpace, the knowledge map of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articles, institutions and key-
words is drawn, aiming at exploring the status of research o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China, and 
hoping to find out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field, so as to pro-
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teachers on how to cultivate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their student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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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初，积极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科学，它从积极的角度研究传统心理学所研究的内容。该学科

采用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致力于从积极的角度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关注人的发展潜力和美德等积极品质。

情绪智力作为个人管理和利用自己及他人情绪的能力，与积极心理学提升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

的核心目标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被认为是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97 年，情绪智力概念首次传入中国，国内自此开始研究情绪智力。此后近 20 年，情绪智力的研

究不仅包括继续介绍国外理论，探讨情绪智力概念和理论的内涵外延之外，还进行大量的有关情绪智力

的实证研究。但国内针对情绪智力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较少。鉴于此，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中文期刊服

务平台中的期刊和学位论文为数据库，采用文献计量学软件 CiteSpace，选取 2004~2024 年 CNKI 数据库

中以“情绪智力”为关键词发表的有关情绪智力的研究文章进行详细分析，以把握该领域研究的基本现

状、关注领域和发展趋势。通过对研究文章的详细分析，掌握了该领域研究的基本现状、核心领域和发

展趋势，以期为今后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 
1) 2004~2024 年间国内情绪智力研究的基本现状如何? 
2) 2004~2024 年间国内情绪智力研究的热点领域有哪些? 
3) 国内今后情绪智力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用于分析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中文期刊。为形成涵盖较为全面的数据源，本研究以中国

知网中的中文期刊为数据基础，运用 CiteSpace (6.3.R1)分析软件对 2004~2024 年情绪智力研究文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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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和归并关键词同类项，然后详细分析。首先，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我们进行高级检索，检索条件

为以“情绪智力”作为主题和关键词，时间跨度为 2004 年到至今，共得到 2882 条结果。经过对检索结

果进行人工筛选，去除其中的会议通知等文献，得到 2000 篇文献。由于 CiteSpace 软件一次只能抓取中

国知网数据库中的 500 篇文献，因此本研究需对检索到的文献抓取四次。将所有抓取到的文献导入 
CiteSpace 后，软件对不符合的数据再一次进行了筛除，最终得到 1615 篇有效文献作为本次研究的数据

来源。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工具是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6.3.R1)，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博士研发。

该软件的核心运作机制建立在信息可视化技术、文献计量学原理以及先进的数据挖掘算法之上。它通过

这些技术绘制出直观易懂的可视化图谱，并建立节点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深入剖析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

共现模式与聚类结构。其显著特点在于，软件能够通过对文献的细致可视化分析，构建出网络状的知识

图谱，这些图谱能够清晰地展现出某一特定学科或知识领域在特定时间段内的发展态势、研究焦点以及

前沿动态的变化(胡刚，吴婷，2022)。 
本研究将 2000 篇论文的题录信息导入到 CiteSpace 软件之中，设置文献的起止时间为“2004~2024”，

时间切片为“1”，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和“机构”，其他参数为默认设置，便获得年度发文量、高

产机构、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关键词突现图谱以及时间线图谱等信息用于分析。 

3. 文献基本概况 

3.1. 年度发文量分布 

年度发文总量的变化能反映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因此，我们对数据库中不同年份发表的文章数量进

行了统计，并以图 1 呈现统计结果。 
 

 
Figure 1. Overall trend of publications on EI research from 2004 to 2024 
图 1. 2004~2024 年情绪智力研究的发文量总体趋势 
 

图 1 表明，国内情绪智力研究的发展可进一步划分为初始关注(2004~2009)、繁荣发展(20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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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稳定发展(2018~至今)三个阶段。初级关注阶段，国内情绪智力的研究刚起步，大多研究主要集中在情

绪智力的概念和理论引介方面，因此的发文量相对较少。自 2010 年起，我国关于情绪智力的研究呈现出

迅猛的发展势头，论文发表量持续飙升，直至 2016 年至 2017 年达到顶峰，年均发文量高达 111 篇，创

下了近七年来的新高。在此期间，实证研究的萌芽出现，极大地拓宽了情绪智力的研究领域，涵盖了大

学生、高中生、初中生、青少年、医护人员及企业团队等多个群体，使情绪智力的研究对象更为丰富多

样。这些研究的深入不仅对个体和群体的情绪管理提供了有益的指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 2018
年开始到至今，情绪智力研究逐渐步入稳定的发展期，这一阶段的发文量虽稍有波动，但整体保持平稳

态势。虽然发文数量有所下降，但其研究内容却更为深入和多元化，特别是在心理学领域，他们开始深

入探究情绪智力对个体发展的长远影响和作用。展望未来，情绪智力的研究有望进一步拓展至跨学科领

域，展现出更为广阔的研究前景。 

3.2. 主要研究机构 

我们继续运用 CiteSpace 对主要研究机构进行分析，设置时间跨度为 2004~2024，时间切片为 1 年，

节点类型选择机构，将 TOPN 设置为 50%(每年出现频率最高的 50%术语或文献)，得到的节点数为 203，
连线数量为 26 的机构合作关系图谱，并以图 2 呈现统计结果。节点越大表示发文量越多，字体大小说明

机构发表的文章数量及其影响力。不同机构之间的连线说明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由此也可看出国内近

二十年关于情绪智力研究的高产研究机构。 
 

 
Figure 2.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in EI research from 2004 to 2024 
图 2. 2004~2024 年情绪智力研究的机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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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2 所示，国内情绪智力研究的主要机构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各大师范高校，主要有华中师范

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第二种是一些师

范大学所属的心理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和教育

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和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第三种是护理学院和商学院也研究情绪智力，

如哈尔滨医科大学护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从图 2 还可以发现华中师范大学的发文量是最多的，

并且它和浙江师范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都有合作发文，其次是陕西师范大学，它和广西师范大学有合作

关系。还有一些心理学院之间的合作。 
从以上来看，国内研究情绪智力的机构相对较少，且研究现状呈分散化、碎片化分布，说明在今后

该主题的研究在机构间的合作仍有待加强，各科研机构及学者们应优劣互补，进行深入研究交流，以便

促进各自的科研能力。 

4. 研究热点与趋势 

4.1.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文献的关键词提炼总结了核心观点和主要研究内容。本文运用 CiteSpace 对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

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Co-occurrence of keywords in EI research from 2004 to 2024 
图 3. 2004~2024 年情绪智力研究的关键词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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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 可知，该关键词共现图谱是由 185 个关键词节点和 720 条连线组成，图谱的密度为 0.0423。
其关键词节点较少，节点之间连线相对较多、关联密度较大，这表明该领域研究主题较为集中。另外，

图中节点大小和颜色深浅表示关键词显著性的高低。节点越大，颜色越深，显著性越高，越能凸显国内

情绪智力研究的热点领域和话题。据图 3 可知，节点最大的是“情绪智力”，说明近二十年国内情绪智

力研究的重点仍然是情绪智力在各个方面的研究。其次是“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绩效”和

“护士”等、这直观地反映出国内情绪智力的研究开始呈现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其他一些节点相对较大

的关键词有“初中生”、“中介效应”、“职业倦怠”、“应对方式”、“情绪”、“社会支持”、“心

理韧性”、“相关性”等，这说明国内情绪智力研究涉及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全面，不仅研究其在各个领

域的应用，而且也在关注情绪智力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这也反映出一些热门话题本身就是前沿主题，

情绪智力的研究需要同时兼顾二者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 

4.2. 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 

关键词的聚类图谱是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产生的，CiteSpace 软件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可将零散

的关键词按照信息程度进行分类，它主要是从标题、关键词和摘要中抽取关键词提炼出聚类标签。本文

运行 CiteSpace (6.3.1)版本，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为保证聚类效果，将时间切片设置为一年，得出节点

数量为 185，连线数量为 338 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Keyword clustering of EI research from 2004 to 2024 
图 4. 2004~2024 年情绪智力研究的关键词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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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聚类图谱的模块 Q 值为 0.4414 (Q > 0.3)，平均轮廓 S 值为 0.8242 (S > 0.5)，这表示聚类结果

良好，聚类结构具有意义，所得图谱显著可信度较高。图 4 显示了主要的 7 个聚类集群：#0 情绪智力、

#1 初中生、#2 大学生、#3 社会支持、#4 工作绩效、#5 职业倦怠和#6 护士，这些聚类反映了该领域研究

的重点关注范围。 
#0 聚类：情绪智力。卢家楣(2005)探讨了情绪智力的术语本身、概念内涵和外延以及与非智力因素、

社会智力的关系。有学者对多重情绪智力量表(MEIS)的信度和结构效度进行了实证检验(曹蓉，王晓钧，

2017)。结果发现，MEIS 明显缺乏每个维度所设定的 4 因素的结构效度，项目效率明显不足，因此，MEIS
尚不具备有效测量情绪智力的功能。本研究认为该聚类的研究方向是探讨情绪智力的概念和测量方法，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革，研究出适合中国背景下的情绪智力测量量表。 
#1 聚类：初中生、#2 聚类：大学生。这两个聚类主要是情绪智力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随着对情绪智

力认识的加深，研究者开始关注如何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个体的情绪智力水平。秦希根(2014)对 300 名初

中学生进行情绪智力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结果发现，目前初中生的情绪智力属于中等偏上程度，情绪

智力较高的学生英语成绩较好。还有学者采用问卷方式分析了 110 名西部某高校英语专业本科生情绪智

力、外语愉悦和英语阅读水平之间的关系(肖思杰，赵欣，2023)。研究发现，通过教师系统的教育和培养，

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情绪智力水平，从而改善其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 
#4 聚类：工作绩效和#5 聚类：职业倦怠。这两个聚类主要是情绪智力在职场领域的应用。有研究者

关注情绪智力在领导力、团队合作、员工绩效等方面的作用以及如何通过提升员工的情绪智力来改善组

织氛围和提高工作效率。王伟(2015)经过实践研究证明了情绪智力可以直接对工作绩效进行正向预测，两

者的实质关系主要受到调节变量以及中介的影响。胡刚和吴婷(2022)以 324 名房地产销售人员为研究对象，

考察了房地产销售人员的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培养与开发房地产销售人员

的情绪智力，不仅会提高房地产销售人员的工作绩效，还有利于实现房地产销售人员与企业的共同发展。

这些研究表明，情绪智力高的员工，拥有较高的自我认知、情绪管理和人际交往能力。 

4.3. 时间线图谱分析 

时间线图谱可反映该领域的历史发展规律及未来研究方向，以便更加直观地把握国内情绪智力的研

究热点。图 5 展现了最显著的 9 个聚类的时间线发展。 
从图 5 的时间线发展图可见，情绪智力的研究在不同的时间段，其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2005

年之前，国内刚开始引入情绪智力概念，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面，研究者对情绪智力的定义进行了更

为深入的探讨，也在积极探索情绪智力的评估与测量方法。这一阶段的关键词主要是“能力模型”、“多

元智力”、“情绪管理”。2005~2020 年间国内学者开始将情绪智力应用到不同领域，如心理学、教育

学、管理学和医疗领域等。图中可知该阶段的关键词为“大五人格”、“焦虑”、“中学教师”、“初

中生”、“学习投入”、“学业成就”、“工作倦怠”、“工作压力”、“医患关系”、“护理”、“医

学生”等。由此可见，该阶段情绪智力的研究不仅具有学科多元融合的特点，其研究内容也日趋丰富多

样。2020 年以后，国内学者对情绪智力的研究开始涉及外语这一单独的学科领域，如结合情绪因素去探

讨情绪智力对学生外语学习的影响作用。该阶段的关键词主要是“外语愉悦”、“英语成绩”和“外语

焦虑”等。 
总而言之，从时间线图谱可以发现，国内学者情绪智力的研究涉及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在不断扩

展和完整，未来研究将情绪智力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和实践中，以推动情绪智力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为

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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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imelin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from 2004 to 2024 
图 5. 2004~2024 年情绪智力研究的时间线图谱 

4.4. 关键词突现图谱分析 

突现词是指在短时间内突然成为热点的价值关键词，可以用来观察研究话题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

图 6 展现了最显著的 18 个突现词的分布情况。 
 

 
Figure 6. Keyword bursts in research o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from 2004 to 2024 
图 6. 2004~2024 年情绪智力研究的关键词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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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6 可知，在情绪智力研究的演进过程中，突现时间较早的关键词是“智力”，这说明在 2004~2012
年情绪智力的研究热点是定义和理论模型的探讨，是国内情绪智力早期研究的重点，其突变强度最大，

数值为 7.64，热度持续时间长达 8 年。其次突变时间较长的关键词为“工作倦怠”、“工作绩效”，这

两个是 2008~2016 年情绪智力的研究热点。这说明在该阶段，情绪智力应用到了职场领域，研究者侧重

探讨如何通过提升员工的情绪智力来提高团队的协作效率和创新能力，达到提高工作绩效的目的。“心

理弹性”则是 2020 年~2024 年情绪智力的研究热点，其突变强度位列第二，数值为 5.12。而最新情绪智

力的研究热点分别是“外语愉悦”、“正念”和“体育锻炼”。这说明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关注情绪智

力的神经机制，而且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有望对情绪智力有更深入的认识

和理解，并为实际应用提供更有效的指导。 

5. 结语与展望 

借助CiteSpace软件对近二十年国内收录在CNKI数据库中有关情绪智力的期刊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

发现：从高产机构的网络图谱看，几大核心机构的发文量大，说明其在该领域的研究能力较强，但图谱

网络密度较小，说明各大出版机构之间的合作意识不强，缺乏合作交流的机会。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

合作与交流，促进情绪智力领域研究的全面发展。 
从热点主题看，未来关于情绪智力的研究可能会更加倾向于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心理学、

教育学、神经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以更全面、更深入地探究情绪智力的各个方面。例如，可

以从心理学探究影响学生情绪智力的因素，神经科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情绪智力在大脑中的神经机

制，而教育学研究则可以探讨如何有效地在教育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情绪智力。情绪智力的研究还有待进

一步深入的发展和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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