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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运用CiteSpace工具对2013~2023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英语学习焦虑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

示，该领域发文量呈“高峰–波动–回升”态势，2013~2014年达峰值后逐年下降，2023年小幅回升。

高频关键词“英语学习”“学习焦虑”“英语成绩”构成核心研究脉络，“初中生”和“高中生”为主

要研究对象，突现词分析表明这两个群体的焦虑问题将持续受关注。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研究聚焦于

英语学习焦虑的多维影响因素、英语学习焦虑对学业成绩的作用机制，以及教学创新与教学改革三大主

题。时间线图谱显示，“英语成绩”近年成为研究核心，其与焦虑的关联及群体差异持续受关注。未来

研究可拓展至成人、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结合心理干预与智能教育技术探索多元化缓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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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the CiteSpace tool to conduct a visu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on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in the CNKI database from 2013 to 2023. The results reveal a “peak-fluctuation-re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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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in publication volume, with a peak in 2013~2014 followed by a gradual decline and a slight 
recovery in 2023. High-frequency keywords such as “English learning”, “learning anxiety”, and “Eng-
lish achievement” form the core research framework, with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the primary research subjects. Burst term analysis indicates sustained at-
tention to anxiety issues in these two groups. Keyword clustering analysis highlights three major 
themes: multidimension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mechanisms of anxiety 
impact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reform. The timeline map shows 
that “English achievement” has become a research focus in recent years, with its association with 
anxiety and group differences remaining critical concerns. Future research may expand to special 
groups such as adults and ethnic minorities, exploring diversified mitigation strategies combining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and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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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习外语是一项复杂的心理认知活动，伴随着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体验。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经常

需要面对各种负面情绪，如焦虑、羞愧等。自 1985 年 Krashen 提出情感过滤假说以来，焦虑已成为国内

外二语习得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1]。美国心理学家 Horwitz 在 1986 年首次明确界定了外语学习焦虑的

概念[2]。他指出，外语学习焦虑是在外语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独立现象，与一般的焦虑不同。这种焦

虑涵盖了与外语课堂学习相关的心理特质，如自我感知、信念、情感和行为，构成了一个特别的综合表

现。随着对情感在语言学习中作用的关注日益增加，学术界对外语学习焦虑的研究也在不断增长。然而，

经过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对于英语学习焦虑研究的系统性梳理不多。基于此，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6.3.R1)
工具对 2013~2023 年间，国内关于英语学习焦虑的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绘制了国内英语学习焦虑研

究的科学知识图谱，以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并掌握研究趋势。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以“英语学习焦虑”为主题在检索页面进行高级检

索，检索范围包含学术期刊和硕博论文，时间跨度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时间区间

为一年，数据库最后有效更新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6 日，在筛选和手动剔除与英语学习焦虑研究无关的

文献后，最终纳入有效文献 910 条。这些文献的收集时间为 2024 年 5 月，并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形

成了最终的研究数据。 

2.2. 研究方法 

为了深入分析“英语学习焦虑”的研究热点并预测其发展趋势，本研究选择了 CiteSpace (6.3.R1)作
为数据分析工具。这款基于 Java 语言开发的工具具备强大的文献计量分析功能，可以对收集到的文献数

据进行有效的处理和分析。通过可视化图表，研究者能够直观地观察文献资料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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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语学习焦虑”这一重要教育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科学的预测。 

3. 我国英语学习焦虑研究分析 

3.1. 发文量分析 

对英语学习焦虑领域发文数量的统计可以一定程度上反应该领域的总体发展情况。本文以发文量为

纵坐标，发文时间为横坐标，绘制了近 10 年英语学习焦虑发文量折线图(见图 1)。从图 1 可得，外语学

习焦虑研究领域整体发文数量变在 2013 年和 2014 年保持稳定，发文量都是 81，这一时期处于活跃发展

阶段，文章以“学术期刊”为主。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情感因素、学习者个体差异等方面。之后 2015 至

2020 发文量持续下降，从发文量 70 下降到 28。最后，在 2023 年，数值略有回升，达到了 21。整体来

看，该领域发文量呈“高峰–波动–回升”态势，2013~2014 年达峰值后逐年下降，2023 年小幅回升。

这与 2019 年末开始的 COVID-19 大流行导致国家采取封锁措施有关。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trend of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图 1. 英语学习焦虑年度发文趋势图 

3.2. 研究热点与聚类分析 

3.2.1. 高频关键词分析 
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往往通过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和它们之间的关联程度共同体现。关键词共现

网络图谱是一种由各类关键词在论文之间共同出现的频次以及线条连接所形成的网络图谱。在共现图谱

中，中心圆圈代表关键词节点，而节点的数量表示关键词的总数。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与关键词出现的频

率相关联，节点越大则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即为该方向的研究热点话题。在关键词节点上浮现

的文字大小与中心性成正比关系，字体越大表示中心性越强。 
由图 2 可知，“英语学习”“焦虑”“学习焦虑”“策略”“英语成绩”“初中生”“高中生”等关

键词出现的频次相对较高。其中“焦虑”出现的频次最高，其次是“学习焦虑”，说明国内学者对“焦

虑”展开了具体深入的研究。 
此外，中心性是衡量一个关键词在共现网络中影响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关键词的中心度则能体现该

热点的重要性。若关键词中心度大于 0.1 则被认为具有高中心性；关键词的中心性越高，表示它控制的关

键词之间的信息流也就越多[3]。通过对关键词共现分析，本次处理所得共有 250 个关键词节点。为进一

步厘清英语学习焦虑关键词研究现状，本文对得出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进行整理，得出英语学习焦虑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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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次前 10 位的高频关键词共现统计表，如表 1 所示。从表 1 可得，“初中生”的中心度为 0.17，是图

谱中最核心的节点，是联系其他关键词的主要枢纽。 
 

 
Figure 2. Domestic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2. 国内英语学习焦虑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1. High-frequency keywords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Top 10) 
表 1. 英语学习焦虑高频关键词共现统计(Top 10) 

排序 频次 中心度 年份 关键词 

1 121 0.11 2013 焦虑 

2 111 0.06 2013 学习焦虑 

3 99 0.07 2013 英语学习 

4 41 0.05 2016 高中生 

5 33 0.17 2013 初中生 

6 32 0.06 2013 英语成绩 

7 31 0.04 2013 对策 

8 28 0.07 2014 相关性 

9 28 0.01 2013 大学英语 

10 27 0.12 2013 大学生 

3.2.2. 关键词聚类分析 
CiteSpace 软件通过分析关键词的固有特性，并应用特定的数学算法来探究各关键词间的关联，最终

实现将关键词聚集成群组，并在可视化的图谱中展示出来。在这类图谱中，Mean Silhouette 值常被用来评

估整个网络的同质性，数值越接近 1，表明网络同质性越高。Q 值大于 0.3 则表示网络的聚类结构具有显

著性。本研究通过选择 Keyword 作为节点类型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识别出我国英语学习焦虑领域研究

有 6 个主要聚类标签，如图 3 所示，并且得到 Q = 0.4414 (>0.3)，说明该关键词聚类结构的显著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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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S = 0.8079 (>0.7)，说明此聚类结果是令人信服的。 
 

 
Figure 3.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keyword clustering 
图 3. 英语学习焦虑关键词聚类 
 

通过对聚类分析结果的深入探讨，识别出与英语学习焦虑研究主题紧密相关的几个关键领域。首先，

聚类“#1 英语学习”“#2 写作焦虑”“#4 外语焦虑”直接关联到研究内容。相较之下，聚类“#3 初中

生”主要涉及研究对象，说明此期间主要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此外，聚类“#0 动机”“#5 英语成绩”

“#6 对策”围绕学生能动性、焦虑对学习成效的影响以及教学方法的革新等核心议题展开，凸显了这些

领域作为研究焦点的重要性。 
 
Table 2. Keyword clustering analysis of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表 2. 英语学习焦虑关键词聚类统计 

编号 聚类 
名称 

聚类 
大小 

轮廓

值 聚类关键词 

#0 动机 38 0.84 动机(15.57)；大学生(15.03)；语言焦虑(12.57)；二语习得(7.76)；写作成绩(7.76) 

#1 英语 
学习 37 0.698 英语学习(42.85)；焦虑(42.07)；高职学生(20.59)；英语学习焦虑(15.09)；写作焦虑(11.7) 

#2 写作 
焦虑 34 0.89 写作焦虑(37.19)；写作能力(19.96)；焦虑(16.79)；英语学习(13.44)；对比研究(8.42) 

#3 初中生 28 0.867 初中生(24.89)；英语学习(11.01)；外语学习(9.51)；口语焦虑(9.5)；英语课堂焦虑(5.57) 

#4 外语 
焦虑 26 0.836 外语焦虑(37.56)；中职生(13.03)；情绪智力(13.03)；交际意愿(8.77)；外语愉悦(8.67) 

#5 英语 
成绩 24 0.713 英语成绩(23.68)；外语学习焦虑(14.6)；学习动机(12.24)；焦虑(11.97)；中学生(9.71) 

#6 对策 14 0.764 对策(27.42)；影响(18.32)；成绩(14.05)；教师提问(14.05)；高中生(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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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聚类分析，得出了关键词聚类统计表(见表 2)，其中聚类编号的递减顺序反映了聚类体积的

递增，每个聚类的轮廓值均超过 0.7，表明了聚类结果的高度一致性和可靠性。进一步的分析将这些结果

综合为三大研究主题，具体如下： 
1) 外语学习焦虑影响因素研究。外语学习焦虑是一个多维度且复杂的现象，其中个人内在因素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习者的内在动机是影响学习焦虑的关键因素之一。高内在动机的学生往往能够更积

极地投入英语学习过程，享受其中的乐趣，从而表现出较低的学习焦虑。周晓玲发现高内在动机的学生

在英语学习中的焦虑感相对较低[4]。当学习者不能正确的进行自我认同与认知时，学习者容易产生学习

焦虑。具体表现对自己的英语各项学习能力进行过低评价，或者对自己所定的期望和标准太高时，就会

怀疑自己的英语学习能力，从而产生焦虑[5]。并且学习者在经历困难和挑战时，如果付出的认知努力越

多，越认同外语学习的不易，就越容易经历外语学习焦虑[6]。情绪智力也会影响学生对焦虑的感知。李

成陈指出，体验到更高愉悦度的学生往往焦虑和倦怠感较低[7]，对自己的英语能力更加自信，并且在考

试中表现更佳。说明情绪智力对缓解外语学习焦虑中发挥重要作用，学习者能够通过提升情绪智力来改

善外语学习焦虑。 
除了个人内在因素外，外部教学环境也是影响外语学习焦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传统课堂中，教师

往往掌控课堂，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导致课堂氛围压抑，难以满足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学生因此产

生了焦虑感。其次，母语文化的影响及文化差异导致的冲突会增加学习者的焦虑感[8]。学习者对目标语

言文化越不确定或越不熟悉，越会引发他们的学习焦虑。此外，考试成绩成为大多数师生的关注焦点，

这种对考试成绩的过度关注导致了考试焦虑成为外语学习焦虑的重要来源[9]。 
2) 外语学习焦虑对学习成绩的影响研究。外语学习焦虑作为学习者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常遇到的一种

心理状态，其程度的不同对学习成绩有着显著的影响。国内众多学者[8] [10]的研究一致表明，学习焦虑

与学生的学业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董连棋更是通过元分析技术，综合了国内外 43 项研究的

66 个独立效应量，进一步确认了外语学习焦虑水平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中等程度负相关关系[11]，这一结

论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和普适性。对学习者来说，一定程度的学习焦虑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推动他

们更加努力地投入学习。然而，当焦虑水平过高时，其负面影响便逐渐显现，对学生的语言表现和学业

成果构成挑战。中等程度的外语焦虑最有利于语言学习[8]，特别是在面对较难的阅读任务时，中、高焦

虑水平的学生与低焦虑水平的学生在阅读成绩上展现出显著差异，而在较容易的任务上则无显著差异，

这进一步证实了适度焦虑的积极作用。 
3) 教学创新与教学改革。为了缓解外语学习焦虑，研究者们探索了多种教学方法和模式的创新。张

素敏提出了教师和学生双中心的教学模式，强调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作用[12]。这种教学模式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积极性，从而降低学习焦虑。其次，翻转课堂的应用[13]、SPOC 混合教

学模式[14]结合了线上学习和线下互动的优势，为学生提供了更加灵活多样的学习体验。这种教学模式注

重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从而降低学生的学习焦虑水平。而 CLIL 模式(内容与语言

综合学习模式)通过加大科目知识输入，弱化纠错评改环节，强调在真实的交际语境中使用外语表达科目

知识，为学生提供了自然舒适的话语空间[15]，因此有效的缓解了外语学习焦虑。多模态教学法[16]则是

利用多种感官刺激和教学手段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注重学生的感官体验和情感投入，从而

实现缓解学习焦虑。 

3.3. 演进趋势 

为了深入探究我国英语学习焦虑的趋势与热点，本研究构建了关键词时间线图谱(见图 4)。此图谱将

关键词按时间序列排序，直观展示了各研究主题及子领域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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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timeline 
图 4. 英语学习焦虑时间线图 

3.3.1. 关键词时间线图 
从图 4 中可以观察到，每个聚类均对应有一条时间线，线上的节点表示该聚类的主要研究内容。

其中，节点代表不同年份的文献，其大小反映了相应年度相关研究的文献数量。连接各节点的线条则

表示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线条越粗意味着引用次数越多。值得关注的是，“英语成绩”节点周围的

连线较为密集，且与“英语学习”“写作焦虑”“高职生”等多个重要节点存在连接。这表明在近年

来的研究中，“英语成绩”处于核心地位，众多研究围绕其展开，着重探讨它与英语学习焦虑之间的

相互关系以及对不同学生群体英语成绩的影响，这已然成为当前英语学习焦虑研究领域备受瞩目的要

点之一。 
从时间维度来看，2013~2016 年期间，研究主要聚焦于“动机”“英语学习”和“写作焦虑”等基础

主题上，这些聚类在后续年份中逐渐发展并衍生出新的子聚类。2017~2018 年，出现了更多与“初中生”

“外语焦虑”和“英语成绩”相关的聚类，这意味着研究开始关注特定群体的学习焦虑问题及其对学习

成绩的影响。而到了 2019~2023 年，新增了“对策”和“高职生”等聚类，反映出研究不仅着眼于问题

本身，还开始深入探讨解决方案以及特定教育阶段的学生情况。从整体聚类情况来看，“英语学习”节

点的规模最大，连接的线条数量最多，这充分显示了它在研究中的核心地位。2019~2020 年间，研究活动

极为频繁，多个聚类在此时期达到高峰，这清晰地显示出该领域的研究热度较高。 

3.3.2. 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增热点词是反映研究主题活跃度的重要指标，对这些词汇的总结有助于把握特定时期的研究焦点

和发展趋势。通过将 CiteSpace 软件的显示选项设置为“Burstness”并点击“view”，得到排名前 15 的突

现关键词主题(见图 5)。其中，“Begin”一词表示关键词突现的具体开始时间，“End”一词表示关键词

突现的具体结束时间，而“Strength”代表关键词突变强度，其数值越大，关键词的影响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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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keyword burst map 
图 5. 英语学习焦虑关键词突现图 

 
由图 5 可以看出，突变强度前五的关键词分别为“高中生”(6.85)、“初中生”(6.4)、“相关性”(5.84)、

“英语”(4.63)、“外语焦虑”(4.43)。其中“外语焦虑”、“初中生”、这两个关键词在 2013 年第一次

出现，并且持续到 2023 年，这表明初中生英语学习焦虑是过去十年中持续受到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英

语成绩”和“影响因素”两个关键词显示研究者不仅关注焦虑本身，还关注它如何影响学习成果以及各

种影响因素。突现关键词“初中生”(强度 6.4，开始于 2021 年)和“高中生”(强度 6.85，开始于 2020 年)
表明，研究也聚焦于特定学生群体的焦虑问题，尤其是青少年阶段的学生。这可能与中学阶段英语学习

压力增大有关。此外，写作焦虑”和“写作能力”成为关注的焦点，说明研究者不仅探讨了总体的外语焦

虑问题，还细化到了具体技能领域。“翻转课堂”作为一个突现关键词(从 2016 年开始)，反映了教育技

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和研究，以及这种新型教学模式如何影响学生的英语学习焦虑。 
总的来说，近十年内英语学习焦虑研究呈现出多元化、深入化的特点。“英语学习”“学习焦虑”

“英语成绩”构成核心研究脉络，“初中生”和“高中生”为主要研究对象，“英语成绩”近年成为研究

核心，其与焦虑的关联及群体差异持续受关注。 

4. 研究建议 

4.1. 探索不同学生群体的学习焦虑 

虽然已有研究涉及初中生和高中生，但对其他年龄段或特殊教育背景下学生的焦虑问题探讨较少。

在成人学习者中，由于其独特的生活经验和学习动机，他们可能面临与青少年不同的焦虑源。因此，对

成人学习者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其生活经验和学习动机如何影响其焦虑水平，了解他们在工作和学习

之间如何找到平衡，以及如何应对职业发展的压力。对于少数民族学生而言，文化背景和语言差异可

能是导致学习焦虑的重要因素。研究可以集中在这些学生的文化认同感、语言障碍以及社会支持系统

上。通过了解他们的独特需求，可以制定出更具包容性的教育政策和教学方法，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

学习环境。 
此外，对残疾学生的研究也应受到重视。残疾学生的学习条件和挑战可能与普通学生大不相同，如

身体限制、感知障碍等。通过深入了解这些学生的具体需求，可以开发出更加人性化的教育工具和辅助

设备，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心理支持，以减轻他们的学习焦虑。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6434


王玉兰 
 

 

DOI: 10.12677/ces.2025.136434 248 创新教育研究 
 

4.2. 全面考虑多元化的应对策略 

多元化的应对策略是解决学习焦虑问题的重要途径，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方法和模式的创新

上，而对心理干预策略、社会支持系统的探讨相对较少。 
心理干预策略可以帮助学生识别并改变负面的思维模式，从而减轻焦虑感。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学

生可以学会如何识别和挑战不合理的信念和假设，进而改善其情绪和行为表现。此外，放松训练如深呼

吸、冥想和渐进性肌肉放松等方法，也有助于学生在面对压力时保持冷静和专注。而社会支持系统则通

过提供情感支持和资源，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应对能力。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支持网络对学生的心理健

康至关重要。家长和教师的理解与鼓励、同学之间的互助合作以及心理咨询服务的可及性，都是重要的

社会支持因素。这些支持不仅能够直接减轻学生的学习焦虑，还能够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和应

对策略。因此，未来可以探索更多元的心理干预手段，以更全面地缓解学习焦虑。 
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教育技术的应用场景将不断扩展，个性化教学和智能评估也能

够更有效地缓解学习焦虑。人工智能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成绩和反馈，能够识别每个学生的独特

需求，并为其量身定制学习计划。这种个性化的教学方法不仅提高了学习的针对性，还能有效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从而减轻学习焦虑。此外，智能评估系统也是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重要应用之一。

传统的评估方式往往依赖于教师的主观判断和定期考试，难以实时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而智能评估系

统则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持续的监控和反馈。教师能够通过这些实时数据及时

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展和问题所在，并据此调整教学策略，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减少因不确定感

而产生的焦虑。 

5. 结语 

本文通过 CiteSpace 工具对国内英语学习焦虑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系统揭示了 2013~2023 年的发文

趋势、研究热点及演进脉络。研究发现，该领域发文量呈“高峰–波动–回升”态势，核心议题聚焦于英

语学习焦虑的影响因素、焦虑与学业的关联及教学创新，其中“初中生”与“高中生”为关键研究对象。

教育技术(如翻转课堂)的应用被证实对缓解焦虑具有显著作用，凸显了技术赋能教育的潜力。未来研究需

进一步拓展至成人、少数民族及特殊群体，深化多模态教学、心理干预与社会支持系统的整合研究，并

加强心理学与教育学的跨学科对话，以推动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的双重突破，为外语教育改革提供更坚

实的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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