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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知识图谱计量
分析

——以 CNKI 2012—2022 期刊文献为例

张  威  谷茜萌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北京

摘  要｜近年来，项目式学习逐渐走进国内外学者的视野，国内各高校在英语学科中不断推进教学改革，深入开展相

关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Cite 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

为数据统计与分析工具，通过生成的可视化图谱对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的方向、热点和研究前沿进

行分析。结果显示：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大致可划分为迅速增长和稳定发展两个阶段；研究方向主

要为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实践等；研究热点则主要集中于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教学设计、应用效果、课程

思政等角度。

关键词｜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方向；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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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末以来，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逐渐走进国内外学者的视野，并为教育教

学注入了新鲜活力。项目式学习最初源自杜威提出的“做中学”工作，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是一种

注重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引导的探究性学习。近年来，项目式学习的运用逐渐扭转传统课堂填鸭式

的教学方式，并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在教学中普遍开展。项目式学习的运用不仅能够使教学模式和教

学手段多样化，还能提高学生沟通交流、创新创造等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文件《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中提出要更加注重全面发展、面向人人、因材施教以及融合发展，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学生的实践动手与合作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1］。2020 年，国家教育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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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新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

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为响应要求，国内各高校在英语教

学中逐渐开始注重启发式、创新性的教学模式。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的研究趋势、

方向和热点，笔者将运用 Cite Space 信息可视化软件对 2012—2022 年间中国知网上与该主题相关的期刊

文献进行信息挖掘和可视化分析，以期为后续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的发展提供更高的起点。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来源

为了解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方向和热点前沿，笔者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文献检索的数

据来源，在检索页面中选择“高级检索”，检索类型设定为“期刊”，检索条件设定为“发表时间”（2012-

01-01 至 2022-12-31）和主题（“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大学英语”+“基于项目的学习”“大学英语”+“项

目学习”“大学英语”+“PBL”），来源期刊勾选“全部”，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608 篇，经人工剔除“基于问

题的学习”相关主题的文献、会议报告、重复文献等后，最终用于分析的有效文献共计 543 篇。

1.2  研究工具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信息可视化软件 Cite space6.2 R4 为数据统计与分析工具，基于文献计量法，对国内大学

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定量分析。Cite Space 信息可视化软件是目前较为流行的知识图谱

绘制工具，能够清晰地将某一知识领域的演进历程集中呈现在知识图谱中，直观展现知识单元间的关系。

该软件具有可视化效果好、操作简单、自动标识等优势，其主要应用为探究学科知识领域的发展以及研

究热点、研究前沿和趋势［2］。本文以其为工具对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2  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动态分析

2.1  年度发文趋势

为了解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笔者借助 Cite Space 软件对 543 篇文献进行分析，得到了 2012—

2022 年间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相关研究的年度发文量趋势，如图 1 所示。

由图可知，2012—2022 年间，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相关研究的发文量数量大致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2012—2015 年）：在这一时期，该主题的发文数量整体呈现激增趋势，2015 年增至

63 篇，此阶段可视为我国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这一

时期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多媒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线上教学平台等发展迅速。2007 年，《大学英语

课程教学要求》提出，各高校应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以网络技术为依托，建立一种新型英语教学模式，

从而逐渐取代现有单一教学模式，抛开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3］。杨莉萍等（2012）通过实证研究，

探讨了我国大学英语在转型期间，基于项目式学习模式的大学英语学术写作教学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并

表明项目式学习模式能够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学术英语写作等能力［4］。张秀琴等（2013）在大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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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学改革洪流中，探讨了重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必要性，同时提出项目式学习多元化考核机制应结

合小组学习和个人表现，最后通过教学实践证明该模式对学生学习自主性以及英语学习有促进作用［5］。

第二个时期（2016—2022 年）：此时期相关研究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其中 2021 年数量出现下降

趋势。这表明该主题在这一阶段受到了国内外语界学者的广泛关注。通过进一步分析文献发展发现，该

阶段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应用研究、教学设计和教学评价

等方面。例如，刘红云（2016）通过运用实验对比等方法，调查分析了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大学英语教学

现状，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论证了该模式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大学英语教学效果［6］。再如，为进

一步加深项目式学习教育价值的理解，余渭深（2017）基于国内首部以项目学习法（PBL）思想编写的《新

大学英语》教材，对相关完成课程学习的 250 余名学生进行学生评价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项目式学习对

英语学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7］。

图 1  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相关研究年度发文量（2012—2022）

Figure 1 Annual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related to College English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China (2012-2022)

2.2  研究方向

2.2.1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关键词能够反映一篇学术论文的核心主题和主要内容，关键词词频的变化能够有效反映某一研究领

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主题。因此，为更加直观地呈现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领域的研究方向，笔者将

543 篇文献导入 Cite Space 软件进行统计和可视化分析，其中，网络节点选择“keyword”，时间切片选择“1

年”，软件运行后得出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2 所示。

如图 2 所示，圆形节点代表关键词，节点大小与关键词出现频次成正比，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线代

表关键词的关联，即在同一篇文献中同时出现两个关键词，节点越多表明该节点在该领域研究中越重要。

Cite Space 对热点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度同时进行了分析，分别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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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ure 2 Keywords co-occurrence map of College English project-based learning research in China

表 1  热点关键词词表

Table 1 Hot keywords list

序号 频次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关键词
1 193 大学英语 10 8 教学设计
2 37 翻转课堂 11 8 应用研究
3 35 教学模式 12 8 教学改革
4 27 应用 13 7 教学
5 24 英语教学 14 7 写作教学
6 23 项目学习 15 7 建构主义
7 14 自主学习 16 7 实践
8 9 独立学院 17 6 英语
9 8 口语教学 18 6 课程思政

表 2  高中心度关键词表

Table 2 High centrality keywords list

序号 中心度 关键词 序号 中心度 关键词
1 0.92 大学英语 11 0.03 应用
2 0.08 翻转课堂 12 0.03 教学
3 0.08 教学模式 13 0.03 实证研究
4 0.08 教学改革 14 0.03 教学法
5 0.07 项目学习 15 0.02 教学方法
6 0.06 自主学习 16 0.02 学术英语
7 0.04 实践 17 0.02 项目
8 0.04 英语 18 0.02 教学评价
9 0.04 课程思政 19 0.02 实施

10 0.04 项目式 20 0.02 大数据

由图 2 和表 1 可知，大学英语作为关键检索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最多，在图谱中节点最大，且处于核

心位置。这说明当前大学英语是所有文献的核心问题，且相关研究比较集中。除此之外，翻转课堂、项目

学习、教学模式、自主学习等都是 11 年来国内大学英语相关研究的热点问题。从表 2 可以看出，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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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0.05 以上的关键词有 6 个，其中大学英语的中心度超过了 0.9，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教学改革、项目

学习、自主学习的中心度在 0.05 以上，说明上述关键词也是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相关研究的重要节点。

2.2.2  关键词聚类图表分析

Cite Space 软件通过 LSI 算法、LLR 算法、MI 三种算法提取聚类标签。标签数越小，聚类中所含关

键词越多，规模越大。为了对近年来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的热点领域进行归纳，通过 Cite space

软件的关键词聚类功能，研究采用 LLR 算法，得出关键词聚类图谱和关键词聚类表，分别如图 3 和表 3

所示。图 3 中的关键词聚类的 Q 值为 0.6273，大于 0.3，且 S 值为 0.9399，大于 0.5，均符合图谱分析要求，

说明本次聚类效果较为显著。2012—2022 年间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其关键词可以聚为以下 8 类，

依序分别为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实践、自主学习、英语教学、项目式、课程思政。由此可见，

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的研究方向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图 3  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ure 3 Keywords clustering map of College English project-based learning research in China

表 3  关键词聚类表

Table 3 Keywords clustering list

序号 节点数 中心度 年份 LLR
0 61 0.968 2017 口语教学；写作教学；教学模式
1 27 0.866 2015 项目学习；建构主义；教学实践
2 19 0.904 2016 影响；问题；优势
3 15 0.963 2015 教学改革；价值；网络环境
4 15 0.886 2014 教学设计；思辨能力；小组合作
5 14 0.855 2016 多媒体；大学英语；创新人才
6 13 0.966 2018 翻译教学；共建共享；创新创优
7 10 0.982 2021 显性教育；“中国文化”英语课程；文化自信

#0 大学英语是规模最大的聚类，节点数为 61，此为本文关注的核心聚类，该聚类反映出 2017 年国

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关注的热点在于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写作教学的教学模式等方面。

#1 翻转课堂聚类节点为 27，这一聚类说明 2015 年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的热点之一为翻转

课堂，研究的主要视角包括项目学习、建构主义、教学实践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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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模式聚类节点数为 19，核心关键词包括影响、问题、优势，说明 2016 年国内对大学英语项

目式学习的研究内容已经涉及教学模式转变的影响、问题以及优势等方面。

#3 实践聚类节点数为 15，关键词包括教学改革、价值、网络环境，该聚类说明 2015 年国内学者已

经注意到在教学改革中将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应用于教学中，并注重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实践的价值。

#4 自主学习聚类的节点数为 15，这一聚类说明了 2014 年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的研究注重通过

教学设计实现小组合作和自主学习相结合，进而提高学生思辨等相关能力。

#5 英语教学聚类的节点数为 14，这一聚类反映出依托于多媒体的大学英语教学、培养创新人才为

代表的英语专业研究是 2016 年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的重点方向。

#6 项目式聚类的节点数为 13，这一聚类反映出 2018 年国内学者在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方面进一步

注重教学方式的创新创优和共享共建方面，以期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7 课程思政的节点数为 10，主要包括显性教育、“中国文化”英语课程、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提出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基于文化自信，很多高校将课

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的教育教学中，注重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2.3  研究热点

突变性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呈现某一时期相关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突变强度表示某个时间

跨度内关键词出现频率显著增加，突变强度越大，关键词影响力越大，开始年和结束年间隔时间越长，

说明该话题所受关注时间越长。本文依据 Cite Space 软件提取了 2012—2022 年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

研究领域排名前 20 的突变型关键词，如表 4 所示。其中“翻转课堂”（2.99）、“课程思政”（2.59）、

“项目”（1.82）为突显强度排名前三的突变性关键词。突显时间最长的是“建构主义”（2012—2016 年），

时间间隔为 5 年。而“课程思政”“实证研究”是从 2020 年至今的突变性关键词，代表了当前国内大

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的热点。

表 4  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领域排名前 20的突变型关键词（2012—2022）

Table 4 The top 20 mutant keywords of College English project-based learning research area in 

China (2012-2022)

序号 关键词 年份 强度 开始年 结束年 2012—2022
1 建构主义 2012 1.65 2012 2016 ●●●●●○○○○○○
2 自主学习 2012 1.3 2012 2013 ●●○○○○○○○○○
3 教学改革 2012 1.24 2012 2013 ●●○○○○○○○○○
4 优势 2012 1.23 2012 2015 ●●●●○○○○○○○
5 学习动机 2013 1.18 2013 2016 ○●●●●○○○○○○
6 商务英语 2013 1.05 2013 2014 ○●●○○○○○○○○
7 教学方法 2014 1.52 2014 2016 ○○●●●○○○○○○
8 学生 2014 1.32 2014 2016 ○○●●●○○○○○○
9 学习能力 2014 1.04 2014 2015 ○○●●○○○○○○○

10 成人教育 2014 1.04 2014 2015 ○○●●○○○○○○○
11 协作学习 2014 1.04 2014 2015 ○○●●○○○○○○○
12 项目 2015 1.82 2015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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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键词 年份 强度 开始年 结束年 2012—2022
13 实践 2013 1.47 2015 2016 ○○○●●○○○○○○
14 写作 2015 1.09 2015 2017 ○○○●●●○○○○○
15 教学效果 2016 1.42 2016 2017 ○○○○●●○○○○○
16 翻转课堂 2014 2.99 2017 2019 ○○○○○●●●○○○
17 独立学院 2015 1.3 2017 2018 ○○○○○●●○○○○
18 项目式 2019 1.2 2019 2022 ○○○○○○○●●●●
19 课程思政 2020 2.59 2020 2022 ○○○○○○○○●●●
20 实证研究 2013 1.59 2020 2022 ○○○○○○○○●●●

注：“●”为突变时间，“○”为非突变时间。

由表可知，首先，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在 2012—2015 年间不断涌现新的热点词汇，如

2012 年的建构主义、自主学习、教学改革等；2013 年的学习动机、商务英语等，2014 年的教学方法、

学习能力、协作学习等，2015 年的项目等。这说明该阶段我国正处于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的发展阶段。

同时，在 2016—2022 年这一阶段，首先，教学效果、翻转课堂、项目式、课程思政、实证研究等

注重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实施方式和效果的词汇成为该研究领域的关键主题。这说明此阶段国内大学英

语项目式学习研究，聚焦于不断探索能够提高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新型项目式学习模式。例如，金黎希

等（2018）基于《应用型大学英语综合课程》进行教学实践，结果表明教师基于项目式学习模式可以设

计出更加适应学生学习需求的翻转课堂，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学习主动性［8］。其次，在这一

阶段中，随着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改革的不断推进，高校不断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学者们围绕大

学英语项目式学习还开展了深入挖掘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

关主题研究。杨茂霞等（2021）借助三个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案例，从体验感悟、差异分众和批判思维培

养三个角度剖析了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发挥的价值观培育功能［9］。

3  结论

通过对 2012—2022 年间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发表的 543 篇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期刊进行可

视化分析发现，近十年该主题整体研究趋势较为稳定，虽然在近两年有下降趋势，但根据关键词突变的结

果可以看出研究前景较为广阔。该领域研究方向主要为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实践等；研究热点则主要集

中于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教学设计、应用效果、课程思政等方面。因此可见，我国学者围绕国内大学英语

项目式学习进行不断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搭建信息技术平台，通过融合创新教

学模式的方式，探索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的设计和实施，以及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同时大学英语教师应

不断提高混合式教学能力和项目式学习的教学能力，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培养教师相关能力的方式，以

期在国内大学英语项目式学习模式下能够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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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Knowledge Graph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of College English Studies in China

—Take CNKI Periodical Literature from 2012 to 2022 as Example

Zhang Wei Gu Ximeng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roject-based learning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perspective of scholar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Domestic universities have continuously promoted teaching reforms in 
the English subject,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With CNKI database as 
the data source and Cite Spac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software as the data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too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rection, hot spot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of domestic college English project-
based learning research through the generated visualization atl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rapid growth and 
stable development;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include college English, autonomous learning, practice, 
etc; The research hotspots mainly focus on the desig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teaching for college 
English, its application effects,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curriculum.
Key words: College English; Project-based learning; Research direction; Research hotspo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