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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词汇能力与听、说、读、写各项语言能力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对二语学习者有重要意义。21世纪以来，

汉语二语词汇习得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并得到迅速发展。本文通过对2017~2022年国内6
种汉语类专业期刊刊登的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论文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发现：1) 近6年间，汉语

二语词汇习得研究延续了21世纪初以来良好的发展势头，论文整体数量保持稳定并稳步上升，但论文数

量整体基数仍然较小；2) 研究热点出现转移，学习者词汇特征不再是所有主题中占比最大的部分，词汇

习得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占比有所上升；3) 各研究主题间广度和深度的不平衡性进一步缩小，但各研
究主题的占比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心理词汇的认知加工机制、词汇广度和深度的测量、词汇习得的研究

方法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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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bulary skills have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all language skills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ese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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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CS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domestic and for-
eign researchers and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By collating, counting and analyzing the research 
papers on CS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published in six Chinese professional journals in China from 
2017 to 2022, this paper finds that: 1) The research on CS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has continued the 
good development momentum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past six years, and the 
overall number of papers has remained stable and steadily increased, but the overall base of the 
number of papers is still small; 2) The focus of research has shifted. Learner vocabulary features are 
no longer the largest part of all topics, and the propor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 vocabu-
lary acquisition has increased; 3) The imbalance of breadth and depth among research topics has 
further narrowed, but the proportion of each research topic still varies greatly. The mechanisms of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mental vocabulary, the measurement of vocabulary breadth and depth, and 
the methods of vocabulary acquisition research need to be further expanded and deep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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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词汇习得是二语习得中的重要环节，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习得目的语的过程中，必须掌握语言的三大要素：

语音、词汇和语法。其中，词汇习得是第二语言习得的核心，贯穿着语言习得的全过程(孙晓明，2007) [1]。 
在 20 世纪，词汇曾被视为语言教学中被忽视的一个方面。三十多年后，它无疑已成为第二语言习得

中研究最广泛的领域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词汇习得开始引起语言习得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孙晓明，2007) [1]。然而，和国外研究相比，国内汉语词汇习得研究起步

较晚，研究开展得也不多(孙晓明，2007) [1]。国内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在本世纪初才刚刚起步，十几

年来有了较大的发展(吴继峰、洪炜，2017) [2]。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研究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

如国际形势、汉语词汇本体研究、研究者兴趣、学习主体的变化等。通过对领域相关核心期刊文献分布

统计得出，《华文教学与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汉语学习》《语言文字应用》

为领域内相关论文数量排名前 5的期刊(见附图 1)。对相关论文数量前 5%的刊物文献主题分布统计得出，

习得类文献分布数量排名前 5%的期刊有《汉语学习》《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字

应用》《汉语学习》《华文教学与研究》等(见附图 2)。此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作为领域内专业权

威性和影响因子都相对较高的期刊(吴继峰、洪炜，2017) [2]，其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收录了二语词汇

研究方面的多篇论文。因此，本文试图搜集 2017~2022 六年间发表于《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

究》《语言文字应用》《汉语学习》《华文教学与研究》和《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等 6 种汉语类专业期刊上的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文献，分析其研究主题与 2000~2016 相比是否有所变

化，从而探究近六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转变与进展。 

2. 研究问题 

回顾二十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研究成果，有不少学者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莫丹(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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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与 EFL 对比的视角出发，对十年来 CSL 词汇习得研究进行述评，认为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深度

和广度都在不断拓展，研究重心从描述转向解释，研究视角向多元化发展，定量研究、实验研究迅速增

多。雷菱(2018) [4]对十五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和趋势分析进行研究，认为对外汉

语词汇习得研究已经进入实证研究阶段，量化范式日趋成熟。吴继峰、洪炜(2017) [2]总结了十七年来汉

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的发展情况，发现国内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主题的广度和深度存在不平衡现象，

如词汇动态发展特点、汉语二语词汇认知加工过程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扩展和深化。 
那么自 2017 年以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发展是否延续了本世纪以来的良好势头？各研究主题间的

不平衡性是否有所改善？ 
为了对近六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研究进行一个全面的回顾，本文检索了六种汉语类专业期刊近

6 年间(2017~2022 年)刊登的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相关文献，从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果

等方面诠释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近 6 年来的发展情况，并提出研究展望。 

3. 论文数量和主题分布 

3.1. 数量分布和发展趋势 

我们从《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字应用》《汉语学习》《华文教学与研究》

和《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等 6 种汉语类专业期刊中共检索出 62 篇(2017~2022 年)
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相关论文，论文逐年数量统计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research papers on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vocabu-
lary acquisition in China from 2017 to 2022 (unit: papers) 
图 1. 2017~2022 年国内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论文数量分布(单位：篇次) 

 

近六年来，每年发表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相关论文的篇数平均值为 10.33 篇。据吴继峰、洪炜(2017) [2]
统计，2000~2016 年 17 年间以上六种汉语类专业期刊共刊登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相关论文 164 篇，平均每

年 9.6 篇。从整体上看，近五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呈稳步上升趋势。从图 1 可知，近五年来论文

数量比较稳定，除 2020 年达到峰值 15 篇，2022 年遇到低谷 5 篇外，其余年份都在 10 篇左右。由此可

见，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六种刊物的发文数量已基本稳定在每年 10 篇左右，

发文体量仍然较小，发文数量增长也比较缓慢。 

3.2. 研究主题分布 

吴继峰、洪炜(2017) [2]提出将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主题分为 8 类：学习者词汇特征、词汇习得的

外部因素、词汇习得的内部因素、学习者主体因素、心理词汇的认知加工机制、词汇广度和深度的测量、

词汇习得研究方法、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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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上述分类标准的基础上，结合近 6 年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内容的转变，对 8 大主题下的细分

方向进行了部分删改：学习者词汇特征是指汉语中介语中词汇使用的特点，既包括偏误分析，也包括基于

流利度、准确度、复杂度的语言指标分析。词汇习得的外部因素主要是指词汇学习与教学方式、任务类型、

语言输入方式(生词重现率)、词语所在语境等。词汇习得的内部因素主要是指词汇自身属性，包括语素、

构词法、语义透明度和词语结构等。学习者主体因素是指学习者母语背景、语言水平、学习策略、学习风

格等。心理词汇的认知加工机制是指学习者如何储存、组织、激活、提取汉语二语词汇。词汇的广度是指

词汇量的大小，词汇的深度是指掌握词汇到何种程度，包括词形、词义、句法功能、搭配、词义联想、感

情色彩等。词汇习得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结合汉语词汇的特点提出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型。研究综述指和

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相关的评述性文章。部分研究同时涉及以上几个领域，如有些研究在探讨学习者主题因

素时也探讨词汇习得的内部因素，这种情况下将在两个主题下各计一次。统计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papers on various topics of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research from 2017 to 
2022 (unit: papers) 
表 1. 2017~2022 年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各项主题论文分布(单位：篇次)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总计 比例(%) (2017~2022 年) 比例(%) (2000~2016 年) 环比(%) 

A 3 2 1 3 2 1 12 12.77 24.0 −11.23 

B 4 5 1 6 2 4 22 23.40 17.6 +5.8 

C 3 7 4 8 3 0 25 26.60 21.7 +4.9 

D 2 3 6 4 4 1 20 21.28 23.6 −2.32 

E 1 1 0 3 1 0 6 6.40 5.3 +1.1 

F 1 0 1 0 0 0 2 2.12 2.2 −0.08 

G 0 1 1 0 1 0 3 3.20 3.0 +0.2 

H 2 2 0 0 0 0 4 4.26 2.6 +1.66 

总计 16 21 14 24 13 6 94 100 100  

注：A：学习者词汇特征；B：词汇习得的外部因素；C：词汇习得的内部因素；D：学习者主体因素；E：心理词汇

的认知加工机制；F；词汇广度和深度的测量；G：词汇习得研究方法；H：研究综述。 
 

统计结果显示，学习者词汇特征、学习者主体因素、影响词汇习得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主题的论

文占比明显较高，分别占论文总篇次的 12.77%、21.28%、26.60%、23.40%，按照发文数量我们将这四类

分为第一梯队主题，四者共占 84.05%。这一情况与 2000~2016 年间基本吻合，但学习者词汇特征、学习

者主体因素主题文章数量的占比有所下降，影响词汇习得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占比有所上升，总体

上第一梯队四大主题的占比有所下降(2000~2016 年占比为 86.9%)，但总体数量仍占据优势(吴继峰，洪炜，

2017) [2]。心理词汇的认知加工机制、词汇广度和深度、词汇习得研究方法、综述主题的文章占比较小，

分别为 6.40%、2.12%、3.20%、2.60%，总占比(15.98%)不足 20%，根据发文数量我们将这四类分为第二

梯队主题。但与 2000~2016 年相比，第二梯队主题的占比皆有小范围的上升，总占比也从 13.1%上升至

15.98%，这表明近 6 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研究主题的不平衡性有所缓解，缓慢趋向平衡发展，但研

究主题整体仍呈现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4. 研究内容分析 

4.1. 学习者词汇特征 

21 世纪以来，CSL 领域最为关注的是学习者的词汇特征与发展(莫丹，2017) [3]。但据表 1 可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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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学习者的词汇特征研究是所有研究主题中下降比重最大的，环比减少 11.5%，具体研究内容也

有一定程度的转变。 
近六年来，偏误分析的研究对象不断拓展，研究者针对不同词类范畴进行偏误分析是研究重点。李

靖华(2018) [5]使用概念迁移理论进行深层概念范畴的中介语分析，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应重视连词运用中

由于概念迁移而引起的隐晦语义偏误。曾丽娟、齐沪扬(2021) [6]发现，韩国学生的省略和代词偏误最多，

初级阶段同形表达式使用最多，代词的使用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而减少。蔡淑美、施春宏(2020) [7]从构

式行义关系探究区别词习得中的适配情况和形义失配表现，揭示了构式习得中的一般性问题，并进一步

启发了认识整个词类范畴的习得规律。 
同时，偏误分析研究方法有所创新，这些研究方法中既有使用语料库、语言测试、回顾性访谈的三

角检测法(张连跃、郑航，2021) [8]，也有在概念迁移理论的框架下进行中介语分析(李靖华，2018) [5]。 
总体来说，在 8 种主题中，近五年来和偏误分析相关的词汇习得研究是与 2000~2016 年间相比环比

减少最多的一类，这一趋势表明偏误分析相关研究已经趋于成熟，较难在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研究成

果上有所突破。但偏误分析的体量基础尚且比较稳定的，每年都会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五年来 6 种汉

语类专业期刊上共刊登 12 篇，没有任何一年出现无该类文章发表的情况，数量在 8 种研究方向中排名第

四，占总数的 12.77%。 

4.2. 词汇习得的外部因素 

1) 学习方式、教学方式、任务类型对词汇习得的影响 
学习方式中的附带习得仍然是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研究重点。侯晓明(2018) [9]通过对 17 篇汉语二语

词汇附带习得文献进行元分析，发现在自然阅读中，汉语成人二语学习者词汇附带习得的合并习得率为

33.9%。莫丹(2017) [10]通过实验发现，学习者在听力模态下的词汇附带习得与保持效果都稍逊于阅读，

但并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汉语教学正在经历由传统教学方式转向多模态教学的过程，多模态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为学界所关

注。洪炜等(2018) [11]研究发现，视听和“视听 + 朗读”两种多模态学习方式相较于视觉单模态学习，

能更有效地促进二语词汇习得。需要注意的是，也有学者指出，并非所有多模态任务都能带来更大的学

习效应，教学实践中还需根据教学目标对学习任务进行合理的模态配置。 
和 21 世纪初相比，教学中的任务类型成为另一大研究热点，因此我们将词汇习得的外部因素主题中

加入任务类型相关研究。大多数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学习者在不同任务类型下输出的词汇特征有明显差

别(刘瑜，2017；肖莉，2018) [12] [13]，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2) 语言输入方式及语境对词汇习得的影响 
房艳霞、江新发现，通过加黑和加下划线的方式进行视觉输入对语块学习有促进作用。傅晓莉、李

爱萍(2020) [14]对汉语二语试听多模态输入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认为该研究在国内仍存在很大的发展潜

力。 
黄伯荣和廖序东(2002) [15]指出，语境指的是语言单位出现的环境，一般分为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

王玮琦等(2021) [16]的研究表明，语境对伴随性词汇习得的影响存在内部差异，描述动作情景的语境比描

述知觉特征的语境更能促进词汇学习。许怡、张洁(2020) [17]研究发现，学习者在汉语二语阅读中常常通

过语境来运用词汇、语素和构词法知识。同时，学习者的二语语言知识、母语语言知识和元语言意识对认

知新补语起一定作用。赵玮(2017) [18]发现，和语素法相比，语境法更有利于汉语初学者词义记忆的保持。 
总的来说，词汇习得的外部因素是 8 种主题近六年来环比上升比重最大的一类，与 2000~2016 (17.6%)

相比上升了 5.8%，这说明近六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学习方式、教学方式有所突破，特别是随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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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的发展，汉语二语课堂也发生了一场技术革命，加速了传统教学方式转向多模态教学的进程，对

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方式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改变注定会引起研究者们的兴趣，研

究者们更加重视新的学习方式、教学方式等外部因素对词汇习得的影响。 

4.3. 词汇习得的内部因素 

汉语的词汇学习有其特殊性，非汉语母语者的汉语词汇习得更要尊重汉语的特殊性，这一主题的研

究内容往往涉及汉语本体研究，是汉语二语习得与其他语言习得相比最与众不同之处。影响汉语二语词

汇习得的内部因素是自 21 世纪以来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近六年来，该主题在六大刊的发文数量与

2000~2016 (21.7%)相比上升了 4.9%，成为八个主题中占比最大的主题，共占总数的 26.6%。 
1) 构词法对词汇习得(词汇猜测)的影响 
汉语构词法对汉语二语词汇习得有显著影响。顾介鑫、朱苏琼(2017) [19]论证了汉语构词性质能产性

的确影响乌尔都语者学习汉语词汇，但数量能产性则不会产生显著影响。王意颖等(2018) [20]发现，欧美

学习者和日韩学习者对偏正结构语义透明词的习得均好于联合结构、动补结构和主谓结构，且日韩学习

者的结构意识整体优于欧美学习者。 
2) 语素因素对词汇习得的影响 
朱文文等(2018) [21]发现，同形语素意识对学习者汉语阅读能力有显著贡献。王意颖等(2017) [22]发

现，语素义常用度显著影响中级水平留学生对语义透明词的习得。 
3) 内部和外部因素互动对词汇习得的影响 
影响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内部因素之间往往也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汉语二语者进行词汇习得时往

往也是多个内部因素在同时起影响习得效果，探讨多个内部因素交叉性、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 
刘旭(2018) [23]通过统计分析泰国大学生汉语作文语料库中的汉语名词及其习得情况，推论出影响泰

国大学生汉语名词习得的内在因素为母语负迁移、目的语规则泛化、词性转换运用障碍，外在因素为词

汇在教材中重现率不够、句法规则采取的教学法针对性不强、习得者学习汉语时间不充足。杨梅、徐富

平(2019) [24]在二语习得复杂适应系统原则(CASP)的基础上，分析了母语知识、二语语义复杂度、语境

等因素如何通过合作与竞争共同影响汉语二语理解。 

4.4. 学习者主体因素 

近六年来，该主题的发文量虽然略有下降，但仍占总数的 21.28%，发文体量较稳定。同时，随着中

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的提出，国际中文教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语二语学

习主体范围更加广泛，更多小语种学习者开始学习汉语，与此同时，更多和小语种学习者相关的研究应

运而生。 
1)母语背景的影响 
李冰、古川裕(2020) [25]发现，日语母语者主要以日语字形字义作为理解和认知策略来习得对于语素

有提示单音节词。曾丽娟、齐沪扬(2021) [6]发现，韩国学生省略和代词偏误最多，初级阶段同形表达式

使用最多，代词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并基于汉语与韩语的差异分析了偏误成因。此外，除了对

常规的欧美、东南亚学习者进行考察，乌尔都语等小语种学习者也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顾介鑫、朱

苏琼，2017) [19]。 
2) 语言水平的影响 
近六年来，有些研究发现，学习者的语言水平不仅影响汉语词汇的习得，还能影响到词汇的产出。

冯浩、吴江(2021) [26]发现，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说话者词条选择的时间进程会逐步提前，语速也会逐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8507


冯冰 等 
 

 

DOI: 10.12677/ml.2023.118507 3774 现代语言学 
 

渐加快。宋贝贝、王意颖(2020) [27]发现，随着学习者的汉语水平由初级提高到中级，不同语义透明度合

成词的词义猜测难度均降低，而中级和高级水平学习者的猜测难度相当。 
语言水平对词汇产出的影响还涉及词汇量和词汇多样性。张江丽(2018) [28]研究发现，初、中、高级

水平学习者最大产出性词汇量分别为 3630 个、4882 个、6938 个。邓芳、郝美玲(2017) [29]发现，学习者

的汉语水平与词汇多样性呈显著正相关性，随着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名词的发展趋势平缓，而动词

的增长幅度较大。张江丽(2019)发现，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词汇多样性从初级到中级稳步增长，到了高级

阶段迅速发展。 

4.5. 心理词汇的认知加工机制 

总体来看，心理词汇认知加工机制的相关研究虽然发文基数较小，但近六年来占比环比上升 1.1%，

且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词汇习得的动态发展与构成。 

4.6. 词汇的广度和深度 

近六年来，该主题的发文占比与 2000~2016 年间几乎持平，占比降低了 0.08%。在词汇的广度和深

度方面，接受性词汇知识和产出性词汇知识的研究增多。张江丽(2017) [30]通过自行编制词汇量测量工具

和自建语料库，分别对汉语二语学习者接受性词汇量和产出性词汇量(2019)进行统计。研究发现，汉语二

语学习者的最大产出性词汇量为 9965 个，而汉语母语学习者为 13,428 个。李爱萍(2018) [31]研究发现，

汉语理解性词汇量和产出性词汇量与汉语词汇学习兴趣价值呈显著正相关，汉语词汇深度知识与汉语词

汇学习兴趣价值呈显著正相关，与效用价值呈显著负相关。 

4.7. 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相关文献的发文数量占比环比上升 0.2%，占比与 2000~2017 年基本持平。但仅有的两篇研

究方法相关文献均为综述类，这表明近六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方法并无实质性突破，因此，汉

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方法仍存在很多研究空间，值得进一步探索。 
雷菱(2018) [4]发文探讨对外汉语词汇习得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和发展趋势。目前，对外汉语词汇习

得研究已进入实证研究阶段，量化范式日趋成熟；质化研究有待发展，但是已经出现了与量化研究相结

合的趋势；研究语料更加全面，但是内容的丰富性尚显不足；缺乏历时的跟踪性研究。 
钱旭菁(2019) [32]从多义词的本体研究和习得研究两方面综述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多义词的研究方法。

多义词的本体研究方法主要有基于词典的研究、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基于汉外对比的研究和基于心理实

验的研究。多义词的习得研究主要从理解和产出两方面展开，其中理解研究主要采用实验的方法，产出

研究则主要通过儿童语言语料库或二语学习者语料库。 

4.8. 研究综述 

该主题发文占比环比上升 1.66%，发文体量基本保持稳定并略有上升。综述类文章一致认为国内 CSL
的研究现状与 ESL 有一定差距，但已进入实证阶段，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都大大加强。并且，量化研

究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已经有一部分学者做出尝试并取得不错的成果。 
莫丹(2017) [3]从与 EFL 对比的视角对 2007~2016 年 CSL 词汇习得研究论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

现，CSL 词汇习得研究最关注的方向是学习者的词汇特征与发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拓展，研

究视角也更加多元化，定量研究、实验研究的占比有了很大提升。但仍需加强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理论体

系建设，体现研究的交叉属性，注重发展综合性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 
徐婷婷等(2018) [33]对 2007~2016 年间汉语二语习得现状进行了整体评述，发现 2007~2016 与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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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相比，在研究内容、研究热点、研究观念以及研究方法上都出现了转变，并提出了拓宽汉语二语习得

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创新研究方法、加强理论构建的展望。 

5. 结语 

1、对于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发展情况，研究发现，近 6 年来国内汉语二语习得相关研究基本实现了

吴继峰、洪炜(2017) [2]提出的研究展望。纵向跟踪研究进一步发展，例如，周琳(2020) [34]基于对 15 名

母语为韩语的汉语二语学习者为期一年的动态考察发表两篇相关文献；随着教学技术的革新，汉语二语

领域新的教学方法、学习方法层出不穷，不同学习方法、教学法对二语词汇习得影响的研究也有了极大

的进展(莫丹，2017；赵玮，2018；洪玮，2017，2019；傅晓莉、李爱萍，2020) [3] [10] [14] [35] [36] [37]；
词汇产出相关研究中复杂度相关研究较多(刘瑜，2017；张江丽，2018) [12] [28]，汉语二语词汇口语、写

作产出多涉及多样性和丰富性(刘瑜，2017；肖莉，2018；张江丽，2018；曹贤文、田鑫，2020) [12] [13] 
[28] [38]，但词汇产出测量指标的验证和测量工具的研发仍未有较大进展。同时，涉及汉语二语词汇深度

和广度的研究仍然较少，词汇广度的相关研究要明显多于词汇深度；汉语二语词汇心理加工研究现状与

2000~2016 年基本持平，仍未有突破性进展。 
2、对于国内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主题存在的不平衡现象，本研究表明，近六年来，汉语二语习得

研究主题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为：1) 在学习者词汇特征、词汇习得的影响因素等

研究主题方面，研究对象进一步扩展，21 世纪初以来，较为热门的偏误分析研究在近 6 年间呈现断崖式

下降，偏误分析不再是占比最多的研究主题。这一趋势显示偏误分析相关研究已经趋于成熟，较难在研究

方法、研究角度、研究成果上有所突破。同时，研究者们对影响词汇习得的内、外部因素的研究热情有所

上升。研究方法有所创新，研究已经不再仅限于传统的研究方法，有些学者提出了语料库、语言测试、回

顾性访谈的三角检测法。研究内容从表层理论转向了深层概念范畴的探究且不断扩充；2) 在心理词汇的认

知加工机制、词汇广度和深度的测量、词汇习得研究方法和研究综述等研究主题方面，近 6 年来，相关研

究的数量明显增多，所占比例明显提高(如图 1、表 1 所示)，越来越多的研究不再只从单一影响词汇习得

的因素出发，而是综合考察学习者主体因素、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总的来说，研究主题间的不平衡现

象得到显著改善，差异进一步缩小，但研究主题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词汇广度和深度以及综述研究仍

然较少，词汇深度往往作为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存在，而非单独探讨词汇深度的特点与贡献。 
3、本研究通过对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相关主题的论文进行梳理，能够更为清晰地展现近年来汉语二语

词汇习得的研究发展情况，为今后学者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思路。总体而言，经过二十余

年的发展，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与英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相

比，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相关主题研究依然存在很多研究空间，特别是心理词汇认知加工机制、词汇广

度和深度的测量、词汇习得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值得学者们进一步深化和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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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igure S1.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relevant papers in the field from 2018 to 2022 (unit: papers) 
附图 1. 2018~2022 年领域内相关论文数量分布(单位：篇次) 

 

 
Figure S2. Distribution of topics in the top 5% of relevant papers in the field from 2018 to 2022 (unit: papers) 
附图 2. 2018~2022 年领域内相关论文数量前 5%的刊物主题分布(单位：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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