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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二语词汇习得中
移动学习应用研究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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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深入了解国内外二语词汇习得中移动学习应用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热点前沿，本文基于国内外权威数据库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的文献，聚焦移动学习、二语词汇习得，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和 ＢｉｂｌｉｏＳｈｉｎｙ可视化工具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宏观
勾勒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特征、热点主题和前沿趋势。研究发现该领域发展较快，研究主题全面化，研究方法多样化，跨

越多学科，涵盖多理论。研究结果对我国开展移动学习的外语教学研究和实践具有启示意义，有助于满足自主性、协作

式学习等，促进学习者词汇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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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学习是指以便携式无线移动设备为媒
介，不受时间地点限制进行的正式或非正式学习，

其发生于情境、工具、人际的相互联系交流［１］。

２０００年，斯坦福大学启动了一项语言方面的移动
学习项目，语言学习成为移动学习研究的重要领

域之一［２］。由于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ＡＬＬ）逐渐向移动辅
助语言学习（Ｍｏｂｉｌ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ＬＬ）过渡，ＭＡＬＬ在外语教学研究中的地位日
益凸显。目前国内关于 ＭＡＬＬ的研究主题中，语
言综合技能方面的主题最为丰富，听说和词汇紧

随其后，因此，本文聚焦二语词汇习得中移动学习

应用研究概况，将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国内中文社会科
学索引（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ＣＳＳＣＩ）、国外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ＳＣＩ）与艺术和人文科学引文索引
（Ａｒｔ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ＨＣＩ）的文献
及国内硕博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借助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和
ＢｉｂｌｉｏＳｈｉｎｙ可视化工具梳理、评析研究热点与前

沿，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探究研究现状，

以期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借鉴。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收集国内数据时，以“移动学习”“ＭＡＬＬ”“单

词软件”“英语词汇”等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数

据库检索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 ＣＳＳＣＩ来源的期刊文献
和硕博论文，通过审核关键词、摘要等剔除相关度

低的文献，最终确定１８篇期刊文献和１４３篇硕博
论文；收集国外数据时，以检索式 ＴＳ＝（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ＯＲ Ｌ２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ＯＲ Ｌ２
ｗｏｒｄ）ＡＮＤ（ｍｏｂｉｌ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ＯＲＭＡＬＬＯＲ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ＲＭ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ＲａｐｐＯＲｍｏｂｉｌｅｐｈｏｎｅ），
在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的 ＳＳＣＩ与 Ａ＆ＨＣＩ中检
索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的文献，剔除相关度低的文献，
得到７０条有效数据。

国内数据运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６．２．Ｒ４可视化文献分
析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时间切片单位为一年，将

节点类型设置为关键词进行共现和聚类分析，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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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突变型指标等功能手段生成图谱网络结构和节

点内容，总结国内研究特点，探测研究热点与前沿；

国外数据分析运用基于Ｒ语言的ＢｉｂｌｉｏＳｈｉｎｙ计量
可视化软件，该工具包含完整的文献计量学分析流

程，通过词云图、共现网络、聚类分析、高被引文献

等探测研究热点，并通过主题地图中不同主题的发

展状况了解发展趋势与前沿。

２　数据统计与研究分析
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和 ＢｉｂｌｉｏＳｈｉｎｙ可视化研究工

具，探究国内外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二语词汇习得中移
动学习应用研究的主要特征、热点主题和前沿

趋势。

２．１　文献发表概况
年度文献发表数量能整体反映研究主题的热

度。由图１可知，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国内外样本文献
数量呈波段式上升趋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是发展阶段，注重应用程序的设计
及效果，为外语教学中的移动学习注入新活力；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是快速发展阶段，国内外样本文献
数量分别在２０１９和２０２２年达到峰值，究其原因，
移动设备为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便利，移动学习

成为重要的学习方式，其效果备受关注；２０２２年
后呈缓慢下降趋势，但并未停滞。

图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国内外样本文献数量

　　总体而言，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国内核心期刊
（ＣＳＳＣＩ）样本文献数量较少，仅占总量的 ９％，刊
载数量较高的期刊有《外语电化教学》《现代教育

技术》《中国远程教育》等。在此期间，国外核心

期刊样本文献总量是国内的４倍左右，总体呈上
升趋势，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有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ｃａｌｌ等，涉及计算机、语言学、教育
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总之，在期刊影响因子及

近期发文量方面，国外研究优于国内，且国外研究

更注重认知语言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融合。

２．２　主题分布与研究热点
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６．２．Ｒ４将国内文献数据转换

成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依据该图谱中的被

引频次、突变程度等指标提炼核心内容，把握二语

词汇习得中移动学习应用研究整体发展脉络，探

测热点主题。

由图 ２可知，网络节点数为 １５７，连线数为
３０９，密度值为０．０２５２，关键词的出现频次与节点
大小成正比，较大节点之间连线密集，这表明高频

关键词间的联系较强，易成为热点主题。节点由

大到小依次为“移动学习”“英语词汇学习”“高中

生”“词汇教学”“智能手机”“百词斩”“大学英

语”“资源设计”“多模态”“实证研究”等。具有

突现功能的关键词图谱更能探测研究热点及热点

的演变，真实反映出研究热点。由图３可知：“中
小学生”“百词斩”“实证研究”热点持续时间较

长；“影响因素”“学习动机”“使用意愿”“深度学

习”“自主学习”等是近年突发热点；“学习策略”

“有效性”等热度较高。

图２　关键词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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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关键词突现

综上：该领域以实证研究为主，强调二语词汇

习得中移动学习的成效；研究对象主要是高中生

和大学生，强调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微信小程

序、百词斩等使用频率较高；除移动学习对学习者

词汇习得和教师词汇教学的成效研究外，研究还

涉及教育技术领域软件的资源开发，强调多模态

理论的应用，为学习者创造良好的移动学习环境；

程序设计游戏化能够有效避免背单词的枯燥，提

高学习者的学习主动性。总之，现阶段国内学者

主要围绕自主学习、使用意愿、学习动机和策略、

深度学习等开展实证研究。

同时，运用 ＢｉｂｌｉｏＳｈｉｎｙ将国外文献数据转换
成词云图和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提炼核心内容，

探测热点主题，并根据高被引文献探索该领域研

究的学术价值。

由图４可知，高频关键词体现研究的基础和
热点。除“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ＭＡＬＬ”外，热点主题词还
有“ＥＦＬ”“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ｐｐｓ”“ｐｅｒ
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ｇａｍｅ”等。由图
５可知，关键词的关联度和文献主题的密切程度
能揭示学术领域的重要主题。该图的节点大小代

表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同一颜色关键词间的联系

更加密切，揭示了主题的组合关系。不同颜色表

示聚类结果，不同类别的核心词分别为“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ｈｏｎｅ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等。

综合来看，研究热点大致有：定性研究加深了

研究者对学习者动机、学习风格和自我效能感的

理解；定量研究聚焦各种学习软件助力不同水平

ＥＦＬ（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ｓ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学习者单词记
忆的效果，如 Ｑｕｉｚｌｅｔ、Ｗｈａｔｓａｐｐ、Ｄｕｏｌｉｎｇｏ等；研究
者聚焦移动学习的游戏性和间隔复习模式，激发

学习者的记忆；关于移动学习程序设计和有效性

的研究强调移动学习的非正式性、即时反馈、情景

化等优点，有助于建立一个师生平等的个性化学

习环境；权威的理论框架研究为移动学习的实际

操作提供理论支撑，如多模态认知理论、双重编码

理论、社会文化理论等，强调以移动技术为媒介的

二语词汇习得的动态性和互动性，要求学习者加

强个性化交流；词汇是外语学习的基石，移动学习

的研究同样要关注学习者二语听力、口语、阅读理

解和写作的能力。

图４　高频关键词云

图５　关键词共现网络

被引频次是评价文献学术影响力之重要指

标。表１为国外排名前五位的高被引文献。
排在第一位的是美国学者ＨｉｒｓｈＰａｓｅｋ［３］等发

表的关于幼儿早期教育应用程序的理论批判性文

章，展示了教育 Ａｐｐ设计如何与儿童认知发展过
程保持一致；排在第二位的是美国学者 Ｒａｃｈｅｌｓ［４］

等发表的关于Ｄｕｏｌｉｎｇｏ学习软件对外语学习者成
绩和学业自我效能影响的文章，该软件为外语学习

提供了有效支架；排在第三位的是中国学者Ｗｕ［５］

撰写的关于Ｗｏｒ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ＥＴ６智能手机应用程
序的论文，为师生介绍了一种有效的移动学习范

式；排在第四位的是中国香港学者Ｍａ［６］发表的关
于移动技术对大学生二语习得影响的文章，强调了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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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学习的个性化与情境化特征；排在第五位的是

中国台湾学者Ｔａｉ［７］等发表的关于虚拟现实（ＶＲ）
对词汇学习影响的文章，指出虚拟现实能有效激发

学习者的动机和兴趣。

表１　高被引文献 （Ｔｏｐ５）

Ｐａｐｅｒ ＤＯＩ Ｔｏｔ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ＣｐｅｒＹｅａｒ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ＴＣ

ＨＩＲＳＨＰＡＳＥＫＫ，２０１５，ＰＳＹＣＨＯＬＳＣＩＰＵＢＬＩＣ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
１０．１１７７／１５２９１００６１５５６９７２１ ４１８ ４６．４４ ３．７３

ＲＡＣＨＥＬＳＪＲ，２０１８，ＣＯＭＰＵＴＡＳＳＩＳＴＬＡＮＧＬＥＡＲＮ １０．１０８０／０９５８８２２１．２０１７．１３８２５３６ ８２ １３．６７ ２．２２

ＷＵＱ，２０１５，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ＵＣ 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ｏｍｐｅｄｕ．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３ ７８ ８．６７ ０．７０

ＭＡＱ，２０１７，ＣＯＭＰＵＴＡＳＳＩＳＴＬＡＮＧＬＥＡＲＮ １０．１０８０／０９５８８２２１．２０１７．１３０１９５７ ５６ ８．００ １．８５

ＴＡＩＴＹ，２０２２，ＣＯＭＰＵＴＡＳＳＩＳＴＬＡＮＧＬＥＡＲＮ １０．１０８０／０９５８８２２１．２０２０．１７５２７３５ ５５ ２７．５０ １０．０５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主题
广泛，研究对象覆盖各学段的 ＥＦＬ学习者，研究
热点呈现多元化特征，主要集中于学习软件的有

效性研究。国内外研究涉及的应用程序有所不

同：国外研究更多关注具有情境性的 ＶＲ互动程
序，强调社会文化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应用，关注二

语学习的娱乐性和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等；国内

研究则侧重多模态认知理论的应用，探讨不同模

态下移动学习的成效，深入分析移动学习策略及

其影响因素。

２．３　主题演化过程与发展趋势
为进一步探测研究主题演化过程和发展趋势，

基于热点主题对国内文献数据进行聚类分析。聚

类视图展现了聚类关联特征，并突出了关键节点。

运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６．２．Ｒ４生成聚类图谱，根据网络结
构和聚类清晰度生成相关指标Ｑ＝０．５９２８（＞０．３）
和Ｓ＝０．８５２２（＞０．７），表明该图谱绘制合理，形成
８个类簇（如图６所示）。

图６　国内相关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按照热点出现时间顺序梳理研究主题演化过
程。首先，杨丽芳［８］等学者侧重移动学习应用于英

语词汇学习的理论研究，为实践研究奠定了理论基

础。其次，詹海宝［９］、苏仰娜［１０］、武丽娜［１１］等学者

聚焦英语词汇移动学习的技术支持，从个性化、自

主学习、社会交互性、情境相关性等角度设计学习

系统并评估其效能，重点探讨多模态、复习模式、游

戏化设计等，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移动学习环

境。接着，毕鹏晖［１２］、罗奕欣［１３］、曹进［１４］等学者关

注英语词汇移动学习调查研究，包括学习态度、学

习动机、学习策略等。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满意

度高，学习动机强，自主学习能力显著提升；教师须

合理引导软件使用并将其融入课堂，同时，关注学

生个体认知差异。最后，李思萦［１５］、王峥［１６］、凌

茜［１７］等学者聚焦移动学习对英语词汇学习有效性

的实证研究，探索移动技术与多模态协同对词汇深

度加工的影响，涵盖接受性和产出性知识、词汇深

度、词汇附带习得等维度，为多模态视角下的英语

词汇移动学习研究提供了新契机。

同时，利用 ＢｉｂｌｉｏＳｈｉｎｙ绘制国外不同研究主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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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发展态势二维图，测度各研究主题的发展程度

及其相互影响情况，推断未来研究发展方向。如

图７所示：密度代表单个主题研究成果间的联系
强度，密度越大，研究越成熟；中心度反映主题间

的联系强度，中心度越高，主题越靠近核心位置。

由此生成主题地图的４个象限：第Ⅰ象限为发展
成熟的核心主题，包括语言能力与理解、ＥＦＬ学习
者、词汇认知和记忆、学习动机、游戏化、反馈等，

其中，词汇记忆研究仍具发展潜力，阅读理解能

力、多媒体注释等展现良好发展态势；第Ⅱ象限为
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独立主题，如注意力、幼儿、

软件支持等，虽然活跃但当前不处于核心地位；第

Ⅲ象限为刚刚涌现或即将消失的边缘主题，发展
态势不佳，如设计、课堂等；第Ⅳ象限为基础主题，
在领域内重要但尚未充分发展，包括移动设备、口

语能力、理论框架等，其后期发展势头强劲。

图７　国外相关研究关键词主题地图

　　综合国内外研究主题演化可见，国内英语词
汇移动学习研究已拓展至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

学领域，强调词汇的深度加工和长期记忆效果。

未来研究将聚焦不同特性受试者、词汇深度、词汇

附带习得、游戏化或高科技应用程序、多模态移动

技术、课堂外真实语境等方面。国外研究逐渐转

向实时反馈、动态评量、多媒体注释、幼儿等领域，

研究者提倡借助阅读理解和听说训练促进词汇记

忆，提升交际能力。

３　结论与展望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和 ＢｉｂｌｉｏＳｈｉｎｙ的可视化分析结果

显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主题和发展趋势既有共

性也有特性，研究主题、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均展

现出发展潜力。

３．１　研究主题日趋多元
当前，二语词汇习得研究内容涵盖英语词汇

移动学习的理论模式、资源开发和实践应用，突出

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同时，关注教师的引导作用与

设计者的创新能力。然而，国内研究大多停留在

探索移动技术在词汇学习中的应用层面，缺乏对

教学中学习者具体语言行为的深入研究。评估是

英语教学的重要环节，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估体

系对实现移动学习目标至关重要［１２］。相比之下，

国外研究基于动态评量理论探讨教师行为。教师

可通过移动技术追踪学习进度，探测学习者的最

近发展区，并在互动过程中提供个性化反馈［１８］。

移动技术支持下的教育行为研究尤为重要，因此，

研究者应建立包括自我评估、同伴评估、形成性评

估、终结性评估、动态评量在内的评价体系，完善

对移动学习的评价性研究。此外：人工智能和

ＶＲ技术因其多模态虚拟环境、交互性、沉浸式等
优势被研究者引入词汇习得领域，使学习者能够

直观地理解和构建知识，从而提升词汇认知水

平［７］；Ｄｕｏｌｉｎｇｏ程序作为游戏化应用程序的代表，
通过奖励机制、成就排名等游戏元素吸引用户，激

励行动，解决问题［１９］。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学

习风格、城乡差异等因素对学习成效和态度的影

响。同时，ＶＲ技术在词汇学习中的应用尚处于
起步阶段，须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总之，应根据

６４



第１７卷 刘靖，等：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二语词汇习得中移动学习应用研究现状与展望

学习者的知识水平与使用特点制定个性化学习方

案，以“量体裁衣”式的内容设计为学习者提供独

特的学习体验［１７］。

３．２　研究视域不断拓展
移动技术与语言习得的融合呈现出个性化学

习、突破时空界限、以学生为主体、互动学习、情境

真实性等特征［８］。该研究领域从非正式学习理

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多模态认知理论、深度学

习理论、社会文化理论等多视角切入，深入剖析移

动学习和二语词汇习得的关系，研究主题涵盖接

收性与产出性知识、词汇深度、词汇附带习得等多

方面词汇知识。然而，国内研究多聚焦词汇表层

含义（如音、形、义、用等）的验证，仅有少量研究

探讨词汇深度习得。研究者应将词汇习得置于心

理词库中系统考量，聚焦二语心理词库组织模式

中词汇间的联结量，即词汇深度表征［１６］。国外研

究选题更为丰富，研究角度更具创新性，为后续研

究提供了新思路，如：探索任务型教学法、交际性

语言教学法等对英语词汇移动学习的影响；结合

电子阅读探究附带性词汇习得［２０］；分析词汇的多

媒体动态注释形式［２１］；比较书写与打字两种单词

记忆方法的优劣［２２］；等等。综上，国外研究对英

语词汇移动学习与语言技能的综合研究呈现均衡

发展态势，提倡结合探究式学习、协作式学习等，

培养学习者的思辨能力、创造力和协作能力。

３．３　研究方法不断更新
移动词汇学习领域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逐

渐发展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二语习得

过程复杂，需要不同研究方法互为补充。例如：学

习策略、学习动机等方面，主要采用定性研究和定

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即综合运用访谈法与问卷

调查法调查移动学习现状等，此外，少数研究者运

用观察法和行动研究法分析调查中凸显的问题。

未来可聚焦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与教，进一步探

索行动研究法，挖掘其新的研究价值。同时，通过

定量研究方法检验移动学习操作步骤对词汇学习

行为的影响。移动学习对英语词汇成效研究的相

关实验通常采用双组前后测设计，有时加入延时

后测以检验记忆效果。为提高实验科学性，交叉

实验逐渐兴起。研究方法趋向多元化与系统化，

且国外实验设计相对复杂，多变量实验设计居多，

实验过程科学严谨，具有较高可复制性；研究工具

和统计手段日益多样化，如 ＡＭＯＳ描述性统计、

结构方程模型、Ｎｖｉｖｏ质性分析等，未来可进一步
挖掘Ｒ语言、眼动追踪技术等新兴统计方法，使
研究更具科学性。

综上所述，国内外移动词汇学习研究领域已具

有一定广度和深度，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方面

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从研究方法来看：未来实证研

究将继续占据主流地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

合的方法将被更广泛采用，且研究工具将愈加先

进；行动研究、纵向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的应用逐

渐增多，日志、观察、有声思维等方法将被更多研究

者使用；定量研究将更多引入多变量设计和复杂的

多元方差分析等，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从研究内

容来看：未来研究将结合多种理论，如动态系统理

论、社会交互理论、双重编码理论等，对移动学习进

行多维度的深入剖析，并关注英语词汇移动学习的

长期效应。此外，词汇的产出性知识、口语词汇的

动态发展、词汇与语音意识的培养、电子阅读和写

作对词汇习得的影响、动态评量、评价反馈等内容

将获得更多关注。随着移动设备逐步迈入人工智

能时代，学习者、教师、设计者和研究人员须协同努

力，不断提升移动学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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