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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的国内语言测试研究现状分析

◆徐腊梅

(四川工商学院, 四川 眉山６２００００)

【摘要】文献计量分析(Bibliometricreview)作为新兴的二手文献研究方法,近年来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内获得了极大的

关注.然而,国内对于其相关介绍还十分稀少.本文应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国内语言测试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以

语言测试与评价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候选名单为具体研究样本,总结了委员会中研究者的区域背景、发表成果与项目研

究的主题.本文发现,国内过半的语言测试研究者群居在广东、北京和上海一带,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测试体系的开

发和量表相关研究,对于诊断反馈、能力构建和考试的社会性影响等也有大量关注.本文介绍的文献计量分析法可以

为研究者提供二手文献分析的新思路,也助于他们快速了解国内语言测试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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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语言测试研究现状分析背景

近年来，应用语言学界对研究综述(researchsynthesis)

的关 注 度 在 不 断 的 提 升。 国 际 知 名 SSCI期 刊 Applied

LinguisticsReview 在２０２３年１月发行了专刊，专门介绍了

研究综述的发展现状。 在专刊的５篇文章中，以Chongand

Plonsky(２０２３)的论文尤其突出，他们总结了研究综述的１１
种类型，并从研究内容、综述过程、文章结构和结果呈现四

个角度对这１１种类型的综述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价。 其中最

引人瞩目的是文献计量分析(Bibliometricreview)，它是指对

研究的引用数、作者的特质(数量，性别，语言和区域背

景)，文章的标题和关键词等内容进行数据分析的方法。 然

而，国内对于该方法的介绍与应用相对短缺。 因此，本文

选取语言测试与评价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候选名单为例，使用

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研究者的区域背景、发表成果和

研究项目，总结并概括了近年来国内语言测试的研究重心。

２　基于文献计量的国内语言测试研究现状分析方法

根据官网的介绍，语言测试与评价专业委员会(CACSEC

Associationfor Language Testingand Assessment， 简 称

CALTA)是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分支机构，该组织由从

事语言测试与评价研究者组成，主要致力于组织语言测评研

究相关活动。 为了更好地展开工作，该组织会每两年投票

选举理事会成员。 委员会候选名单上的研究者需要满足以

下一个条件：至少发表一篇CSSCI期刊或国际期刊；具有硕

士或博士研究生导师头衔；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一项以

上。 考虑到语言测试与评价专业委员会的权威性以及名单

上榜的要求，选择该名单做为分析对象具有典型性。 然

而，由于名单中的限制条件(最多两项发表的成果，最多一

个主持的项目)，该名单仅仅展示了语言测试研究者们最有

代表性的成果而非他们的全部研究。 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１日公示

的语言测试与评价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候选名单提名了７１名

候选人，该名单包括研究者姓名、所属院校、职称、近五年

发表的成果和主持的项目。

３　基于文献计量的国内语言测试研究现状分析结果

３．１　研究者的区域背景

经过数据统计发现，７１位语言测试研究者来自４９所高

校，其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最多(７人)，排名第二是北京语

言大学(４人)，并列第三的是华南师范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

学(均为３人)，其他院校的人数都不超过２人。 从省份区域

来看，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广东(１７人)，北京(１４人)，上海

(１１人)，其他的省份人数均不超过５人。 区域背景分析显

示过半的语言测试研究者呈现出群居态势，而且往往集中在

经济发达、资源充沛的区域，例如广东、北京和上海等地。

３．２　发表成果

３．２．１　成果数量和质量分析

候选名单中发表成果包含论文、专著和研究报告。 就

发表论文而言，研究者们报告了４８篇英文文献，其中SSCI
级别４３篇，ESCI级别２篇，普通期刊３篇。 国际期刊发表

的整体质量非常优秀，SSCI期刊的占比达到了８９．５８％，而

且均为一区和 二 区 的 高 质 量 期 刊。 其 中 最 受 青 睐 的 是

FrontiersinPsychology(６ 篇)，其 次 是 Assessing writing，

LanguageAssessmentQuarterly，StudiesinEducationalEvaluaＧ

tion，LanguageTesting(均为５篇)，再次是TheAsiaＧPacific

EducationResearcher和 ModernLanguageJournal(均 为 ３
篇)，其他的期刊数量不超过２篇。 近五年内国内研究者报

告发表了６５篇中文论文，其中核心４９篇，国家级８篇，省

级６篇，普刊２篇。 整体的发文质量也很优秀，核心占比

达到了７５．３８％，其中发文数最多的期刊为《外语界》(１２
篇)，其次为《外语教学》和《现代外语》(均为８篇)，再次



前卫理念

２０２３．３５　前卫　 １１　　　

为《语言教学与研究》和《中国考试》(均为４篇)，其余期

刊发文均不超过３篇。

此外，研究者们报告发行了专著共２１部，其中来自一

级出版社１５部，国际出版社１部，其他出版社２１部。 一级

出版社的比例达到了７１．４３％，但是国外出版社仅有１部，

出版专著的国际化程度不够高。 同时还发现，语言测试研

究者涉及的研究报告只有一项，为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资助的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结业“中医汉语

考试”首次考试分析报告。 因此，语言测试领域内研究报

告的撰写还有较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３．２．２　成果主题分析

通过统计各个主题的出现频率发现，第一梯队的研究主

题是测评体系开发和量表研究。 测评体系的开发主要分为

综合性研究、传统技能研究和应用技能研究三类。 综合性

研究涵盖面较广，比如中考命题、高考效度、大学英语测试

设计、四六级英语考试和托福雅思的效度对比，还有效度历

史等。 传统技能研究涵盖了听说读写四项技能，例如阅读

考试效度、听力考试设计、口语测试设计(例如口音对打分

的影响)、写作测试设计(例如写作者的声音)、综合阅读以及

读后续写等。 应用技能研究则更加偏重测试使用者对语言

的综合使用能力，例如语用能力、口译能力、笔译能力、手

语测评和内容语言融合测评等。 除了英语综合能力量表效

度研究外，本文发现语言测试研究者们对传统技能量表也做

了相关研究，例如阅读能力量表的研究中的阅读策略、口语

能力量表研究中的口语语言特质、英语写作能力量表研究中

的写作语言特质等。 发表的研究主题还包括应用技能的量

表研究，例如语用量表、口译量表、自评量表等。 此外研

究还包括量表的对接，比如四六级和量表对接、口语和写作

量表对接的效度。 但是对于听力量表的研究却没有发现。

第二梯队的研究主题包含诊断和反馈、能力构建、考试

的社会性影响以及动态评估。 诊断研究主要集中在阅读认

知诊断、听力诊断、写作诊断以及比较新颖的自适应性认知

诊断。 反馈研究主要集中在听力和写作的反馈，反馈的作

用和同伴反馈也有涉及。 然而，诊断和反馈研究主要集中

于阅读、听力和写作，对于口语的研究则没有发现。 能力

构建主要研究使用者的阅读能力素养和学术听力能力，也包

含了综合能力的构建，例如，测试素养、语用能力、法律翻

译能力、职业英语能力、批判思维的能力以及很新颖的数字

多维创作能力。 其中语言测试素养是一个研究的重点，得

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但主要集中在理论综述部分。 考

试的社会性影响研究主要包含考试的社会性研究，例如它的

历史、测试价值观、真实性、学科背景差异以及反拨作用。

其中反拨作用是一个热点趋势，主要研究考试对学生学习动

力、学习方法、学习过程和结果、考试准备以及对于教师教

学的影响。 动态评估也是最近新兴的研究热点，相关研究

主要涉及听力和口语的动态评估，也涉及考察语言使用者的

学术能力和元认知能力。

第三梯队的研究则更为零散，主要包含课堂内的评估，

例如以学习为导向的评估、同伴测评和语文课堂评价等，其

中还涉及了课堂参与评分，它的研究结果对课堂表现的评价

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信息技术在测试中的运用也日益凸

显，例如自动评分在翻译和写作考试中的运用、线上评估，

以及口语测试语料库研究等。 研究者们还研究了形成性评

价在实践中的困境和在翻译测试中的应用，以及表现性评价

的实践操作和自评工具等。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英语之

外，发表成果也涉及对外汉语和法语研究，研究的主题分布

与英语类似，也主要聚焦于汉语能力量表的开发、汉语考试

的设计(例如写作考试的设计和分析)，以及法语口语和教学

的评估。

３．３　研究项目

从项目数据统计中发现，７１位语言测试研究者在近五

年内立项共３９项，拥有项目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５４．９３％。

其中国家级别项目１５项，省部级２０项，市厅局级别项目３
项，其他级别项目１项。 尽管候选名单明确要求填写省部

级及以上项目，但仍有研究者填写了市厅局级别项目。

研究项目的主题也可以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涉及

的是测评体系的开发和量表研究。 测评体系的开发涉及面

比较广，主要包含的是综合能力的测评系统开发，例如外语

综合能力测评、沟通能力测评，以学习为导向的评价、表现

性评价、学术英语学习体系、义务教育试题研究、普高英语

课程评价、对外文化传播语言人才培养体系评价和STEAM
教育的课程评价等。 当然，研究者也涉及了传统技能的测

评，例如口语语音评估、读后续写、高考写作效度研究以及

阅读自评系统等。 最后，项目也研究了英语的应用能力，

例如英汉互译策略评价，交替传译策略能力评估。 可是研

究立项中关于量表相关的只有一项，开发的是青少年英语阅

读能力量表。

第二梯队的项目研究主题包含三个方面，分别是能力构

建、诊断和反馈以及考试的社会影响。 其中能力构建主要

聚焦传统技能，比如口语能力构建、英语写作过程、英语写

作的元认知能力、青少年的英语阅读能力等。 此外，能力

构建研究也包含了对语言测试者的测评素养研究。 关于诊

断和反馈研究主要涉及大数据成绩反馈、诊断评估与干预、

诊断测评与个性化反馈，其中，阅读认知诊断测试的开发和

设计是一个研究重点。 针对考试的社会性影响研究主要包

括语言测试公平性、考试价值和口语考试对教学的反拨

效应。

第三梯队的研究主题与测试相关性不高，例如翻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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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翻转课堂教学、来华留学政策研究、考试招生专项、高

校外语教师发展以及老年人互动能力评估。 和发表成果主

题类似，大部分项目都以英语为主，非英语项目十分稀缺。

其中，非英语语种的测试项目以对外汉语为主，且仅有三

项，分别是汉语水平考试效度、汉语水平快速测试以及中文

学习历时研究。

４　基于文献计量的国内语言测试研究现状分析结果讨论

对比发表成果和项目的研究主题发现，第一梯队和第二

梯队的研究主题大致相同，其中量表相关研究和测试体系开

发研究毫无疑问是近五年的研究热点。 但是，在项目研究

中关于量表的研究却十分稀少，这似乎意味着英语能力等级

量表(CSE)的开发已经进入尾声，而测试体系开发工作还在

继续。 第二梯队的研究主要涉及诊断反馈、能力构建和考

试的社会性影响方面。 在研究发表主题中，动态评估也是

很热的研究话题。 然而，对比第三梯队的研究，发表成果

和项目主题展示出巨大差别，发表成果聚焦更加细化的测试

主题，而且项目则更加发散，涉及众多非测试相关的主题。

这说明语言测试研究者的立项范围更加广泛，不限于语言测

试学的范畴。

通过研究对比，总结出一些未来的研究方向。 第一，

关于听力量表的相关研究在近五年内还是一个空白，需要更

多的关注。 第二，虽然诊断反馈的研究在国内逐渐得到了

关注，但是它往往聚焦的是阅读、听力和写作，对于口语的

诊断反馈研究还是很稀缺。 第三，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科技在语言测试中的地位将不断升高，然而，国内的相关研

究还是十分缺乏，形成的研究成果也不多。 第四，国内的

语言测试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英语，非英语语种的研究十分缺

乏，这一点也值得引起大家的关注。

５　结束语

本文采用了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语言测试与评价专业

委员会第二届候选名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语言测试研究者

的区域背景以及他们的发表成果和项目研究主题。 研究发

现，国内的研究群体主要集中在广东、北京和上海一带，研

究主题最主要集中于测试体系的开发和量表相关研究，对于

诊断反馈、能力构建和考试的社会性影响等也有大量的关

注。 本文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二手文献研究思

路，也有助于他们快速了解国内近些年的研究现状。

参考文献:

[１]肖杨田．中学英语教师测评素养自评量表开发与验证[D]．上海:上

海外国语大学,２０２０．

[２]张露露．我国教师测评素养研究述评[J]．中国考试,２０１８(０８):

６９Ｇ７３．

[３]肖杨田,何琼．英语国家语言教师测评素养量表:回顾与比较[J]．

外语测试与教学,２０２１(０２):３８Ｇ４９．

[４]周海晨,章成志,胡志刚,等．全文计量分析的实践与展望:理论、方

法与应用———２０２２全文本文献计量分析学术沙龙综述[J]．信息资

源管理学报,２０２３,１３(０２):１３５Ｇ１４２．

[５]张法 连,蒋 毓 婧．国 内 外 法 律 语 言 研 究 现 状 对 比 分 析 (１９９８—

２０２１)———基于可视化技术和文献计量分析方法[J]．当代修辞学,

２０２３(０２):２９Ｇ４２．

[６]徐新民,李艳莉．近十年国际成人教育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

基于三本国际成人教育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J]．

中国成人教育,２０２２(２４):３Ｇ８．

作者简介:

徐腊梅(１９９０－),女,汉族,辽宁丹东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外

语教学、外语测试、教师教育.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