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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信息计量学中的可视化分析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以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
据库中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国际期刊论文中二语习得视域下工作记忆研究文献的时
间分布、共被引、文献突变关键词聚类、关键词历明变化等要素进行分析，发现：

从时间来看，近１０年来相关研究呈上升趋势，工作记忆对二语习得的重要性日
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从共被引文献来看，Ａ．Ｄ．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Ｍ．Ｄａｎｅｍａｎ、Ａ．Ｍｉｙ
ａｋｅ等在核心文献中贡献突出；从文献突变来看，Ｍ．Ｔ．Ｕｌｌｍａｎ（２００４）、Ｊ．Ｒ．Ｓａｆｆ
ｒａｎ（１９９６）等所著文献具有较高的突变度，这表明这些文献在相应的时间区间
内对工作记忆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从研究热点看，国际期刊论文中二语习得

视域下的工作记忆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作记忆容量与各组成部分对二语习得的

作用，涉及语音意识、词汇习得、句子加工、语篇写作系统、二语习得反馈、纠错

等方面，语言学能也成为了二语习得中的重要研究领域。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

脑成像技术、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和机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等一些精密的仪器

和手段来测量工作记忆对学习者二语习得的影响，综合利用现代先进的脑科学

技术和研究手段，以促进二语习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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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记忆是一种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贮

存的容量有限的记忆系统。自 Ａ．Ｄ．Ｂａｄｄｅｌｅｙ

等［１］提出“工作记忆”这一概念以来，引起了研

究者的广泛关注。大量研究证明，工作记忆对

人们的学习、记忆、思维等高级认知活动都起着

重要作用，能保持任务相关信息在一定时间内

处于高度激活与可提取状态。工作记忆研究最

早是认知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学家所关注的焦

点。随着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与心理学等学科

的不断发展，二语习得研究也从语言学延伸到

神经科学和信息处理等多个领域和学科［２］。记

忆在语言习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言语行为

和言语学习的核心。当大脑接收信息时，有三

类记忆在起作用：感觉记忆、工作记忆与长时记

忆［３］。感觉记录器将接收到的信息以电化冲动

的形式传入大脑供工作记忆加工；工作记忆具

有储存和加工两种功能，是知觉、长时记忆及其

活动之间的接口，从而支持了人类的思维活动

过程［４］；长时记忆则系统储存知识。工作记忆

通过大脑中所储存的信息，可促进复杂的认知

活动，如学习、理解和推理等［５］。

工作记忆在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正在成为

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当前有关二语习得的实证

研究多使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从

心理语言学角度探讨工作记忆对语言输入、理

解和输出的作用，指出工作记忆对不同二语范

畴的习得与发展，以及二语技能学习都发挥着

重要作用，对二语技能尤其是复杂认知技能如

听、说、读、写都有影响，并且有抑制来自母语干

扰的作用［６］。Ａ．Ｄ．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７］认为，语音工作

记忆不仅影响母语学习，也有助于二语学习；学

习者的工作记忆与二语习得的关系研究被认为

是“语言学研究中最有前景的研究方向之

一”［８］。最近，Ａ．Ｄ．Ｂａｄｄｅｌｅｙ等［９］指出，认知心

理学界的工作记忆理论今后需结合二语习得的

特点来进行扩展和补充，两者的理论整合工作

亟待提升。随着一些专家学者不断尝试运用新

的视角、对新的领域进行述评，大量关于工作记

忆研究文献的不断涌现。例如，吴潜龙［１０］从语

言与思维之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二语习得中出现

的问题；温植胜等［１１］在认知心理学和语言习得

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工作记忆视角下“语音／执

行”二语习得研究理论模型；陈士法等［１２］研究

了我国外语界工作记忆与二语习得之关系；马

拯［１３］评述了工作记忆研究的理论模型、测量工

具和研究成果。然而以往研究多采用传统的描

述性统计分析法，本文拟借助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文献

可视化软件，运用引文分析的方法，利用客观数

据对国际期刊中二语习得视域下工作记忆研究

文献的时间分布、共被引、文献突变、关键词聚

类、关键词历时变化等要素进行分析，以更加形

象直观地呈现二语习得视域下工作记忆的研究

热点，并对当前工作记忆研究的发展做出客观

全面的梳理，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

和借鉴。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

采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科学计量学分析工具来系统

梳理二语习得视域下的工作记忆研究现状，文

献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３日，检索主题词

为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

ｔｉｏｎ。经过二次检索排除其他不相关文献，最终

得到２２５个文献记录。我们通过对由检索得到

的数据进行文献共被引、文献突变、关键词聚类

分析，并按年份进行归类，绘制出工作记忆国际

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以对图谱进行解读和分

析。检索到的这１０年相关文献每年发表工作

记忆研究论文情况，具体见图１。

由图１可见，在２１世纪初，有关工作记忆

的研究国际上成果较少，未得到研究者的充分

关注。然而，近年来随着工作记忆研究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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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和应用的推广，工作记忆研究日益受

到研究者的重视，研究成果呈不断上升趋势。

　　二、数据分析

１．工作记忆研究共被引文献分析

文献共被引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在工作

记忆研究领域的发展演变历程中起关键作用的

文献，文献共被引图谱可以追根溯源、形象直观

地展示工作记忆研究的发展轨迹。运用可视化

软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对２２５篇论文进行文献共被

图１　工作记忆研究论文发表数量与时间分布图

引分析，绘制文献共被引图谱（见图２），其中

聚类值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Ｑ）为０．７２０４，聚类内部相

似度指标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Ｓ）值为０．８４９７，这说明

聚类内节点联系比较紧密，聚类内节点的主题

具有较强关联性。图谱中１个节点代表１篇

文献，“年轮”（节点向外扩展的不同颜色圆

圈）代表此文献在不同年份被引用的频次，从

里到外，“年轮”对应的时间分区由远而近。

圆圈厚度与被引频次相关，两个节点之间的连

线粗细代表着文献共被引关系的强弱。节点

之间连线的不同颜色，分别对应首次被引用时

间。知识图谱中关键点的圆圈大小、“年轮”

疏密、连线粗细等形象地展示了工作记忆国

际研究状况和研究趋势。节点中外圈呈紫

色的“年轮”代表文献在该领域具有重要意

义，最外围的紫色“年轮”越厚，说明该文献

越具有产生革新性影响的潜质［１４］。图谱显示

图２　工作记忆共被文献引知识图谱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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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１９９８）、Ｍ．Ｄａｎｅｍａｎ（１９８０）、Ａ．

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２００３）、Ａ．Ｍｉｙａｋｅ（１９９８）、Ｎ．Ｔｏｋｏｗｉｃｚ

（２００５）等作者的文章在该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是该领域具有标志意义的“拐点”［１５］。从图谱

中圆圈“年轮”大小可以看出，共被引文献依次

有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１９９８）、Ｍ．Ｄａｎｅｍａｎ（１９８０）、Ｍ．

Ａ．Ｊｕｓｔ（１９９２）、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２００３）、Ｍ．Ｔ．Ｕｌｌｍａｎ

（２００４）等研究者的论文。另外，图谱中连线的

粗细显示，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１９９８）、Ｍ．Ｄａｎｅｍａｎ

（１９８０）、Ａ．Ｍｉｙａｋｅ（１９９８）等作者所著文献都

有着很强的共被引关系。

被引频次是同行认知的一种形式，反映学

术群体对学者的信赖和认可程度，同时也体现

学者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和影响［１６］。通过文献

共被引知识图谱向前可以追溯文献根源，向后

可以追踪发展［１６］。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可视化软

件，对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按照文献的被引次

数进行排序的情况见表１。

通过分析发现，共被引文献主要是对工作

记忆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框架、语音短时记忆与

工作记忆容量之间的关系、语音短时记忆与工

作记忆对于二语学习者学习词汇的作用，以及

工作记忆对二语学习者听说读写与英语语言运

用能力影响的研究等。由表１可见，共被引次

数排名第１位的是 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等作者（１９９８）

的一篇文献，该文章通过对正常成人和儿童，以

及神经心理疾病患者和特殊发展人群的研究，

发现语音环在学习具有异常语音形式的新词时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被引次数列第 ２、第 ３

位的分别是 Ｍ．Ｄａｎｅｍａｎ（１９８０）和 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

（１９８６）所著文献。Ｍ．Ｄａｎｅｍａｎ等［１７］通过实验

发现阅读理解的个体差异可反映出工作记忆容

量的差别，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协调加工和储存

功能方面。Ａ．Ｄ．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１９８６）阐述了短时

记忆的研究现状，构建出工作记忆的特殊模型，

即视觉空间模板、语音环和中央执行系统，并全

面阐述了各个系统的不同功能和作用。被引次

数列第４位的是Ａ．Ｍｉｙａｋｅ等作者（１９９８）［１８］所

著文献。该文提出工作记忆的容量差异会对二

语习得过程产生影响，并通过阅读广度实验发

现母语和二语能力与母语和二语的工作记忆有

关。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１９９２）［１９］所著文献的被引次数

列第５位。该文通过非词复述和非词抄写，以

及比较句法语义结构预测英语学习能力的实

验，发现在工作记忆中记忆陌生语音材料的能

力是 外 语 新 词 学 习 的 基 础。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

（２００３）［２０］所著文献名列第６位。该文研究了

工作记忆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详细说明了工作

记忆的组成，以及各子系统的功能。被引次数

列第７位的是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２００７）［２１］所著文献。

该文介绍了工作记忆的相关概念，把工作记忆

引入更为广阔的情境中进行研究，以发现工作

记忆与社会行为、情感、意识直觉和行为控制的

关系。这种尝试也引出了一些关于意识的经典

哲学问题和关于自由意识的研究。被引次数列

第８位的是Ｈ．Ｃｈｅｕｎｇ（１９９６）［２２］所著文献。该

文发现语音记忆在二语词汇习得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并与学习者的语言知识相互作用。被引

次数列第９位的是 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２０００）［２３］所著

文献。该文在原工作记忆模型基础上增加了第

四个系统即情节缓冲器，从而扩展了工作记忆

模型的适应性。被引次数列第 １０位的是 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１９９５）等所著文献［２４］。该文通过非词

复述的精确度实验，得出语音短时记忆与外语

词汇习得有着密切关系的结论。

工作记忆研究突变文献的时间线图谱见图

３。所谓“突变”，是指一个变量的值在短期内

发生了很大变化，被引次数突变表示文献在某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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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段内引用量迅速增加，图中深色线框代

表突变发生变化的时间区间。由图３可见，Ｍ．

Ｔ．Ｕｌｌｍａｎ（２００４）、Ｊ．Ｒ．Ｓａｆｆｒａｎ（１９９６）等作者所

著的文献具有较高的突变度，表明这些文献在

相应的时间区间内对工作记忆的研究起到了重

要作用。Ｍ．Ｔ．Ｕｌｌｍａｎ（２００４）［２５］用实验验证了

陈述性和程序性记忆模型等理论，为心理词汇

和心理语法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Ｊ．

Ｒ．Ｓａｆｆｒａｎ（１９９６）研究发现，一个８个月大的婴

儿可以根据相邻语音之间的关系把单词从流利

的语言中分割开，从而实现语言习得；Ｃ．Ｍ．

Ｗｅｂｅｒｆｏｘ（１９９６）运用ＥＲＰｓ和行为反应法对６１

位汉英双语成年人进行测试，发现与语言相关

的神经系统会随成熟期的变化受到限制，专门

加工语言的神经子系统也显示出不同的敏感期。

另外，从图谱中也可以看出，Ｈ．Ｃｌａｈｓｅｎ（２００６）
表１　工作记忆研究文献共被引列表（按被引次数排序）

排序
被引

次数
中心性 作者 文献篇名

文献来源期刊／
出版社名称

年份

１ ４２ ０．３３
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
Ｓ．Ｇａｔｈｅｒｃｏｌｅ

Ｔｈｅ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ｏｏｐａｓ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８

２ ３９ ０．４３ Ｍ．Ｄａｎｅｍ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ａ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ｅｒｂ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Ｖｅｒｂ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９８０

３ ３１ ０．１７ 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４ ３０ ０．１８
Ａ．Ｍｉｙａｋｅ，Ｐ．Ｆ．Ｎａｏｍｉ，
Ｆ．Ｈ．Ａｌｉｃｅ，ｅｔ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ａ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ｐｔｉｔｕｄ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１９９８

５ ３０ ０．３３ 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２

６ ２７ ０．１１ 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ｄｅｒｓ ２００３

７ ２７ ０．２２ 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８ ２５ ０．０６ Ｈ．Ｃｈｅｕｎｇ
Ｎｏｎｗｏｒｄｓｐａｎａｓａｕｎｉｑｕ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６

９ ２５ ０．０４ 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 Ｔｈｅｅｐｉｓｏｄｉｃｂｕｆｆｅｒ：ａｎｅｗ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０

１０ ２４ ０．０２
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Ｋｏｈｏｎｅｎ

Ｉ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ｍｏｒｙ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ｂｙ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９５

图３　工作记忆研究突变文献时间线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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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在相应的时间内也发生了突变，被

引用次数显著增加，对工作记忆研究发挥着重

要作用。

２．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反

映文章的主题，相同的关键词在不同文章中的

重复出现就可以被视为研究热点［２６］。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国际期刊论文中工作记忆研究的

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我们绘制出工作记忆

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见图４。图谱中１个节

点代表１个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

现的频次高低，连线的粗细反映关键词之间共

现关系的强弱。关键词的出现频次排序情况见

表２。

图４和表２显示工作记忆研究的关键词有

工作记忆、习得、个体差异、短时记忆、语言、英

语、儿童、理解、双语、外语、知识、语音记忆、记

忆、二语习得、语音意识、双语儿童、非言词复

述、核磁共振、语法、大脑等，与这些词相关的内

容成为近年来工作记忆研究关注的焦点。图４

中连线的疏密程度、实线与虚线以及“年轮”色

彩的厚度反映出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度。基于关

键词图谱和表格可以看出，工作记忆与二语习

得的理论整合联系密切，但仍处于萌芽阶段；工

作记忆对于二语学习过程牵涉到的认知技能如

听、说、读、写都有影响，研究者主要研究工作记

忆与二语学习中的词汇、语法等方面的联系；从

关键词中可以发现工作记忆与二语习得之间关

系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应用语言学家的重视，对

工作记忆和短时记忆之间联系的研究也在加

强；语音工作记忆和中央执行器对二语学习的

影响也引起一些专家的关注；利用数字广度、非

词复述等方法测试语音工作记忆的广度，利用阅

读广度、运算广度等方法测试工作记忆的复杂记

忆广度已成为工作记忆研究一种新的方法，机能

性核磁共振成像（ＦＭＲＩ）技术的应用已成为现代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一种流行范式。在关键词图

谱中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ｐａｎｉｓ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ｒｅｎｃｈ、Ｇｅｒｍａｎ等也

图４　工作记忆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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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工作记忆研究关键词列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１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工作记忆） １５３ ０．１７
２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习得） ６８ ０．２３
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个体差异） ６０ ０．４４
４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短时记忆） ５０ ０．３４
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语言） ４８ ０．３２
６ Ｅｎｇｌｉｓｈ（英语） ３０ ０．１７
７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儿童） ２２ ０．２７
８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理解） １９ ０．０５
９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ｓｍ（双语） １９ ０．１１
１０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外语） １７ ０．０８
１１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知识） １５ ０．１２
１２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ｍｏｒｙ（语音记忆） １５ ０．０３
１３ ｍｅｍｏｒｙ（记忆） １５ ０．０５
１４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二语习得） １４ ０．０８
１５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语音意识） １３ ０．０５
１６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双语儿童） １３ ０．１０
１７ ｎｏｎｗｏｒｄ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非言词复述） １２ ０．０４
１８ ＦＭＲＩ（核磁共振） １２ ０．１３
１９ ｇｒａｍｍａｒ（语法） １２ ０．１０
２０ ｂｒａｉｎ（大脑） １２ ０．１２

成为关键词，Ｅｎｇｌｉｓｈ的被引频次最高，Ｓｐａｎｉｓｈ

也逐渐活跃，这说明工作记忆的语言研究对象

比较广泛。探讨工作记忆的主要成分与母语习

得不同层面间的关系、语音工作记忆在语言习

得中的作用、学习者在执行控制之间存在的个

体差异，以及对语言理解加工的影响等，已成为

认知心理学家研究的热点。

此外，为了更清楚地呈现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工
作记忆国际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我们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视化软件对关键词按其年份进行
归类，结果见表３。

由表３可见，研究者主要关注工作记忆对
语音意识、词汇习得、句法加工与语篇写作的影

响。同时工作记忆对二语习得中的元语言知

识、语言障碍者、习得反馈、纠错与儿童习得者

之关系的研究等，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研究者对于学习者非言语智力和行为也进行了

探索，语言学能及其相关因素也成为二语习得

中的重要研究领域。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地采

用脑成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事件相关电位技

术，以探讨大脑功能与工作记忆对二语习得的

影响。

　　三、结论

本文运用信息计量学中的可视化分析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主要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国际期刊论

文中二语习得领域有关工作记忆研究文献的时

间分布、共被引、文献突变关键词聚类、关键词

历史变化等要素进行了分析。研究数据表明，

近１０年工作记忆研究数量呈上升趋势，在很大

程度上加大了工作记忆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重

要性。从研究者方面看，Ａ．Ｂａｄｄｅｌｅｙ、Ｍ．Ｄａｎｅ

ｍａｎ、Ａ．Ｍｉｙａｋｅ等在核心文献中贡献突出。在

研究内容上，国际期刊论文中二语习得视域下

的工作记忆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作记忆容量与各

组成部分对二语习得的作用，涉及语音意识、词

汇习得、句子加工、语篇写作系统、二语习得反

馈、纠错等方面，语言学能也成为了二语习得中

的重要研究领域；工作记忆的个体差异对二语习

得的影响，特别是工作记忆差异对阅读理解的作

用也是研究热点。同时，工作记忆研究对特殊学

习者日益关注，当前国际上也开始从脑白质完整

性、言语运动控制、特殊性语言障碍（如对儿童多

动症和儿童孤独症的研究），以及其他认知神经

机制等方面对工作记忆进行研究。

国际上对于工作记忆的研究不仅从理论框

架和研究视角上进行了创新，而且其研究范式、

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对国内工作记忆研究也具

有借鉴意义。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脑成像技

术、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和机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技术等一些精密的仪器和手段来测量工作记忆

对二语习得学习者的影响，综合利用现代先进

的脑科学技术和研究手段为促进学习者二语习

得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有效的途径。

本文对国际关于工作记忆的研究热点进行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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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国际期刊论文中二词习得视域下工作记忆研究热点的历时变化情况（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份 研究热点１ 研究热点２ 研究热点３ 研究热点４ 研究热点５
２００６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ｐ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ＦＭ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ｒａｉｎ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０７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 ＦＭＲＩ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ｎｏｎｖｅｒｂａｌＩＱ ｍｅｔ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ｎｔａｌ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２０１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ｏｒｍａ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ｎｏｎｗｏｒｄ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ｎｏｎｖｅｒｂ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ｐｈｏｎｅｍ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ｌｅｖｅ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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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视化分析，涉及的国内研究动态较少，今后

可将国际与国内有关工作记忆研究的差异进行

比较研究，以充分把握工作记忆研究的前沿和

动态。此外，未来应不断对工作记忆和二语习

得研究的理论框架、实验工具和研究手段进行

整合和创新，以促进二语习得的研究发展与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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