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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 10年来，为顺应国家和社会对高层次、专家型中小

学英语教师的需求，英语教育硕士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英语

教育硕士培养质量问题也日益引起关注。目前，研究者主要

从培养模式、专业发展能力以及学位论文 3个方面对中国英

语教育硕士培养问题进行探讨。学位论文是教育硕士培养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总结性成果，深入分析学位论文质量对进一

步改进和完善教育硕士培养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1，2]。但目前

该领域基于数据的量化研究还较少，而已有的量化研究由于

没有使用先进的数据分析软件，对数据的挖掘深度不够。因

此，论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学位论文选题视角进一

步聚焦英语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问题，即采用科学计量学

研究方法，借助新兴的知识图谱绘制软件 COOC，对近 10年

英语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热点进行深度分析，以期为该阶

段英语教育硕士培养方向是否符合国家对专业硕士培养的

要求、紧跟国家教育改革步伐提供可靠的量化依据。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和工具

选题是学位论文写作的第一步，也是极其重要且具有

战略性意义的一步，体现着论文的研究方向、研究目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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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知识视野和创新意识，是评价论文写作质量以及研究

生培养质量的首要依据。因此，本文聚焦于 2009—2019年，

采用科学计量学研究方法，应用数理统计和先进的知识图谱

绘制软件 COOC，对该时间段英语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进

行基于高频词的统计和可视化分析，以探测近 10年英语教

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热点，揭示该阶段英语教育硕士培养取

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2.2  数据采集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知网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学位年度选择为 2009—2019年。由于题名是反映选题热点

的重要线索，因此研究者以题名为“英语”且题名为“教

学”或含“学习”为入口检索文献，然后对检索到的文献的

专业方向进一步核实，剔除教育管理等非英语教育硕士以及

语言学等学术型硕士的学位论文，最终得到符合要求的文献

12204篇，即 12169条题名，同时为捕捉到更有意义的关键

词，在进行数据分析时，笔者剔除了题名中含有的“研究”“探

究”“探索”等意义比较空泛的词汇。

3  结果与讨论

3.1  基于词频的论文选题热点分析结果及讨论

研究热点可以认为是在某个领域中学者共同关注的一

个或者多个话题，从字面上理解，其具有很强的时间特征 [3]。

对一段时间内文献题目中的高频词进行分析，可以探测该时

间段内某学科领域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热点。

图 1为 COOC软件在对词频统计分析基础上绘制出来

的近 10年英语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热点高频关键词可视

化词云图。

图 1  近 10年英语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热点高频词词云图

首先，从研究对象上看，就学段来说，高中和初中是研

究热点，“小学”虽然也出现在词云图中，但出现频次明显

少于前两者。吴欣在对小学英语开展现状调查时发现，小学

英语平均课时为 2.84小时，有的学校则仅有 1个课时，有

些地方对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还缺乏认识，

英语课仅是一种摆设 [4]。同时依据《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

标准》（2017版 )对小学英语课程目标的描述，小学作为英

语学习的起始阶段，更加关注学生积极的英语学习态度和良

好的英语学习习惯的培养，因此知识、技能要求较低，学习

内容比较简单，这使许多研究生认为可供选择的课题较少。

其次，从研究类型上看，近 10年英语教育硕士学位论

文开展最多的是应用性研究，即应用相关学科领域基础研究

成果，如互动理论、任务型教学模式等，来解决英语教学中

的各种实际问题。开展较多的还有调查研究，即通过对某一

现象调查，了解中国英语教学真实现状，发现问题，并提出

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这两类研究都是以教学实践和教学

现状为驱动的研究，它们的广泛开展表明近 10年英语教育

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符合《若干意见》中对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的要求，即“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

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采用调研报告、应用基础研

究”。这体现了各培养单位已明确英语教育硕士以实践、应

用为研究取向的培养目标。

最后，从研究内容上看，近 10年英语教育硕士学位论

文选题热点主要有教学、写作、阅读教学和学习 4个方面。

外语教学研究不仅涉及有效的教，还涉及有效的学，因此教

学和学习都成为英语教育硕士探究的热点内容；而对于语言

能力，教育硕士对写作和阅读的关注度远高于听力、口语。

这一方面是因为较之于听力和口语，中国英语阅读和写作教

学研究开展早，文献基础扎实，且数据易采集，另一方面则

与聚焦的学段有关系。

3.2  基于高频词共现关系的论文选题热点分析

挖掘高频词共现关系有助于进一步探究该学科领域研

究主题和研究方向。依据前人研究，高频词共现关系可以表

现为两类：一类是一对高频词在多个文献中共同出现的频

次，共现频次越高，关系越紧密；另一类则是某一高频词与

其他多个高频词在多个文献中共同出现的频次，共现频次越

高，该词在整个共现网络中的影响力就越大。这两类关系都

能有助于深入揭示某段时间内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议题，并对

议题进行聚类分析。

图 2为 COOC软件绘制的近 10年英语教育硕士学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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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热点高频词共现知识图谱，同时该软件还提供了与图谱相

对应的共现矩阵。在该图谱中，处于网络中心位置、与其他

词汇连线较多的词汇在网络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研究者关注

的热点，而两个关键词之间连线的粗细代表高频词之间的共

现频次的高低，连线越粗，两个词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同时

从该图谱中，还可以看到有些词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主题

范畴。

图 2  近 10 年英语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热点高频词共现

知识图谱

依据图 2，笔者发现有些词汇，如“影响”“策略”，虽

然没出现在前面提及的高频关键词里，但与其他词汇连线较

多，共现频次较高，说明了探究相关因素对英语教学的影响

效应以及策略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亦是近十年英语教育硕

士选题的热点。笔者进一步考察了与“影响”有高度共现关

系的词汇，发现“反馈”（69次 )、“策略”（46次 )、“任务”（37

次 )、“学习动机”（37次 )、“焦虑”（31次 )5个指向影响因

素的词汇与“影响”有较高共现频次，表明在影响英语学习

的多种因素中，英语教育硕士对这 5个因素的研究兴趣较高。

这一方面是受到当前各国二语习得研究趋势的影响，即关注

教师中介、任务、学习者个体因素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另

一方面则是顺应新课标对培养中小学生英语运用能力、自主

学习能力以及尊重学生个体特点的要求。而在与“策略”有

高度共现关系的词汇里，笔者发现“元认知”与“策略”有

较高共现频次（147次 )，也就是说，出现在同一个题目中

的次数较多。元认知与策略联系密切，这反映教育硕士对学

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关注，但影响英语学习的策略不只有

元认知策略一种，因此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策略研究的重

复性。

3.3  基于聚类分析的论文选题热点分析

对高频词进行聚类分析就是在共现分析的基础上，以

共现频次为分析对象，利用聚类的统计方法，把众多分析对

象之间错综复杂的共现网状关系简化为数目较少的若干类

群之间的关系并直观地表示出来的聚类的过程 [5]。因此采用

聚类分析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对一段时间内学科领域的研

究热点进行范畴化。笔者通过 COOC软件中的聚类分析方

法对高频词进行了处理，结果如图 2所示，所得平均聚类系

数为 0.947，说明共现网络中相邻词聚集成类的程度高。

从图 2中可以看到近 10年英语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

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范畴：

①基于理论的语言技能和语言知识教学的应用性研究

对于中小学来说，英语教学三维目标首先表现为知识和技能

目标，因此应用先进的语言学、教育学等相关理论，探究有

效的知识和技能教学模式成为近 10年英语教育硕士学位论

文选题最大热点。由图 2可知，目前该范畴研究主要聚焦于

中学阶段，特别是高中，聚焦的语言技能主要为阅读、写作，

语言知识则为词汇和语法。为进一步探究英语教育硕士关注

的理论热点，笔者对题名中与理论共现的词汇进行了考察。

笔者发现，图式理论出现频次最高（228次 )，其次是多元

智能理论（102次 )、语境理论（96次 )、衔接理论（57次 )、

支架理论（52次 )和输入理论（34次 )。教育部在《关于设

置和试办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报告》中曾指出“对论文的评

价着重于考查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和知识解决学科教学

或教育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上述理论的应用体现了英语

教育硕士运用所学理论解决英语教学问题的意识，但参照近

10年外语教学研究热点，这些理论多缺乏前沿性，且理论

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创新程度也不足，重复研究现象突出。

②任务教学法的应用性研究及应用现状的调查研究，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任务教学法随着其理论体系的不断完

善，逐渐成为各国最受关注的外语教学范式 [6，7]，同时高中

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新课程标准也明确提出使用任务教学法

提升学生“用语言做事情”的能力。基于这两大背景，任务

教学法成为英语教育硕士热衷探究的教学模式。探究的范式

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教学实验，验证基于任务的英语教学

设计能否解决英语基础教育阶段“学用分离”的问题；二是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考察当前任务教学法实施的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

③英语学习自主性研究，英语新课程标准不仅对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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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提出了明确要求，而且在如何学方面也明确指出：加强对

学生英语学习策略指导，培养学生英语学习自主性，为终身

学习奠定基础。因此，从学生视角开展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与

英语学习自主性培养相关的话题，主要有学习策略使用现状

调查研究及学习策略应用性研究、合作学习等自主学习模式

应用性研究、自主能力培养实证研究等。

④相关因素影响效应实证研究，该研究范畴主要基于

教育学、心理语言学、二语习得等领域研究成果，以中小学

英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考察与二语学习相关的多

种因素的影响效应，发现导致学习者英语习得费时低效的原

因并提出相关建议或对策。考察的因素主要涉及两个维度：

学习者个体因素，如学习策略、学习动机，以及教师教学介

入，如任务设计、教师反馈。

4  对近 10 年英语教育硕士选题热点的反思

对近 10年英语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热点的分析表明

该阶段英语教育硕士选题符合国家对教育硕士专业培养的

要求，主要表现为聚焦基础阶段英语教学，侧重开展解决教

学实际问题的应用型研究而非基础性研究，能结合教育学、

心理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并采用科学的实证研究方

法来探究问题解决路径。但同时从该阶段选题热点中，笔者

也发现英语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明显不足。首先，论

文选题创新性低，存在较严重的机械照搬、复制他人研究现

象。如上面提到对学习策略的研究过度聚焦于元认知策略，

而基于理论的英语教学应用性研究则反复应用某几个理论，

且关注的问题大同小异，如应用图式理论解决中学生阅读能

力薄弱的问题，用语境理论解决词汇教学脱离语境的现状。

其次，论文选题缺乏前沿性、挑战性。如对理论在英语教学

中的应用性研究，一方面没有吸纳外语教学研究领域最新

理论成果，另一方面没有开拓出新的研究视角，还是局限于

传统的读写能力培养和词汇、语法知识的习得，没有真正走

进中小学英语课堂，深入了解在新课改背景下中小学英语教

学制定了哪些新目标，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出现了哪些新问

题。最后，选题过度集中于中学，特别是高中阶段对小学

英语教学关注度不够。二语习得研究表明，小学开设外语

的最大好处就是充分利用儿童的可塑性和易于学好发音的

优势，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心态和兴趣，为深入学好外语奠

定基础 [8]。那么如何开设外语课来充分发挥小学生优势应是

外语教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针对以上不足，笔者认为培养单位需从以下两个方面改

进英语教学硕士培养方式。一方面，实施学科基础课程和前

沿课程并重的课程设置模式，提升学生选题的创新性和开拓

性。较之于学科基础课程，学科前沿课程即有系统的理论基

础知识，又涉及该学科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发展动向及存在的争议，因此开设英语学科教学前沿课程，

可以在提升学生理论素养的同时，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为选择合适的学位论文研究方向提

供重要的知识与技能储备，从而改变不断复制前人研究的

现象 [9]。另一方面，增强与中小学联系，建立以校内外教师

理论与实践协同指导为路径，以学生观课—授课—阅读文

献—批判性反思—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论文

写作为流程的教学模式，集课程学习、教学实践、课题研

究一体化，促使学生真正立足于中小学英语教学实践，用“专

家型教师”的学术敏感力寻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契合点，

用前沿性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探究提升中小学英语教学质

量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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