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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国外语言障碍者社会交往的研究进展：基于CiteSpace的
可视化分析*

魏寿洪1 李文冉1，2

社会交往是适应社会、完善自身性格、提升生存质量的

重要途径。语言障碍者因发音器官器质性病变、中枢神经系

统紊乱等多种因素导致其发生构音、发音障碍，词汇和话语

理解存在偏差，语言表达欠妥当，沟通技能薄弱[1]，这些缺陷

限制了语言障碍者参与社会交往的范围，影响了其人际沟通

的质量。因此，关注语言障碍者的社会交往情况、改善他们

的社交能力已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研究主题。

国外对语言障碍者社会交往的关注度较高且已取得丰

硕的研究成果。而目前我国对语言障碍的研究多集中于对

其病理机制、治疗模式、康复护理方式等方面的分析，对其社

会沟通能力的研究较缺乏，因此，本研究使用CiteSpace对国

外近二十年来语言障碍者社会交往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整

理，详细分析了语言障碍者社会交往的研究现状、热点主题

及研究前沿，以期为我国开展语言障碍社会交往相关的研究

与实践提供借鉴与启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检索策略

数据来源：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的核心合集。

检索策略：本研究采用布尔逻辑式检索式，TS=(Speech

and language disorders OR language impairment OR

Speech and language barrier) AND TS=(Social communica-

tion OR Social skill OR Social participation)。检索年限设

置为2000—2020年，语种选择英语。共检索到文献1621篇。

对于检索到的文献，通过阅读标题、浏览摘要对文献进行手动

筛选。文献纳入标准：①文献研究对象必须为语言障碍者；②
文献主题必须与社会交往相关；③纳入文献均为英文文献。

文献排除标准：①排除与医学、特殊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关

联不大的文章；②排除仅简单提及语言障碍者社会交往但并

未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通过筛选共得到文献259篇。

1.2 研究方法

将筛选出的 259篇文献以全记录纯文本的格式导出至

CiteSpace，点击“Remove Duplicates”进行去重，主题词来源

默认全部，Time Slicing设置为2000至2020，Years Per Slice

设置为1，关联强度选择系统默认，阈值设置选择Top N。分

别以作者、国家-机构、学科为节点绘制合作关系谱图；以关

键词、被引文献为节点绘制关键词共现图和文献共被引图，

并进一步绘制关键词聚类视图和被引文献突现图用以分析

研究热点和前沿。

2 结果分析

2.1 发文量

从 2004年开始，每年发文量都在 10篇以上，在 2016年

达到一个顶峰28篇，2017年略有回落但此后又逐步增长，这

期间虽然趋势图呈现一种波动状态，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也表明这一研究主题正日益吸引研究者们的注意。见图1。

2.2 作者

选择“Author”为节点类型，在CiteSpace中得到作者合作

关系图谱，见图2。该图谱共有640个节点，1063条连线。发

文频次≥5 的作者共有 8 位，按排名前后依次为 Adams C

(10)，Lockton E(9)，Fujiki M(7)，Brinton B(7)，Durkin K(6)，

Conti-Ramsden G(6)，Freed J(5)，Mcleod S(5)。由该图谱可

知，不少研究者之间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其中最高产

且影响力较大的研究者为Adams C，他与Lockton E、Freed

J、Gaile J等研究者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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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发文量年度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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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家/机构

选择“Institution”“Country”为节点类型，在CiteSpace中

得到国家/机构合作关系图谱，见图3。该图谱共有266个节

点，566条连线。发文频次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为美国(105)、

英国(66)、澳大利亚(31)、加拿大(12)、苏格兰(11)。中心性排

名前5的国家依次为美国(0.52)、英国(0.46)、澳大利亚(0.20)、

瑞典(0.18)、荷兰(0.12)。发文频次排名前 5的机构依次为曼

彻斯特大学(19)、杨百翰大学(1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9)、

多伦多大学(9)、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8)。中心性排名前5的

机构依次为查尔斯斯图尔特大学(0.14)、昆士兰大学(0.14)、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0.12)、伦敦城市大学(0.10)、多伦多大

学(0.08)。可见，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是较高产的国家，位于

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及位于美国的杨百翰大学、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是较高产的研究机构，由此也反映出美、英两国对

这一研究主题的高度关注。

2.4 学科

选择“Category”为节点类型，在CiteSpace中得到学科分

类关系图谱，见图4。该图谱共有42个节点，172条连线。发

文频次排名前 5的学科依次为康复学(204)、语言学(180)、听

力言语病理学(160)、教育研究(53)、特殊教育(42)，中心性排

名前 5 的学科依次为心理学(0.36)、康复学(0.25)、教育研究

(0.24)、语言学(0.15)、神经病学(0.13)。可见，语言障碍者社

交技能的干预及康复需要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各学科之

间相互支持、通力合作。

3 热点主题

选择“Keyword”为节点类型，在CiteSpace中得到关键词

共现图谱，见图5。该图谱共有418个节点，1670条连线。出

现频次排名前 5的关键词依次为语言障碍(language impair-

ment)(113)、儿童(children)(57)、沟通(com-

munication)(46)、语言(language)(42)、障碍

(disorder)(41)。中心性排名前5的关键词

依次为语言 (language) (0.17)、沟通 (com-

munication) (0.15)、行为 (behavior) (0.12)、

儿童 (children) (0.10)、干预 (intervention)

(0.10)。

研究热点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有内

在联系的、数量较多的一组论文所探讨的

研究问题或专题 [2]。利用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在关键词共现(图5)的基础上绘

制关键词聚类图(图 6)，该图谱可有效分

析研究热点主题。

由图谱参数可知，该图谱 Q=0.4957(

高于 0.3)，S=0.555(高于 0.5)，两数值均在

合理范围之内，说明本次聚类的结果可

信，信效度良好。该图谱共有345个节点，1233条连线，包含

10个聚类群，依次为语用学(pragmatics)、对话(conversation)、

社交技能(social skill)、少年犯(young offenders)、发展轨迹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语用语言障碍(pragmatics lan-

guage impairment)、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

ders)、成就(achievement)、障碍(disability)、合作实践(collabor-

ative practice)。对Silhoutte值高于0.8的聚类及相关文献分

析发现，热点主题可归纳为对语言障碍社会交往特征及影响

因素的探究、社交技能的评估及干预康复，其中干预是最热

门主题。见表1。

3.1 多因素影响下语言障碍者社会交往的特征

通过对聚类和文献分析发现，语言发展迟缓、听说功能

障碍、社会认知情感和行为的不良发展、低自尊水平等[3—4]自

身因素及父母教养方式、相关的社会经济条件、社区环境等

环境因素，造成了语言障碍者对人际交往的排斥，社会参与

度低，社交技能薄弱。并且研究还发现，不同年龄阶段的语

言障碍者的社会沟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童年期的语言障碍

者主要表现为行为孤僻、易退缩、性格内向、经常使用不恰当

的冲突解决策略等[5—6]；青少年时期的语言障碍者主要表现

为社交压力大、主动交往欲望低、易产生自我怀疑和羞耻感

等[7]；成人期的语言障碍者主要表现为依赖父母、失业时间

长、社交恐惧感强烈、亲密友谊和爱情关系少等[8]。

3.2 语言障碍者社交技能的评估及干预

高质量的干预研究会为康复治疗提供实质性的经验基

础，而评估是贯穿干预过程始终的重要环节。通过早期社会

沟通量表、社交提升系统、社交技能评估量表、社交沟通问

卷、儿童沟通检查表、儿童行为检查表等评估量表对语言障

碍者的社交技能、社会情感问题、社会适应能力等进行评估，

图2 作者合作关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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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国家/机构合作关系图谱

图4 学科分类关系图谱

可以为干预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综合来看，语言障碍者社会交往的干预模式如下：①特

定社交技能的直接干预。该干预方法是由言语治疗师或研

究者直接实施，通过对交谈时面对他人、发表评论时保持眼

神交流、音量适当、面部表情与谈话内容相匹配等特定行为

的直接干预来提升他们的社交水平[9—10]。②基于家长的社会

交往干预。基于父母的语言干预已形成一种“三元”模式，即

家长培训、家长实施特定的语言干预策略、检测语言发展结

果；并且不少研究者会在干预过程中使用语言建模技术、视

频家庭教学等策略使干预过程更具科学性[11—12]。③基于同

伴的社会交往干预。该方法是以同伴为媒介，采用图画书、

戏剧节目、互动游戏等作为干预材料，通过角色扮演、团体训

练课程、游戏合作等干预方式，形成直接指导、建模、演练、反

馈、强化的干预范式，从而有效提升语言障碍者同伴互动、人

际交往的能力[13—15]。④基于社区的社会

交往干预。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交干预

是一种重要的替代学校活动的方式，该

方式通过提供交友、休闲活动、参与俱

乐部、面试求职的平台[16]，为年龄较大的

语言障碍青少年提供有效支持。

4 研究前沿

选择“Reference”为节点类型，在

CiteSpace中得到被引文献共被引图谱，

见图 7。该图谱共有 514 个节点，1736

条连线。共被引频次及中心性排名见

表2—表3。

在共被引图谱的基础上绘制共被

引突现图以进一步了解语言障碍者社

会交往研究的前沿主题。见图8。根据

共被引文献的时间变化趋势，将研究前

沿分为早期前沿、中期前沿和最新前

沿，并根据突现文献分析出每个时期的

前沿主题和研究方向。

4.1 早期研究前沿

2000—2006 年之间的研究可归纳

为早期前沿研究，通过对节点文献分析

发现早期研究前沿主要集中于三个方

面：一是对特发性语言障碍儿童在社交

过程中情感表达、与人协商、参与持续

互动等行为技能的探究[25—26]；二是探寻

在操场、夏令营等特定环境下语言障碍

者社会沟通的现状[27—28]；三是对于儿童

沟通检查量表的编制[29]。

4.2 中期研究前沿

2007—2017年之间的研究可归纳为中期前沿研究，综合

梳理节点文献发现，中期前沿研究一是增强了对特发性语言

障碍青少年受害情况[19]、成人社会适应能力[17]的关注，二是对

有语言障碍病史的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3]、友谊质量、社会

活动水平进行了评估[18]，三是对语言障碍者与他人沟通时的

话语转换能力、验证性评论、进入和参与游戏等目标技能的

干预[19]。

4.3 最新研究前沿

2018—2020年之间的研究可归纳为最新前沿研究，本阶

段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向，一是对特发性语言障碍儿童

个体行为、情感和社会困难动态变化的纵向研究[20]；二是提出

了关于社会(实用)沟通障碍(social practical communication

barrier)的概念、循证依据和临床意义；三是使用诱导和模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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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高频关键词共现图

示的诱发模仿条件、听觉轰击条件两种交互治疗方法对语言

障碍者的词汇运用和理解进行干预以提升其社会技能。

5 结论

为深入探寻语言障碍者的社会交往现状，本文精选出

259 篇语言障碍者社会沟通的文献进行概述，并运用

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以

期为我国开展语言障碍者社会交往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

启示。

本研究显示，近二十年来语言障碍社会交往研究的发文

量呈稳步增加的趋势，反映出这一研究主题前景可观；高产

研究者以Adams C为代表，并与其他研究者进行了紧密合

作；高产国家和机构以美国、英国为代表；这一研究主题涉及

了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形成了多位一体、统筹合作

的学科研究体系。研究热点方面，高频关键词为沟通、儿童、

干预、语用、康复等，研究对象以特发性语言障碍者为重点研

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对其社会交往特及其影响因素的探

究、社交技能的评估及干预。研究前沿方面，对语言障碍者

社会交往的纵向研究已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并且借助技术

和交互作用的干预方式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就我国而言，对

语言障碍社会交往的相关研究数量少且研究深度不够，加之

言语康复专业师资缺乏、教师康复知识和能力较低，导致我

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薄弱，因此，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将对我

国的未来研究起着重要参考和启示作用。

借鉴国外的经验，首先，我们要深入细化对语言障碍者

社会沟通影响因素的探寻，并加强纵

向研究，掌握其动态变化，澄清语言

障碍者社会交往的实质。其次，相关

研究者应不断提高我们的自主开发

和设计能力，编制适合我国语言障碍

者使用的专项评估量表，积极寻求家

长和教师的合作，以便为语言干预、

医学和教育康复提供最可靠的信

息。再次，应拓宽干预领域，打破在

特定环境下实施干预的限制，合理开

发和创设便于语言障碍者沟通交往的

物理环境，充分调动语言障碍者运用

多感官探索环境和参与环境的兴趣。

最后，应当构建科学性、系统性的社会

交往干预范式，该范式应涵盖语言识

别、语言理解、语言表达、语言转换、语

言调节等技能的评估和干预，并结合

技术的辅助，在保障干预有效性的基

础上，将语言障碍者社会沟通的干预

范式进行推广和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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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聚类信息表

聚类号

0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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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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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

社交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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