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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英语电影教学应用现状，应用CiteSpace6.2R2的可视化技术，对2000~2020年期间的英语电影教

学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通过可视化研究结果发现该领域发文量呈下降趋势，研究者以及研究机构

之间缺乏合作，存在中介作用小的问题；此外，研究场所主要集中于大学；研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听说

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了解文化差异。最后本文基于可视化分析与研究发现的问题，提出

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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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English film teaching, CiteSpace6.2R2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was used to systematically comb and analyze the English film teaching literature dur-
ing 2000~2020. Through the visual research results,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this field is de-
clining,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e research sites are mainly focused on uni-
versities; the research purpose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improv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Finally,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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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 meas-
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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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高校外语教育在理念和实践上经历了从单纯开展外语知识传授和外语技能训练、培养外语语言

能力到加强外语国家文化教学、培养学生跨文化外语交际能力的重要转变。如今，强调提升外语学生的

全球化意识、拓宽外语学生国际视野、培养国际化外语人才，也已成为高校尤其是高水平学校外语人才

培养的基本共识[1]。同时，随着“双减政策”的提出与以培养核心素养为课程目标的《义务教育英语课

程标准》(2022 版)的发行[2]，在教育阶段采用更加丰富多元的教学方式，也成为各个教育阶段教师的基

本共识。笔者认为英语电影以其独特的语言与文化优势与新时代外语教学对外语人才的要求不谋而合。

首先，英语电影能够为中国学生提供外语的语言环境[3]-[5]；其次，与单纯的语言学习相比，内容驱动的

外语教学方法更加符合学习者的认知规律，更能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内容依托教学法(CBI)自 20 世

纪 90 年代引入我国已经引发了诸多本土化探索：其中研究者探讨了 CBI 在中国本土运用的必要性、优越

性及可行性[6] [7]；有研究者证实了 CBI 能够促进学生外语能力的提升，但不适用于语言水平较差的人[8] 
[9]；同时也有研究者证实了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实施 CBI 的可行性[10]。其成果已经被证明，有助于拓宽

学生的知识面，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以及提高学生素质[11]。而英语电影教学便是以原版英文电影为教学

内容；以内容带动学习，激发学生兴趣；以多媒体为手段，集视、听、说于一体，提升学生语言能力的

教学[12]。所以英语电影不仅仅是视听艺术也是很好的教学素材[13]。因此，本文运用 CiteSpace6.2R2 的

可视化技术，对 2003~2020 年期间的英语电影教学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以期了解英语电影教学研

究热点与应用现状。 

2. 研究工具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6.2R2 进行分析，该软件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陈
超美博士开发的绘制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的软件。 

2.2. 数据来源 

为确保数据的精确性，本文的文献数据取自全球最大的中文知识资源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首先

选中高级搜索模式，主题词设置为“英语电影”与“教学”；其次，勾选来源类别中的“SCI”、“EI”、

“北大核心”以及“CSSCI”；最后，在不设置时间范围的前提下，搜索结果最早为 2003 年，最晚为 2020
年，故将时间设置为“2003 到 2020 年”进行精确搜索，共得到 183 篇学术期刊。并将最终得到的结果

借助知网 Refworks 格式导出，作为知识图谱分析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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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年度发文趋势 

英语电影教学研究的年度发文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研究分三个阶段(详见图 1)。第一阶段(2003~2008)
为快速发展阶段；第二阶段(2010~2013)为直线下降阶段；第三阶段(2014~2020)为波动下降阶段。 

笔者认为第一阶段英语电影教学发文量的上升与素质教育的提出与实行有关。素质教育是指一种以

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

康和心理健康教育。在此背景下，英语教学研究亟需研究者们创新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能力，因此，

能提供外语环境与原汁原味英语的电影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当时研究的热点。 
笔者认为后两阶段英语电影教学研究年度发文量的减少与教育部发布的教育政策有关。英语教育研

究的热点与重心随着政策的改变而随之发生改变，例如，在发文量下降的节点 2010 年，教育部发布的《教

育部 2010 年工作要点》提出“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以及“民族教育”等等[14]。
故而，研究者们的研究中心逐渐转向以上的研究方向。发文量上升的节点 2013 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

部 2013 年工作要点》提出“素质教育”、“立德树人”、“教师队伍建设”、“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转变教育发展方式”、“教育现代化”以及“教育公平”[15]，因此英语电影教学的相关研究有了回升，

但是仍然不是英语教学研究的重点，研究者们的研究中心围绕着“素质教育”以及“立德树人”方面展

开。此外，发文量下降的节点 2018 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 2018 年工作要点》进一步强调了“落实

立德树人”、“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发展素质教育”、“加快教育现代化”等内容，

又特别强调了我国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6]，因此研究者们的研究中心转向“落实立德树人”这项根本任务。 
综上所述，英语电影教学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尽管在第三阶段发文量有所波动，但英

语电影教学的研究热点也大不如第一阶段。同时，不管是发文量节点的上升还是下降，都与国家政策有

关，从教育部发表的各年教育工作要点可以看出当年的研究重点以及当前教育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

研究者们针对这些问题开展教育教学研究，以期为国家教育发展提出对策，提高我国的教育教学发展。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trend chart 
图 1. 年度发文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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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键词分析 

本文将所得数据的Refworks格式导入CiteSpace6.2R2软件中，在软件主界面将时间设置为2003~2020，
时间切片调整为 1 年，“Node Types”栏中选中“Keyword”，得出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2)高频关键词中

心性和频次统计分布列表(图 3)，同时将“γ”值设为“0”生成关键词突现图谱(图 4)。 
 

 
Figure 2. Keyword cluster map 
图 2. 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ure 3. List of high frequency keyword centrality and frequency 
statistics (only the keywords of frequency ≥3) 
图3. 高频关键词中心性和频次统计分布列表(仅列出频次 ≥ 
3 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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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Keyword emergent map 
图 4. 关键词突现图谱 

 
由图 2 可知英语电影教学除了高级搜索的关键词之外，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有“听说能力”、“电影

片段”和“优势”，图谱 Q 值为 0.7062，S 值为 0.9053，而 Q > 0.3 表明划分聚类结构显著，S > 0.7 说明

聚类令人信服[17]，因此数值具有较高的信服度。 
同时“Centrality”大于或等于 0.1 的关键词通常被认为具有高中心性，属于该领域的关键节点。因

此由表 1 可知该领域具有高中心性的关键词有“大学英语”以及“听说教学”。 
此外，突显词指引用量突然上升或下降的节点，往往代表某一研究领域的兴起或衰退，能够揭示研

究领域的发展态势[18]。由图 3 可知该领域的研究地点集中于“大学英语”；研究方向为“文化差异”、

“优越性”、“对策”、“学习兴趣”、“听说能力”以及“听力”等等；研究逐渐由“开发”走向“应

用”与“教学设计”，研究越来越深入。 
总上所述，英语电影教学的研究场所是大学，常利用英语电影的优势，通过原声英语电影或者电影

片段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听说能力，帮助学生了解文化差异。 

3.3. 作者分析 

本文将所得数据的Refworks格式导入CiteSpace6.1R3软件中，在软件主界面将时间设置为2000~2022，
时间切片调整为 1 年，“Node Types”栏中选中“Author”，阈值设置为“0”，得出高产作者中心性和

频次统计分布列表(图 5)和作者共线图谱(图 6)。 
根据普赖斯定律和计算核心作者的计算公式 M = 0.749 (Nmax) 1/2，计算得出 M = 1.498，则表示该

领域的核心作者最少发文大于 2 篇。从高产作者中心性和频次统计分布列表(图 5)可以看出，该领域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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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核心研究者还较少，仅有孙圣勇一人。同时作者的中心度均为 0.00，说明这些作者研究的中介作用

不大，合作研究还相对较少[19]。 
从作者共线图谱中(图 6)中可以看出，自 2000 年到 2022 年，研究者的合作网络密度低(Density = 

0.0018)。大多数研究者之间没有合作网格，比较明显的仅有 2 个合作网格，还未形成稳定的大范围研究

团队，其中以熊必成与李建玲为首的合作网格节点数较多，表明其团队合作密切，但是节点之间连线较

细，表明其团队合作关系不强。 
综上所述，表明该领域高产且核心的研究者较少，此外，合作密切且强的研究团队较少。 

 

 
Figure 5. List of high frequency keyword centrality and frequency statis-
tics (only the keywords of frequency ≥ 2) 
图 5. 高产作者中心性和频次统计分布列表(仅列出发文频次 ≥ 2 的作

者) 
 

 
Figure 6. Author collinear map (partial) 
图 6. 作者共线图谱(部分) 

3.4. 研究机构分析 

本文将所得数据的Refworks格式导入CiteSpace6.2R2软件中，在软件主界面将时间设置为200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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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切片调整为 1 年，“Node Types”栏中选中“Institution”，得出高产研究机构中心性和频次统计分

布列表(图 7)和研究机构共线图谱(图 8)。 
根据高产研究机构中心性和频次统计分布列表(图 7)，英语电影教学类期刊的发文机构主要集中在本

科院校；院校类型分布广泛，有医药类、理工类、师范类以及综合类等等，其中辽宁医学院外语教研部(今
锦州医科大学外语教研部)属于该领域研究前沿性较高的学术机构。 

同时，根据研究机构共线图谱(图 8)可以看出，自 2000 年到 2020 年，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密度低

(Density = 0.0004)，仅形成两个合作网格，而且合作连线并不清晰，表明院校之间合作并不紧密。 
综上所述，英语电影教学类期刊的发文机构院校类型虽然分布广泛，但是研究机构之间合作网络密

度低，合作不紧密，并未形成小范围乃至大范围的多层次合作网格。 
 

 
Figure 7. List of centrality and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high yield in-
stitutions (top 16 only) 
图 7. 高产研究机构中心性和频次统计分布列表(仅列出前 16 位) 

 

 
Figure 8. Research Institution co-present atlas 
图 8. 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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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语电影教学研究的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文根据 CiteSpace6.2R2 对所有文献的可视化分析与笔者对文献的阅读发现英语电影教学存在以下

几点不足之处，并且提出几点对英语电影教学的未来展望。 

4.1. 不足之处 

4.1.1. 研究缺乏合作 
在英语电影教学研究领域，研究者之间缺乏紧密合作，合作密切的仅仅只有以熊必成与李建玲为首的

合作团队，同时缺少核心研究者。此外，研究英语电影教学的机构之间也同样存在缺乏密切合作的问题。 

4.1.2. 研究方法较单一 
大多数英语电影教学研究领域的文献属于思辨性研究，实证研究较少，存在对英语电影教学应用的

美好想法从而忽视真实的课堂应用的问题。 

4.1.3. 将英语电影融入课堂教学的意识不够 
教育者停留在把影视当作课间娱乐学生的手段，比如播放音乐、电影、电视剧等[20]。教育者没有将

英语电影视作教学素材，从而导致英语电影教学学术研究较多，而实际落实较少。 

4.1.4. 对教师要求较高 
授课前，教师要对电影进行选择，摒弃暴力，血腥，黄色以及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相差很大的电影，

同时对电影进行及时解读，了解电影背景与梗概，筛选出适合学生最近发展区的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

[21]-[23]；同时，教师需要根据教学目标准备好学习资料与工具，预设教学活动[24] [25]。授课时，课堂

学习亟需教师进行合理规划与引导，以防学生对电影情节过于关注而忽视英语学习[26]-[28]。此外，课堂

活动的开展也离不开教师的指导与学生的配合。授课后，教师需要对课堂进行反思，总结问题；也可以

利用各种平台引导学生观影学习[29]。 

4.1.5. 忽视学生差异，普适性不高 
不仅一个班存在学习能力不同的学生，而且不同班级乃至不同院校的学生学习能力也不同，但是在

许多文献中，研究者都预设所有学生都能跟上英语电影教学时教师的上课节奏，采取一刀切[30]。同时文

献的研究场所多为城区学校，而对农村学习的研究较少，文献中提出的一些方法并不适用于农村学生。 

4.1.6. 研究目的单一，不能满足当代学生的发展 
英语电影教学研究的研究目的多为提升学生的“听说能力”，然而，随着英语教学的发展，英语教

学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教育部 2018 年工作要点》提出要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15]；2022
年《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提出要培养学生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

质以及学习能力[2]，因此，英语电影教学只围绕听说能力的培养，教育目标太过单一，已经不能满足全

球发展背景下学生的英语能力发展。 
综上所述，本论文研究发现英语电影教学存在六点不足，其一，该领域研究缺乏合作；其二，研究

方法较单一；其三，该领域研究将英语电影融入课堂教学的意识不够；其四，对教师要求较高；其五，

忽视学生差异，普适性不高；其六，研究目的单一，不能满足当代学生的发展。 

4.2. 未来展望 

4.2.1. 加强合作 
加强各个研究机构以及各个研究者之间的学术合作，促进英语电影教学研究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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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加强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包括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具有稳定性、客观性与精确性的特点；质化研究，

就是采用质化方法所进行的研究，可以提供量化研究所不能提供的有关教育现象的深层意涵[31]。因此，

实证研究的加强能够减少脱离实际的教育猜想，从而提高英语电影教学类文献的前沿性。 

4.2.3. 将英语电影教学发展为校本课程，发挥电影教学的辅助作用 
当前，教育评价方式仍以考试分数和升学率为主，尽管新高考改革强调“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

元录取”，但“一考定终身”和“唯分数”录取的方式没有彻底改变[32]。因此，英语教学应以课本为主，

电影为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用电影为学生创造语言环境，锻炼口语，培养跨文化意识与思维能力

[33]-[35]。此外，英语电影教学缺乏教材，电影的选择以及活动的制定需要花费教师大量的精力，由此，

各个学校可以成立教研组针对本校情况制定教材，提高本校英语电影教学效度[36] [37]。 

4.2.4. 加强教师培养 
教师培养分为职前教师培养与在职教师培训[38]，职前培养是教师作为学生的学习，而在职培训是教

师作为教师的学习。前者需要高校开展英语电影教学课程，后者需要任职学校建立教师发展学校作为平

台供教师交流与学习。加强教师培养能够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促进教师成长。交

流平台的建立使教师能够借助于外界的帮助，更好地规划英语电影的课堂学习，减轻教学负担。 

4.2.5. 利用各类软件增强电影教学互动性 
比如英语趣配音以及优芽互动电影制作平台或者 magisto 视频剪辑软件[39] [40]。英语趣配音有着丰

富的影视资源，同时平台会根据使用者的英语水平进行定制推荐；当使用者选中视频进行练习时，界面

中会将影视台词进行分解以供使用者分句练习，届时，平台会对使用者的语音进行打分，从而促进使用

者使用该软件进行口语练习。教师可以使用电影制作平台中的人物形象、场景设置、智能语音、图片、

文字、表格、动画模板等多种制作素材，自定义编辑轻松制作百变创意课程动画，运用其内置的试题模

块，为课程添加游戏试题和普通试题[41]。同样的软件资源也可进行修改从而更适用于各阶段的学生。 

4.2.6. 将研究目的设置为学生英语核心素养的提升 
首先，可以将英语电影与学生的跨学科发展相结合，跨学科是指跨学科学习是指学生广泛地探索与

他们生活环境中某些问题相联系的不同科目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涉及多个领域[42]。英语电影包含着音

乐，美术，人文等因素，英语学习能将这些因素与其结合，不仅能为学生提供美育方面的内容，还能培

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其次，可以将英语电影与学习能力相结合，学习能力指积极运用和主动调试英语

学习策略、拓展英语学习渠道、努力提升英语学习效率的意识和能力[2]，因此，学生的能力发展不再局

限于听说能力，而是扩展到学习能力的发展，进而教师在运用英语电影来进行教学时，不应只教授听说

方面的内容，而应教授学生学习的策略，引导学生在该教学内容中运用学习策略来提升自己的听说。 
然后，可以将英语电影与语言能力相结合，语言能力是指运用语言与非语言知识以及各种策略，参

与特定情境下相关主题的语言活动时表此出来的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2]，因此，教师在运用英语电影时，

不能一言堂，而是要让学生理解电影的内容以及电影要表达的核心思想，设计各种活动与任务来引导学

生理解教学内容，并根据内容来进行口头或者书面的表达，从而达到育人的效果。最后，可以将英语电

影与思维品质相结合，思维品质是指人的思维个性特征，反映学生在理解、分析、比较、推断等方面的

层次与水平[2]，因此，教师在运用英语电影时需要注意不同题材的英语电影包含不同的核心思想以及不

同的观点，因此，教师需要根据本节课的目标选择合适的电影题材，针对于电影中出现的不同观点，可

以邀请学生进行辩论，提升学生辩证思维的提高。同时，也可以对于电影中矛盾的点或者不太符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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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地方，抛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并且提供该英语电影更多的文化背景，引导学生认可我

国的核心价值观。 
综上所述表明，英语电影虽然具有研究缺乏合作、研究方法单一、将英语电影融入课堂教学的意识

不够、对教师要求极高，忽视学生差异，导致普适性不高以及研究目的单一等不足之处，但是英语电影

教学研究仍然可以通过以下六点来进行改善，其一是各研究机构加强合作；其二是各位研究者们加强实

证研究；其三是学校可以将英语电影教学发展为校本课程，发挥电影教学的辅助作用；其四是各教育机

构需要加强教师的培养；其五是研究者们可以利用各类软件增强电影教学互动性；其六是学校以及教师

需要将研究目的设置为学生英语核心素养的提升。 

5. 结语 

尽管英语电影教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是，笔者相信随着研究者以及研究机构之间合作研究的加

深、教学工具的深入开发、教育者的培养，研究目的与英语核心素养相结合，英语电影教学会逐渐转换

为更为大众化的素养教育。同时，电影素养教育是一项长期工作以及集体事业[42]，需要国家、社会、家

庭以及学校的共同参与。届时，英语电影教学将会有完整的教学系统，适用于教学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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