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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工具对中国商务英语教育研究 ２０ 年（２００２—２０２１）的发展

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与可视化数据统计和描述，系统呈现商务英语教育研究现状。 分析结果显示，商务英语教

育研究主要集中于人才培养、课程建设、教学方法等主题，整体上新维度、新层次、新系统的研究缺位。 文章最

后对未来商务英语教育研究深入发展提出前瞻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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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商务英语专业是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而形成的交叉型、应用型专业，具有区别于传统

外语专业的鲜明特色。 商务英语教育因自身的跨学科性、实践性、国际化等属性，已经成为我

国外语教育教学领域不断引发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论题。 商务英语学界对商务英语教育的人才

培养、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师资建设、教学评价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理论探索与实践

研究。 本文借助可视化数据统计对 ２００２—２０２１ 年中国商务英语教育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描绘

近 ２０ 年我国商务英语教育研究的脉络景象和发展概况，并探讨研究现象背后的原因与未来可

能的研究方向，推动商务英语教育研究持续深入发展。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概念界定

“教学”是指教师把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学生的过程，而“教育”既包括“教学”，又包含人才

培养整个过程的相关活动。 商务英语教育是教育者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商务行业对

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实施关于商务英语学科知识和综合能力的

专业教育、课程教学、培训、实践等各种层次和类型的教育教学活动（鲍文 ２０１７：１８）。 从本质

上来说，商务英语教育是教师立足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基于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将受教育者培

养成为适应社会需求的商务英语人才。 参照上述概念界定，本文的商务英语教育研究范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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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商务英语教学及相关理论研究。
２．２ 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次文献研究以定量方法为基础，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学术资源总库作为文献来源，文献

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２—２０２１ 年，以“商务英语”为篇名或关键词并含“教育”或“教学”、“课程”、
“教师”、“教材”、“学生”、“评价”等，范围设定为“核心期刊”和“ＣＳＳＣＩ 期刊”，仅显示中文文

献，同时将“所有期刊”作为补充文献检索范围。 文献筛选标准为同时满足两个条件：（１）研究

核心目的是服务商务英语教学相关领域；（２）研究内容与教育理论或教育实践直接相关。 “学
科”是由某一类知识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商务英语学科的内容主要为商务英语而非

商务英语教育，故不在文献分析范围。 此外，商务英语教育研究文献分析主要聚焦本科教育，
高职与中职类商务英语教育研究亦不予讨论。

商务英语教育研究文献检索得到的结果经人工筛选后共计４ ６６０篇期刊论文，其中核心和

ＣＳＳＣＩ 期刊论文 ３３２ 篇。 我们主要借助文献计量学可视化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文献开展关键词

聚类分析和关键词突现分析。
３． 商务英语教育研究发展分析

３．１ 研究发展概况

近 ２０ 年来，商务英语教育研究总体呈现上升发展态势（见图 １）。 自 ２００５ 年起，所有期刊

的发文量开始快速增长，核心和 ＣＳＳＣＩ 期刊发文量也从无到有开始稳定增长。 ２００７ 年教育部

正式批准设立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商务英语教育研究迎来全新发展机遇，商务英语专业建设的

理论和实践研究直接推动了商务英语教育研究发文量持续增长。

图 １　 商务英语教育研究历年发文量

核心和 ＣＳＳＣＩ 期刊商务英语教育研究发文量于 ２０１１ 年达到最高值 ３６ 篇，所有期刊商务

英语教育研究发文量于 ２０１６ 年达到最高值 ４４０ 篇。 商务英语本科专业设立之后的 １０ 年间，
商务英语教育研究热度持续升温。 此后几年，发文量逐渐回落，但基本稳定在每年 ３５０ 篇左

右，说明商务英语教育研究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周期。 ２０２１ 年，核心和 ＣＳＳＣＩ 期刊商务英语

教育研究发文量为 １７ 篇，出现明显回升，体现出商务英语教育研究的重要性有增无减。 整体

而言，商务英语教育研究发文量从缓慢增长到快速上升再到趋于稳定，表明相关研究已经获得

较高关注度，研究领域逐渐细分，研究深度不断拓展，并呈现具有稳定热度的高质量发展趋势。
３．２ 关键词聚类分析

高频关键词能够用于分析某一领域在发展过程中的研究热点，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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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研究方向。 我们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工具，对纳入分析范围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聚类图谱分

析。 “Ｔｉｍｅ Ｓｌｉｃｉｎｇ”设置为 ２００２—２０２１，时间分区为 １ 年，“Ｔｅｒｍ Ｓｏｕｒｃｅ”选取“Ｔｉｔｌ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ｕｔｈ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ｌｕｓ”，“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选择“Ｋｅｙｗｏｒｄ”，得到理想的关键词共现知识

图谱。 商务英语教育核心与 ＣＳＳＣＩ 期刊文献关键词聚类 Ｑ 值为 ０．７０６９，Ｓ 值 ０．９７７３；所有期刊

文献关键词聚类 Ｑ 值为 ０．４６４０，Ｓ 值 ０．８０２４。 一般认为，Ｑ 值＞０．３ 说明聚类结构显著，Ｓ 值＞０．
７ 说明聚类令人信服（陈悦等 ２０１４）。

核心和 ＣＳＳＣＩ 期刊文献的关键词聚类分析有助于把握商务英语教育重要研究中心点的变

化，我们选取了前八大聚类展开分析。 聚类＃０“商务英语”为大聚类，是商务英语教育研究的

核心议题。 聚类＃１“培养”主要涉及商务意识培养、就业能力培养、人文素质培养等。 聚类＃２
“课程设置”包含教学理念、需求分析、制约因素与办法、课程规划等。 聚类＃３“培养模式”涵盖

教学模式、师资培训、跨文化等。 聚类＃４“人才培养”主要涉及各种类型人才培养、国家标准、
职业能力等。 聚类＃５“产出导向”包括信函写作课堂、课程思政、专业建设、能力培养、教学指

南等。 聚类＃６“国家标准”相关内容主要为教师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标准解读、现状研

究等。 聚类＃７“实践”则包含翻译教学、教学实践、课程实践、教学改革、建设战略等。
３．３ 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性指关键词引用量在一定时间内出现明显增长，一般体现某一领域研究方向

的转变。 关键词突现性分析能够精准描述商务英语教育研究热点发展的变化和趋势。 商务英

语教育研究的前 ２０ 个突增热点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商务英语教育研究的突增热点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Ｂｅｇｉｎ Ｅ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Ｂｅｇｉｎ Ｅｎｄ

案例教学 ３．７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１ 跨文化 ３．１８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人才 ４．０８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翻转课堂 ２６．８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１

教学方法 ６．５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５ 应用型 ６．８８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１

课程设置 １２．５２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教师发展 ５．４２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就业 ４．３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人才需求 ３．２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工学结合 ４．３８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一带一路 ８．３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

独立学院 ５．７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思辨能力 ６．５２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

专业建设 ４．９２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高校 ５．８９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

职业能力 ４．８７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产教融合 ６．１４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师资建设 ３．８２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专业发展 ３．５０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由表 １ 可知，商务英语教育研究自 ２００５ 年起主要从英语教学视角展开，尝试探索商务英

语案例教学等教学方法及人才培养。
从 ２０１０ 年左右开始，商务英语教育研究转向关注商务英语的实践领域和跨文化属性，独

立院校的研究对象持续出现，学生就业、工学结合和职业能力培养成为研究焦点。 同时，商务

英语教育研究注重服务地区经济和企业发展，讨论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师资发展等论题。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中国愈加重视国际合作交流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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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教育研究从 ２０１６ 年起把准国家政策导向，推动商务英语教育与创新创业相结合，探
索新型人才培养路径。 研究者充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采用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开展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教学探究，并且更加重视学生的思辨能力等综合素养培养。 《商务英语专业本科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指南》相继出台之后，商务英语专业建设与发

展形成新的研究热度。
商务英语教育研究关键词突现分析揭示了商务英语研究热点从教学探索、人才培养、课程

设置到工学结合、职业能力、师资建设，再到跨文化、翻转课堂、人才需求、思辨能力和产教融合

的演进过程。 由此可以预见，未来商务英语教育研究将逐渐转向本科院校商务英语教育，倾向

关注学习者的博雅教育，探索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型教学模式与方法，探讨对接时代发展需求的

人才培养路径和策略，侧重培养国际化复合型商务英语人才。
４． 商务英语教育专项研究热点分析

商务英语教育专项研究热点分析主要围绕人才培养、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

评价、教材建设、教师发展等层面展开。
４．１ 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研究

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研究的重心在于培养模式（模式探讨、经济全球化、职业能力）、人才需

求（商务英语培训、外语教育、复合型人才）等方面。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研究主

要集中在交际能力培养和培养模式探索，而自 ２０１１ 年起，相关研究开始转向就业、跨文化能力

培养、职业能力、人才需求，并紧跟国家经济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导向，侧重探讨应用型综合性

商务英语人才培养。 究其原因，《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试行）提出了复合型

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培养具有扎实基本功、国际化视野、国际商务知识与技能，具有较

高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沟通能力的复合型商务英语人才（陈准民，王立非 ２００９）。 近年来，
随着《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指南》颁布，商务英语专业日渐注重语言能力、人文素养、社会经

济适应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等综合素质及实践能力培养（严明 ２０２０）。 也有学者在新文科指引

下对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理念开展探索（王立非，宋海玲 ２０２１）。
４．２ 商务英语实践教学研究

商务英语实践教学研究主要基于建构主义、就业导向、工作过程、人才培养等视角，探讨教

学体系、实践模式、教学设计、课程体系改革，考察实践教学现状，思考论证实训基地建设、工学

结合、校企合作等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以及相关实践教学的有效性。 有研究者探索了基于互联

网平台的实践教学（熊昌英，胡泽晗 ２０１７），但研究基本处于概念构建阶段，并未搭建实际平

台。 作为专门用途学科，商务英语具有较强实践性和交际性。 本科阶段商务英语实践教学研

究因起步相对较晚、对实践能力要求不高，相关研究亟须推进。
４．３ 商务英语课程研究

课程作为商务英语专业学习的载体和基本框架，是商务英语研究的热点之一。 商务英语

课程研究兴起于 ２０１０ 年，之后几年内快速增长，又逐渐回落。 核心与 ＣＳＳＣＩ 期刊商务英语课

程研究主要从需求视角出发，围绕人才培养展开，并在不同理论框架下探讨了课程建设与改

革。 从商务英语课程内涵剖析来看，相关研究内容涉及面较广，涵盖学习过程、课程开发、交际

技能、复合型人才培养、商务知识等，并且课程设置的相关问题也得到一定关注。
４．４ 商务英语教学方法研究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商务英语教学方法研究的热点是体现商务英语交际属性的交际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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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等教学法。 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教学方法研究热点转向工学结合、多模态教学。 ２０１５
年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翻转课堂、多模态教学、微课（刘勇 ２０２１）等教学模式与方

法引发更多关注。 核心与 ＣＳＳＣＩ 期刊商务英语教学方法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建构主义、模式

构建、项目教学法、任务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教学、翻转课堂等，反映出商务英语教学的交

际、实践属性和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应用。
４．５ 商务英语教学评价研究

商务英语教学评价研究的内容主要为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评价体系、考试研究，比如

基于考试的评价体系（李郁，张泳 ２００５）、电子档案袋评价（李晓东，曹红晖 ２０１３）、商务英语综

合能力评价（鲍文 ２０１２）等。 商务英语专四、专八和 ＢＥＣ 等考试的评价体系研究在商务英语

教学评价研究中占据较大比重。 虽然商务英语人才的综合素质日益受到重视，但未发现以思

辨能力等综合素养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构建，相关评价标准、评价方式都亟待研究。
４．６ 商务英语教材研究

商务英语教材研究相对偏少，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商务英语写作、教材编写与出版、现状研

究，也有针对高校本科商务英语教材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宋海玲 ２０１７）。 研究生商务英语教

材研究相对少见。 由此，商务英语教材研究，尤其是商务英语语言技能类教材、线上线下结合

的新模态教材编写与研究都有待开展，以推动教材资源开发利用，为商务英语教学提供优质资

源保障。
４．７ 商务英语教师发展研究

商务英语教师发展研究主要出现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侧重探讨教师核心素养、身份定位、师
资队伍建设等方面。 “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也是教师发展研究的重点（如王利民等 ２０１４；孙
欣，康海波 ２０１６），但其他类型教师团队的研究相对少见。 新文科视域下的商务英语专业教师

研究也有出现（如刘艳，蔡基刚 ２０２１），不过数量仍然不足。 商务英语教师发展研究更偏向于

问题调查与对策思考，基于实证数据的理性探索仍需加强。
５． 对商务英语教育研究的前瞻

近 ２０ 年来，商务英语教育研究主要集中于人才培养、课程建设、教学方法等层面，但是教

材研究不足，考察商务英语人才综合素养的教学评价研究欠缺，师资建设研究未得到应有重

视，整体上新维度、新层次、新系统的研究缺位。 笔者认为，未来商务英语教育研究可从以下方

面深入探索与创新拓展。
第一，教学理论是指导教学实践的原则与准绳，商务英语教育研究应加强教学理论建构探

索。 商务英语教学的学科属性与普通英语教学存在差异，但是目前针对商务英语教育教学理

论的探讨缺乏，教学理论研究亟须开展，以指导商务英语教育教学可持续稳定发展。
第二，商务英语课程研究应立足学生商务英语能力提升与商务成果获得，体现商务英语专

业的应用性、国际化等特征，开拓能力导向和成果导向的课程体系设计研究，切实对接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 商务英语实践教学研究仍需突破，比如从合作企业选择、合作形式、合作内

容、合作方法到具体类型人才产出等都值得探讨。
第三，商务英语教学方法研究应加强融合商务相关知识的教学模式构建，集语言教学与商

务教学于一体，探索符合跨学科特征的英语与商务深度融合的创新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商

务英语教学模式创新可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优势，采用近年来兴起的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模式，有效提升教学效率。 与此同时，应注重教材与新课程体系、教学模式与方法的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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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促使教材适应新型教学模式并发挥应有作用。
第四，商务英语教学评价体系尚需深入探讨。 教学评价研究不应只局限于终结性考试，还

应转向形成性评价与在线评价相结合、表现性评价等多元评价形式，推动建立更加高效便捷的

评价体系。 研究者可从不同需求、理念（如学生自主学习、教师跟踪学习进展）等出发，考察各

类评价方法的可操作性，并根据商务英语特点探索“教学评”一体化，将研究拓展至就业能力

等评价。
第五，商务英语教师发展和团队建设研究需要加强。 《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指南》提

出，商务英语教师队伍建设不仅涉及教师教学任务完成能力要求，而且关注教研团队培养、教
师职业发展规划，以及复合型师资培养需求。 商务英语教师发展和师资团队建设研究应更多

采用基于量化的范式，深入探索复合型教师发展、师资团队建设的有效模式与路径。
第六，我国外语教育新文科建设的学科交叉、跨类培养理念对商务英语教育提出新的要

求，商务英语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教材研究、教师发展研究需要开阔视野，协力构建跨学科人

才培养融通模式。 商务英语专业作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专业，应领会《高等学校课

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等高等教育重要文件的精神，将专业知识技能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有

机结合，形成专业思政建设的有效工作机制，注重形式与内容统一，探索商务英语课程思政教

学模式（如李欣，冯德正 ２０２１），促进商务英语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升。 商务英语专业劳动教育

也需进一步探索，围绕劳动教育目标和内容，整体优化劳动教育课程设置，将劳动教育纳入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思政劳动教育、专业劳动教育、实践劳动教育、学术劳动教育“四维共

建”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６． 结语

商务英语教育研究自 ２００２ 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０ 年间，在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上都取得了长足

进步，主要围绕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材、教师发展等方面展开。 随着教

育理论迭代更新，商务英语专业不断发展，商务英语实践途径持续拓展，商务英语教育研究者

应更加注重教育教学理论构建，发展跨学科领域相关研究，推动系统的研究框架建立，加强新

时代商务英语人才创新培养探索，促使商务英语教育全面、有效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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