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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发展性语言障碍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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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性语言障碍（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 DLD）是最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之一，

一般出现在儿童早期。发展性语言障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关注，在中国尤为如此。目前研究发展性语言障碍

最多的是说英语的国家。由于汉语的独特性，研究汉语发展性语言障碍是对该领域研究的一个补充。国内该

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经历了缓慢的发展期，尽管相关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仍需要进

一步的重视。本文旨在研究国内发展性语言障碍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以期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参

考。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该领域文献的年度出版量、研究热点、研究趋势进行了分析和可视化。主要

运用了软件的关键词聚类功能和时区图功能，结合对所搜集到的数据的人工分析，系统科学全面地概述了国

内该领域研究的研究热点，并突出了未来该领域的可能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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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tatus and trends of 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s research in China: visualization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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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 (DLD)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typically occurring in early childhood. Currently, developmental language barriers have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global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China. Currently, the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research on developmental 
language barriers are those that speak English. Due to the 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tudying 
developmental language barriers in Chinese is a supplement to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started 
relatively late in China and has gone through a slow development period. Although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related 
studies, further attention is still needed in this field in China.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trends of research on 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s in China,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he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research hotspots, and research trends were analyzed and 
visualized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The software mainly utilizes the keyword clustering function and timezone map 
function, combined with manual analysis of the collected data, to systematically and scientifically summarize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this field in China, and highlight the possible research area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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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发展性语言障碍（ 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 DLD）是一种在儿童早期出现的语言发展

问题[1]。患有发展性语言障碍的儿童，他们的智力、

听力及神经发育正常，但是语言能力明显落后于同

龄儿童[3]。如果这些儿童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和干

预，这种障碍将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人际交往、学

业成绩甚至成年之后的生存问题[4]。这种障碍不是

由自闭症等其他发展障碍引起的，是一种原发性的

语言障碍，无法自愈[1]。根据英国、美国的两项基于

大规模调查的科学研究，大约每 14 个儿童中，就有

1 个是发展性语言障碍患者[8]。2023 年有学者做了

一项基于汉语儿童的发展性语言障碍的发病率的调

查，其结果和英语儿童的研究结果类似[5]。 
据我国国家统计局 2021 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总量为 141178 万人，

其中 0-14 岁的儿童人口数量超过 25338 万人[8]。这

意味着我国有将近 18 万儿童可能患有发展性语言

障碍。但是根据 2021 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
2030 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我国进

入特殊学校学习的儿童为 92 万[9]。根据国家统计局

的主要统计指标解释，我国统计的特殊儿童是指盲

聋哑和残障儿童以及有其他特殊需要的儿童[10]。该

数据未对有其他特殊需要的儿童包括发展性语言障

碍的儿童做具体解释和分类。由此可见，尽管我国

对特殊儿童给予了大量的关注和帮助，但是患有发

展性语言障碍的儿童目前在我国没有被重视和关注。 
国外发展性语言障碍研究已形成多学科交叉融

合的成熟体系。近年来，随着特殊教育与语言病理

学的发展，国内学者逐渐关注汉语发展性语言障碍。

然而，在国内，汉语发展性语言障碍的研究起步较

晚，缺乏研究深度，存在诊断模型缺乏、语言测试工

具不健全等问题。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这个

特殊群体，有学者对汉语发展性语言障碍的研究现

状进行过分析并给出了建议[13]。本文将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以大数据为基础，利用文献计量工具

CiteSpace对目前我国发展性语言障碍的研究进行可

视化的分析，让相关研究的现状、不足、趋势以图谱

的形式更科学直观地呈现出来，帮助人们更全面、

科学地认识和理解我国对发展性语言障碍群体的研

究状况，为今后国内学者研究汉语发展性障碍特殊

群体提供科学的数据参考，为本土化理论建构与实

践干预提供依据。从而为这个特殊群体的未来发展

提供更多的支持。 
2 研究方法  
本文以 CNKI 数据为数据统计源，因为 CNKI

数据库全面涵盖了国内核心数据资源，适合用于分

析国内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文献筛选标准如下：1.关
键词：检索词为主题=“特定型语言障碍”or“发展

性语言障碍”or “特殊型语言障碍”。检索形式为

专业检索。2.时间范围：2025 年之前，检索日期为

2025 年 2 月 20 日；3.文献类型：期刊论文和学位论

文。检索之后人工筛除掉了无关文献，并运用

CiteSpace 进行了数据去重，最终得到满足条件的文

献 115 条。然后，利用 Excel 统计国内发展性语言障

碍研究的年发文量，并以图表展示。再用 CiteSpace 
（6.2.R4 版本）绘制国内发展性语言障碍研究的知

识图谱。科学知识图谱是以可视化形式显示科学知

识的结构关系以及动态发展进程的一种图示[6]。科

学知识图谱可以帮助我们探索国内该领域研究热点

的演化路径，让我们更好地掌握该领域研究的现状

和发展趋势。 
3 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现状 
某一研究领域的发文总量及年发文量能展现这

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如图 1 所示，2010-2024 年国内

发展性语言障碍研究发文总量不高，但总体呈现上

升趋势，这说明该领域在国内的受关注程度在提高。

结合年发文量的变化，可以把国内发展性语言障碍

的研究发展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2010-2012 年），国内学者开

始关注发展性语言障碍领域。从 CNKI 的文献数据

来看，国内最早的关于发展性语言障碍的文章发表

于 2010 年，这篇文章研究了汉语发展性语言障碍儿

童的叙事能力发展研究。由于当时该领域还没有统

一“发展性语言障碍”这个术语，这篇文章中用的是

“特定型语言障碍”。二者名称不同，但指的是同一

类语言障碍；（2）缓慢发展阶段（2013-2018 年）。

如图 1 所示，在这个阶段，关于发展性语言障碍的

年发文量较前期开始缓慢上升，2016-2018 年期间，

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发展平稳；这说明国内一些学者

开始持续关注这个领域；（3）快速增长阶段（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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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如图 1 所示，在这个阶段，国内该领域

的发文量开始稳步快速增长，尤其是 2023-2024 期

间的增长尤为明显。结合我国的相关政策来分析，

2021 年，我国颁布的《“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

升行动计划》明确规定将“言语障碍”纳入特殊教育

服务范围，推进医教融合，加强早期干预[11]。这里

的“言语障碍”就包括发展性语言障碍。一些学校机

构响应国家政策，鼓励研究包括发展性语言障碍儿

童在内的语言障碍儿童。因此，在这个阶段，国内该

领域的研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 

 

 
3.2 研究热点 
通过运用 CiteSpace 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能帮

助我们锁定特定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7]。CiteSpace
通过计算每个主题聚类下关键词的中介中心度，将

关键词在研究主题中的重要性进行量化分析。在

CiteSpace 中，关键词词的中介中心度是指关键词在

聚类下的重要程度，是显示科学知识网络中关键词

节点的核心指标[7]。一般当一个关键词的中介中心

度大于 0.1 时，该关键词则被视为该学科领域具有

学术影响力的核心研究词汇[6]。一个关键词的中介

中心度越大，则表明该关键词越重要。本研究用

CiteSpace对搜集到的国内发展性语言障碍研究的相

关论文的数据进行了转换，然后运行软件，得出关

键词及其中介中心度值，然后对所有的关键词做聚

类分析，在软件中设置 Node types 为 keyword，其它

参数取默认值，然后依次操作： GO!→Visualize→ 
Clusters→Label clusters with indexing terms，得出大

小不同的 4 个聚类。如图 2 所示，图中一个聚类的

面积代表了聚类的规模，一个聚类的规模越大，该

聚类下的关键词越多，说明该聚类主题被研究得越

多。通过运用软件得 Cluster Explorer 功能，算出聚

类规模得相关数据，如图 2 所示，每个聚类都会生

成一个聚类标签，图中关键词前面带#的就是聚类标

签，这个标签是根据突变检测算法提取出来的，表

示在一个聚类下在一个时间段比较凸显或者有明显

变化的关键词。本文利用 CiteSpace 生成的聚类标签

和聚类下的其它关键词，结合人工归纳分析得方式，

总结出了每个聚类下的研究主题，如表 1 所示。 
通过分析图 2和表 1的信息，结合相关的文献，

我们可以归纳出国内发展性语言障碍的研究热点主

要有： 
（1）对发展性语言障碍的核心关注 
国内发展性语言障碍的研究相比欧美国家起步

较晚。近十年，随着国家对特殊教育的重视，国内学

者开始关注发展性语言障碍，研究者的聚焦主要在

于发展性语言障碍的语言习得机制研究，尤其是对

汉语发展性语言障碍特异性的深入研究、发展型语

言障碍与自闭症的对比分析等。根据表 1，表中出现

频次最多的是“特殊型语言障碍”这个在 2017 年已

经在国际上被“发展性语言障碍”取代的术语，这说

明国内的该领域的研究虽然在持续发展，但还没有

完全和国际接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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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内发展性语言障碍领域关键词聚类图 

表 1  国内发展性语言障碍领域聚类关键词及其中介中心度统计 

聚类主题 聚类规模 聚类下的关键词（中介中心度） 

特定型语言障碍 21 
特殊型语言障碍（0.22）；语言习得（0.23）；习得（0.2）；汉语（0.05）；语言发育（0.05）；高功能自闭症

（0.04）；语法（0.03）；被动句（0.05） 

语言障碍 17 
语言障碍（0.22）；特殊型语言障碍（0.22）；特殊群体（0.1）；支持服务（ 0.1）；汉语（0.05）诊断标志 

（0.03）；语言矫治（0.02） 

工作记忆 15 工作记忆（0.05）； 执行功能（0.01）； 句法移位 （0.01）；认知训练（0.01） 

儿童 8 儿童（0.08）； 家庭环境（0.05）； 路径分析 （0.05）； 发育性语言障碍（0.05） 

 
（2）对本土化干预与支持体系的研究 
根据表 1 中的“特殊群体”、“支持服务”、

“诊断标志”和“语言矫治”可以看出国内该领域的

研究关注汉语发展型语言障碍的诊断评估和干预支

持，比如有学者研究发展性语言障碍儿童对被字句、

把字句等复杂汉语语法结构的处理的特点，这些属

于对汉语发展型语言障碍的核心语言缺陷得研究，

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汉语发展型语言的特异性及后期

对本土化诊断评估工具的开发[13]。 
（3）跨学科合作 
目前国内发展型语言障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

言习得领域。但是从表 1 中的“工作记忆”和“执

行功能”等关键词，可以看出研究者还关注认知能

力和发展性语言障碍的关联。根据文献分析，该领

域研究结合了心理学、临床医学、脑神经科学以及

教育学等学科的跨学科拓展研究。 
（4）对儿童群体的关注 
根据表 1 中的“儿童”、“家庭环境”、“ 路

径分析”等关键词，可以看出该领域的研究凸显对

儿童群体的关注，关注儿童发展性语言障碍的影响

因素及其发展路径的探索研究，其中包括家庭、遗

传、认知等多方面的因素。根据表 1 可以看到，“儿

童”聚类下的关键词最少，可以看出国内该领域对

儿童群体的重视度仍然较小。 
3.3 研究趋势 
本研究运用 CiteSpace 的 Timezone 功能，对不

同时间段的关键词进行了分析，梳理出了国内发展

性语言障碍研究的演化路径，如图 3 所示。 
同时，根据近几年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可以

推断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发展趋势，具体如下：1.由于

国家政策对语言障碍儿童的关注，国内该领域的研

究也开始重视儿童群体；2.国内对语言障碍的重视，

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该领域，并把发展型语言障碍

与其它神经发育障碍进行共病性分析，以便精准诊

断。3.更注重本土化研究。国内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

以国外理论框架为基础，而国外的理论框架主要是

以英语等西方语言为主的。今后研究会更趋向于探

索汉语发展性语言障碍的特点及其与其它语言语言

障碍的异同。4.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发展型语言

障碍的研究聚焦与语言习得和语言能力评估，随着

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发展，开始探索发展性语言障碍

的认知神经机制，如工作记忆能力对发展性语言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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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患者句子理解的影响。5.近几年，国内该领域的研

究呈现出跨学科合作的趋势，涉及语言学、心理学、

教育学、脑神经科学等学科。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该领域有望借助人工智能开发自动化的诊断评估监

测工具，来辅助筛查疑似人群，并在干预阶段进行

动态监测。 

 

图 3  国内发展性语言障碍研究关键词 Timezone 分析图 

 

4 结论 
我国发展性语言障碍的的研究起步较晚，经历

了萌芽期和缓慢发展期，现在处于快速发展期，其

研究热度近五年一直在上升。虽然国际上对发展型

语言障碍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国内对这

一语言障碍的认识和研究仍然比较缺乏。因为汉语

的独特性，让汉语发展性语言障碍的研究显得十分

必要，该如何去把该领域的研究本土化，促进我国

汉语发展性语言障碍的诊断评估和干预支持，成为

了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该领

域的研究聚焦点也在发生着变化，并开始进行多学

科合作探索，并将成为该领域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自动化的诊断评估工具、智

能语音识别以及虚拟现实技术等会为该领域带来无

限可能。多学科交叉融合，协作创新将会给国内该

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机遇 
本研究的局限性：1.本研究采用的是文献计量

研究，而该方法得出的结论的准确度取决于数据来

源。本研究只收集了 CNKI 中与发展性语言障碍相

关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没有包括专著、科技报

告等，也没有包括英文文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

影响分析结果。在未来的研究中作者会考虑在更大

范围内收集相关的文献数据，让研究结果更加全面

准确。2.本研究只用了 CiteSpace 这一种软件进行分

析，在以后的研究中会考虑结合其它计量工具进行

综合分析，让分析结果更加准确与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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