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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来西亚统计局进行的２０１０年马来西亚国家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马来西亚国内华人约６３８万人，约占总人口
的２４６％，是该国的第二大族群。参见文后参考文献 ［１］。

②为维护华文教育权益，华人相继在马来西亚成立 “教总”和 “董总”，统称 “董教总”，并开展华文教育抗争运动。

国内学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现状分析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可视化分析

蒋炳庆１，刘　迪２

（１．昆明学院 昆明南亚东南亚合作战略研究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２．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２５０１）

摘要：依托数据文献统计研究法，对 ＣＮＫＩ数据库收录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文献数据进行梳理，并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视化软件进行分析。其结果显示：１９８１至２０１８年，国内学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成果

自２００８年开始呈明显上升趋势，但仍存在研究不集中、相关领域关注度低、科研合作范围小、传统的研究

方法缺乏创新等问题。就此，国内学者应加强合作，重视借助科学分析法来开展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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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作为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族群①［１］，是各个政

党在选举中竞相争取的对象。受马来西亚国内政策、

国内外环境以及华人强烈的语言认同感的影响，马来

西亚社会相继产生了此起彼伏的华文教育抗争运动②，



马来西亚因此成为目前中国境外唯一一个建立完整

华文教育体系①［２－３］的国家。华文教育在１９５７年马
来西亚国家独立前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其独立后

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并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教育

改革。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国际地位的

提高，特别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促进了我

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经贸往来、教育文化的交流，

新一轮 “汉语热”开始在东南亚地区乃至全球掀

起。这进一步增强了海外华人华侨的汉语认同感与

海外各国民众学习汉语的热情。马来西亚作为

“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国家，基于历史渊源

与现实原因，其国内华文教育一直以来是国内学者

的一大研究热点，并呈现出可观的研究成果。国内

不同专业的学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从不同的角度，

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进行分析解读。在 “汉语

热”、“一带一路”、孔子学院等大时代背景下，有

宏观方面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也有以某一

时间段或特殊时间点的分析；有对华语教材、华语

教师培养的探讨，也有对马来国内华语政策的系列

讨论。对初涉该领域或期望在他人研究基础上探索

创新的学者而言，未经综合整理的研究成果就显得

有些繁杂。据此，本文借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视化研究
软件，根据ＣＮＫＩ的数据，对国内学者关于马来西
亚华文教育的研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

分析探讨，力图呈现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现

状，分析国内学者研究所涉及的关键领域及研究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国内学术界对马来西亚华

文教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研究框架及方法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的选取

近年来，大数据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文献资

料开始海量涌入各学科研究领域，人文基础科学的

研究开始借助计量统计学进行资料的搜索、整理、

分析，力求从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中获取更为直观

有效的信息。当前较为常用的计量统计分析软件主

要有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ＨｉｓｔＣｉｔｅ、ＳＣＩ２、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以及网
络软件Ｐａｊｅｋ和Ｇｅｐｈｉ。（各软件的详情参考表１）

表１　常见文献可视化软件工具对比

编号 软件名称 开发者 功能描述

１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美国德雷塞尔大学ＣｈａｏｍｅｉＣｈｅｎ 科学计量与可视化分析，支持中英文文献

２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 加菲尔德的ＥｕｇｅｎｅＧａｒｆｉｅｌｄ 科学计量及引证网络，参数设置单一

３ ＳＣＩ２ 印第安纳大学的ＫａｔｙＢ?ｒｎｅｒ团队 科学计量与可视化分析，支持英文文献

４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荷兰莱顿大学的ＶａｎＥｃｋ，Ｎ．Ｊ和ＬｕｄｏＷａｌｔｍａｎ 科学计量与可视化分析

５ Ｇｅｐｈｉ 网络可视化分析

６ Ｐａｊｅｋ ＶＢａｔａｇｅｌｊ等 网络可视化分析

　　通过对表１中六款常见可视化软件工具进行对
比，并依据此次研究主题，故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计量
工具进行可视化操作，形成知识图谱并进行分析，

以此获取国内学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人员

合作、研究机构合作及研究热点与前沿的总体

概况。

关于采用计量统计学对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

理和分析，目前学术界已有学者司乐如发表的

《印度学者对中国的安全认知》，学者毛维准和庞

中英合作完成的 《民国学人的大国追求：知识建

构和外交实践———基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文献的分

析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以及涂华忠、和红梅、宗
蔚、涂波等学者联合发表的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巴
基斯坦战略学界核学习的可视化分析》等论著。

通过对这些论著的学习，为本文研究工作的完成提

供了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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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文教育”是指以母语或第一语言非汉语的海外华侨华人为主要教学对象 （也包括少数非华裔学生）开展的

中国语言文化教育，在有的国家或地区 （主要是欧美）又称中文教育。参见文后参考文献 ［２］。“华文教育体系”包
括小学 （华文小学、国民小学华语班）、中学 （独立中学、国民型中学华语班、国民中学）、大学 （民办华文高等院

校、国立高等院校华语班）及各种私立华语培训机构。参见文后参考文献 ［３］。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是陈超美 （ＣｈａｏｍｅｉＣｈｅｎ）教授于
２００４年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 （Ｄｒｅｘｅ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使用 Ｊａｖａ语言开发的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信息可视化软件。［４］２

该软件的显著特征是通过分时段、多元化、动态化

的可视化语言，将海量文献数据进行巧妙的空间布

局，使得某一研究领域的演进历程集中展示在一幅

幅引文网络的知识图谱上，并自动标识出引文节点

文献和共引聚类，以展现研究前沿与热点。综合上

述 分 析， 此 次 研 究 选 取 最 新 版 本 的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３Ｒ８对国内学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
育的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由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要在 Ｊａ
ｖａ语言环境下运行，在安装该软件前通过 Ｄｏｗｎ
ｌｏａｄＪａｖａＪＲＥ链接下载符合电脑位数的 Ｊａｖａ程序，
继而安装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以便进行后续的文献数
据采集、筛选和分析工作。

（二）数据库的选择

现阶段国内学者用于研究的大型数据库主要集

中在 ＣＮＫＩ（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ＣＳＳＣＩ（Ｃｈｉ
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中文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泰勒－佛朗西斯
在线”），ＷＯＳ（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科学网”）等
数据库。本文力图对国内学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

育研究进行分析，鉴于国内学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

教育研究成果很少以英文形式发表，故在排除Ｔａｙ
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和 ＷＯＳ等英文数据库后，重点对
ＣＮＫＩ和ＣＳＳＣＩ等权威中文数据库进行比较选择。
其中，ＣＮＫＩ“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后文简

称 “中国知网”）作为全球最大并持续更新的数字

图书馆，下设学术期刊、研究生毕业论文、国内外

会议等数种可供选择的子数据库，包含了近８５００
种学术期刊，文献总量超过５０００万篇，成为国内
学者主要展示研究成果的数字平台，并同时也是获

取中文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的有效平台。基于

“中国知网”的权威性和完整性，此次研究采用该

数据库进行文献数据采集，并将采集到的数据借由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转换界面转换为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格

式，供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进行分析。①［４］５９－６０

（三）数据的采集与筛选

登录 “中国知网”，在检索中设置 “主题 ＝

‘马来西亚教育’”，或 “主题＝‘马来西亚华语教

育’”，或者 “主题＝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或

“主题＝‘马来西亚华人教育’”，在其期刊、教育

期刊、特色期刊、博士、硕士、国内会议、国际会

议和学术辑刊八个子数据库中经过初步检索，共得

到文献数据９７９篇。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有效性，在

检索结果中进一步进行筛选整理，去除通知、咨询

等非学术性文献数据，最终得到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１８年

间发表的可用于可视化分析的有效文献数据 ９７０

篇。在每篇文献中均包含有作者、篇名、研究机

构、登载期刊、发表日期、关键词、摘要等具体信

息。从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１８年间 “中国知网”收录的马

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年度发文量 （见图１）可知，

自２００８年起，国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

成果一直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

基于上述检索结果，下文将进一步对马来西亚

华文教育研究领域的人员合作、机构合作、关键词

共现和聚类等知识图谱进行分析。

二、对数据的可视化分析与讨论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作为当今最受欢迎的文献计量统计

分析软件之一，其在分析国内学者对马来西亚华文

教育的研究状况时，以可视化方式更为直观具体地

展现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合作、主导机构、权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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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ＣＮＫＩ中直接下载的数据不能直接使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进行分析，需要对数据格式进行转换。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
见文后参考文献 ［４］。



者、研究前沿与热点的具体情况。将计算机在Ｊａｖａ
环境下运行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３Ｒ８，时间设定为１９８１年
至２０１８年，时间分区 （ｔｉｍｅｓｌｉｃｉｎｇ）初始设置为
１，在后续运行中可根据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在
提取节点阈值的选择功能区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其中ＴｏｐＮ设置为５０，从而选取规定时间切片内
频次出现排名前５０的节点；语词来源同时选择题
目、摘要、作者、关键词。完成上述基本参数的设

置后，后续操作将根据相应的分析需求设置不同的

聚类节点 （Ｎｏｄｅ）及阈值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以便提
供更为清晰的可视化图谱，对国内学者关于马来西

亚华文教育的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

（一）研究人员合作及突发性作者网络分析

通过设置聚类节点 （Ｎｏｄｅ）为作者 （Ａｕ
ｔｈｏｒ），其余参数保持不变，点击可视化 （Ｖｉｓｕａｌ
ｉｚｅ），生成国内学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的
作者知识合作图谱 （见图２）。

图２　国内学者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研究的作者知识合作图谱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运行后生成的该研究领域作者知识
合作图谱中，网络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０５５，因
为数据量不大生成的网络相对清晰，且保留网络原

始状态可提高图谱可读性，因此此处不对网络进行

剪裁。如图２所示，所得数据中聚类节点 Ｎ＝４３，

表示截至目前该领域共有４３位学者①在进行相关领

域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对显著的研究成果，其中节点

的大小表示作者发表论文的数量多少。由图２所显

示的节点大小可知，该领域发表论著较多的国内学

者主要有廖小健、洪丽芬、陈武元、薄云、白雪、

石沧金、李毅、郑通涛、蒋有经、陈荣岚等１０位，

在４３位学者中占比达到２３％．另外，由图谱可得

Ｌｉｎｋｓ参数＝５，表明在４３位学者中形成小范围的

两两或三人合作研究模式的有陈武元与薄云，徐丽

丽与余可华，以及郑通涛与蒋有经、陈荣岚。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国内学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

教育的研究成果与研究现状，笔者根据图２将该领

域成果相对丰硕的学者发表文章及合作等情况进行

进一步统计整理，发现有廖小健、洪丽芬、石沧金

等３位学者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进行了专门的深入

研究，其占比在４３位学者中达６９％．以上３位

学者的研究分别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历程，马

来西亚国内相关政策、经济、文化、社团、语言对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影响等方面为切入点，对华文

教育展开研究。此外，有郑通涛、蒋有经、陈荣

岚、余可华、徐丽丽等５位学者对马来西亚华文教

育面临的汉语教学、师资等方面问题展开了不同程

度的合作研究，其占比在４３位学者中达１１６％．

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中继续对作者知识合作图谱

进行突发性检测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ｓｔ），检测显示学者

石沧金为突发性作者代表 （见图 ３），其突发值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高达 ４６１９６，是最高且唯一突发性作

者。其具体表现为学者石沧金于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６年

对华人社团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领域所发挥的作用

进行了持续关注，并取得显著成果，呈现出华人社

团与华人文化、华人教育的关系，同时以奖助贷学

金为例分析了社团对华文教育的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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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图２中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国民教育研究的４３位国内学者有李三青、廖小健、陈墨白、马联、郭彩霞、孔营、洪
丽芬、周巍、王睿欣、曹云华、陈武元、薄云、赵娜娜、白雪、王喜娟、梅德顺、刘翌姝、陆赏铭、王晓梅、徐丽

丽、益群、卢干奇、叶俊杰、余可华、郑通涛、蒋有经、钱伟、陈荣岚、石沧金、李静、赵强、吴应辉、张进清、童

家洲、陈祥光、陈建莹、李毅、克农、谢美华、周聿峨、胡春燕、王焕芝、朱桦。



（二）研究机构合作及突发机构网络分析

为分析各研究机构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

现状，通过设置聚类节点 （Ｎｏｄｅ）为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其余参数保持不变，点击可视化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
生成该研究领域的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详见图４）。

图４　国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由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运行生成的数据显示，研究
机构合作图谱的网络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０００６５，表
示此图谱呈现的数据量不大。为提高可视化图谱可

读性，此处不对该网络进行剪裁。图谱中聚类节点

Ｎ＝３１，表示目前该研究领域中国内学者所服务的
高校或智库共有３１个机构①开展了马来西亚华文教

育领域的相关研究。此外，该图谱的 Ｌｉｎｋｓ参数 ＝
３，表示在３１个机构中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和厦
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马来西亚林国荣创

意科技大学和青大科技大学、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

校中文系和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等６个高校／科研基
地之间形成两两合作的３个合作团体。开展合作的
机构在图谱涉及的３１个机构中占比接近１９４％．
科研机构合作占比较低，显示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

育研究领域的众多机构以独立研究为主。

对图谱中的 ３１个研究机构进行突发性检测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ｓｔ），生成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的突
发性机构代表图 （见图５）。检测显示，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所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突发值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分别为６９９８６和６０７３９，在３１个机构
中位列第一和第二，是该研究领域的突发机构代

表。其具体表现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从

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７年以华人社团为视角，对马来西亚
华文教育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持续

关注，出现了 《试析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与

华文教育发展的关系》《华文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奖助贷学金分析》等代表

性文章；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则于１９９９年至
２００４年从马来西亚国家政策、社会文化变迁等方
面对华文教育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形成 《马

来西亚教育政策的转变及其对华文教育的影响》

《本世纪初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发展》等具有影响力

的作品。３１个研究机构中，２个突发性研究机构占
比６４５％，其突发性研究时间段集中在２０世纪末
到２１世纪初。这表明２个突发性研究机构在近些
年的研究成果不够集中。

（三）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情况分析

１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为更好地突出热点、前沿的变化，选取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为节点类型，分析关于马来西亚华文
教育研究课题的热点与前沿情况。此处时间范围设

置为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１８年，时间切片为１，连线强度
选择Ｃｏｓｉｎｅ。设置好各项参数，点击 “Ｇ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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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图４中涉及马来西亚华人国民教育研究的３１个国内机构有：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
究院、暨南大学华人华侨研究院、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广西教育学院、北京理工

大学化工与环境学院、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现代语文杂志社数字化中心、厦门大学汉语国

际推广南方基地、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马来西亚林国荣创意科技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青岛科技大学、暨南大学华文学

院、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暨南大学东南亚

研究所、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厦门大学高教所、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湖北科技学院、

暨南大学文学院、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



数据分析，数据分析后点击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进入关键词
共现分析的可视化界面，得到如下知识图谱 （见

图６）。

图６　国内学者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谱中节点大小表示该突发性关键词出现的频

次。另外，因检索策略设置，该图谱隐去了最大节

点 “马来西亚”。由统计数据可知：该组参数设置

条件下的节点数 Ｎ＝１３３，表示有１３３个关键词列
入本次统计结果；参数 Ｌｉｎｋｓ＝２９０，网络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３３。此处整理出排名前十的突发
性关键词，即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１８年依据其出现时间先
后依次为华校、华侨教育、马来人、教育行政组

织、教育部、华人社会、华人社团、马来西亚华

语、马来西亚华人、一带一路。（具体情况参见图

７）由突发性关键词图谱可以清晰地了解国内学者
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热点及其持续关注

时间。

２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分析
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在关键词共现图谱基础上进行

聚类分析，生成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关键词聚类

知识图谱 （如图８所示）。
从图８的数据分析可知，聚类节点 Ｎ＝１３３，

连接数Ｌ＝２９０，网络密度Ｄ＝００３３，Ｑ（模块值）
＝０５５６４，Ｓ（平均轮廓值） ＝０６４４７。图谱显示
的聚类标签分别是＃０现代语文、＃１华文教育、＃２
华人、＃３教育部、＃４马来西亚华人、＃５高等教
育、＃６经费、＃７华文小学、＃８马来西亚华语、＃９
问题。从这１０个聚类标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关
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这一研究领域，研究主题涉及

华人、华语及小学、中学、大学等教育阶段，研究

内容则表现在与主体相关的现代语文、经费等各项

具体的教育问题，与此同时产生这一系列变化的主

导力量教育部同样是一大关键点。基于上述总体认

识，为更好地体现高频关键词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

化，将图谱方式依次进行时间线视图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Ｖｉｅｗ）和时区视图 （ＴｉｍｅｚｏｎｅＶｉｅｗ）的切换，并
最终得到如下页图９、图１０所示的时间序列图谱。

图８　国内学者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研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在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Ｖｉｅｗ中，相同聚类的文献被放置
在同一水平线上。文献的时间置于视图的最上方，

越向右则表示时间越近。如图９所示：关键词节点
的大小反映了各个聚类中文献的数量情况，表明该

聚类领域在相应时期的重要性；通过各个聚类的节

点时间跨度反映某一个特定聚类的兴起、繁荣、衰

落过程。据此，笔者对各关键词的时间跨度进行了

列表整理，如下页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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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国内学者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关键词聚类时间线视图

图１０　国内学者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关键词聚类时区视图

　　表２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关键词聚类时间一览
关键词聚类 时间跨度／年 时间年点

现代汉语 １９８４～２０１８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华文教育 １９８４～２０１７ １９８４、１９８９、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华人 １９９３～２０１５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教育部 １９８６～２０１０ １９８６、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马来西亚华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高等教育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经费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１９９０

华文小学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马来西亚华语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问题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从表２数据可看出，现代汉语和华文教育的相
关研究贯穿始终，其中以 “现代汉语”为中心展开

的研究在２１世纪相继于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６年掀起４个研究高潮，而以 “华文教育”为中

心展开研究的高潮则发生在２０世纪末，分别是１９８４

年、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７年。另外，关于华人
和教育部的相关研究则起步早，但近些年的研究成

果渐趋渐少，其中以 “华人”为研究热点的相关研

究从１９９３年持续至２０１５年，于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掀起３研究高潮；以 “教育部”为重点开展

的研究则从１９８６年持续至２０１０年，其中以１９８６年、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以 “经费”

为关注点的相关研究出现在１９９０年，但于１９９１年
出现研究高潮后便淹没在学术研究中；不同于 “经

费”研究的早期出现，对 “马来西亚华人” “高等

教育”“华文小学”“马来西亚华语”“问题”的研

究则是进入２１世纪后才开始出现的，其中关于 “马

来西亚华人”的研究始于 ２００６年，在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出现研究高潮； “高等教育”的研究始于

２００１年，并于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５年相继涌现出大批研
究成果；而关于 “华文小学” “马来西亚华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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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别从２０１４年持续至２０１６年、从２０１３年持续
至２０１５年，期间并未出现较突出的研究高潮；对于
以 “问题”为主要关键词的研究仅在２０１３年出现一
个小时期的高潮，随后便较少谈及。

在图１０中，从左至右每一条带表示１年的时
间切片长度，条带间形成的聚类节点表示该时间切

片内出现的具有较高中介中心性的共现关键词。此

处根据统计数据将排名前十的高 Ｓｉｇｍａ值 （Ｓｉｇｍａ
值是由突发值和中介中心值综合而得出的指数）

的关键词进行列表分析，具体情况参见表３。

表３　国内学者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高Ｓｉｇｍａ值关键词

编

号

突发性探

测值 （Ｂｕｒｓｔ）

中介中心性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Ｓｉｇｍａ

值
关键词

１ １４１６ ００７ ２６７ 华侨教育

２ ７５１ ００４ １３６ 教育行政组织

３ ７３８ ００４ １３０ 马来人

４ ７２１ ００３ １２３ 马来西亚华语

５ ６７１ ００９ １７４ 教育部

６ ６０４ ００１ １０９ 华人社会

７ ５８１ ００１ １０３ 华人社团

８ ５５７ ００４ １２２ 一带一路

９ ５４１ ００６ １３７ 马来西亚华人

１０ ４３１ ００１ １０５ 华校

表３中的Ｓｉｇｍａ值由表示节点在网络结构中的
影响力的中介中心性指标和表示节点在时间上的影

响力的突发性指标计算而来，即 Ｓｉｇｍａ＝Ｍａｔｈｐｏｗ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１，Ｂｕｒｓｔｎｅｓｓ）。通过对 Ｓｉｇｍａ值大小
的比较，可获取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领域的活跃

区 （Ａ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或新兴趋势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
由表３统计数据可知，国内学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
教育研究的活跃度从高至低就关键词而言依次是华

侨教育、教育部、马来西亚华人、教育行政组织、

马来人、马来西亚华语、一带一路、华人社会、华

校、华人社团。笔者继而对中介中心性与突发性探

测值依次进行排名，其中中介中心性从高到低关键

词依次是教育部，华侨教育，马来西亚华人，教育

行政组织与马来人并列，马来西亚华语，华人社会

与华人社团与华校并列，突发性探测值从高至低依

次则是华侨教育、教育行政组织、马来人、马来西

亚华语、教育部、华人社会、华人社团、一带一

路、马来西亚华人、华校。

综合图１０和表３的数据分析，在探索国内学

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知识领域演进过程中，

通过直观的时区文献聚集情况，展现出学者在华侨

教育、教育部、马来西亚华人、教育行政组织、马

来人、马来西亚华语、一带一路、华人社会、华

校、华人社团等１０个领域内积累的大量有影响力
的作品。

三、研究结论

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下，马来西

亚作为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节点
国家，其华人华侨在促进中马两国经济合作、政治

交往、文化交流、民心互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依笔者拙见，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作为马

来西亚国家多元包容的国民教育体系的一大特色，

是维系华人族群认同的重要纽带，是推动两国文化

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也是推动两国经济合作、政

治交往的文化基础，更是民心相通的重要体现，在

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

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领域的研究情况进行细致、深

入的分析、梳理，有助于推动国内马来西亚华文教

育研究能够更系统、更立体、更全面，从而促进两

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对国内学者已发表的相

关文献进行深入分析解读，并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

制定相应的研究策略，确有必要。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更为科学直观的可视化分析工具为课题研究

提供了更加科学化的研究技术路径。

就本研究而言，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３Ｒ８工具，
以 “中国知网”数据库所收录的相关文献数据资料

为分析样本，对国内学者在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１８年间所
发表的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主题相关的成果进

行可视化分析，其分析结果可基本反映国内学者在

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特性。当然，在选取研究样本

时，本研究排除了国内学者的部分英文成果及中文

著作 （书籍），这给研究样本的宽度和覆盖面带来

了一些损伤，但鉴于 “中国知网”包含了近８５００种
学术期刊，文献总量超过５０００万篇，是目前全世界
最大的中文文献数据库，因此上述样本的缺陷还不

足以影响本文所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客观地讲，

笔者希望本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给今后国

内学者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方面带来一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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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法性和思路性的借助。本研究如有不当之处，

还望广大学者、专家批评指正。

综合前文中有关科研人员知识合作情况及突发

性检测、科研机构合作研情况及突发性检测、研究

热点与前沿情况等维度的分析讨论，得出如下几点

个人观点及结论。

结论一：国内学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

究内容以传统的政策、文化、语言等视角为主，同

时越来越关注到华文教育的细节问题，但量化可视

化分析研究少，研究方法有待拓宽。通过对关键词

的聚类、共现的可视化图谱分析，国内学者的研究

成果多集中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历程的综述性

研究，或者以华人、华语及各个教育阶段为主题，

对其涉及的经费、师资等问题进行探讨。与此同

时，对政府颁布的产生连锁效应的教育、民族等政

策研究也是一大热点。上述研究方法与内容，更倾

向于传统的政治、经济、民族、社会、文化等方

面，究其原因可能与国内做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方面

研究的一些学者不太擅长定量分析和统计等方法有

关，其研究方法还是以定性为主，定量分析的少。

结论二：国内学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

究表现出研究领域不集中、关注度不高的问题。无

论是关于学者的突发性检测还是关于研究机构的突

发性检测，检测结果中呈现的数据寥寥无几，其中

学者以石沧金为代表，研究机构以暨南大学华侨华

人研究所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为代表。这反映

出国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未形成专门的

研究团队与权威领头人。在图２、图４所反映的知
识合作图谱中大的节点数量少，反映出该领域的研

究人员或机构较少且开展的合作范围小。国内学者

仍需在该领域加强合作，并通过多角度多学科对马

来西亚华文教育进行深入研究，这对研究中国文化

在海外的传播有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结论三：从２００８年起，国内学者关于马来西
亚华文教育的研究成果一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２００８年，世界出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纵观历
史，危机同时意味着转机。从某种程度看，金融危

机让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并逐渐在很多领域崭露

头角。上文中表２部分反映了进入新世纪以后华人
教育越来越得到东南亚研究学术界的关注。实际

上，在全球性金融危机、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上
海世博会以及新时期 “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

景下，伴随着孔子学院在国外越来越多的开设，世

界上许多国家出现了新一轮的 “汉语热”。马来西

亚作为海外华人华侨的重要聚居地，国内学者对其

华文教育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其研究成果在新时期

也呈现增长态势，并且部分学者已开始尝试利用新

的科学分析方法对原有课题展开新的研究。可以预

见，未来国内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的思路会越

来越多，时代性、创新性会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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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志·音乐下》，故 “隋”宜移入书名号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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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宜作 “《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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