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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十年超语作为语言教育的新理念已经成为国内国际应用语言学界的新兴研究领域。超语研究在语言教

学、多语教育、语言与身份认同和跨学科的语言学研究等多方面的探索层出不穷，对学科交叉领域的语

言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借助CiteSpace文献可视化工具，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核心合集为

数据来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2014年至2023年超语相关研究论文113篇进行可视化分析，呈现国

内超语研究的发展趋势。本研究旨在为国内学者梳理超语研究的知识内容，通过研究理论超语及实践超

语归纳超语实践研究的范畴与方法，提出超语视野下外语研究新范式及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为国内

超语实践与外语教育研究提供视野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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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decade, translanguaging as a new concept of language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emerging 
research field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pplied linguistics. The explorations of translan-
guaging research in language teaching, multilingual education, language and identity, and cross- 
disciplinary linguistic research are endless,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linguistic r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7559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7559
https://www.hanspub.org/


杨圆玉 
 

 

DOI: 10.12677/ml.2024.127559 306 现代语言学 
 

search in cross-disciplinary fields. In this paper,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literature visualisation 
tool, using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as the core collection as the data source,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visualise and analyse 113 research papers related to 
translanguaging from 2014 to 2023, and to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ranslanguaging re-
search i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s. This study aims to sort out the knowledge 
content of translanguaging research for scholars at home, summarizing the scope and methodol-
ogy of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 research by studying theoretical translanguaging and practical 
translanguaging, put forward a new paradigm of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nguag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and provide 
perspectives and thoughts on the research of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
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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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实践观，“超语”理念认为语言是一个整体、融合、动态的交际互动系统。超语

理念强调双语者在语言实践中调动的语言资源并非来自两个独立的语言系统，而是来源于一个汇集所有

语言特点的完整语言经验库[1]。在超语视角下，语言具有平等性，语言使用者亦为平等体，母语与目标

语俱属于语言使用者的个人资源库，母语者与外语者俱拥有对某种语言的话语使用权与话语创造权。这

一观念挑战了语言界限化及语言使用者阶级化的传统语言观。近年来，受国际研究热潮影响，国内围绕

超语的相关研究逐渐兴起且逐年增多，其研究涉及教学法、日常社会互动、跨模态与多模态交流、语言

景观、视觉艺术、音乐、跨性别话语等多个领域。超语作为近十年来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跨学科

领域的新兴研究热点，为探索二语及多语能力、语言教学、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等语言应用和社会议题

开辟了崭新的领域。随着多语现象的全球化普及，超语逐渐成为国际多语领域的核心话题之一，具有广

阔的研究空间和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促进超语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本文借助中国知网(CNKI)分析检索结

果和 CiteSpace 文献可视化工具，对 2014~2023 近十年国内超语研究相关论文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通过

可视化图表呈现国际超语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为国内超语研究和外语教育研究提供参考。 

2. 国内超语研究发展趋势 

2.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为核心合集为数据来源，以超语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文献类型设定为期刊

论文，其中著作、书评、本硕博学位论文、特刊序言等条目暂不列入本文讨论。经过人工筛查，共检索

到 113 篇超语研究相关期刊论文，文献时间跨度为 2014 年至 2023 年。 
文献计量学广泛应用于许多研究领域，以分析学术文献中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趋势和方向。本文

利用的 CiteSpace 6.2r7 高级版软件是一种基于定量分析的知识图谱绘制方法，通常用于文献计量分析的

软件，其将文献计量分析与传统分析相结合，以支持基于知识图谱和识别点(如知识基础、新兴趋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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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前沿等)的系统综述。将文献导入 CiteSpace 软件进行数据清洗、处理和分析，时间跨度设置为 2014~2023
年，从高频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关键词时间线两个方面绘制知识图谱呈现国内超语研究的发展趋势。 

2.2. 国内超语研究计量结果与分析 

2.2.1. 国内超语关键词共现图谱 
关键词是体现论文主题的核心要点，也是对某个领域研究热点的反映。使用 CiteSpace 对 113 篇国内

超语研究论文进行数据处理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数据结果显示：出现频次较高的

10 个关键词分别是超语实践、超语行为、超语、多语实践、态度、多模态、语言景观、教学、超语行动、

写前讨论。 
 

 
Figure 1.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mapping for domestic translanguaging research, 2014~2023  
图 1. 2014~2023 年国内超语研究关键词共现分析图谱 
 

由上述高频关键词可见，超语研究一方面是基于理论的研究，是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对语言的探析；

另一方面，超语研究重视对实践的研究即对语言教育的影响，关注超语与多模态、外语教学、二语习得

等教学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许多研究者探索了超语教学法在课堂中的应用，发现使用超语教学法，更

能帮助学生理解学习内容，对学生的双语学习具有积极作用[2]。正如 Baker [3]所述：“如果学生能够用

两种语言理解某个知识，那便是真正的理解。” 
高频关键词还显示超语和教师对外语课堂超语实践的态度具有较强的联系，Fang & Liu [4]基于中国

大学英语课堂的研究发现，英语教师对超语实践持积极态度，认可超语实践对外语学习具有重要意义，

并且选择使用汉语来解释关键概念和语法知识、激活学生已有知识储备、组织课堂活动、吸引学生注意

力。课堂超语策略的使用也有助于教师减轻对自发性多语实践的“负罪感”，提升教师对超语教学的信

心。基于我国香港地区的实证研究，Jiang L et al. [5]将英语教师的超语态度划分为抵制、矛盾、简化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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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持抵制态度的教师认为课堂教学中使用粤语有碍英语学习，担心使用粤语会导致学生拒绝练习英语，

并且学校的政策要求教师只能使用英语进行教学。持矛盾态度的教师一方面认同学生的母语是外语学习

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又对实际教学中使用学生母语持保留态度，担心学生使用母语不利于外语教学，

且会被认为是教师的英语能力不足。同时，外语教师没有得到足够的超语教学培训支持，致使外语教师

缺少对超语实践及其方法的正确理解。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教师对超语教学策略持保守态度。持简化态度

的教师选择了更折中的超语教学实践，即不直接使用粤语，而是简化语言输入、建立超语空间，鼓励学

生通过肢体语言、表情等进行多感官的意义建构，使用音乐、视频、图像等多模态教学材料实现超语英

语教学，有效规避了使用母语的问题。 
在图 1 所示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图谱中，左下角的颜色轴代表超语研究关键词的发展历程。从中可见，

超语研究于 2020 至 2023 年蓬勃发展，并衍生出许多研究视角及相关领域。由图 1 可见，超语研究早期

关注社交媒体及粉丝文化一类。而后超语逐步转向研究二语教育，超语概念模糊了语言的界限，把语言

使用者拥有的所有语言和符号纳入一个完整的语言经验库，语码转换则将不同语言看成多个独立系统，

强调语言使用者在多种不同命名语言中的转换[5]。同时，超语研究主要关注教学领域，多基于双语课堂、

多语课堂、沉浸式课堂、英语为教学语言的课堂或内容语言融合课堂等，以教学方法、教学策略、课堂

话语等为切入点，并以教师、外语学习者、新兴双语者、移民者等为研究对象，践行教育背景下的超语

实践研究。超语研究不仅根植于教育语境，而且被应用至社会生活实践的各种语境中[6]。 
总之，近十年“超语”热点研究内容多与“超语”教学密切相关，研究对象多为“超语”课堂的师

生，或家庭、社区的“超语”使用者，注重实践者身份构建及认同；多模态“超语”研究顺应信息时代

发展趋势，探索社会生活的“超语”景观现象，但同时在跨学科的动态系统分析层面还存在一定局限，

如在“超语”教学实践如何反推理论发展、多模态“超语”又是以何种方式被创造等逆向分析维度尚存

研究空白，并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语言研究的跨学科特性。 

2.2.2. 国内超语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某领域研究的基本概况。如图 2 所示，根据图谱信息，#0

超语行动、#3 超语行为 2 个聚类主题出现时间最早，均于 2016 年出现，研究内容包括粉丝文化、多语

实践、杂糅词、单语壁垒等；#4 管理性实践聚类于随后的 2017 年出现，并持续至今，包含造字手段、

人际实践等关键词；#0 超语、#1 超语实践 2 个聚类主题则涌现于 2020 年前后，出现时间最晚，主要研

究内容包括多模态、语言景观、双语教学等。另外，超语行动主题研究热度消散最早，2021 年后研究数

量逐渐变少，而其余四个聚类主题的热度则均持续至今，仍可继续进行研究探索。 
综合而言，超语研究在国内已有 10 余年的发展，超语研究主要覆盖两个方面：一是对超语及相关理

论的探析与构建，例如王俊菊&陈伟红[7]从概念衍变、理论观点、哲学基础、发展前景等方面分析了超

语行为所蕴含的非固态性语言本质和集成式语言资源储备，从理论建构、方法创新和交叉研究等方面展

望超语行为研究的发展前景；二是对超语在语言实践领域的探究，主要涉及对超语教学法的拓展和补充，

包括超语对教学方法、学习策略等层面的影响，例如叶雨诗&陈白璧[8]从课堂语言使用的角度出发，通

过在线调查了解国内不同高校的英语专业在校学生对精读课堂中不同语言使用策略的态度，并引入超语

这一国际语言教育和应用语言学领域快速发展的理论，鼓励通过与“全英文”概念相对的灵活的课堂语

言使用策略，提高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孙鑫&周雪[9]从内容语言融合的课堂实践出发，通

过课堂观察、半结构式访谈和刺激回忆性访谈收集数据，发现教师超语行为具有组织教学、维持人际关

系和树立价值观三种功能以及教师超语行为主要用于语言讲解，其次是内容语言融合讲解，再次是内容

讲解，对于不同课堂环境下的超语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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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imeline mapping of keywords for domestic translanguaging research, 2014~2023 
图 2. 2014~2023 年国内超语研究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3. 超语实践研究的范畴与方法 

基于对超语研究的可视化分析，本文尝试归纳超语研究的范畴与方法，即对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研究情境、研究方法等进行概括性总结。综合而言，超语实践研究通常以超语口语或书面语表达的使用

表现、频率、情境等为研究对象，根据质性研究范式，多使用社会语言学民族志学或会话分析、语篇分

析等方法[10]，通过对话语使用者的观察、问卷、访谈、录音等方式进行数据收集，结合社会语言学领域

相关视角，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对超语行为的使用功能、动机、策略等进行分析，以丰富超语本体理论

或提供实践价值。 
就研究对象而言，超语研究关注在特定语境下的话语表现。一方面关注自然，如研究城市景观，以

湖北省武汉市汉街的语言景观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动态的语言标牌融合了图文、视听等多重认知和

符号资源，超语实践在塑造和解读语言景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1]；一方面立足于人文，如超语课

堂，从韩国中文课堂传播中国故事现状和不足出发，力求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具体实践上取得新突破，

向世界呈现更多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故事[12]。此研究结果旨在构建专业的国际中文教育人才队伍，

系统梳理现有的中国故事资源，结合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创建以“中国故事”为载体的中国故事多媒

体资源库，充分调动多种感官刺激，给国际中文学习者带来更多沉浸式体验，创造性的实现智慧化传播

中国故事。 
纵观近十余年超语的发展，超语研究具有天然的跨学科性。因此，超语研究遍及语言学、社会学、

心理学等多学科，涉及语言态度、语言景观、语言观念、语言政策、语言创造性、语言批判性、身份

认同、身份建构、多模态、符号学等多种理论视角。网络的发展使超语实践研究愈来愈多样化，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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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偿策略，经济原则及网络用户的身份建构，构成了网络超语行为的三大动因[13]，社会的随机多样

发展亦有益于创造语言研究的契机。超语现象的普遍化使超语研究的视角选择愈来愈广泛，上述两个

研究聚焦于日常生活，并落脚于国内话语语境，内容创新，视角独特，对我国学者进行超语实践研究

具有启示意义。 

4. 教学超语的启示 

超语教学研究侧重于分析教师或学生的超语实践，一方面关注学生如何使用超语进行学习，例如发

现使用超语行为策略的学生比仅使用英语和仅使用汉语的学生能产出更多的内容生成话语单位、以及使

用超语行为策略的学生能获得更高的内容分数和产出更多与写前讨论相关的内容[14]。另一方面则关注教

师如何使用超语进行教学，例如鼓励教师树立大语言研究观，树立超语教学理念，发挥超语课堂优势[15]。
超语行为经常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自发行为，亦是教师在教学中不可避免的教学策略，超语教学研究对

教学与学习过程的关注以及对教育者与学习者的关注，对我国的外语教育具有重要启示。在中国的语言

教育环境中，目标语沉浸式教学通常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教学方式[16]。随着中国学习者外语水平的不断提

升，国内的新兴双语者逐渐增多，超语行为普遍存在于多数语言使用者的日常之中。因此，于国内的教

育者与研究者而言，挖掘国内语境下基于超语教学观的理论框架及具体的相关教学方法、教学活动等极

具潜力与价值。对于教师使用超语教学法，未来的研究应关注教师在课堂中多大程度使用目标语之外的

语言，以及教师应如何合理配置超语在课堂中具体环节的落实，从而更加清晰地指导教师的课堂话语与

教学设计。在我国外语教学实践与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在吸收和借鉴国外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基础上，可

继续着眼于探索和验证超语教学法的优点和不足，基于国内与国际超语教学的异同，结合我国特色开展

国内语境下的超语研究，开辟出属于中国外语教育领域的超语教学之路。 

5. 结语与展望 

首先科技时代多模态资源的广泛应用推动了人类多元识读能力的发展，让人际交往产生了革新性变

化，超语的兴起与发展恰恰包含语言的重新符号化过程。超语研究框架下语言系统是多语、多符号、多

感官、多模态的感觉和意义制造资源，且语言符号是更大范围内多模态资源库的组成部分，从而进一步

弱化了多模态资源间的原有界限，强调语言使用者自身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极致发挥。超语理论发展是对

原有多模态理论的扩充和延展，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突破，为未来深层次跨领域、跨学科的语言研

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7]。中国语言使用环境的语言、符号资源极其丰富，多语多言的情况十分普遍，堪称

社会语言研究的热土。其次，多语化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较为普遍的语言现象。而目前的教学超语实践

研究主要关注超语实践在教学当中的体现，大多通过质性分析进行，针对语言学本身的量刑研究依然匮

乏。中国学者可紧跟国内多语教育推进的大方向，聚焦外语教学中的超语实践，结合跨领域的心理语言

学、神经语言学等交叉研究，探索量化方法进行语言表现、语言迁移等语言学基本层面的研究，从语音、

形态、句法等角度切入，针对超语实践对于语言习得和知识获取有更加直观的数据化结果，更深入地探

索中国语境下的多外语教学情境中超语可能发挥的作用，也能为世界超语研究做出贡献。最后，理论超

语作为超语实践的一个重要分支，还处于积极探索和大力扩展的过程中。目前超语理论化的推进主要围

绕人类的语言共性和本能展开，尤其主张意义制造和人际互动中语言和非语言资源的同等重要地位。然

而，这些理论研究及突破尚在国际舞台展现更广袤的视角，中国学者可以借此机会，利用和探究本土社

会语言情境下的超语行为，例如结合我国多少数民族的特点，为超语研究在地域、人群、场景等方面的

丰富度贡献中国知识，并探索中国情境下的理论超语和研究范式。 
就超语研究的发展来看，超语的概念目前还是一种“涵盖性术语”[18]，它既是一种新兴的语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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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语言观，也是一种语言实践过程，更是一种具有潜力的教学法。超语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多

语主义的发展。这种对语言多样性的推介，使语言濒危和语言单一化的趋势得以延缓[19]，有效地维护了

语言生态。超语是涉及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概念，因其应用价值体现于

不同学科，为我们提供了跨学科视角，同时也为我国外语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使我们在外语教育

研究中更加关注母语的作用、关注教学与学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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