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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应用语言学近年来三大转向中多语转向的内容之一，超语已经成为了双语或多语教育领域等其他领

域的热门研究话题。本文基于R语言的文献计量分析软件，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来源的560篇主

题为“translanguaging”的文章进行相关指标的可视化分析，概括并讨论国际超语研究主题状况。研究

发现超语的理论体系较为完整，双语与多语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占主导地位，同时也有关注不同社会文

化背景下超语实践者的语言使用情况以及身份问题。虽然超语研究发展迅速，但是依旧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关注国际超语研究理论与实践，有利于促进我国语言教育以及多模态和跨学科相关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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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turns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recent years, translanguaging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software of R language, this paper uses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as the source of 560 ar-
ticles with the topic of translanguaging to carry out a visual analysis of related indicators, and 
summarizes and discusses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opic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ranslanguaging is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the applied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plays a dominant rol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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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s about the translanguaging users and their identity under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nguaging research is rapid, there is still a wide 
space for further stud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nslanguag-
ing resear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ul-
ti-mod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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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第二语言习得理论需要经历研究者所说的双语、多语转向[1]，据徐锦芬[2]概述，

国际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近十年来出现了三大转向，即社会转向、多语转向和积极转向，多语转向正是

在全球化、移民、海外学习项目等高速发展背景下多语使用逐渐普遍而产生的，而超语作为源自于 20 世

纪 80 年代的一种双语教育模式重新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广泛讨论。近几年来超语的研究逐年都在大幅提

升，除了语言教学领域的超语实践，展现出时代性的跨学科、多模态特点的超语同样也成为了研究的热

门趋势。为了让我国学者更好地了解超语研究发展的大致趋势及前沿方向，有必要对其国际研究进行深

入分析。 
本文辅以 R 语言的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对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为来源经筛选得到的 560 篇文章为

研究对象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此概括近十年来研究主题趋势。 

2. 超语概念简介 

超语从起源上看是一种双语教学话语实践[3]，它颠覆了二语习得课堂里以单语为标准的传统观点，

它来源于威尔士学者 Cen Williams [4]为了振兴威尔士语而提出的教学模式 trawsieithu，在使用该教学

模式的课堂上，教师使用英语输入，学生则用威尔士语输出，或者两种语言进行调换。之后英国双语

教育专家 Collin Baker [5]将其译为 translanguaging 并引入双语教育研究领域，该术语中文名为“超

语”、“超语行动”抑或“超语实践”，其中“trans”意味着“超越”，“languaging”则来源于二语

习得领域中的社会文化理论里已有的概念，用于描述“语言学习中协商与产出有意义、可理解输出的

认知过程”，既是一种“调节认知的手段”(意为理解并解决问题)，也是“通过语言来产出意义、塑造

知识与经验的过程”[6]。北美超语研究的标志性学者 García [7]认为超语是“双语者为了理解他们的双

语世界而进行的双语言交际实践”。Baker [8]则将超语定义为“通过使用两种语言来创造意义、塑造

经验、获得知识、理解并消化知识”的实践活动。同时，超语也吸纳了多模态的社会符号学的观点[9]，
使其内涵得到了拓展。 

出现在双语/多语研究领域内的“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是一个和超语类似的话题。语码转换研

究侧重于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变研究，仅考量双语/多语言相互交织的特征[7]。超语源自语码转

换，但其强调双语\多语者仅仅拥有一个动态的语言系统，正如 Canagarajah [10]所说：“超语指多语者所

具有的在多语言间穿梭的能力，但多种语言归属于一个综合系统。”得到拓展的超语概念更加强调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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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模态、不同感官的语库(language repertoire)的动态功能整合，即为了达到交际成功的目的将各种语言和

手势、声调、强调、音频、视频、数字、图形等模态灵活且动态地融合。在超语空间(translanguaging space) 
[11]里，双语者的情感、文化和智力过程融合在一起，信息的交互超越了语言间的边界，促进了跨文化交

流与沟通。超语概念不仅仅拓宽了语码转换的研究视野，更是将人们对语言结构的关注转移到对语言行

为本体以及交际成效的关注[12]。另外，前缀“trans”也表明了超语是基于超学科角度研究人类的交流与

学习，打破了传统的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之间的壁垒[13]。 

3. 研究设计 

作为国际前沿话题的超语近年增长趋势较明显，对此需要把握国际超语研究发展现状和动向，关注

超语理论的完善和超语教育实践的发展。本研究将围绕“国际超语研究包含哪些热门主题？”以及“国

际超语研究的发展动向如何？”为研究问题，将 Web of Science (WOS)核心合集中以“translanguaging”
为主题词检索出的所有论文作为研究对象，经人工筛选后总共得到 560 篇文章(截至 2022 年 6 月)。 

研究工具选用以 R 语言为依托的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软件 Bibliometrics 的最新版本，该软件可以对

更加直观、快速且精准地得到各项统计数据，技术“更客观、更可靠”[14]。本研究基于该软件提供的统

计指标客观地概括超语研究现状，找出并分析目前超语研究主题的规律性特点。 

4. 研究结果 

4.1. 发文量变化 

超语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并且随着国际间的学术合作逐渐增多，以超语为主题的研究也涌现出

来。从图 1 中可知，超语研究起步于 2010 年，2010 年至 2013 年，研究尚处于平缓增长的阶段，年发文

量较少。从 2013 年开始，相关研究的发文量增加显著，2020 年发文量达到了峰值(101 篇)，显示出目前

该研究领域已成为新兴热点，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势头。 
 

 
Figure 1. Annul scientific production 
图 1. 年发文量 

4.2. 研究主题 

高频关键词以及研究主题分布坐标图是能够客观显示出研究主题的两个关键指标，本研究基于该两

项指标对主题进行归纳分析，从而更好揭示出超语研究的热门话题。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12401


杨依婷 

 

 

DOI: 10.12677/ml.2022.1012401 2976 现代语言学 
 

4.2.1. 关键词词云 
文献关键词是对其内容核心的高度概括，是能够展现出中心概念的词语。关键词词云功能即对所有

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后汇聚成类似椭圆形的图案，出现频率越高的关键词越大，视觉上尤为突出，以

便更好地理解众多文章主题聚焦。 
 

 
Figure 2. Word cloud 
图 2. 关键词词云 

 

图 2 为超语研究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词云图，从上图可以看出自 2010 年来超语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

multilingualism、bilingualism、bilingual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multimodality、translanguaging pedagogy
等。 

超语研究主要分为双语/多语者复杂日常语言交际(自然超语)研究以及基于复杂语言实践的教学(教
学超语)研究[15]，但其可细分为多个不同的方面，从上图归纳后可以看出目前超语研究有以下热门话题：

双语/多语背景下的超语教学理论与行为实践研究、超语多模态特点相关的调查研究、超语使用者的身份

认同和建构研究、双语/多语教育背景下的语言政策或读写能力研究、超语学习策略研究、科学教育中内

容与语言整合教学法运用的超语实践研究；其中关注群体有双语/多语学习者、少数族裔、聋哑人等。 

4.2.2. 战略坐标图 
图 3 是根据作者所给关键词所绘制的战略坐标图，横坐标表示密度，纵坐标表示向心度，共有 4 个

象限。通过对象限中主题类团的分布以及类团内部的分析能够较为科学地得出超语研究的主题现状。 
 

 
Figure 3. Coupling map 
图 3. 超语研究战略坐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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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象限的主题是主流主题(motor themes)，出现在第一象限的类团主题向心度和密度都相对较高。

由图 4 可知，超语研究主流主题形成了两个类团，其关注度高的几个方面有：双语(特别是英语)教育中学

习者能力的培养与策略、双语家庭背景下儿童的读写能力变化以及教师的超语实践职业能力发展。除此

之外还有一个介于第一象限和第二象限的类团，包括 translanguaging space 以及作为研究方法的 linguistic 
ethnography，它较第一象限的其他类团向心度更低。 
 

 
Figure 4. Clusters in the first quadrant 
图 4. 第一象限类团 
 

第二象限的主题是小众主题(niche theme)，中心度较高但是密度较低，该象限中形成了四个主题类团。

第一个类团包含 mobility 和 sociolinguistics，表现了研究者对当前社会人员流动现象(如移民)与相关语言

符号使用方面的关注。其余的类团体现了研究者关注超语实践过程中的合作(collaboration)以及超语科学

课堂(translanguage science classrooms)中的超语研究。 
第三象限的主题是有待开发的研究主题(emerging theme)，无论是向心度还是密度都相对较低。该象

限只有一个主题类团，包括 assemblages、 spatial repertoire、 heteroglossia、 language variation、
linguistic-ethnographic research 等主题，这些主题尚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形成热点或建立完整体系，有较

大的发展空间。 
 

 
Figure 5. Clusters in the fourth quadrant 
图 5. 第四象限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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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象限的主题被称为基础主题(basic theme)，密度较高但向心度较低，这些主题大部分已经形成比

较完整的研究理论体系。超语研究基础主题包括多个主题类团，如图 5 所示，其中研究密度最高的第一

个类团的主题包括 translanguaging、multilingualism、bilingual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 等。第二个类团

的主题和第一个类团类似，同样是在教育方面，但是出现了 early childhood、language attitudes 以及 language 
ideology 以及具体的 reading comprehension。第三个类团依旧以教育为主，且涉及到更加具体的教学与教

学法，例如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以及 CLIL，除此之外 multimodality、deaf、trans-semiotizing、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也形成了新的研究趋势。其余的类团则着重自然超语的主题，比如关键词中出现了

emergent bilinguals、superdiversity、identity、social media、discourse analysis，在分析现象的同时不乏对

深层意识形态和社会公平的探讨。这些研究主题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和研究体系且较为独立，能

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较科学且扎实的基础。 

5. 讨论 

超语研究顺应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超语现象的发现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

但是超语研究起步较晚，起步于 2010 年，但近几年由于重要著作的出版其研究也发展迅速。超语的出现

展现了一种不同于二语习得单语主义的多语主义语言观，超语代表一种新的认识论范式[7]，其核心是承

认和重视双语、多语者所具有的整体语言资源库(unitary repertoire)。脱离了政治色彩的超语具有多感官、

多模态的特色，在研究上也呈现出了跨学科、多领域的特点，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依然有较大的

研究空间。 
超语的理论体系较为完整，双语/多语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占主导地位，同时也有研究关注不同社会

文化背景下超语实践者的语言使用情况以及身份问题。 

5.1. 超语实践教学的研究展望：全面研究与融汇贯通 

尽管超语实践能够融入多种教学方法，从基于内容的教学到学术英语或基于任务的语言教学，但不

应将其简化为一种方法[16]，而它应该是“一套体现灵活多语言原则的相关策略”[17]，该策略在教学环

境中的使用能够节省时间，在解决问题、传达意义和建构知识的过程中帮助学生最大化语言资源[18]。而

研究者可以通过观察和分析双语/多语学习者有效的超语策略从而为教学实践带来启发(如[19])，并且在研

究的基础上可充分发挥超语实践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优势以取得更好的外语学习效果。 
众多研究发现，超语实践在双语/多语教育的运用中展现出了一系列优势，例如，超语学生的情感障

碍，并减少疏离感、焦虑和紧张感[20]、有助于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投入[21]，从而更深入、全面地

了解并掌握课程内容[22]、有利于增强课堂交流互动，从而可以改善生生、师生关系[23]。也有研究者指

出了其短板，有研究发现课堂上的超语实践增加了学生的自信心，从而提高了他们在 L2 中的交际表现的

有效性，而包括流利度、准确度、词汇复杂度等其他用于测量二语学习成果的指标都与单语教学的对照

组学生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差异[24]，可见超语实践在双语/多语教育运用的表现和效果还有进一步研究的

空间。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具体情况复杂多变，比如教学内容、学习者个体的差异、教育政策、教学资源及

其质量、教学目标等，放在某一特殊情况下的超语实践是否能发挥其理想优势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

量与研究。 
另外，教学效果的衡量指标和未来超语教育实践的目标应该如何设定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如果我们

假设学生语言资源中语言的相互影响是创造性的和有利的，而不是阻碍交流，则应该根据更多基于实践

的规则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的任何预先设想的规范或现有的语言形式来评估学生[25]。研究者需要开发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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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展现双语与多语者多重语言能力的测试机制，这样的机制可以评估他们将不同语言的特征组合(而非分

离)成有意义的整体的能力[13]。从图表可知，超语教学实践所产生的教学效果和检测方式并没有成为重

点关注对象，并且在语言学习者的能力测量中，超语研究者倾向于关注语言学习者的读写能力[26]，而实

验研究中多层次的语言能力测量将有助于超语教学实践长短板的发现与完善，为其未来实践取得更好的

效果指明方向。 
超语实践与其他教学模式的融合贯通也是新趋势之一，已经出现了 CLIL 教学法融合超语实践的教

学研究并取得了一定进展(如[27])，那么其他传统教学法和超语实践的结合是否能带来新的教学效果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如语法翻译法在超语教学中就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超语理论下“翻译”的概念更体现为

对学习材料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再表达，在再表达的过程中学习者会处理许多复杂的认知问题[28]。该领域

还需要大量理论及实证研究来衡量各种教学法融入超语教学的方法和实际教学效果，为未来超语教学研

究与实践的带来发展空间。 

5.2. 超语教学实践的发展方向：打破壁垒与深化合作 

超语与语言政策息息相关，比如超语起源的背景就是威尔士语的语言振兴计划，Cen Williams 认为

语言学习者的双语能力提高是由于英语和少数族裔特有语言威尔士语的切换使用，从而便有了“超语”

一词最早的出现[4]。随后 García 在美国建立于语言歧视教育政策的背景下对只能在教室里使用英语的西

班牙裔学习者进行了研究，这些学习者总被认为他们的西班牙语对英语的学习产生了负面影响，但 García
指出，只有语言歧视才是他们学习过程中真正的绊脚石，例如单语政策的推行以及家族语言和社区语言

的限制使用，而超语实践则能够在激发学生学习潜能的同时又改善教师的教学模式[29]。 
在如今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诸多国家或民族特别是多语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其语言环境

较为特殊，他们一方面为了面向国际而实施或加强英语教学，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国家或民族的语言能

够传承。超语实践颠覆了自上而下推行的严格的言分离政策，而且在单语意识形态政治中，超语可能对

濒危的少数族群语言构成威胁[15]。该领域研究常与语言态度结合研究，继续深入探讨语言政策或规划下

少数族裔的语言教育问题，需要不断加强研究方法的客观性，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同时进一步探索超语教

学实践的实用性。 

5.3. 自然超语的研究趋势：模态多样化与跨学科发展 

除了课堂环境中的超语实践，日常生活中的超语实践也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势头。 
首先，双语/多语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语言，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会产生何种差异，选择或

调整的目的和作用何在，这些问题已经在少数研究中得到了解答(如家庭语境及工作语境)，但是作为新时

代的独特语言景观，对该现象的全面了解依旧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与研究。 
其次，在全新的网络时代，随着新时代信息的交互和多媒体的广泛运用，超语现象渐渐扩大着自己

的范围。例如电脑辅助沟通就是自然超语实践研究的一个崭新话题，网络聊天中表情包、视频、音频等

的灵活使用超越了语言与符号所限制的边界，让双方的沟通目的得到了更好的传达，促进并拓宽了跨文

化交流方式，拥有多模态、多感官特点的自然超语或许能够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另外，疫情时期

网络教学环境也为超语实践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如[30])。 
最后，自然超语的研究将更广泛地关注和解决残障人士的沟通交流问题，例如手语交流。超语实践

理论在该领域的拓展将有利于完善或改进聋人教育方式，如今已经有少量相关研究展示了初步成果(如
[31])，有着广阔的跨学科与超学科的发展空间，其成果值得期待。 

超语所关注的是一个庞大的语言符号系统，超语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体现，也是人类认知方式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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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双语与多语使用者可以用一种嬉戏的方式操控语言之间、语言与其它符号之间的边界，而他们的语

言表达则通常是连续的、动态的，具有即时性且富有创意[13]，而复杂动态系统理论(Complex Dynamic 
System Theory)认为，人类活动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包含多个关联要素之间的复杂交互，语言是在环境

和个体互动中发展的，是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的非线性、非静止的过程，变化是核心要素[32]。笔者认为，

CDST 对语言系统动态性和复杂性的重视以及超学科的概念架构能为超语实践研究带来崭新的研究视角

和方式，例如尝试采用聚类分析法来深层探究超语实践现象。 

5.4. 自然超语的使用探究三类群体的身份建构：解构与流动 

身份问题也是超语实践框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超语作为跨文化沟通中表达自身观点与情感、

与不同文化集体群体互动交流的重要资源，对其使用者的身份构建、知识学习与自信心提升也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对于语言使用者而言，超语实践具有改变他们语言能力与身份认同及世界观的潜力[13]。 
该问题的相关研究涉及多个方面。第一个是在双语教育背景下观察并分析学生如何运用多语言和多

模态交际能力来建构社会身份(如[33])，第二个方面是少数族裔在超语实践影响下的身份建构(如[34])，第

三个则是网络社交环境中跨文化交际的超语实践身份建构(如[35])，除此之外国际政治形象与身份的构

建、职业身份等也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主题。该方面研究通常使用个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有较大的发

展空间，更多的研究数据将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解释超语实践中的身份构建问题。 

6. 结语 

超语实践不仅仅有着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也持有广泛的应用意义。超语研究是全球化背景下兴起

的产物，近年来发展迅速，涉及语言政策、语言教育、语言治理等多个层面，吸引了许多国家的关注。

随着超语实践理论的不断完善，双语/多语背景下的超语教学实践是主要关注的热门主题，教师和学习者

作为超语的实践者成为了重点关注的对象，除了教学超语研究，日常超语研究也占据了重要的部分，研

究者的目光转向了不同环境与不同群体的超语使用情况。另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超语的概念也出现

了拓展，形成了多感官、多模态的特色，网络交际中的跨文化超语研究也走进了视野，开阔了超语研究

的方向和前景。 
虽然超语研究发展迅速，但是依旧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关注国际超语研究理论与实践，把握好语言

符号复杂和动态的特点，发现并解决研究漏洞，可以更好地推动相关理论在学界的传播以及超语实践在

我国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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