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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ranslanguaging is one of the foci in international linguistics studies. Recently, 

there is a heat in learning Chinese with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a. The present paper synthesized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hotspots and future trend of research on 

translanguag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based on SSCI-indexed 

journal articles sourced from Springer, Cambridge, Oxford and Web of Science. 

It has been found that 1) there is an incremental trend in translanguaging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hich falls into three stages; 2) there 

is no close tie of cooperation among researchers and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space 

distribution with 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 Dublin City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as the institutions that have the most publication 

number in this field; 3) a multiple hotspots were identified as follows: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languag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ranslanguaging pedagogy and diasporic community,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global textbooks, cultural comprehension and language policy, 

and others; 4) the developing trajectory of translanguaging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alls into the exploratory period, 

slow development period, quickening development period, and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5) the emerging keywords like bilingual education, 

diasporic community, language choice reflected the changes of attention to 

translanguaging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se 

changes might exert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society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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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汉语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汉语作为一门重要

的外语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学习汉语作为二语/外语/传

承语的人数激增 (Li et al., 2021; Yue, 2024)。在这一过程中，研究和预

测学科内外的各种问题，并对其进行预判、指引方向，提供相关的资

源、策略和方案至关重要 (李泉, 2021)。基于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语言

学等理论的汉语二语教学，更注重形式、交际等方面能力，对学生进

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关注不多(李雨桐,彭美淇, 2023)。汉语国际化的发

展反映了全球多语和多文化的趋势，尤其是在汉语学习者的多元背景

中，这一现象尤为显著 (García & Beardsmore, 2008)，留学生的多语和

多文化背景不仅丰富了他们的学习体验，也提出了对超语教学的需求，

以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他们的语言资源，超语教学能够促进跨文化理解

和语言能力的发展，使学习者在使用汉语的同时，灵活运用其掌握的

其他语言，从而提高学习的有效性和趣味性 (Swain & Lapkin,1998)。

新形势下，国际汉语教师除了具备一般教师所具备的专业素养外，还

需建立起不同于母语教学的，针对国际中文教育的专业意识、国际意

识和教学理念 (卢淑芬, 2014)。 

超语（translanguaging) 是近年来多语研究领域出现的新兴研究热

点，超语一词起源于威尔士，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有计划、有

意识地在同一节课上使用两种语言，交替进行输入、输出活动，系统

地建构双语教学模式。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兴起到最近全球的使用，

超语的日益流行与多语教育发展方式的变化有关 (Lewis et al., 2012)。

Cen Williams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威尔士语振兴教育中发现：当教师

用威尔士语教学或要求学生们用威尔士语完成作业时，学生更倾向于

使用英语，威尔士语振兴教育项目要求在课堂上只能使用威尔士语，

但实际情况却是，教师和学生们都倾向于使用英语 (李嵬,沈骑,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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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研究的方法、视角和理念等不一样，translanguaging（超语)在

我国被译成不同的名称：跨际语(吴英成,邵洪亮,2014)、超语言技能 (袁

妮娅,周恩,2015)、跨言用 (韩艳梅,2020)、超语实践 (李嵬,沈骑, 2021)、

超语行为(王俊菊 ,陈伟红 ,2022)、超语(罗琭昕 , 2024) 等。本文将

translanguaging 译作 “超语”。它既指教学活动中的多语教学模式，也

指日常交际中，交际者们利用各种符号资源进行有效交际的模式；既

是一种外显的语言现象，也是一种基于多重话语实践的理论；既是一

种多语、多符号、多资源融合的语言实践或行为，也是一个多语、多

符号、多资源整合的语言系统 (许红花, 2024)。 

李宇明 (2023) 指出，超语时代是对未来语言生活的一种描述，是

语言桥梁作用充分发挥的一个新时代。自超语问世以来，国外许多学

者将超语应用到语言教学之中，发表了较多相关成果。例如，

García(2005)探究了超语视角下美国的双语政策与实践研究；Merrill 

Swain 用这一概念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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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这是一种“调节认知的手段和通过语言来产出意义、

塑造知识与经验的过程 (Swain, 2006)；李嵬 (2021)以超语实践这一概

念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可用于观察双语与多语使用者语言表达的分析

框架。在国内，超语自被关注伊始，一直被国内学者视为外语教育研

究的新范式，并开展了相关研究：超语缘起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探

究(梁端俊, 王平, 2020)；调查分析双语学生通过"超语"及"认同"来开展

批判性学习的具体行为 (赵燚等,2021)；围绕理论超语和教学超语两大

类别，从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结合中国国情从超语研究和多语教

学等方面两条研究路径进行剖析 (郑咏滟,安宁, 2022)。然而，关于超

语理论在国际中文教育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以中国知网 CNKI 数据

库为检索，截止到 2024 年 10 月 25 号，仅有 9 篇相关文献(其中期刊

3 篇，博士论文 1 篇，硕士论文 5 篇)；以 Springer、Cambridge、Oxford

等数据库以及 Web of Science 的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 SSCI 期刊为检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IylmbgxpP4R7shJTvbTi7rJNcwjOsPfIIBLLV2IqWVtNMrdYrjEoJWh6WJAgTVOPo_WVW1NHkKsDi0dAoMTpTJ9gXBjGclC5KFcNKclSRR3g7FqUeBVT5ScHjOJaUHYI&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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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检索标准不包括书籍、图书系列、会议论文集、书评等，共计 61

篇。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不断增长的汉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迫切需求

与有限的本土汉语课堂超语教学研究的不匹配，启示我们要迫切探索

超语在国际中文教育背景下的应用潜力(李雨彤,彭美淇, 2023)。鉴于单

语主义教学模式无法满足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发展要求，

为客观地呈现国际超语在汉语教学下的发展现状，准确把握超语研究

的发展动向，本文拟采用研究综述的方法，对国内外（包括中国、中

国澳门、美国、新西兰、英国、爱尔兰和德国）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内

的超语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梳理，通过知识图谱、表格等呈现

其热点主题以及发展趋势，旨在全面、客观、科学、形象地反映这一

时期国际中文教育的基本状况、动态演进历程和前沿热点，以期为超

语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以 Springer、Cambridge、Oxford 等数据库以及 Web of Science

的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 SSCI 期刊作为研究综述的文献依据，对超语

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现状进行了梳理，以了解其现状其发展趋势。具

体而言，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问题：（1）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中的超语

研究发展脉络及空间分布情况如何？（2）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中的超语

研究热点有哪些？（3）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中的超语研究的演进路径及

发展前景如何？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6.3.R2 和 Excel 等工具对相关文献数据进行分

析，运用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功能，对知识图谱进行绘制，能够对

某领域的知识特征、热点进行直观的分析，通过图谱能够对相关研究

进行更为深入的科学可视化 (Chen, 2004)。CiteSpace 用于关键词共现

与聚类、中介中心度以及关键词突变等分析 (赵应吉,董保华,2022)。将



Yijie Wang; Shuang Zhang; Yue Jiang; Chili Li 
 

 

 5  

 

检 索 得 到 的  61 篇 “ 国 际 中 文 教 育 ” 有 关 文 献 导 出 ， 并 以 

“download_translanguaging” 命名保存，之后用 CiteSpace 软件对该文

件进行格式转换，然后设置相应的参数，从“作者合作”、“关键词共现”、

“关键词中介中心度”等参数对其进行分析，以发现目前研究现状、研

究热点、研究趋势等。  

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所选取的 61 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首先，从宏观数量上梳理了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整体情况；然

后利用关键词聚类共现知识图谱、关键词频次和中介中心度得出研究

热点；同时利用时间线图谱分析研究热点随着时间变迁的变化趋势，

以期较全面、客观、系统地呈现其的整体情况和发展趋势，为今后的

超语在国际中文教学上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研究结果及探讨 

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空间分布 

发展脉络 

文献发表数量是衡量一个领域学术研究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学科领域发展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脉络。 

 

表 1. 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期刊发表数量年度统计图 

 

年份 发文量 

2013 2 

2014 1 

2015 1 

2016 1 

2017 1 

2018 2 

2019 2 

2020 5 

2021 8 

2022 13 

2023 8 

202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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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期刊发表数量年度分布图 

 

表1和图1为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相关文献的总体统计情况。

结合图 1 和表 1 来看，以 2018, 2021 为节点，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2013-2017 年，该阶段为超语与国际中

文教育研究的起步发展阶段。在此期间，相关论文呈缓慢上升趋势，

2013 年出现第一篇相关文献，在 2018 年达到 2 篇，整体来说发文较

少；2018-2022 为第二个阶段，该阶段为迅速发展阶段，于 2018 年开

始逐步上升，并在 2022 年达到此阶段的顶峰。2022-2024 是第三个阶

段。此阶段在 2023 年有所回落，随后于 2024 年恢复增长，达到顶峰

17 篇。总体趋势显示，发文量在经历了初期的稳定和缓慢增长后，出

现了快速增长和波动，尤其是在 2024 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这表

明在 2024 年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研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投

入。我们注意到 2024 年文献只检索到 10 月，可以预测未来几个月还

有相关的文献刊发。 

空间分布 

 研究者及合作情况 

将检索到的 61 篇文章进行导出成文献数据导入 CiteSpace 并运行，

设置时间跨度（Time Slicing)为 2013-204 年，时间切片（# Year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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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ce)1 年，对“作者合作网络图谱”进行可视化，它能够显示研究领域

内作者之间是否有合作、是否形成了合作团队以及团队合作程度等情

况（图 2)。 

 

 

图 2.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图谱中的节点(也称为年轮)代表作者，节点之间如果有连线,说明

作者之间有合作。此外，文献计量分析中常用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 简

称 S 值)来衡量聚类成员的同质性 ,数值一般在[0,1)区间；用密度

(Density)来衡量聚类成员之间的联系程度 (陈悦等,2015)。研究者合作

的网络密度 (Density) 数值小于小数点后四位(约为 0.0007)，而且各节

点之间联系不甚紧密，说明超语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研究虽然发展

速度很快，但因其时间较短，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还比较松散，没

有形成良好的研究团队和有效的合作关系，研究人员呈发散分布，基

本上开展独立研究，缺乏团队合作。 

发文机构及空间分布 

CiteSpace 软件用于可视化文献数据源，并在图 3 获得了作者所属

机的共现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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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作者所属机构共现图 

 

结果显示在超语领域发文较多的机构有：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Dublin City University 、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等。 

 

图 4. 国家发文量统计图 

 

根据检索的文献生成的“国家发文量统计图”（图 4)显示，排在首

位的是中国（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排在第 2-6 位的

分别是美国、新西兰、英国、爱尔兰和德国。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国际

中文教育领域内的超语理论研究的主要区域。这些区域多民族、多种

族共生共存，语言接触频繁，多语现象普遍，为超语现象的产生提供

了语言环境，也为超语问题的探索创造了语言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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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文献发表数量位居第一，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研究力量,在世界超语

研究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 

研究热点通常指在某一领域内，当前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主题或

问题；这些热点往往代表了该领域内最新的发展趋势、关键问题或者

具有潜在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赵应吉,董保华, 2022)。本文借助 

CiteSpace，使用关键词共现、频次、中介中心度等指标来综合考察超

语在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研究热点，通过 CiteSpace 的“Bursts”功能可

以识别在一段时间内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体现该阶段的发展与热点。

使用 CiteSpace 进行分析时，节点选择“关键词(Keywords)”，网络裁剪

方式 (Pruning)选择路径巡径 (Pathfinder)下的修剪切片网络 (Pruning 

sliced networks)和修剪合并网络(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聚类标签

词提取系统默认的 LLR 算法，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图 5)。 

 

图 5.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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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表 2. 关键词聚类标签（LLR) 

 

聚类序列号 聚类大小 S 值 代表性关键词 

#0 11 0.962 
dual language learner、big date、language 

impact 、career、head start 、children 

#2 9 0.881 

science classroom: achievement、coping 

strategies、language policy、language 

challenges、Chinese textbooks 

#3 6 0.791 

motivation:、adult、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orientations、computational 

modeling、meta analysis 

#4 7 0.941 

practice、ideology、teachers perception、

language orientation、lecture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 

#7 4 0.885 

Chinese English trilingual、writing system

、functional connectivity、natural 

mechanism 

 

表 2 是在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中提取的关键词聚类标签，表

中“聚类序列号”所对应的聚类与图 5 相照应。由于各个聚类及代表性

关键词内容有重复，因此表中仅体现规模较大和体现不同类型的主题

#0、#2、#3、#4、#7 共 5 个聚类。结合图 5、图 6 和表 2，我们对关键

词共现图谱、关键词聚类标签整理分析，将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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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为超语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应用，超语教学与散居社区、中文

教学与全球教材、文化理解和语言政策的研究。 

超语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应用 

超语（Translanguaging)是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强调

语言使用者在交流中动态地使用自己的全部语言资源，包括不同的语

言、方言、语言变体以及非语言行为等，以实现有效沟通。其在国际

中文教育、汉语教学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教师和研究者们采用

了超语的教学方法，不再局限于使用单一语言，而是让学生利用自身

的语库进行意义建构。超语已在相关领域得到了应用与拓展，尤其是

与它关联最密切的语言教育领域，通过超语的教学方法，打破了不同

语言的界限，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的界限，语言和其他认知、模态和符

号的界限，从而促进了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发展(李嵬,沈骑, 

2021)。 

在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的实践中，超语也被应用于文化教学。通

过使用国漫等艺术媒介，教师可以构建高质量的超语文化课堂，努力

讲好中国故事。这种教学模式强调多模态话语的运用，实现国漫与学

习者的良性互动，同时在情感培养上，利用国漫展现中国形象，传递

民族精神与文化情怀(卢晓晨, 2024)。超语还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

角，尤其是在数字化交流、新媒体交流中，人们创造了许多新的表达

方式，包括汉字和英文或其他文字的混杂表达(Zhang et al, 2024)。 

超语可以分析这些新造字词的结构以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等含

义，以及与语言政策、语言价值、语言态度和语言观念等的关系。超

语的应用、发展与展望也是超语在中文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Tian, 

2024)。研究者们还对超语与语言教育、语言应用和人类认知与语言的

理论模型的主要贡献进行了探讨，并讨论了其在中国语境下的应用和

未来发展方向 (李嵬,沈骑,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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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语教学与散居社区 

继 Garcia 对美国具有西班牙语背景的“双语”少数族裔儿童社区的

研究之后，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双语或多语课堂内

的超语教学研究 (Zhao, 2022)。这类研究在双语与多语学习者的参与

度、融入度等方面关注较多，主要尝试解决“社区”语言在儿童学习中

的影响因素等问题，主要以语言民族志研究为主 (Garcia & Kley, 2016)。

目前，并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家庭或社区语言的使用对儿童的学习

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事实上，现有的研究都表明社区语言能够促进学

习，科研帮助学习者获得信息以及对概念的理解，从严格意义上说，

这种“社区语言”和语言变体对知识建构、信念的获得等因素都会起到

正面影响(李嵬,沈骑, 2021)。 

中文教学与全球教材 

随着中文作为外语的需求增加，全球化教材在不同国家的中文教学

中被广泛应用。全球汉语教材库提供了丰富的汉语教材资源，涵盖了

40 个国家、57 种教学媒介语，这个平台不仅包含了教材的基本信息，

还提供了多路径检索、样课预览等功能，为全球的教师、学生、研究

者等提供了便利。然而，这类教材往往缺乏对本地文化和语言背景的

敏感性，导致学习者的语言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研究显示，全球

教材在文化表现上存在不平衡，尤其是对南亚文化的忽视，这种文化

偏见可能导致学习者对目标语言文化的理解不够全面，影响其跨文化

交际能力 (Song, 2024)。 

传统的单语教学方法在中文教学中仍占主导地位，教材往往强调

目标语言的纯粹性，忽视学习者的母语和多语言背景。在教材设计方

面，多语言和多文化的融入有一定的欠缺，只有通过超语教学模式，

在多语言、多元文化的视角下，才能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展，帮助学

习者理解两种语言之间的联系，不仅能够促进语言学习，还可以增强

了学习者的文化意识。教材呈现多样化特点 国际中文教材种类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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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国际中文学习市场的细分化趋势以及教材资源开发的多样化特

点。有数据为证——1949 年到 1960 年，共出版国际中文教材种类达

104 种，2011 年到 2020 年这一数字达 8039 种，增长约 77 倍。这其

中，为满足区域国别化需求开发的本土中文教材，为满足不同学段、

年龄需求开发的分级教材以及为满足专业、职业需求开发的“中文+”教

材等，均有效满足了教学需求(人民网, 2022)。因此，在教材中加入母

语内容、文化多样性以及去意识形态化等元素，以支持超语教学法的

实施，让教材更加“本土化”尤为重要 (Yasasri, 2024)。 

文化理解和语言政策的研究 

超语的社会文化研究大多是以不同国家或地区展开的实证研究，超

语社会文化的研究从国家意识、语言意识、文化意识、民族意识等方

面展开，以跨语言教学为代表内容。跨语言教学是指，强调个体在沟

通中主动部署所有符号资源以构建意义，突出语言作为交流的整合性

工具。这一理论在双语教育领域，特别是在中文词汇教学中应用非常

广泛。双语教育项目，尤其是涉及英语和其他非主流语言（如普通话)

的项目，如何支持少数语言学习者获取学校语言的知识等(Li & Liu, 

2021)。 

语言政策在双语教育中的实施，包括对语言分离政策的挑战 (Li 

2024)，以及如何通过跨语言教学实践来促进学生的语言学习和文化理

解，研究双语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混合、借用和结合不同语言的

特征来索引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身份和立场。我们完全有可能设

计出一套包含不同语言的不同言语部分的测试（如给学生汉语的名词，

泰语的形容词)，并要求学生用两种语言来进行造句，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句法结构的调适 (Cenoz & Gorter, 2011)。通过多

模态教学方法，如结合视觉、手势、语言元素等，促进学生对语言的

深层理解和记忆，通过对语言习得过程中的认知处理研究，提高词汇

记忆和理解的影响 (Tian, 2024)。超语以关注社会交际活动中语言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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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资源等因素，对提高互动效果、促进沟通理解、保证有效交流、

提高语言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Stephanie et al., 2022)。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超语实践的演进路径和发展前景 

演进路径 

基于 CiteSpce 的时间轴图谱能直观的展示超语在国际中文教育研

究领域内不同聚类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的演进和变化，显示出不同时期

的热点。图 4 是从时间维度根据超语研究领域内关键词 (Keywords)共

现图谱绘制的关键词时间轴图谱（Timeline)。图中实线表示研究受到

关注，虚线表示研究在时间的变化上不明显，右侧“#”标记为聚类的序

列号和聚类标签词，与图 4 和表 2 的关键词聚类相呼应。 

 

图 6. 关键词演进时间轴网络图谱 

 

图 6 显示，不同时期的关键词节点数量、大小、密度均不相同，

延续的时间也不相同。结合本文第三部分“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

脉络”，可以将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1)初始探索

期(2013-2015)，这一时期，超语与国际中文教育的研究刚刚起步，发

文量较少，每年仅有 1-2 篇，学术界刚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研究者在

探索超语理论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和效果；2)缓慢发展期(2016-2018),

这一时期的发文量保持在每年 1-2 篇，增长缓慢，此阶段代表可能研

究者们正深化对超语理论的理解，并开始尝试将其应用于不同的汉语

教学环境和研究背景中；3)加速发展期(2019-2021),从 2019 年开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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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量显著增加，2019 年和 2020 年每年有 2 篇，2021 年达到 8 篇，这

一时期的增长表明超语理论在汉语教学领域的应用得到了更广泛的认

可，研究者开始从多角度探讨其在教学实践和理论发展中的作用；4)快

速增长期(2022-2024)，这一时期发文量迅速增长，2022 年达到 13 篇，

2023 年有所下降至 8 篇，但 2024 年激增至 17 篇，这一显著的增长反

映了超语理论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内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

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扩展。 

发展前景 

关键词共现频次突增是一个研究领域中值得关注的现象，往往反映

了研究者的兴趣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学科研究前沿的重要标记，通过

提取一段时间的突增关键词生成关键词突现网络图谱,来显示关键词

突现的时间变化，是学科研究前沿的重要标记之一 (Chen, 2004)。

CiteSpace 通过提取一段时间的突增关键词生成关键词突现网络图谱，

来显示关键词突现的时间变化。图 5 中红色线条表示突然发生显著变

化的时间区域。 

 

图 7. 关键词“突增”网络图谱 

 

图 7 列出了 10 个关键词，每个关键词都有一个对应的年份，表示

该关键词在那一年的引用突增最为显著。2015 年-2019 年，突增关键

词不多，主要有 bilingual education(双语教学)、diasporic community(散

居社区)、language choice(语言选择)。从 2022 年开始（含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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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语突现词发生变化，主要有 language allocation policy(语言分配政策)、

Participatory design research( 参与式设计教学研究 ) 、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跨文化理解)等。可以看出超语理论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

中的研究中关键词突现的强度值大约在 0.61 到 0.69 之间，大多数关键

词的突增是单年的，即开始和结束年份相同，而“matauranga māori”、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和“digital multimodal composition (dmc)”的

突增持续到了下一年。关键词突增变化表明了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中

超语研究的热点和关注点随时间的演变，这些突增的关键词代表了在

特定年份中，学术界和社会对超语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关注度的变化，

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教育、政策和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些关键

词，如“ digital multimodal composition (dmc) ”和“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在 2023 年突增，这可能意味着这些领域是新兴的研究

领域，或者是在那一年有重要的研究进展或政策变化。 

 

结论 

从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研究领域的总体发展呈上升态势，由于起

步晚，发文量少等因素的影响，但是超语理论在双语、多语、以中文

为二语/外语/传承语教学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显示出了强劲的增

长势头，特别是在理论研究、教学实践、教材开发以及政策制定等方

面。研究趋势的动态性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议题和方法都在

不断更新。研究者需要保持对最新研究动态的敏感性，并及时调整研

究方向和方法。通过对超语在汉语教学领域的研究梳理，我们可以对

多语言资源整合使用，促使教师更新教学理念，从单一语言教学转向

多语言、多文化的融合教学；根据学生的多语言、多文化背景，实施

个性化教学，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提高教学效果对培养学生的跨

文化交际能力，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Alam, 2023)，

增强汉语学习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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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数据库之间的不同，虽然提供了关

键词突增的数据，但没有提供相应的图表或图形来直观展示这些关键

词在不同年份的引用情况，可能影响数据变化趋势的理解。虽然对关

键词等进行了基本的解读，但是缺乏深入分析，没有探讨这些关键词

突增背后的具体研究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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