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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话语建构中模态选择和配置原则研究

张德禄

摘　 要: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遵循模态符号选择和配置原则将有利于交际者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更加清晰地

认识模态符号及其系统的特征、特点和功能,了解它们各自的不同特征以及通过模态配置所产生的功效和作用,
多模态话语建构的整体概貌和模态配置的最佳方式等,以利于产出高质量的、有利于实现交际目的和意图的多模

态话语。 希望本研究对于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通过运用这些原则,进一步提高所产出的多模态话语的质量和产

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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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observing
 

the
 

principles
 

of
 

mode
 

choice
 

and
 

configuration
 

will
 

be
 

beneficial
 

for
 

interactants
 

to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eatures,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modal
 

signs
 

and
 

their
 

systems
 

in
 

multimodal
 

discourse
 

construction,
 

understand
 

their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roles
 

and
 

effects
 

produced
 

through
 

modal
 

synergy,
 

provide
 

an
 

overall
 

overview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the
 

optimal
 

modal
 

configuration,
 

in
 

or-
der

 

to
 

produce
 

high-quality
 

multimodal
 

discourse
 

that
 

i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communicative
 

goals.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will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multimodal
 

discourse
 

constructed
 

by
 

observing
 

these
 

principl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Key

 

words:
 

multimodal
 

discourse;
 

construction;
 

mode
 

choice;
 

mode
 

allocation;
 

principle

1.
 

引言
    

建构多模态话语主要用以在社会交际中取得

最佳效果、达到交际目的,这样,衡量多模态话语

的质量不是以正确与否为标准,而是看它在多大

程度上是有效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交际目

标。 所以,衡量多模态话语质量的标准是原则性

的、分级性的、概率性的。 这样,多模态话语建构

以遵守多模态话语建构的原则为主,而不是规则。
据此,在多模态话语研究中,研究的重点之一是研

究多模态话语建构的原则。 正是由于“原则”概念

具有分级性、概率性和模糊性,因此,在多模态话

语建构的过程中,模态符号的选择及模态配置的

有效模式难以准确认识和描述,总有凭感觉和直

觉来进行选择和配置的感觉。 这样,把多模态话

语建构中模态符号的选择和多模态符号配置的有

效方式用“原则”的形式明确化,就有利于提高多

模态话语建构的质量和效率。 然而,在近 30 年的

多模态话语研究中,研究的重点基本是以多模态

话语分析和释解为主。 虽然,在这些研究中,也讨

论了多模态话语建构中多模态选择和配置的原

则,但都是在探讨其他问题时涉及到的,而不是对

其进行专门的研究。 本文力图在回顾学者们对多

模态话语选择原则的基础上,探讨多模态话语建

构中模态选择和配置的原则。
1. 1

 

什么是原则

要研究多模态话语建构的原则,首先需要了

解“原则”基本含义是什么。 实际上,原则的含义

可以根据它所包含的“强制性”意义从弱到强形成

一个连续体。 根据柯林斯词典,其最强的定义是:
“基本规则和原理” (basic

 

rules
 

and
 

laws),具体地

讲,它
 

“是对基本原因的解释(特别是解释某个器

具的运作原理)”。 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则”和“规
则”基本是同义的,没有区别。

   

比较中性的定义是,“被认为是真实的,可用

于推论的、基础性的概括性概念”。 从这个角度

上,“原则”是基本事实,或以基本事实为基础的。
比较接近另一端的是,“作为被认可的,以某种方

式行动和思考的信念”。 从“被认可的” 角度讲,
“原则”是以公众意识、群体意识为基础的,具有在

一定范围内的普遍性;但从“信念”的角度讲,“原

则”成为一种个体性观念,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

任意性。 最靠近另一端的, 是米歇尔 ( Mitchell
 

1975:
 

1) 在讨论费斯( Firth) 的语言学理论时给

“原则”的定义:“原则” 是“起点、基础、跳板和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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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多模态话语建构中原则的意义

鉴于多模态话语建构是以“取得最佳效果”为

标准,是概率性的,那么强制性很强的意义就不适

合多模态话语建构中应该遵循的原则。 原则是受

会话目标促动的(Leech
 

1983:24)。 而目标和任务

都不是固定的,而是概率性的、可强可弱的。 这

样,多模态话语建构中模态选择的原则可以定义

为:“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在一定条件下,为了取

得更好的效果而需要遵循的标准”。
   

本文重点研究的原则涉及,在模态的选择和

配置层,在一定的语境中选择一定的意义模式的

基础上,选择什么样的模态,以及如何以最佳形式

配置这些模态。

2.
 

话语意义构建中模态的选择及配置原则
   

在由语言建构的话语中,语言作为一种符号

系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对话语意义构建的设计

要依据语言的特点进行,如书面语要通过页面进

行设计,口语则要通过声音来设计。 但在多模态

话语建构中,话语的意义是由多种符号相互协同

和配置来完成话语设计的。 在这种情况下,设计

者需要根据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以及话语意义

模式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模态,以及它们的相互配

置来完成设计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确定:
1)是选择一种模态还是多种模态来实现设计任

务? 2)选择哪些模态,而舍弃哪些模态,对于话语

意义的建构更加有效和精确? 3)这些模态是如何

相互协同和配置,相互补充来实现话语意义的?
   

这样,话语建构的设计涉及对模态的选择、配
置和调整,从而达到以最佳方式实现话语的意义

模式。 为了更好地产出效益最好的多模态话语,
实现多模态话语的意义模式,交际者在模态的选

择和配置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由于任何规约化

的模态都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所以选择任何

模态的符号都需要认识和确定符号系统的特点,
以及符号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确定符号系

统的特点后,就需要对系统中的符号进行选择,最
后,把所选择的符号与其他系统的符号结合在一

起,使它们的供用特征( affordances) ① 相互协同和

融合,实现多模态话语意义模式。
2. 1

 

模态系统原则

在意义层选择了意义系统实际上同时也选择

了模态系统,因为两者是同一个系统,但是从不同

的层次来定义的。 在意义层,关注的核心是符号

系统所体现的意义特征及其系统,而在表达层(词

汇语法层)(Matthiessen
 

2007),关注的核心是有哪

些符号,它们如何相互协同和配置来体现话语的

整体意义。 在多模态话语建构的设计阶段,需要

对模态符号进行选择。 在这个选择过程中,首先

需要识别所选符号所属的符号系统是什么样的,
与其相关的原则称为:

(1)MSP1. 0
 

(模态系统原则 1. 0):
 

模态符号

系统识别原则
 

(principle
 

of
 

recognizing
 

the
 

semiotic
 

systems
 

of
 

the
 

modes):交际者需要把所选符号与符

号所属系统联系起来,确认符号在系统中的地位

及与系统中的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
例如,在手势模态系统中,有哪些手势符号,

各体现什么意义,本手势符号与其他手势符号之

间如何互补等。 既然每一种符号都要形成符号系

统,这样,每个系统内的符号都具有它们的共性特

征,可以通过详细的词汇语法规则和模式来描述,
所以,Kress

 

&
 

van
 

Leeuwen
 

(2001:2)
 

又提出了:
(2)MSP

 

1. 1:普遍符号原则(common
 

semiotic
 

principles):
 

需要为每一种符号模态制定出一套详

细的语法是可能的,可详细介绍用什么模态来说

什么,以及如何说,同时在每一种语法中都尽量

(在模态的物质材料允许的前提下)用相同的方法

和术语。
但是,这个原则需要修正和补充,因为,为某

个模态制定的语法实际上只适用于具有三个层次

的符号系统,即有语法层的符号系统。 而两个层

次的符号系统是没有语法的。 这类原则形成的前

提是:
(3)MSP

 

1. 2:成分组成原则
 

(principle
 

of
 

con-
stituency)

 

(Lim
 

Fei
 

2004:227):
 

通过级阶成分分

析法可知,一个级阶在更高的级阶中做组成成分,
使视觉语法层不同单位的意义分析更加系统。

这个原则说明,在从符号系统的选择到构建

话语结构的过程中,模态符号要作为话语结构的

成分在话语语篇中起作用。
   

人类所使用的符号来自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的方方面面,可千差万别。 但总括起来,可分为四

个层次的符号系统:物质材料、生命体、人类社会

和纯符号( Matthiessen
 

&
 

Kashyap
 

2014)。 每个层

次都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层次的特点,虽然它们

最终都是符号化的。 这样,交际者还需要认识所

选择的模态符号属于哪个层次,据此需要遵循:
(4)

 

MSP
 

1. 3:模态符号系统层次识别原则

( the
 

principle
 

of
 

recognizing
 

the
 

levels
 

of
 

the
 

semiotic
 

system):交际者在从系统中选择模态符号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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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和确认该模态符号系统属于哪个层次,是物

质的、有生命的、社会的,还是纯符号性的。
如用鲜花布设美丽的环境,鲜花作为一种符

号是有生命的,属于生命体符号。 但如果把鲜花

作为“友谊”的象征,则鲜花则由有生命体转化为

纯符号体,因为鲜花本身并没有“友谊”的意义特

征,是人类赋予它的这种意义。
   

与这个原则相近的是 Lemke
 

(1998:
 

110) 提

出的:
(5)MSP

 

1. 4:符号系统之间的不可比性原则
 

(Principle
 

of
 

incommensurability
 

between
 

sign
 

sys-
tems)。 他认为,每一种符号系统都包含它自己的

独特复杂性,并且多模态语篇中两个或多个符号

系统的共声性多方面蕴含了每个符号系统的相对

具体性。
这种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上面讲的符号

所属的符号层次特性。 与本原则直接相关的是

Ventola
 

et
 

al.
 

(2004:
 

148)提出的:
(6)MSP

 

1. 5:不同模态具有不同供用特征原

则(different
 

modes
 

having
 

different
 

affordances
 

prin-
ciple),交际者在符号选择过程中,要确认所选符

号的供用特征,并利用它构建出适切的多模态话

语。
例如,语言擅长于描述时间中的事件和状态,

而图像特别适合于表现空间中的物体和物理特

性。 这个类型的最后一个原则是:
(7)

 

MSP
 

1. 6:功能原则(principle
 

of
 

function)
 

( Jewitt
 

et
 

al.
 

2016:
 

34):语言和其他符号资源都是

构建意义和组织思想和现实的工具;构建多模态

话语就是要利用这些符号资源系统来构建意义、
组织思想和现实。

这就是说,任何模态的出现都不是任意性的,
而是都在体现本多模态话语整体意义模式中有其

独特的功能。 从这个角度看,“同一意义、不同模

态组合”的模式是不成立的。
2. 2

 

模态选择与配置原则

多模态话语最终是由选择的模态经过合理配

置来体现的。 这样,为了使模态配置产生最佳效

果,模态选择和配置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张德禄

(2010)曾经根据外语课堂多模态话语中模态搭配

的情况,提出了多模态选择原则。 其总原则是“最

佳效果原则”,以使多模态话语在语境中取得最佳

交际效果为基本原则或总原则。 在这个原则下,
有三个次级原则:有效原则、适配原则和经济原

则。 每一个次级原则还都有它们的次级原则。 鉴

于本研究探讨的是所有多模态话语建构所应该遵

循的原则,所以,本研究将它们重新命名为:最优

配置原则、互补原则、适配原则和省力原则。
   

最优配置原则在此聚焦于多模态话语建构

中,模态协同的最佳配置方式,致力于使其产生最

佳交际效果。 这样,模态配置原则可以定义为:
(8)MAP2. 0

 

(模态配置原则 2. 0):
 

最优配置

原则( the
 

best
 

configuration
 

principle):在多模态话

语建构的设计过程中,将从不同模态系统中选择

的符号以能产生最佳交际效果为标准进行最优化

配置。
这显然是比较笼统的描述,达到什么程度是

最优化、最佳配置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指标和依据。
所以,需要从以下三个原则中得到一些具体的描

述。 第一个是:
(9) MAP2. 1:互补原则( principle

 

of
 

comple-
mentarity):所选择的模态符号的供用特征在意义

上和特征上都是相互补充的,从而使话语意义从

总体上讲,形成一个整体。
互补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假设参与话语建构的

模态的功能是基本同等的。 这样,在多模态话语

建构的设计过程中,模态在话语中会形成相互平

等、平衡的关系,包括:
(10)

 

MAP2. 1. 1:联系原则(principle
 

of
 

con-
nection)

 

(Kress
 

2003:33):
 

即类比原则( principle
 

of
 

analogy),是形成隐喻的原则,指通过类比建立

联系,形成隐喻中的本体和喻体关系。
(11) MAP2. 1. 2:平衡原则( principle

 

of
 

bal-
ance)

 

(Ventola
 

et
 

al.
 

2004)
 

指通过优势互补来消

除模态配置中某些模态的局限性和弱点,使其达

到平衡状态。
在人类社会交际中,实际上我们不仅要选择

模态,使它们互补来构建多模态话语,而且还要使

模态的供用特征共享,出现 “跨模态供用特征”
 

(Cross-mode
 

affordances),据此,Kress
 

&
 

van
 

Leeu-
wen

 

(2001)提出了人类交际的:
(12)MAP2. 1. 3:功能融合原则

 

( common
 

se-
miotic

 

principles):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不同符号

系统的符号的功能可以相互融合,据此,可用音乐

来为行动编码,用图像来为情感编码。
通过模态意义间的平衡达到模态互补的配置

原则还包括 Ventola
 

et
 

al. (2004:
 

25)提出的:
(13)MAP2. 1. 4:跨模态及模态间符号原则

(Semiotic
 

principles
 

across
 

and
 

between
 

modes):当

两个模态结合起来时,它们就要自动地创建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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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样的意义纽带。 在一个模态中建构的意义要在

另一个中被补充、否定、反驳、重新释解等(Ventola
 

et
 

al.
 

2004)。
互补原则本身也表示:为构建多模态话语所

选择的模态符号需要整合为一体,于是学者们提

出了许多有关将多模态话语中的模态符号进行整

合的原则。 例如, Kress
 

&
 

van
 

Leeuwen ( 2020:
 

182)提出了:
(14)

 

MAP2. 1. 5:模态整合原则(modal
 

inte-
gration

 

principle),认为,话语结构和意义为多模态

语篇提供了整合逻辑。 共有两个这样的集:空间

组构和韵律,即时间组构,是通过空间和时间来整

合模态的组织方式。 Baldry
 

(2000:
 

14)提出了以

下两个原则:
(15)

 

MAP2. 1. 6:全系统融合原则(Principles
 

of
 

integration
 

of
 

the
 

semiotic
 

systems):在交际事件

中,参与者的感觉运动器官和功能要与口语、手

势、姿势、运动、面部表情等相融合。 而书面语要

在把相关成分置于一个空间平面上的基础上,与

空间布局、设计、视觉图像、及其他书写资源,如字

体和字号融合为一体。 而视频语篇也同样要依靠

观看者与感觉运动语篇的同步。 (另见
 

Martineč
 

1998,
 

2000) .
 

(16)
 

MAP2. 1. 7:资源整合原则( resource
 

inte-
gration

 

principle)
 

(Baldry
 

&
 

Thibault
 

2006:
 

1):不

同的符号资源是如何相互融合来构建意义的。 所

有类型的语篇都允许这种模态跨类现象,这是多

模态形成的核心。
如前面所述,在多模态话语中,每个模态除具

有不同的供用特征外,还在话语中具有不同的功

能,起不同的作用,包括“主次” “前景背景” “抽象

具体”等关系。 据此,我们还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7)MAP2. 2:强化原则(principle

 

of
 

reinforce-
ment):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有的模态体现话语

的主体意义,而其他模态则起到辅助、修饰、增强

等作用。
与强化原则密切联系,可视为其次级原则的

是:
(18)

 

MAP2. 2. 1:视觉凸显原则( principle
 

of
 

visual
 

salience)
 

(Machin
 

2007:128)
 

,表示多模态

话语中的某些成分可以突出出来,把读者的注意

力吸引到它那里去。
 

这样,突出的成分就是被强化的成分,而其他

成分则是强化突出成分的辅助、背景成分。 另外

一个普遍认可的事实是:在多模态话语交际中,从

话语意义建构的角度讲,并不是所有共现的模态

都同等重要。 例如,在课堂教学的大部分时间中,
老师和学生的口语占据主导地位,而手势、面部表

情则主要起辅助、补充的作用,所以,在多模态话

语建构的模态选择和配置中还需要遵循的次级原

则有(张德禄
 

2009):
 

(19)MAP2. 2. 2:主次原则(dominant-subordi-
nate

 

principle):在特定语境中的话语建构中,某些

模态要置于主导地位,体现核心的话语意义,而其

他的则用于辅助、修饰和补充它(模态配置原则 2.
2. 2)。

(20)
 

MAP2. 2. 3:前景背景原则 ( foregroun-
ding—backgrounding

 

principle):在话语建构中,某

些模态处于前景中,处于显耀的位置上,而其他模

态则处于背景状态中,处于背景状态的模态对前

景中的模态起到衬托、辅助作用。
强化原则的这三个次级原则,相互有一定重

叠,但各自又突出某些不同的方面。 最后,还有一

个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在话语建构中,参与话语

建构的模态符号的数量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不以

多和少来论效果和质量,这样,我们还需要遵循:
(21)MAP2. 3:省力原则( least

 

effort
 

principle)
或经济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在效果大体相

当的情况下,模态符号使用的数量越少越好。
这应该是所有多模态话语建构者所一直遵循

的“潜原则”。 (见表 1)
表 1.

  

在(多模态)话语意义建构中应该遵循

的模态选择与配置原则

模态 原则名称 次级模态因素 次级原则名称

模态系统
模态符号系
统识别原则

模态语法
语法成分
模态符号层次
符号系统特性
供用特征
功能

普遍符号原则
成分组成原则
模态符号系统层次识别原则
符号系统之间的不可比性原则
不同模态具有不同供用特征原则
功能原则

模态选择
及配置

最优配置原则

互补原则

相关性
平衡
符号功能融合
意义衔接
整合模式
系统融合
符号功能汇集

联系原则(类比原则)
平衡原则
功能融合原则
跨模态及模态间符号原则
模态整合原则
全系统融合原则
资源整合原则

突出或
前景化

强化原则
突出
主次
前景背景

视觉凸显原则
主次原则
前景背景原则

效率 省力原则

3.
 

讨论
   

以上,我们探讨了在多模态话语设计层面,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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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态符号的选择和运用层面,交际者在选择或设

计体现多模态话语意义模式的模态符号时应该遵

循的基本原则。 在这个层面,话语设计的重点是

如何从符号系统中选择模态符号,以及所选择的

模态符号如何在话语意义建构中起作用。 这样,
在这个层面上,交际者首先需要遵循对所选模态

符号系统的识别和认识的原则,这些原则为模态

符号的选择和配置提供了先决条件。 然后是掌握

对模态符号从符号系统中进行选择的原则,我们

根据张德禄(2010)在讨论外语课堂教学时提出的

多模态选择原则,把模态符号选择和配置原则称

为“最优配置原则”。 最后是在多模态话语中模态

协同和配置的基本原则。
   

但在此,仍然有几点需要做进一步说明:
   

第一,这些原则还是在比较宏观的层面上,如
上所述,表达层的每一个原则基本上都具有次级

因素,因此,我们还探讨了这些原则的次级原则,
有一些还需要在话语建构过程中,以及话语建构

原则研究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第二,我们探讨的这些原则不是绝对的规则

和定律,但是在一般、正常、典型状态下这些原则

所提供的指导和思路是正确的,可以为交际者在

多模态话语意义建构中进行模态选择和配置提供

一定的指导和启示等。
    

最后,社会交际是在情景语境中进行的,因

此,在一定的情景语境中如何能够有效和以最适

宜的方式实现交际目的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据

此,我们需要坚持和遵循如何释解、应对和处理语

境因素的原则。 而在语境中进行社会交际是以意

义及意义模式进行的。 因此,还需要探讨意义及

意义模式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是如何形成的。 多

模态话语的意义和意义模式必须通过一定模态符

号来体现,所以,就有了对在选择和配置模态符号

中应该遵循和坚持的原则的探讨。 在本文中,我
们重点探讨了如何在表达层选择合适的模态和模

态组合,以及将它们进行最佳配置时应该遵循的

基本原则,关于语境层与有效语境因素确认相关

的原则和多模态话语意义模式所应该遵循的原

则,将另文研究。

4.
 

结语
   

以上,我们首先讨论了对所选模态所属符号

系统的识别应该遵循的原则,包括模态符号系统

识别原则、普遍符号原则、功能融合原则、成分组

成原则、模态符号系统层次识别原则、符号系统之

间的不可比性原则、不同模态具有不同供用特征

原则和功能原则;然后探讨了模态符号选择和配

置阶段应该遵循和坚持的原则,把模态符号选择

和配置原则称为 “最优配置原则”,包括三个大

类:、互补原则、强化原则和省力原则。 在每个类

型的原则中,都还有多个次级类别。 互补原则包

括不同方式的互补,如联系原则、平衡原则、功能

融合原则、跨模态及模态间符号原则、模态整合原

则、全系统融合原则和资源整合原则。 强化原则

的次范畴包括视觉凸显原则、主次原则和前景背

景原则。 最后是省力原则。 这类原则将有利于交

际者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

模态符号及其系统的特征、特点和功能,了解他们

各自的不同特征以及通过模态配置所产生的功效

和作用,话语建构的整体概貌和模态配置的最佳

方式等,以利于产出高质量的、有利于实现交际目

的的多模态话语。 希望本研究对于在多模态话语

建构中,通过运用这些不同层次的原则,进一步提

高所产出多模态话语的质量和产出效率具有一定

启示。

注释:
①

 

由心理学家吉普逊(Gibson
 

1979 / 2015)提出来的,指“某个物体

的潜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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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习者心流研究:理论、主题与设计

徐锦芬,赵妮莎

摘　 要:本文采用范围综述方法,检索并筛选有关外语学习者心流研究的 SSCI 和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共 34 篇,
从理论视角、研究主题及研究设计三个方面进行评述。 结果表明:1)现有研究以心流理论为主,部分研究采用多

种理论视角,但跨学科理论资源与外语学习实证研究融合度不够;2)研究主题集中在外语学习者心流的成因和

状态上,较少关注心流对学业成就及积极情绪的影响;3)被试多为大学英语学习者,背景多元化不足,存在抽样

偏差问题;4)技术赋能对外语学习者心流体验有促进作用,但研究设计呈同质化倾向,缺乏深入的质性数据解

释;5)以横向研究为主,缺乏对心流体验的动态跟踪。
关键词:外语学习者;心流;理论视角;研究主题;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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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mploys
 

a
 

scoping
 

review
 

method
 

to
 

retrieve
 

and
 

screen
 

a
 

total
 

of
 

34
 

research
 

papers
 

on
 

flow
 

among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from
 

journals
 

indexed
 

in
 

SSCI
 

and
 

CSSCI
 

database.
 

The
 

analysis
 

unfolds
 

across
 

three
 

dimen-
sion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research
 

themes,
 

and
 

research
 

designs,
 

aiming
 

to
 

clarify
 

the
 

current
 

status
 

and
 

shortcom-
ings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majority
 

of
 

existing
 

studies
 

revolves
 

the
 

flow
 

theory,
 

and
 

some
 

adopt
 

multip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but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resources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s
 

insufficient;
 

2)
 

the
 

research
 

themes
 

mainly
 

focus
 

on
 

the
 

antecedents
 

and
 

states
 

of
 

flow
 

among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with
 

less
 

attention
 

paid
 

to
 

its
 

impact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positive
 

emo-
tions;

 

3)
 

the
 

participants
 

are
 

predominant
 

university
 

English
 

learners,
 

with
 

insufficiently
 

diversified
 

backgrounds
 

and
 

sampling
 

bias;
 

4)
 

technology-empowere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has
 

a
 

facilitating
 

effect
 

on
 

learners’
 

flow
 

experience,
 

but
 

the
 

research
 

designs
 

tend
 

to
 

be
 

homogeneous
 

and
 

lacks
 

in-depth
 

qualitative
 

data
 

interpretation;
 

and
 

5)
 

cross-sectional
 

studies
 

are
 

predominant,
 

with
 

a
 

lack
 

of
 

dynamic
 

tracking
 

of
 

flow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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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流(flow)指个体在某项活动中全神贯注并

乐在其中的积极情感体验( Csikszentmihalyi
 

1975;

Seligman
 

2012)。 作为一种内在回馈式体验,心流

可使人们通过反复投入和探索,获得更优的学习

和工作成就( Csikszentmihalyi
 

1990),被教育心理

学界广泛关注。尽管近十年来,积极心理学的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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