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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习得主要研究人们在掌握母

语后获得二语的过程和规律# 作为一门独

立的学科$ 它兴起于上世纪 9" 年代末%:"
年代初$其标志为中介语理论的提出$迄今

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26!<==>"曾将第二

语言!简称二语"习得的研究内容概括为四

个方面&二语学习者学到了什么’语言学习

者是如何习得二语的’ 在学习者个人习得

二语方面有哪些差异’ 课堂教学对二语习

得有什么影响# ?)53@8& 和 4)03!!""A"认

为$ 广义的二语习得研究不仅涵盖了儿童

和成人在自然或教学环境中习得或丧失二

语的现象$ 而且方言的习得或丧失也在二

语习得研究的视野之内# ?)53@8& 和 4)03
同时指出$ 语言学习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高

度复杂的认知过程$ 语言习得研究有助于

揭示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和智力活动的特

性# 近年来二语习得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
各种理论和学说不断更新$ 研究方法和手

段日益科学化和多样化# 我们重新审视二

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不但有助

于我们深化对这门学科性质的认识$ 而且

能够帮助我们科学地分析和决策语言教学

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具有重大现实指导和

启发意义#

#" 国外二语习得研究的历史回顾

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为

二语习得研究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

论前提# 盛行于 !" 世纪中期的行为主义心

理学认为$学习是一种行为形成的过程$语

言行为是由(刺激B反应)构成的# 这种理论

强调$语言是一种人类行为$而不是一种思

维现象$ 语言的发展被描述成一系列习惯

的养成# 同期对语言学习理论产生重大影

响的还有结构主义语言学$ 这一语言学流

派认为$所有人类的语言都是有层次的$层

次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之一$ 语言学应着

重研究语言的结构和形式# 行为主义心理

发展中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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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及教育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经过 A" 多年的发展历程#逐步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 了一

套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 近年来二语习得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 各种新的理论和学说 不断出

现! 本文在回顾二语习得研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着重介绍国外二语习得研究 的最新动态#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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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特点#以提升我国外语教育和教学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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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有机结合催生了影

响深远的对比分析学说! 该学说在二语习

得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早从理论上提出将对比

分析应用于教学$ 主张应在对学习者的母

语和所学外语进行科学对比和仔细比较的

基础上编写教材! 一般认为$*+,- 的%跨文

化语言学&"./)0# 是第一部探讨具体的对

比分析方法的著作! *+,- 把外语学习的主

要困难归于母语与目的语的差异$ 认为通

过对比两种语言结构的异同可以预测外语

学习者的语言错误和难点! 根据 *+,- 的对

比分析假设$ 母语与目的语相似的地方容

易产生正迁移$ 而负迁移往往来自于两种

语言的差异$差异越大$干扰也越大! *+,-
提出的理论被后人称为强式的对比分析假

设! *$$"./12#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假设! 他

甚至认为外语学习中的困难和错误主要甚

至全部来自于母语的干扰! 但是在 03 年代

初$对比分析遭到激烈的批评! 一种批评来

自对对比分析的预测能力的怀疑’ 另一种

批 评 涉 及 两 种 语 言 对 比 的 可 行 性 问 题’此

外$还有来自教学实践的批评! 归结起来$
对 比 分 析 的 理 论 危 机 主 要 包 括 三 个 方 面(
".#关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以乔姆斯基为

代表的心灵学派认为$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借助实验室条件下的动物的学习行为来解

释人类在自然条件下的语言学习是毫无意

义的! )刺激4反应*的理论无法解释人类语

言学习的复杂性$ 模仿与强化的概念也无

法说明人类语言学习的创造性+ "5#对比分

析的两个虚假命题! 根据对比分析的强式

说$ 二语学习者产生的错误完全可以通过

两种语言的对比来预测! 由此推论$语言的

差异等于学习的难点$ 学习的难点必然导

致语言表达的错误"$""-"#! 问题是$语言的

差异是语言学上的概念$ 学习的难点则是

心理学上的概念! 学习的难点无法直接从

两种语言差异的程度来推测! 教学实践也

证明$ 依据对比分析确认的难点事实上并

不完全导致错误的产生! "6#分类范畴的普

遍性问题! 两种语言的对比涉及作为对比

基础的范畴的普遍性问题$但是$试图寻求

两种语言系统分类范畴的一致性$ 抑或是

表层结构的普遍一致性都是不现实的! 即

使 是 表 层 结 构 看 起 来 对 等 的 两 个 句 子$其

交际功能也很难一致! 因此$系统的对比面

临分类范畴不一致的问题! 失去对比范畴

的一致性$ 科学恰当的或者说有意义的对

比便无从谈起! 对比分析的理论方法存在

的 致 命 弱 点$如 果 归 结 为 一 句 话$那 就 是$
人们试图用简单的语言学的方法去解决复

杂的心理学的问题!
由于对比分析难以预测二语习得过程

中学习者可能犯的语言错误$13 年代后 期

至 03 年 代 初 人 们 便 把 研 究 兴 趣 和 重 点 转

移 到 对 二 语 习 得 者 的 语 言 错 误 本 身 的 分

析! 错误是语言学习过程的重要特征$错误

分析使人们将视线从避免错误转移到研究

错误上来$ 从而为研究二语学习过程提供

了一种更直截,更有效的方法+ 语言错误可

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由于受母语影响造成

的错误$ 另一类则是二语习得者不受母语

影响而出现的错误+ 这两类错误还可分为(
语 言 使 用 过 程 中 的 偶 然 的 和 随 机 性 错 误

"78%9+:;%# 和反映学习者过渡性语言能力

但具有规律性的错误";""-"%#+对教师来说$
错 误 是 教 学 中 的 一 种 重 要 的 信 息 来 源$错

误分析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错误分

析可以使教师了解学习者已经具有的语言

水平$从而推断学习者还必须学哪些内容+
此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学习者的语言错误

了解语言到底是如何学会的$ 如学习者所

使用过的学习策略和程序等+ 这些错误也

可 被 学 习 者 用 作 验 证 某 些 假 设 的 手 段

"<-",;" ./10#+
但 是$ 错 误 分 析 也 有 很 大 的 局 限 性 $

=>;?@A"-7+B"./2C#认 为 错 误 分 析 不 应 只

从目标语的角度来描写和分析错误$ 这样

得出的结论会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他把这

发展中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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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局限性叫做!比较失误"#!" #$% 换 句 话

说& 错误分析建立在分析学习者错误的基

础上&忽视学习者自己的独特的规则系统&
因此只能说明学习者的语言距离目标语有

多远& 但是不能提供足够的材料来描写他

们的中介语系统% 忽视了学习者已有的语

言能力 #学习者在每个阶段能够做什么$&
只关注错误本身而忽视了对二语习得发展

过程的总体把握& 没有把错误放在语言习

得 发 展 这 一 动 态 过 程 中 去 分 析 和 解 释

#$%&’%&()* +,-.$%另外&错误分析不能解释

回避策略% 当遇到较难或没有把握的语言

点时&学生往往会采取回避的策略&这种情

况下& 错误分析的信度和效度就会大打折

扣% $%&’%&()* 把这个缺陷叫做!错误分析中

的错误"#!/ 012$%
3&45678#+,92$对 母 语 习 得 本 质 的 阐

述 为 -: 年 代 初 的 二 语 习 得 研 究 提 供 了 新

的理论基础% 3&45678 认为&行为主义的观

点 无 法 解 释 语 言 习 得 中 的 两 个 基 本 事 实’
#+$儿童能够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他们能够

理 解 和 使 用 以 前 从 未 听 说 或 接 触 过 的 语

言(#0$ 即使是在有缺陷的语言环境中&儿

童依然可以系统地获得语言% 他认为&创造

性是语言的本质之一& 人类语言的这一特

性 是 无 法 以 任 何 形 式 的!刺 激;反 应 "学 习

方式来习得的% 人类的这种语言能力只能

来自于人的大脑本身& 而不是外界因素影

响的结果% 由于对比分析和错误分析存在

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先天不足& 人们开始另

辟蹊径& 将研究重心逐渐由对比两种语言

间的异同和分析语言学习者的错误转变为

研究语言学习者和他们的语言% $)<=>7)* 于

+,-? 年 发 表 了 著 名 的 !"#$%&’"()’(* 一 文&
提出了中介语的概念%$)<=>7)*#+,-0$认为&
二语学习者在某一特定时期所掌握的语言

体系既有别于其母语&也有别于二语&而是

一 种 独 立 的 语 言 体 系 & 即 中 介 语 系 统 %
34*@)* #+,9-& +,-+$ 曾 用 特 质 语 言

#=@=468>%*’(=% @=’<)%(6$ 和 过 渡 能 力

#(*’>6=(=4>’< %45!)()>%)$来表示这一概念&
A)56)* #+,-+$ 则 采 用 了 近 似 体 系

#’!!*4B=5’(=C) 686()56$这一术语% $)<=>7)*
认为& 二语习得与第一语言习得之间最主

要的区别在于& 大部分二语学习者的中介

语在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出现了石化现象

#D466=<=E’(=4>$&大约只有 2F的人能 够 达 到

中介语连续体的终端% $)<=>7)* 指出&这部

分人之所以能够成功& 是因为他们利用了

人 脑 中 的 潜 在 语 言 机 制 #<’()>( <’>GH’G)
6(*H%(H*)$& 这种机制类似于 3&45678 的语

言习得机制#<’>GH’G) ’%IH=6=(=4> @)C=%)$概

念% J=!#+,,2$认为&从历史上看&中介语研

究是从错误分析发展而来& 但它关注的并

不仅仅是语言错误& 而更关注语言知识的

整个系统和组织( 语言错误只是其中的一

部分%
K<<=6#+,,.$在 评 价 早 期 的 中 介 语 理 论

时指出& 中介语理论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一

个恰当的起点& 它是第一次旨在为二语习

得提供解释的理论% 因此&中介语的概念使

得 二 语 习 得 领 域 有 了 自 己 独 立 的 研 究 方

向& 也标志着二语习得研究开始成为一门

独立的学科%

!" 国外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领域

!"# 普遍语法与中介语表征研究

上世纪 -: 年代至 L: 年代初& 词素习

得成为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热点% 研究者

通 过 调 查 和 分 析 学 习 者 对 二 语 词 素 的 习

得 & 旨 在 发 现 中 介 语 的 自 然 发 展 途 径 %
MH<’8 和 NH*( #+,-.$ 对 词 素 习 得 的 研 究

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相关的研究% 他们认为&
在英语作为二语的习得中& 学习者对某些

语 言 结 构 的 习 得 遵 循 某 种 带 有 普 遍 性 的

!自然顺序"#>’(H*’< 4*@)*$% 后来不少学者

对此提出了异议& 认为即使在习得英语词

素 中 存 在 着 不 受 母 语 影 响 的 共 同 习 得 顺

序& 并不意味着在学习较为复杂的语言结

!"#



发展中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构中!也会有不受母语影响的共同顺序" 仅

仅对词素习得的排列顺序进行描述是远远

不够的! 还应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有这种

顺序! 即对二语习得的这种现象进行科学

的解释"
!"年代以后! 普遍语法可及性研究开

始 成 为 二 语 习 得 研 究 的 新 热 点 " 根 据

#$%&’()#*+!*$的普遍语法理论#,-./01’23
412&&21! ,4$!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

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

数! 这也是婴儿出生后所处的初始语言状

态#.-.5.23 ’5250$% 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

系中都有 ,4 知识系统!而 ,4 体现了每个

人的心脑语言机制! 因而 ,4 由一套高度

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 人

类要学习的只是各种语言参数的不同值和

具体语言的外围部分! 以及具体语言的词

汇"!" 年代和 +" 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

是在上述 ,4 的理论框架里进行! 这是第

一次真正地将语言学研究和二语习得研究

结合起来! 并成为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领

域"
目前! 研究者对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

过程中的作用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6$普遍语法不可及说’学习者只是借

助于非语言策略和一般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来建构二语语法)
(7$普遍语法间接可及说’认为普遍语

法只是在母语中以一定的形式存在! 二语

学习者可能会利用语言的普遍原则! 但却

不能完全掌握参数的变化范围! 从而普遍

语法仅以间接的方式起作用)
(8$普遍语法直接可及说’普遍语法是

以 完 整 的 形 态 存 在 于 每 个 人 的 大 脑 之 中!
包括那些没有在母语中显现的一些特征%

上述三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导致下列三

种对二语语法的不同预测’
(6$ 二语习得者的语法跟普遍语法的

原则不尽一致!前者的语法是不受限制的!
所犯的错误是无规则和规律可循的)

(7$ 二语语法应与普遍语法的原则相

一致! 但那些在母语中未被激活的普遍语

法 原 则 在 二 语 习 得 过 程 中 也 无 法 幸 存 下

来)
(8$ 二语习得者应能激活在母语中不

起作用的那些普遍语法原则) 中介语语法

必然受制于普遍语法! 不会超过普遍语法

的范畴%
进入 +9 年代以来!有关普遍语法的争

论从广义的可及性问题转向了中介语表征

性质的具体探讨% 在中介语表征初始状态

问 题 上 出 现 了 两 种 相 反 的 观 点 ’ 以

:;$<215= 和 :>1%?’0 (6++@$为 代 表 的 完 全

迁移假设 (5$0 A?33 B12-’C01 D)>%5$0’.’$认

为!中介语表征符合自然语言的特征)而以

E2.-.((2 和 F%?-GH:;$%350- (*++@$为 代 表

的 最 简 树 假 设 (5$0 I.-.&23 B100’
D)>%5$0’.’$则 认 为 !中 介 语 表 征 在 某 些 基

本方面不同于自然语言% 根据完全迁移假

设!母语语法构成了中介语的初始状态!学

习者借助其母语表征来解释所接触到的二

语输入! 但中介语表征仍然受到普遍语法

的制约% 而最简树假设则认为!中介语语法

和成年本族语者的语法之间存在较大的趋

异性! 中介语初始状态中仅存在词汇范畴

(如名词&动词等$!缺少功能范畴% 因此!根

据最简树假设! 中介语语法存在较大的缺

陷!不受普遍语法的制约%
中介语发展到稳定的终端状态会表现

出那些特征 呢* 有 的 研 究 者 #如 D2<(.-’
*++!) D2<(.-’ J #$2- 6++K$认为!中介语

表征没有长期的实质性缺陷! 中介语表征

的最终状态具有自然语言的特点% 与此截

然相反的一种观点#如 L0;( 6++!$认为!中

介 语 表 征 的 缺 陷 不 仅 暂 时 体 现 于 初 始 状

态!而 且 会 长 期 滞 留!因 此!中 介 语 完 全 不

同 于 自 然 语 言! 也 不 受 普 遍 语 法 的 制 约%
M21N.010#*++!2! *++!O$的研究引发了一个

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介语的终端表征

可 能 在 某 一 方 面#如 词 素 匹 配$存 在 缺 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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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方面!如句法"却是完善的#
基于普遍语法的中介语研究已经成为

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 目前这一

领域的研究仍方兴未艾# 正如 !"#$%!&’’("
所说$普遍语法本身并不是一种学习理论$
而只能与其它理论相结合才能解释中介语

的性质和特点#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和研

究方法的完善$ 研究者对普遍语法在二语

习得中所起的作用将会取得更为一致的看

法#
!"# 认知机制研究

二语习得研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

其他学科的营养$不断寻求新的理论支持#
人类 学%语 言 学%神 经 科 学%心 理 学 和 人 工

智能等学科的研究者在把人的思维过程作

为研究目标的同时$ 也提出了对二语习得

研究有着极大影响的认知理论#
关于语言与认知的关系$ 目前存在着

不同的看法# 有的观点认为$语言处理过程

必须运用基本的认知能力& 另一种观点则

认为$ 语言系统和认知过程分别由大脑的

不同部位处理不同的信息#
)*+%,-.*!/01("指出$人的语言能力是

人 的 一 般 认 知 能 力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语

言 能 力 跟 一 般 认 知 能 力 没 有 本 质 上 的 差

别$ 语言能力在人的心智中并不自成一个

独立的部分$而是依附于一般的认知能力#
语言习得是一种心理和智力过程$ 与人类

大脑获取%处理%保存和运用知识的方式密

切相关$ 语言知识的掌握与其他知识的掌

握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 区分

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 陈述性知识和程

序性知识# 陈述性知识是关于事实本身的

知识$既掌握事实# 而程序性知识是指怎样

进行各种认识活动的知识$即指怎样去做#
陈述性知识是被告知的$ 是一次性完整地

获得的& 而程序性知识则是通过操练或练

习渐进获得的# 两种知识相互依存$在使用

过程中相互作用# 在语言掌握中陈述性知

识需要向程序性知识转化$ 达到处理自动

化# )*+%,-.* 指出$陈述性知识转化为程序

性知识一般需要经历三个阶段’!2"陈述阶

段!或 认 知 阶 段"&!&"知 识 编 辑 阶 段!或 联

络阶段"&!("自动无意识阶段# 母语习得者

几乎都能达到第三个阶段$ 而一般二语习

得者只能达到第二个阶段$ 很难达到完全

自动无意识的境界#
3#*4%,!200’"提 出 的 信 息 处 理 模 式 认

为$语言是表现知识的主要手段$对语言的

处理包含了表层% 文本基础和表达话语的

情景三个层面# 人能够理解句子或话语并

记住其意义$ 是因为语言信息所表达的意

义可划分为句子这种基本单位$ 每个句子

包含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命题!5,.5.-#$#.*"$
分 别 由 述 题 !5,%+#67$%"和 论 题 !7,489%*$"
组成# 从信息中得出的命题被融入分等级

的文本基础中$ 等级较高的命题就比较容

易记住$ 对信息表层形式的记忆要比对内

容的记忆弱些#
0: 年代中期以来$ 认知理论与二语习

得研究的联系更加紧密$ 进一步扩大了二

语习得研究的领域#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开

始 关 注 语 言 加 工 能 力 对 二 语 习 得 的 影 响#
例 如 $;#%*%97** !2001$ &’’(" 在 多 元 发

展 模 式 !$"% <8=$#+#9%*-#.*7= <.+%=" 的 基

础 上 提 出 了 语 言 可 加 工 性 理 论

!;,.6%--#>#=#$? @"%.,?"# 这一理论的逻辑前

提 为’在 二 语 发 展 的 任 何 阶 段 $学 习 者 只

能 产 出 并 听 懂 语 言 加 工 机 制 在 当 前 状 态

所 能 处 理 的 语 言 形 式 # ;#%*%97**!2001"
指 出$ 二 语 的 发 展 并 非 是 杂 乱 无 章 的$而

是 受 到 了 语 言 加 工 能 力 的 制 约$并 呈 现 出

某些规律和特点# 语言可加工性理论不仅

能 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预 示 二 语 的 发 展 途 径$
而 且 也 有 助 于 说 明 母 语 迁 移 受 到 了 哪 些

发展性因素的制约# 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

了 以 ;#%*%97**$ A7B7*--.* 等 为 代 表 的

研 究 群 体$他 们 在 语 言 可 加 工 性 理 论 的 框

架 下 开 展 对 二 语 习 得 的 语 言 认 知 过 程 的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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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理论与二语习得

二语习得研究在其三十多年的发展历

程中!研究的热点不断转换!研究的方法也

有所不同" 二语习得与语用学的结合是近

年来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特别是

关联理论为研究二语的发展特点开辟了新

的途径" !"#$%&$ 和 ’()*+, #-./0! -..1$提

出的关联理论认为! 理解话语的前提是人

类的认知假设!根据这一认知模式!人类认

知事物时总是遵循关联的原则! 即借助与

之关联的信息来认知事物% 关联理论能够

回答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为什么交际双

方各自的谈话意图会被对方识别’ 为什么

交际双方配合得非常自然!既能产生话语!
又能识别对方的话语’

关 联 理 论 的 提 出 主 要 是 为 了 修 正

2$(3&#-.41$的 会 话 含 意 学 说!只 是 最 近 几

年 研 究 者 才 开 始 应 用 于 二 语 习 得 研 究 %
!"#$%& ’(%)*()" +","-.#/ 期 刊 在 5667 年

第 8 期以专号形式刊发了一组文章! 集中

探讨关联理论视角中的二语习得现象% 例

如!9&:;$;3#5667$结 合 关 联 理 论 研 究 了 二

语习得者对英语定冠词 0/" 的习得!发现二

语 习 得 不 但 受 一 般 语 用 原 则 和 迁 移 的 影

响! 而且也受到学习者个人形成的隐含假

设的影响% <(*=>;#5667$的研究旨在解释学

习者语言中英语现在完成时的可选性 #即

选择性石化$问题!其受试者来自三种不同

的 母 语 背 景& 德 语( 日 语 和 汉 语% <(*=>;
#5667& 5?5$指出!形态句法层面的表征缺

陷可以通过从语用方面充实较弱的逻辑形

式#)+:(3;) @+$A*$得以弥补% 另外!也有学

者#如 B+*C#$DE+F&, 5667$考察了关联理论

与其它二语习得流派的关系! 探讨整合二

语 习 得 研 究 方 法 的 优 越 性 % 正 如 B+*C&$D
E+F&,#5667$所指出的那样!关联理论与二

语习得的联姻历史虽短!但却极富生命力!
其意义不容忽视%

!"# 学习者内部因素研究

对学习者内部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学

习 者 的 个 体 差 异!如 语 言 学 能(动 机(认 知

风格等! 这类研究强调学习主体在二语习

得过程中的作用%G))(*#H..7$提出了个体差

异研究的理论框架! 该框架由三组相互联

系和相互影响的变量构成&
#-$个体差异 !#5$学习者策略 !#8$

语言学习效果

第 一 组 变 量 包 括 三 方 面 的 个 人 差 异 !
即学习者对语言学习的看法) 学习者的情

感 态 度)一 般 的 个 人 差 异 因 素#如 年 龄(性

别(学习动机等$% 第二组变量包括学习者

在学习二语时使用的各种策略% 第三组变

量是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成果! 学习成果可

以指二语的整体水平( 在某一具体方面运

用语言所取得的进步或者指语言学习的速

度%
在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中! 语言习

得的起始年龄以及由此引发的语言习得关

键 期 问 题 一 直 是 一 个 颇 有 争 议 的 问 题 %
<#,,#%#$:#-.04$认 为!儿 童 成 长 过 程 中 的

关 键 期#I$(C(I;) "&$(+J$对 语 言 学 习 起 着 至

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期以后!大脑两侧的功

能分工已经完成! 习得一种语言就变得非

常困难% <;A#,K&));#-.44$认为!语言的发

展与神经系统的发展成熟有关! 神经系统

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儿童更容易获得一种语

言% 最近 ’&%&$DB+L 和 M&N())##H...$用一

种行为主义和电生理学相结合的方法来检

验年龄是否起限制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等

问题% 他们让年龄悬殊的中国英语学习者

自我报告二语水平! 并对受试进行语法评

分! 把得到的行为数据与测量到的大脑某

些部位的脑电活动作比较% 结果表明!成年

人二语学习能力随初始学习年龄的增长而

呈直线下降!学习者初始学习年龄越大!语

义处理能力越慢! 左半脑的专门化程度减

弱!右半球参与句法加工的程度加大% 该研

究还发现神经支系统习得开放和封闭词类

时在分布和时间上表现出差异! 年龄较大

才 开 始 学 习 二 语 的 人 习 得 开 放 词 类 比 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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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这项研究结果支持关键期假说!
!"#$"%&"’()*#则对关键期假设提出了

质疑$认为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成年人在

发音方面同样可以获得本族语者的水平!
事实上$ 人类大脑中的神经可塑性并不像

语 言 关 键 期 理 论 陈 述 的 那 样 突 然 发 生$而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变化的过程$ 有的

人可能在青春期之前$ 有的人可能在青春

期之后完成! 后来许多研究者采取了折衷

的 做 法 $ 提 出 了 一 种 称 为 语 言 敏 感 期

"+",+-.-/" 0"1-2&#的 假 说 "3%"4" ’555#! 根

据这一理论$ 许多语言技能在发展的某一

阶段较别的阶段更容易$而有些语言技能$
尽管不太容易$ 但要到语言关键期过后方

能获得! 这种理论强调在语言发展过程中

不 是 只 有 一 个 关 键 期$ 而 是 多 个 关 键 期!
602%+78"9:::#在回顾了有关的文献后总结

说%即使是在语音方面$年龄也只是获得地

道口音的一个偏爱条件"01"$"1",;" 1#%"#$还

不是必要条件 "董燕萍 9::<#!
近年来$ 许多学者围绕年龄和中介语

石 化 的 关 系 问 题 展 开 了 一 系 列 纵 向 研 究$
如 =>,"?55*#$ @2,4"A55)#$ BC-.""9::9#
等! 其中$@2,4 对一位日本裔妇女的跟踪

研究长达 AD 年时间! 在认知风格方面$早

期的学者主要从场依赖型和场独立型的二

分法角度研究学习者的个性特点$ 并探讨

学习风格对自然环境和课堂环境中二语学

习 效 果 的 不 同 影 响 "如 EF1>C>G H I>,,
?5*)#!5J 年代以来认知风格的研究开始关

注认知风格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以及认知

风 格 对 课 程 设 计 的 启 示 意 义 " 如 K"-&
A55L#!

学习策略是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

运用的某些特殊的方法或手段$ 是学习者

获取& 储存& 提取和处理信息的方法或步

骤! )M 年代的学习策略研究主要是观察和

辨认学习者使用的各种策略$ 并较简单地

罗列各种学习策略! 到了 NM 年代和 (M 年

代初$学习策略研究逐渐成熟$开始对学习

策略进行系统的分类$ 并将这种分类与语

言习得联系起来!(M 年代中期以后$学习策

略研究的重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研究者

开始探索对学习者进行学习策略训练的有

效方式$以提高其二语学习的最终水平"如

O2C", A((N#!
!"# 学习者外部因素研究

学习者外部因素主要指影响二语学习

的语言环境$ 具体包括学习者所处的社会

环 境&家 庭 环 境&学 校 环 境 及 课 堂 环 境 等!
6-"4"%"9MM<#归 纳 了 二 语 习 得 的 五 种 社 会

环 境% >P 二 语 主 导 型"如 土 耳 其 人 在 德 国

学习德语#’ FQ 外语型"如日本人在本国学

习英语#’ ;Q 多语并存型"如德国人在瑞士

学习法语#’ &Q 制度型"如英语在印度的使

用#’ "Q 少数民族语言型"如操英语者学习

威尔士语#! 研究者对外部因素感兴趣的一

个问题就是$ 社会环境是怎样影响学习者

的学习动机的! 就教 学 环 境 而 言$R1>+C",
"?5NL# 的 非 干 预 观 点 ",2,S-,."1/",.-2,
02+-.-2,#认为$二语习得完全是一种无意识

过程$正规教学对二语习得的作用有限$其

意义仅在于能够提供可理解的语言输入!
近年来研究者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是

语 言 社 会 化 "%>,4#>4" +2;->%-T>.-2,#$这 一

概念脱胎于上世纪 DM&UM 年代占主导地位

的儿童语言习得研究! 语言社会化把学习

者对语言& 文化涵义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

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过程! B>.+2,SV"4"2
和 !-"%+","9::<#综 述 了 5: 年 代 以 来 语 言

社会化研究的最新进展$ 如语言社会化的

理论与方法& 二语习得中的语言社会化现

象以及这一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并展

望 了 语 言 社 会 化 研 究 未 来 A: 年 的 发 展 前

景!
现在国际上二语习得研究的另一个重

要动向是$ 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 I842.+78
提出的关于人类文化心理活动学说的社会

文 化 理 论 "+2;-2;#%.#1>% .C"218# 研 究 !
@>,.2%$"9:::# 等学者探讨了在学习者最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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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区!!"# $%&# %’ ()%*+,-. /#0#.%(,#&!"
内 通 过 搭 建#脚 手 架 $!12-33%.4+&5"等 辅 助

性 形 式 习 得 二 语 并 促 进 认 知 的 发 展 %
6%"&1%&!7889"在回顾了二语习得研究的认

知 和 实 验 科 学 范 式 后 认 为 &:;5%!1<; 的 社

会文化理论为拓展二语习得研究领域提供

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并据此考虑认知和社

会两大因素构建了二语习得理论和实践的

新模式%
!"# 学习者语料库研究

语料库语言学!2%)(=1 .+&5=+1!+21"是 以

语 篇!!#*!"语 料 为 基 础 对 语 言 进 行 研 究 的

一 门 学 科 & 是 计 算 语 言 学 !2%,(=!-!+%&-.
.+&5=+1!+21"的一个分支% 过去语料库中的材

料由人工收集和整理& 现在由于使用了计

算机的先进技术& 语料库建设的效率和规

模都大大提高了& 为语料库能够得到更广

泛的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语料库语言学不仅是一种采用概率法

对语言事实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 而且已

经形成了从早期的词频统计’词典编撰&到

言语识别和生成’ 基于数据的语言教学等

新的研究领域% 通过建立英语学习者口语

和书面语语料库&使用适当的检索手段&可

以发现不同学习者群体中介语中带有共性

的问题& 然后将这些问题反馈到教学大纲

制定’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中&从而使二语

教学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
第 一 个 计 算 机 语 料 库 是 >?@>A>?@9

年 在 美 国 B)%C& 大 学 建 立 的 布 朗 大 学 语

料 库 !B)%C& D&+0E)1+!; F%)(=1"% 储 存 在

计 算 机 内 的 语 料 库 较 书 写 记 录 在 卡 片 上

的 语 料 库 &有 着 检 索 方 便 &易 于 加 工 &利

于 分 享 等 许 多 好 处% 之 后 G+&2.-+) 在 伯 明

翰 大 学 建 立 了 柯 林 斯!伯 明 翰 大 学 国 际

语 料 库 !F%..+&1 B+),+&5"-, D&+0#)1+!;
H&!#)&I!+%&I. JI&5=I5E K-!-LI1E( 简 称 为

FMBDHJK"& 当时计划编辑含五 百 万 的 具

有足够代表性的英语库& 由于利用了计算

机&FMBDHJK 语 料 库 至 >??@ 年 所 含 的 语

料 库 已 由 原 来 的 六 百 万 词 扩 展 到 两 亿 词&
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英语语料库之一%

在以往的二语习得研究中& 研究者主

要依靠内省的方法或者依赖实验设计或问

卷 的 形 式 通 过 诱 发 的 手 段 获 得 所 需 语 料%
在受到诱导的情况下& 受试者所提供的语

料 显 然 容 易 受 到 某 种 主 观 因 素 的 影 响&含

有较高的人工成分& 也必然局限在一定的

范围中& 因此所获取的语料自身的代表性

可能会影响到研究者的结论% 旨在把外语

学生的语料汇集成库并加以分析研究和利

用 的 学 习 者 语 料 库!.#-)&#) 2%)(=1"无 疑 为

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又客观的

数据库& 有效弥补传统二语习得研究中数

据来源的不足% 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和方法&
学习者语料库不仅可以用来检验研究的假

设&而且还可以用以产生新的假设% 研究者

可 以 避 免 以 先 入 为 主 的 方 式 提 出 研 究 课

题& 而是利用数据分析软件对数据加以整

理和分析&以便从中发现规律和问题&并顺

藤摸瓜由此而产生新的研究课题% 可以说&
学习者语料库对二语学生的语料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准确描述& 从而可以帮助研究者

发现更多的事实%
N)##&L-=, 和 OE;E) 在 >??8 年 建 立

了国际英语语料库!!"E H&!E)&I!+%&I. F%)(=1
%’ P&5.+1"&简 称 HFP"&他 们 把 计 算 机 化 的

语料库研究扩展到用于比较其他使用英语

国家的英语上来& 并将口语和书面语均纳

入语料库之中% 近年来学习者语料库的研

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8 年代初&由比利时

G;.0+I&E N)I&5E) 主持& 并由国际上多所大

学合作& 建立了以该大学为基地的国际英

语 学 习 者 语 料 库 !H&!E)&I!+%&I . F%)(=1 %’
JEI)&E) P&5.+1"" 和国际英语口语中介语语

料 库 !H&!E)&I!+%&I. KI!ILI1E %’ G(%<E&
P&5.+1" H&!E).I&5=I5E"% 到目前为止&这个学

习者语料库已经包含有两百多万字的来自

于十四种不同母语背景的英语学生的语料

资源% 现在 J%&5,I& 出版集团和剑桥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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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也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大型学习者语

料库! 规模分别达一千万词和一千五百万

词" 目前!有很多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

成果发表!研究的范围涉及非常广泛!如学

习者英语情态动词的使用和情态的表达方

法#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的英语词频以及学

习者中介语的语篇特点等" 总之!语料库语

言学的方法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广阔的

研究空间和多样化的研究手段"

!" 我国二语习得研究

在我国!二语习得研究起步较晚!主要

是从 !" 世纪 #" 年代初才开始引起人们的

注意!当时的研究以引进#介绍或评述西方

学者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为主 $如桂诗春

$%#&!王初明 ’%%"%!这一时期的研 究 为 我

国 的 外 语 教 学 和 二 语 习 得 研 究 提 供 了 信

息!拓 宽 了 思 路!扩 大 了 视 野!为 后 来 的 外

语 教 学 和 二 语 习 得 研 究 的 繁 荣 奠 定 了 基

础" 进入 %" 年代以后!国内的二语习得研

究开始全面系统的引进和消化吸收! 并结

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开展一些针对性的研

究 $如 &蒋 祖 康 ’%%%!李 炯 英 !""!! 李 哲

!"""!王 立 非 !""!!文 秋 芳 ’%%(!杨 连 瑞

!"")%" 这一阶段的研究有两个特点!其一!
研究的重点逐渐向学习者主体转移! 着重

探讨学习者的认知#情感和策略等因素’另

一个特点是!带有批判性的文章开始出现!
研究者不再一味地引进和吸收西方的语言

习得理论和方法! 而是结合国内的实际情

况! 用辩证和批判的态度评价和反思国外

的有关理论" 从 %" 年代后期至今!国内的

二语习得研究! 特别是针对我国大学生的

英语习得研究! 从理论探讨到实证研究也

渐趋活跃! 出现了消化和创新并存的局面

$如&王 初 明 !""’!王 立 非#文 秋 芳 !"")%"
这类研究是研究者在充分了解和研究二语

习得理论的基础上! 以中国英语学习者在

习得英语时表现出的特征和规律为研究对

象的实证研究! 以客观事实或数据取代了

主观的感想和判断! 代表了二语习得的研

究趋势"
在肯定我国学者在二语习得领域取得

显著成就的同时! 不可忽视国内的相关研

究尚存的一些问题" 首先!术语使用的混乱

现 象 一 直 没 有 得 到 彻 底 解 决 ! 例 如!*++,+
-.-/0121 有(差 错 分 析)#(偏 误 分 析)和(错

误分析)等几种译法’而 2.3*+/-.45-4* 一词

则有(中介语)#(语际语)#(过渡语)#(族际

语)及(中间语)等五种之多" 这从一个侧面

说 明 我 国 的 二 语 习 得 研 究 还 不 够 成 熟!尚

需编纂专门的二语习得辞典对相关的术语

进行规范" 其次!国内真正有深度的理论研

究仍然欠缺!应用研究数量偏少" 目前!在

二语习得理论研究的诸多方面! 无论是从

语 言 习 得 过 程 和 外 部 学 习 环 境 的 角 度!还

是从学习者主体角度! 我国学者基本上没

有提出过被广为接受的理论和假说! 这不

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深思" 另外!国内二

语习得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创新不多! 直接

制约着研究质量和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许

多研究者或沿用国外已有的研究方法和测

量工具!或仅稍作改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缺少独创性! 使得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与

国外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因此!为了适应

当 前 我 国 二 语 习 得 研 究 形 势 发 展 的 需 要!
在 !""6 年 初 广 东 外 语 外 贸 大 学 牵 头 召 开

的 全 国 首 届 二 语 习 得 研 讨 会 的 基 础 上!应

尽早正式建立全国性的二语习得研究的学

术组织!定期召开学术年会’创办二语习得

研究学术杂志!开辟学术成果交流园地’努

力建设我国高校中的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

言学等硕士点和博士点的二语习得研究方

向!培养二语习得研究的后备人才’设置和

开展与我国特大规模外语教学实践相匹配

的二语习得研究国家课题攻关项目和团队

研究! 大力加强二语习得的应用研究和实

证研究! 使我国的英语教学建立在二语习

得研究的科学基础上! 促使我国的二语习

!"#



发展中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得研究立足学科发展前沿! 与国际二语习

得研究接轨"

!" 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

展虽然仅有 !" 多年的历史!但留给了我们

许多思考和启示" 首先!二语习得研究被引

进国内的时间不长! 国外的理论还需在我

国 的 外 语 教 学 环 境 中 加 以 不 断 地 验 证!目

前尚不能过高地期望二语习得研究的成果

能够直接应用于我国的外语教学! 或从根

本上解决我国外语教学的一些顽症" 其次!
二语习得研究在国外的发展动力并不只是

满足教学的需要! 而在于满足人类基本的

认识需要! 即认识二语发展乃至一般的语

言发展这一难解之谜! 由此产生了二语习

得研 究 的 语 言 学#心 理 学#教 育 学#人 类 学

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另外!人们往往对二语

习得研究的理论价值以及其非应用性认识

不足!甚至存在误解" 不过!可以预计的是!
二语习得研究这门新兴学科为我国的外国

语言学的探索开辟了新的增长点! 代表了

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因此!密切结

合中国学习者特点的二语习得研究将有助

于 认 识 中 国 学 生 外 语 学 习 的 客 观 规 律!揭

示外语学习的认知心理过程! 有助于我们

树立正确的外语教学指导思想! 有助于解

决 我 国 外 语 教 学 中 普 遍 存 在 的 诸 多 问 题!
从而整体上提高我国外语教育水平! 发展

我国的外语学习理论和外语教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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