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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受诸多相关因素的影响, 如何调动学习者的兴趣, 让学生自主

学习是外语教师理应关注的课题。本文从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及其相关变量的简单分析出发, 拟采取有效步骤培养和

激发学生的自主性, 以加快二语学习从输入到输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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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second language learn ing p rocess is a very comp lex p rocess, w h ich is rela ted to m any o ther facto rs.

How to m ake studen ts exert their au tonom y and mo tivate them to accelerate th is p rocess has been the impo rtan t sub2
ject the teachers of fo reign language are concerned w ith. T he pu rpo se of th is paper is m ake the simp le analysis of the

Second L anguage A cqu isit ion (SLA ) and its fou r in terdependen t variab les that have effects on the second language

learn ing and try to w o rk ou t som e effect ive step s to increase studen ts’ au tonom y and to accelerate the p rocess from in2
pu t to ou tpu t in 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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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 外语教学的研究重点从传统的如何教转向对学

习主体的研究, 研究其生理, 心理和认知对外语学习的影响。

D avid N unan (2002: 7)在他的“英语教学课程设置的传统和变

化”中提出了课程设置上“教育模式的转移”, 即从“传达模式”
(a transm ission model) 转移到“经验模式”(an experien t ia l

model) ,“传达模式”把教育体系视为向学习者传达事实性、观

念性及程序化的东西; 而“经验模式”则认为教育的作用应是

给学习者创造条件, 让他们学会对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再创造。

实际上就是教会学生改变传统的学习方法, 适应新的教学模

式, 学会自主学习, 学会借助现代科学技术, 开阔视野, 开拓学

业。

2. 二语习得中的几个相关变量: 输入、过程、任务、语境

Jack. C. R ichards (2001: 4)认为, 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趋

势与以下几个变量有关: 输入、过程、任务、语境。

首先,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 语言学习都必须有大量的语言

输入。与输入有关的因素是频率, 内在因素, 交际因素与课堂

输入。(R ichards, 2001: 4)。语言输入因素, 即对学习过程的输

入, 包括语言的和语言以外的变量。(Sw ain, 1985)关于内在原

则, R ichards 认为学习者有一套发展原则, 在正式教学环境与

自然习得环境中都起作用。以 K rashen 为代表的一方认为“为

学习者提供可理解性输入”是关键。输入的可理解性主要通过

交际手段的使用来加强。这种输入是课堂上语言的自然运用。

它强调语言的意义而非形式, 它是从理解性和趣味性出发, 这

种输入的“理解性和自然性”正是唤起学习者兴趣和主动性的

根本所在。因此也促进了教学互动。此外, 课堂输入中教师话

语的特点直接影响着学习者的学习主动性, 如, 教师话语的清

晰简练、语调的婉转悠扬、问题的巧妙严谨、话题的新颖有趣

等。另外, 输入范畴也包括在反馈、评估、学习策略的研究及课

堂互动与学习者的参与中, 运用得当能大大调动学习者的自

主性。尤其在互动学习中, 学习者在学的过程中经由主动的探

索、思考与分析来构建属于个人的认知结构, 并且进一步透过

与其他学习者之间的互动来扩大自己的知识体系。 (何高大,

2002)。因此, 学习者的自主性是通过多维的“立体输入”(汤富

华, 2002: 6)并由教师正确引导培养起来的。

关于“输入”, 人们探讨的很多, 但汤富华老师提出的“立

体输入”令人耳目一新。传统教学认为教师是惟一的输入途

径, 而现代教学模式体现的是多维的、立体的输入模式, 包括

先进的教学设备、广播、电视等等, 同时学习者之间也是相互

的输入源, 但必须通过互动学习才能实现。这些为学生的自主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当今时代, 学生见识广, 思想新, 学外语也要有不断的新

的输入方式、新的输入源, 才能激发起他们的兴趣, 调动起他

们的自主性。学习者的自主影响着其认知风格, 而认知风格又

影响其学习策略。我们知道“语言学习涉及认知过程、情感过

程和语言过程”(B row n, 1994) , 可见自主 (au tonom y) 直接影

响第二语言的习得进程。输入形式的变化多端有助于培养学

习者的自主, 自主又反过来促进学习者有效地吸收、消化新知

识, 从而加快了其理解性任务的产出。

第二个变量是过程, 指学习者习得和使用二语时的有意

识和无意识的认知行为。一般认为过程涉及 (1)形成与检测假

设, (2) 综合、分析与总结以达到长期的记忆和对目的语的抽

象规则的重视, (3) 能使用这些规则完成理解性和产出性任

务。(R ichards, 2001) M cL augh lin 等人提出的信息加工模式认

为学习任何形式的行为都需要很多微技能的综合使用, 或称

“自动加工”。这一过程最初是有意识的, 随着学习者能力的提

高, 受控制的过程变为自动的过程。很明显这一过程需要靠学

生的自主才能实现。

第三个变量为任务, 是指用语言完成具体的目标或活动。

任务在认知、语言、交际方面的作用是什么呢? R ichards 认为

重要的不是语言输入本身, 而是学习者用语言做什么。过去很

多方法的倡导者们认为任务是决定语言学习成败的关键变

·59·

2003 年 3 月

第 24 卷　第 2 期

外语教学

F oreign L anguage Educa tion

M ar. 2003

V o l. 24 N o. 2

© 1995-2006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量。而什么样的任务正合学习者之意, 使他们自觉自主地完成

“任务”才是我们教学所关注的重点。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者

们从以下几方面来审视任务的作用。它们是: 执行任务所涉及

的语言处理过程, 所实践的语言结构以及产生的语言输入。

最后的变量是语境, 即环境与语境因素对语言学习的影

响。“所谓语境, 就是指言语活动赖以发生和进行的条件系统。

语境具有三种功能, 即解释功能、判断功能和生成功能。”(李

海林, 2000: 7)这些都是在言语活动中实现的。所以, 创造良好

的环境与语境也是培养学习者自主学习的重要因素。

总之, 这四个变量之间是相互关联, 相辅相成的, 在二语

习得过程中缺一不可。要想培养和调动学习者在二语习得中

的自主性, 必须首先考虑和分析这些变量。

3. 培育学生自主, 促进二语习得

Sw ain (1985) 曾提出二语学习的提高更需要“可理解的输

出”(comp rehensib le ou tpu t)。笔者通过对语言学习理论的分

析, 同意“输入与输出并举, 提高英语应用能力”(尤其达,

2001)。H arm er 早在 1983 年就提出“输入, 练习与输出之间要

平衡”。重视语言输出, 强化输出练习是二语学习的有效途径,

但只偏重于输出不符合实际水平, 也就是说只重输出不强调

输入, 最终的输出是非常有限的。这符合上述变量“输入”与

“过程”的分析。毕竟输入是学习的来源。关键的问题在于怎样

输入, 输入途径, 输入多少, 输入什么, 正如汤富华 (2002: 6) 所

说:“获得目标语的语用能力, 关键是能否立体输入与文化输

入, ”最终引发学习者主动学习、吸纳与输出。

首先教师要重新认识自己的作用, 他不再是简单的“知识

灌输者 (deliver) , 而应该是导演 (directo r) , 指挥 (conducto r) ,

组 织 者 ( o rgan izer ) , 是 为 学 生 学 习 提 供 便 利 的 人
(facilita to r) , ”(B row n, 1994) 他的工作是建立一个学习舞台,

把输入的内容要点通过讲解交代给学生, 把方法教给学生, 把

学生引进输入的大门, 让学生尽情地发挥。

其次, 我们在设计课程时, 应根据学生特点和学校的实

际, 以学生在社会上竞争的需要设置课程体系, 强调在应用中

学会语言, 认知语言学也强调语言实践中的整体知觉, 学习和

记忆过程依凭整体结构。各种活动也以能力素质的提高来开

展, 并寓思想教育于生动活泼的课堂内外的各项活动中。彻底

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 改满堂灌为讨论

式, 变“教师主体”为“学生中心”,“教”服务于“学”, 根据“学”

的需要随时调整“教”。实际上, 外语是学会的而不是教会的,

抓住了关键所在, 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英语学习的效

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性。要将新

知识和已有的知识相结合, 要将语言技能从理论形态转换为

实践形态, 都必须通过学生自身的实践活动来实现。(邵永真、

应惠兰, 1998) 这就是学生自主学习的真谛。

学生的自主 (au tonom y) 是指学生在学习上独立自主,

Ho lec (1981)把自主定义为“自己负责学习”, N unan (1989) 认

为自主就是独立地学习或靠自己去学习。当然学生首先要学

会学习。教师的任务就在于激发学生的动机, 教会他们如何学

习。有了动机, 有了方法, 学生才会有自主; 有了自主, 学生就

会自觉学习; 自觉学习就会提高效率。

下面谈谈具体操作问题。

美国教育界近年来倡导教学革新, 尤其提倡创意教学, 很

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使人感受最深的是所有成功的教师都

把课堂活动看作是最重要的教学部分, 他们强调把教学贯穿

于活动中。H arm er 也认为从输入到输出的过程中, 活动是贯

穿始终的主线。教师通过设计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引导学生的

兴趣, 使他们积极参与其中, 逐步培养起他们学习的自主能

力, 变被动为主动。B row n (1994: 43) 认为“学习者需要培养的

是自主而不是依赖”。因此, 帮助他们在自己的实践中获得自

我满足 ( self2sat isfact ion) ; 帮助他们通过设立个人目标, 运用

自己的学习策略来为自己的学习负责。

采用以学生为中心 ( studen ts2cen tered)、互动的 ( in terac2
t ive) 教学方式, 在活动中给学生充分的自主权, 让他们自决
(self2determ ine) 讨论形式, 自选讨论题目, 会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中国电子科技大学的一位老师曾对自己一个班的学生

就他们的自主培养进行了一学期实验,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本

实验的目标就是鼓励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输入方式为阅读

相关材料; 活动形式是: 阅读、讨论和陈述; 老师的作用是导

演、组织者、机会的创造者; 学生为参与者、学习者。她的实验

方案程序分为五部分: 1) 布置任务: 由教师提供与课文、社会

相关的、学生感兴趣的题目。2)分组: 全班 34 人分为 8 组。3)

准备: 学生收集资料, 筛选材料, 写出提纲, 决定在全班陈述的

方法, 确定顺序。4) 陈述: 每单元结束时由规定的小组陈述半

小时, 其他小组认真听并提问。5) 综合报导: 全班评估上述小

组的陈述, 最后由老师评论、打分。在本方案的实施中, 学生始

终是自主的, 他们尝到了前所未有的甜头, 懂得了自主学习的

重要。在小组中他们学会了互相配合, 互相鼓励, 互相促进, 以

达到自己的目标; 搜集资料中, 他们学会了运用百科全书、多

媒体、英特网等手段去获得所需信息; 在陈述过程中, 除了要

学会用目标语表达自己、清楚陈述自己的观点外, 还要调动全

班的参与, 而且陈述形式多种多样, 如: 辩论、演讲、短剧、模拟

记者招待会等等,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评估和反

馈中, 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成就, 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 有利于

促进他们的自主学习。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自主, 学会了自

信。学生和教师都感受到, 通过这种方式的学习, 二语习得从

输入到输出的过程大大加快了。

所以, 在教学中不断探索新的、好的教学模式才是调动学

生自主学习, 加快从语言输入到输出这一过程的有效途径。

Schm it (1990)提出:“有意识地关注 (no ticing) 输入形式对

二语习得 (SLA ) 是非常必要的。Peter Rob inson (1995) 认为

“学习与记忆的清晰与模糊程度是由训练任务 ( t ra in ing2task)

的要求不同而造成的。”他还说“教学训练任务的要求及个人

记忆与关注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二语习得”。可见教学活动首先

要引起学生的关注, 引导学生学会倾听 (倾听是指主动地听,

积极 地 参 与 和 配 合 ) , 要 设 法 把 外 在 动 机 ( ex trin sic

mo tivat ion) 转化为内在动机 ( in trin sic mo tivat ion)。B row n

( 1994: 40) 指出“测试、考试等标准化的东西加上人为的可信

度强加于学生头上 (在没有与学生商量的情况下) , 它的结果

往往只能使学生被动学习, 而不是出于内化的对知识经验的

渴望去学习”。这也是我国目前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要扭转局

面, 靠的还是教师在授课中通过真实而有意义的活动帮助学

生建立起自己的学习目标, 个性化的课程和活动能有效地建

立起学生自己的学习风格。

比如阅读能力的训练, 这是一项实用的终生学习技能。教

师先要对任务 ( task)的目标心中有数, 要让学习者在训练过程

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所收获, 能使他们自己主动地想办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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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筋实现任务目标, 就是成功的教学。训练学生时要让学习者

明白阅读是一个人和书充满意义的互动过程; 人们根据自我

对文章的基本认识及文章里的信息构建出意义。而透过班级

活动, 引出与主题相关的认知和经验, 可强化阅读者的背景知

识。透过班级讨论与分享, 阅读者的基础知识可与其他同学的

知识相互串联, 进而扩大为全体学生的知识库。教师的职责就

在于提供这些建构基本知识的经验, 使学生从方法上、策略上

先入门, 逐步自觉自愿地进入自主阶段。(丹尼斯·沃克拉迪,

2001: 11) 美国创意教学研究证实, 要加强对文章的理解能力,

阅读者需要培养后设认知或理解监控。当学生开始培养起认

知的自觉时, 他们也开始注意自己的理解能力及需要, 开始学

习特定的监控与调整阅读能力的方法。 (丹尼斯·沃克拉迪,

2001: 11) 渐进的阅读指导包含了阅读前准备、阅读指导、阅读

后体验、词汇的加强、延伸及充实。在整个的训练过程中, 就把

输入、吸纳和输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阅读前准备策略旨在引发学生先备的认知, 提供学生建

构共享的认知基础, 带领他们获取新的观念与认知, 以了解文

章。阅读之前的准备活动主要由学生来完成, 这样做能制造事

件的参与感及故事的有趣性, 且能加强学生对文学要素如角

色、场景、情节、主旨的理解。引导阅读策略, 主要使学生专注

于特定信息上, 从而提高他们对文章的理解与积极参与的兴

趣。引导阅读的活动有: 摘要速写, 学生问题讨论, 范例图表,

故事剧场, 以及模拟日记等, 这就是在营造一种气氛,“生成一

种语境”, 而这种语境反过来又作用于学习者, 促使他们“在特

定的环境中使用语言来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思想, 培养他

们的交际能力”。这样既加强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又加深了

学生对文章的理解和新知识的吸纳, 也实现了他们对新知识

的输出。阅读后体验可以让学生和老师评估自我的理解能力,

并加强对故事概念的长期记忆。活动有角色网络、故事金字

塔、读者剧场等, 这又是一次融输入、吸纳与输出平衡发展的

过程。

在以上整个过程中, 学生既从输入中吸纳新知识、新词

汇, 从中体会新经验, 又要不断地应用与加强新知识、新词汇,

学生自始至终是主动者、参与者, 教师只在于引导和调动他

们。

其他类型的课, 如听说、写作等, 教师同样应设计各种有

趣、有效的活动, 为学习者提供新的输入途径, 创造并使之生

成新的语境, 有助于培养和调动学习者的学习自觉性和自主

性。B row n (1994) 曾设计以下教学活动, 供我们参考。(1)教写

作就是教思维过程, 让学生自由、开放地表达自己的观点。(2)

教会学习者阅读策略, 并使他们把自己的知识融入阅读的作

品中。 (3) 让学生自己创作并在班上让大家分享, 以此积累语

言经验。(4)口语练习要让学生谈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5)鼓

励学生经常听自己感兴趣的语言讲座以弥补空缺。(6)交际教

学要让学习者完成某种特定的功能。(B row n, 1994: 42) 总之,

要让 学 生 在 参 与 中 找 到 和 建 立 起 自 己 的 自 信 ( self2
confidence)、自尊 (self2esteem )、自决 ( self2determ ination) 和自

我实现 ( self2actualizat ion) , 最终达到输出自然, 交流自如, 实

现外语教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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