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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年龄是决定二语是否能成功获得的主要因素，关键期假设被学界视为外语学习的圭臬 在对大量二语获得 

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存在三个误区，即错误解读，错误归因，错误强调。澄清这些错误认识有助于我们制订合理 

的外语教育政策及提高二语获得效果。二语获得理论对课堂环境下的外语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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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关因素更具有建设意义。 

CP(关键期，下同)指学语言相对容易的一段时期，一 

旦过了这个时期，一般语言学习者不太可能获得目标语接近 

或达到的跟母语一样的流利程度。心理语言学家们一般都 

认为 L1(第一语言，下同)的 CP确实存在。争议在于 CP是 

否也适用 L2(第二语言，下同)获得。I2获得的 CP是否存 

在对于中国的英语教学具有借鉴意义。如果正处在或已过 

青春期的学生在生物禀赋上不能掌握另一种语言，我们整个 

的英语教学及评测系统就应进行改革；相反，如果 12的 CP 

确实存在，那么我们应尽早给学生开设外语课。 

CP由Penfield和 Roberts首先提出，他们认为孩子 9岁 

之前学习语言更加有效，9岁时大脑已经变得 “僵硬”。 

Lenneberg认为，大脑在这一时期具有高度的可塑性(plastic— 

ity)，大脑左半球的语言功能在 CP后确立下来，他认为青春 

期就是大脑左半球语言处理能力侧化 (1ateralization)的过 

程。E2]Krashen对Lenneberg的看法提出挑战，认为大脑的语 

言功能在5岁时就已经确立。 Lamendella认为，Lenneberg 

的有关 CP的结论太过夸张，并引入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 

这一概念，他强调语言获得在儿童成长早期 的确比较容易， 

而在儿童成长后期也并非不可能。 

学界并不否认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年龄较小的语言学习 

者更容易获得 L2流利。但这些证据并不构成 I2获得的CP 

存在的充分条件。本文通过研究支持 CP假设的观点发现 

对 L2获得的认识存在下面 3个误区：错误解读、错误归因、 

错误强调。本文分析 1．2获得的这几个误区，我们认为年龄 

大的语言学习者有能力获得较高的语言能力，早期开设外语 

课的理据并不是基于孩子的大脑神经生物属性特征，相反将 

研究重点放在关注 L2学习者获得同母语一样流利程度的相 

二 关于 【2获得理解的几个误区 

(一)错误解读 

与获得速度相关的一些基本数据存在错误解读。许多 

研究人员将孩子最终能获得 l2看作是孩子学得快和学得容 

易的证据，但 20世纪 70年代后很多研究表明在 I2环境下， 

年龄大的学习者在 L2获得的初级阶段学得更快更有效率， 

并且青少年在语音获得上，越早学习，效果越好。 一项在加 

拿大开展的法语浸润教学法研究表明从七年级、八年级开始 

实施浸润的学生比从一年纪就开始实施浸润的学生表现要 

好。他认为年龄大的学生比年幼的学生更容易获得 L2，他 

进一步推测在中学开始强化 12课程能够抵消浸润带来的优 

势。外语教育专家普遍认为，年纪小的 L2学习者 比年龄大 

的 L2学习者在二语获得上进步更慢。 

来 自Johnson和Newport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 l2 

获得 CP的误解，他们的研究被认为是支持 I2学习 CP的最 

有力的证据。他们的研究建立在下面这个前提基础之上：一 

旦孩子掌握了一般的日常问题处理能力，获得了所在语言社 

团的社会文化能力，他们再获得一们新的语言的能力就会下 

降。他们还研究了母语为汉语和韩语的英语学习者，他们分 

别在 l5岁前和 l7岁之后开始学习英语，受试者然后进行语 

法判断测试 ，发现判断的正确性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下降。 

但是，Bialystok和 Hakuta在对两人的研究仔细检测的 

基础上发现语言获得与年龄的相关性仅仅存在于某些测试 

的语法结构中。而且 ，Bialystok还进一步研究了年龄与语法 

能力的相关性，显示受试者在2O岁后语言学习能力才开始 

下降，远远迟于与青春期相联系的人体的神经生物变化。 

还有研究证明，在 cP后，年龄效果还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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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归因 

将语言能力年龄上的差别错误归结为神经生理因素。 

L2获得领域缺乏统一的解释 L2如何成功获得的理论 ，囿于 

语言学研究本身的缺陷，为获得新的方法论，许多研究人员 

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大脑神经科学，试图获取新的更有说服 

力的证据。建立在脑科学以及神经生理研究的进展基础之 

上的某些结论已经广为学界接受，但对多项 L2获得的神经 

生理学研究的元分析后(meta—analysis)发现，关于 L2获得 

方面，有些研究常常犯错误归因的错误。大脑科学以及神经 

生理学家们往往认为 ，母语和 L2的大脑分区的不同或处理 

速度的不同，能够比较满意地解释 L2获得水平的差异，并能 

说明年龄大的学习者不能获得较高的L2语言能力。 

比如 ，Kim等研究过不同年龄段语言学习的内化情况， 

他使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早期、晚期 L2学习者的获得 

情况，早期二语学习者在婴幼儿时期就导人 L2曝露 ，而晚期 

二语学习者在成长期才进行 L2曝露，这两组受试者在完成 

创造句子的过程中他们的大脑活动被记录下来。结果表明 

年龄大的一组的大脑布洛卡区(Broea)有 2个不同但相邻的 

活动中心，这 2个活动中心分别与 L1、L2一致 ；而在婴幼儿 

组却没有与 L1、L2相联系的活动中心，表明婴幼儿将他们能 

够辨别的音位区别限制在他们 1岁左右从其环境语言中所 

获得的音位层级上。Ll 换言之 ，早期 L2学习者两种语言的 

音位在布洛卡区获得永久表征 ，他们进一步得出结论：“早期 

曝露所获得的布洛卡区的语言表征不会随后发生改变，这使 

成年人借用邻近的中枢部分获得第二语言成为必要”。 

尽管这一研究有其理据，但与成年人获得L2流利的可 

能性并不相关，这一研究也不能表明年龄对大脑组织的影 

响。有关大脑语言定位在年龄上的区别的意义在于它是否 

对 CP有影响。至少 Kim等应该对与 L1、I2大脑触发模式 

的区别相关的晚期 L2流利的不同给予更多的关注。 

其他神经生物学的研究试图用年龄大的学习者用与年 

纪小的学习者不同的方式处理 L2信息来证明 CP假设的存 

在。Weber—Fox和 Neville用各种大脑影象技术和不同的刺 

激做了大量实验，结果显示年龄小的学习者与年龄大的学习 

者在对含有语义错误、句法错误、语法错误的句子作出不同 

的反应，在内化模式与语言处理部位上的也显示出不同。 

但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将大脑内化模式的区别与 目标语流利 

程度的区别相联系，因此也与 CP无关。即使大脑的可塑性 

与 L2学习者有关联，也只能解释年龄小的学习者作为一个 

群体具有较好的L2流利，但不能解释年龄大的学习者在 L2 

获得上个体为什么会呈现巨大差异。 

(三)错误强调 

对不成功的成年人 L2学习者的过分关注，而对于成功 

获得第二语言的成年人没有给予关注，导致 cP假设的广泛 

认同。不管我们赞成还是反对 cP，许多研究表明年幼的学 

习者的获得模式雷同，而年龄大的学习者却显示了巨大的不 

同。很少有研究报导年龄大的学习者成功获得的个性化特 

点，研究者只关注每个年龄组的平均表现，对表现出母语水 

平或接近母语水平的 L2的成年人没有给予关注。Johnson 

等的研究只报道了年龄的区别 ，对受测试的年龄大的学习者 

的变化却没有提及。【l 

Birdsong作了更深入的研究，该研究表明尽管以法语为 

第二语言的受试组平均表现比以法语为母语的受试者差，但 

有一些法语 L2学习者在语言能力上超过了以法语为母语的 

受试对象。Birdsong还对成 年人 L2石化现象表示怀疑。 

Birdsong还指出年龄大的L2学习者的成功因素有助于成年 

人 L2获得的研究。L】 

由于测试标准和测试手段的不完善导致许多成功的成 

年L2学习者没有筛选出来，而且研究人员对目标语的标准 

IZl音缺乏统一标准。大多数对 L2学习者口音的研究以操 目 

标语的当地国人作为评判标准。但这些研究通常忽略了这 

样一个事实，即以目标语为母语的人士的口音也与标准音有 

区别，因此，不同的裁判，对于同一 L2学习者有不同的评判； 

而且以目标语为母语的参照组往往先人为主，即只有孩子才 

能获得目标语流利能力。 

后来，研究人员将研究注意力转向年龄对双语者的 L1 

和 L2的影响。根据 CP假设，在青春期前学习任何语言都 

能获得母语流利。Yeni—Komshian等研究了韩英双语的语 

音获得问题。研究表明每个年龄组 ，包括 5岁前到达美国的 

年幼学习者都没有达到以英语为母语的 目的国参照组的流 

利程度，他们的研究还指出 11岁前到达美国的韩 国孩子的 

语言的英语、韩语发音与两种语言的标准音都有较大的不 

同。他们进一步得出结论在 L2环境下 ，学习者的 L1不能自 

动获得，只有5岁后离开Ll环境的才能完整保留他们的L1 

发音。ll 这表明学习者在青春期前能够达到L2的流利但以 

他们的Ll为代价，年龄大的学习者以【2为代价保留他们的 

L1熟练。 

老移民过度依赖 Ll环境，因此抑制了 L2的暴露和获 

得。Jia和 Aaronson研究了美国的中国移民，表明英语语言 

环境与汉语语言环境呈负相关。早期到达的移民汉语语言 

环境丰富，而新一代移民倾向于使用英语进行交谈和阅读。 

他们还证明，到达的年龄与汉语曝露的维持的相关性比到达 

的年龄与英语熟练的相关性高，表明即使英语学 习环境缺 

乏 ，有些年长的学者仍能获得英语熟练。 

还有大量研究表明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对 L2获得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Ehrman 和 Oxford发现 ，认知及信念等变量 

与 L2获得比年龄更有相关性。他们的研究还反映了自我效 

度与交流意愿的重要性。D71 Robert Gardner在学习动机方面 

作了大量研究，报道了30多种动机变量的重要性 ，其中语言 

焦虑、动机和自信与L2获得相关性显著。 

年龄大的【2学习者诚然在 L2获得上有相当的困难，但 

我们应避免得出结论：成年人学 L2有困难就是因为他们是 

成年人。成功的二语获得包括许多其他因素，年龄只是其中 

重要因素之一。 

三 二语获得理论与外语教学 

二语获得理论或模式是在对二语获得过程及其规律的 

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些理论虽然不能用来解决外语 

课堂中的实际问题，但它们对外语教学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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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借助于第二语言获得的理论或模式来指导和探讨外 

语教与学的过程 ，对于改革外语教学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一)可理解性语言输入 

可理解性语言输入是导致语言获得的关键。在外语教 

学中怎样才能做到有效地向学生提供大量的可理解性语言 

输入，是一个关系到外语教学成败的问题。在我国，英语教 

学是作为一种外语来进行 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 自然的 

交际而获得英语的机会很少 ，英语学习主要以课堂为基础， 

这样，课堂教学便成了向学生提供可理解性语言输入的一条 

重要的途径。 

在课堂教学中，要使学生获得较多的可理解性语言输 

入，就必须尽可能多地创造出为了真正的交际而使用英语的 

机会，让学生接触到多种可听懂的语言输入。这种为真正的 

交际而使用英语的机会包括 ：(1)教师在课堂上用英语授 

课，即教师使用适合于学生的英语水平的语言讲授语言规 

则，解释学习材料，说明和组织课堂活动等。(2)教师与学 

生用英语进行交流。(3)学生之间用英语进行的交流。 

(二)外语课堂教学环境 

有语言学家认为，在语言学习的所有方面，也许除了发 

音外，成年人都胜过儿童。也就是说，如果儿童和成人都具 

有最佳的学习环境，成人掌握一定的语法和词汇所花的事件 

要比儿童少。可见，学习环境对成人的外语学习是十分重要 

的。 

根据第二语言获得的理论 ，理想的外语课堂教学应能向 

学生提供这样一个外语学习环境，即：它能使学生获得更多 

的直接使用外语的场所和机会，让学生沉浸在使用外语的环 

境中，进行有意义的交际，并能激励学生参与解决问题和完 

成任务的交际活动。外语课堂教学环境应具有以下几个特 

点： 

(1)创造尽可能 自然、真实的语言环境。(2)课堂教学 

的组织要使学生能直接参加交际。(3)减轻情感因素的影 

响。(4)教师以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参与课堂交际活动， 

而不是以知识的化身、教学的主体出现在课堂中。(5)课堂 

教学形式要做到多样化，力求动静结合，口、笔语结合，讲授、 

操练、测验结合，以拓宽语言输入的方式和渠道。 

四 研究的意义 

本研究对于外语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我们 

并不反对对儿童早期开设外语课 ，但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者及 

家长并不能就此认为只有早期的外语教育才有效。除非用 

精心设计的外语教育方案来承接 ，在正式环境下的早期外语 

教育并不是有效的。在小学学过几年外语的儿童在后来的 

外语学习中并不具备优势。早期外语的实施必须考虑下列 

因素：教师是否来自目标语国家，是否训练有素；后阶段的外 

语教育是否持续有效；学习者是否有机会用目标语在真实的 

语境下进行交流；小学导人外语学习与其他课程如何权衡。 

本文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双语教育的失败与英语教育的 

延迟并无关系。在美国，有很多移民尽管学习英语很迟，但 

最后能成功获得。对于外语教育，桂诗春教授曾提出两条意 

见：“一是具备了合适的学习环境(如双语制或外籍教师教 

学)，早一点接触外语的学习者比迟一点接触外语的人从长 

远看可能略具优势；二是在合适的学习环境下，青少年和成 

年人也能在多数方面和儿童一样学好外语，甚至效率要高 

些。’’【l9] 

五 结论 

对于成年人 【2获得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这些误区都 

与 L2获得 CP的不加批判的接受有关。年龄确实影响语言 

学习，但年龄因素主要与社会、心理、教育等其他因素共同作 

用，学生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外语并不重要，我们可以通过影 

响学生的学习策略，动机和学习环境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 

果。 

课堂是我国学习外语的主要场所和途径，而我国的课堂 

教学还太缺乏自然的交际环境。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 

以对语言知识、结构和用法的讲解为主，学生往往因不能在 

其中得到获得的机会而使语言能力的形成受到影响。我国 

学生中普遍存在的语言能力与语言知识严重脱节的现象应 

该引起外语教师的高度重视。只有在课堂教学为学生提供 

足够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并创造出学生能在其中获得外 

语，并能发展语言能力的语言环境时，语言能力的形成才成 

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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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e into the M isunderstandings of SLA 

Qin Sheng——yong 

(SUNYat—Sen Univers ，Guangzhou 510080，China) 

Abstract： The hypothesis of critical period is a long held tradition in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However，there 

exist three fallacies in this field，namely，a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facts relating to speed of acqu isition，a misattribution of age differ- 

ence~in langmIge abilities to neurobiological factors and a misemphasis on poor adult learners and an un deremphasis on adults who 

master second language to native—like levels．Clarifying these misunderstandings will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L2 learning and em- 

ploy be tter avenues to facilitate L2 teaching．Th eor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 for second lan guage learn— 

ing in ch~sroom． 

Key words： critical period； fallacie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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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 of Switch Between Qi and Zheng in Dragon—-Carving 

and the Literary M ind ·Biansao 

wu Qi 

(Beijing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talks about the idea of switch between Qi and Zheng in Dragon—Carving and the Literary Mind·Biansao， 

and what is its main points，and how the ideas is developed into a literary idea from a military word． 

Key words： Dragon—Carving and the Literary Mind·Biansao； the idea of switch between Qi and Zheng； Sun Tzu’s Art 

0f W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