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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为依据，论述了一种将现代网络多媒体技术与传统课堂教学方式

相结合的“混合学习方式的语法发现法”的教学模式、步骤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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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一个系统，是有规则的，如何使学生

掌握语法形式向来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

领域，本文将运用与语言相关的认知神经科学的

研究成果，论述一种新型的语法教学模式——混

合学习方式的语法发现法，供大家参考。 
一、与语言相关的认知神经科学 

认知神经科学已经发现，作为语言物质载体

的大脑神经网络，是一个由众多神经元连接起来

的关系系统。语言在大脑中的储存要经过神经认

知，神经认知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学习离不

开记忆，语法学习也一样。当大脑中神经元的树

突接收到外界语言信号时，就会产生电脉冲，并

由轴突将电脉冲传至轴突末梢，与邻近神经元的

树突相接触，形成“突触”。记忆就发生在神经

突触地。[1]102 记忆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神经元处理

信号的强度和频率，如“注意”会增加有关脑区

神经细胞的活动强度，从而促进记忆的形成。[2] 

如果对同一内容在集中注意力的情况下反复练

习，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权值就会得到加强，就有

可能形成长时记忆。 
事实上，一个神经元可以生发出难以计数的

突触，分别与其他神经元形成新的传递信息的神

经回路。当大脑神经接受了足够量的同类语言信

息时，它就会把它们进行分析和归类，概括出其 
组合形式，而归类出的语言组合形式就是语法规

则。所谓语法规则，就是指我们所用语言的可能

句型，这些句型所描述的，不仅是词的组合形式，

而且也是词组的组合形式。[3] 然而，语法规则

并不是仅靠语言输入而获得。在人类的左大脑，

存在着两个重要的脑区：韦尼克（Wernicke）和

波洛克（Broca）区。人在听说过程中，听觉输

入的信息首先至韦尼克区进行理解，然后传至波

洛克区由口头输出。除了发声之外，波洛克区还

是一个以嘴、唇、舌、喉等部位运动方式保存词

汇的词库，也是一种“语法”机器，将许多相互

关联的词汇整理成合理、正确的表达形式，[4]

因此，语言输出并不一定是语言学习的结果，在

初级阶段，语言输出，尤其是口头输出，是语言

学习的一个过程，是获得语言准确率的一个必经

阶段。 
脑神经科学研究也发现，大脑天生就有从其

周围多种可能的语法规则中去发现特定语法规

则的能力。但这种能力不是通过被动接受形成

的，它是儿童不断模仿、不断使用、主动探索的

结果。[5]当然，语言学习的关键期效应确实存在，

但过了关键期并非语言系统不发展了，而是发展

速度变慢了，然而，由于各种语言都有很多共性，

第二外语的学习必然建立在已然扎根的母语之

上。[1]154 第二语言学习者较强的母语思维能力和

分析能力使他们依然具备自主探索语言规则的

能力。 
二、混合学习方式的语法发现法 

（一）混合学习方式的语法发现法教学模式 

混合学习方式的语法发现法是根据上述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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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神经科学理论而设计的一种语法发现法，它以

混合学习的方式进行。所谓混合学习方式，就是

将现代多媒体或网络化学习优势与传统课堂教

学方式优势结合起来的一种学习方式，[6] 其模

式是“面对面教学与在线学习的结合”。[7] 在

混合学习方式的语法发现法中，在线自主学习在

前，面授辅导（面对面教学）在后，无论是在线

自主学习，还是面授辅导，均以听说为主（图 1），

学生的学习以先学后练，定期复习为原则，教师

的教学则由主导学习过渡到逐步放手， 后完全

退出教学活动，让学生自己使用语言。  

 

图 1  混合学习方式语法发现法的教学模式 

在混合学习方式的语法发现法中，学生使用

的不是一般的纸质课本，而是运用现代多媒体技

术制作的教学软件，软件中的语料和语言输入量 
都由语言教育方面的专家研制。语料真实地道，

发音纯正，软件以音、像结合的方式呈现常用的

语言框架。学生在线学习时可利用其中的功能键

如重复键等进行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软件通过

[学习记录]显示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学习方法，并

在必要时建议学生改变学习策略，而管理系统则

能使教师全程追踪学生的学习情况。这样的多媒

体教学软件目前在国内外已有不少，如由美国斯

坦福和英国牛津大学语言教育方面专家制作的

DynEd 多媒体教学软件（简称 DynEd 软件）。

本文将以该软件为例，对混合学习方式语法发现

法的学习步骤作一说明。 
（二）混合学习方式的语法发现法的学习步骤 

1. 在线自主学习 
在线自主学习在机房进行。软件首先根据学

生在水平测试系统中所得的成绩选定适合其学

习的课程。学生一人一机学习，分五个学习步骤： 

（1）预习：先从头到尾听懂课文意思。 
（2）精听：利用重复键重复听每个句子或

自己觉得困难的句子，注意每个句子的语法形

式，如对听的内容没把握，可点击文字间键参考

文字，也可查阅在线词典。 
（3）跟读：利用重复键重复听并跟读每个

句子或自己觉得困难的句子，兼顾形式与意义。 
（4）录音与检测：利用重复键、录音键和

回听键跟读每个句子或自己觉得困难的句子，并

将自己的声音录下、回听，与原句比对，如在发

音或句子结构方面有错，重新练，直到与原句相同。 
（5）复习：听全文并定期复习。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随时查看[学习记

录]，如[学习记录]中提示“回听键使用不够”，

学生就应更多地使用回听键回听自己的语言输

出。教师则借助软件中的管理系统，随时监控学

生的学习情况，以便及时帮助他们调整学习策

略。例如，管理记录显示某学生点击重复键 5
次，而全班平均数是 20 次，此时教师就应了解

该学生是否已掌握了文中的内容和语法规则。 
2. 教室面授辅导 
面授辅导在教室进行。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对

话、角色扮演、小组讨论、即兴演讲、辩论等多

种活动，通过人际交流使所学语言结构得到进一

步巩固，以 Daily Activity 为例，主要环节包括：  
（1）呈现课文主要内容：教师将软件中有

关课文主要内容的图片截出，旁边列出关键词。 
（2）组织对话： 2 人一组，参照图片，相

互提问并作回答，内含课文中的语法概念如一般

现在时、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be going to）等。 
（3）复述内容： 2 人或多人一组，参照图

片，用所呈现关键词轮流复述全文。 
（4）拓展课文中重点词语的用法，重点练

习 3 种时态的用法，方法为由教师提供短语，学

生做口头替换练习。 
（5）学生用自己的语言使用这些语法规则。 
3. 教师启发引导 
这一环节由教师灵活掌握，教师可在学生在

线自主学习或课堂面授时适时插入。引导方式可

多样化，如：教师可将学生错误进行分类、分析

并纠正，或提醒学生注意母语和英语的共性和差

异，如两种语言都有主—谓，主—谓—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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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补—状等结构，使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

只要注意那些与汉语不同的地方就行了”。[8]  
三、剖析与讨论 

（一）混合学习方式的语法发现法理据剖析 

为了解决教学中语言意义和形式注意失衡

的问题，Ellis 也曾提出过语法发现法，Ellis 认

为他的语法发现法不同于传统的先教规则、后做

练习的明示教学方法，由四步构成: [9] 
（1）先指导学生看懂或听懂课文意思。 
（2）再看或听课文，注意某个语法形式的

用法。 
（3）弄明白语法规则，包括改正错误的用法。 
（4）学生用自己的语言使用该语法规则。 
依据与语言相关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

果，如果仅仅是“看懂”“听懂”或“弄明白”，

而不经过波洛克区反复地“说”“复述”或做口

头替换练习，所学语言内容还只是被储存在韦尼

克区，学生在实际运用时仍然难以做到形式与意

义的统一，混合学习方式的语法发现法是利用了

近年来在英语课堂已相当普及的多媒体及网络

技术，将这一方法得以完善。在多媒体技术帮助

下，学生在线学习时既可以“听懂”“看懂”、

或“弄明白”，还可以利用其中的重复键、录音

键或回听键不断回放与听说同一内容，这在使大

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权值得到加强的同时，也打

通了韦尼克和波洛克两脑区的神经回路，从而确

保了学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尤其是口头输出时

语言的准确性。同时，多媒体技术中音与像的结

合，不仅能使左右大脑共同协作，加深记忆，更

重要的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并不能分辨虚拟的

和真实的经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它都会对相

同信息作出自动反应”。[10]  
（二）与明示教学法、暗示教学法在实践中

的本质差异 

明示教学法、暗示教学法是传统课堂上被普

遍使用的语法教学法，与混合学习方式的语法发

现法相比，它们在实践中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 
第一，“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并没有

真正落到实处。首先是学生的个人需求得不到满

足，如有些学生需要复习时态，有些学生需要练

习定语从句，即便是同一内容，不同学生所需练

习的强度和频度也不同。但不管什么情况，所有

学生在课堂上都得接受整齐划一的授课方式，以

致于学生大脑中相关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权值较

弱，新形成的突触消失或错连的可能性极大，

后造成学生在实际交流中难以兼顾形式和意义。

其次是课堂上所提倡的交际教学法，它表面上让

学生沉浸在活动上、思维中，但其内容是围绕教

师规定、教材给予的某些特定的单词或语法点，

学生口中的言辞并非发自内心，是又一种变相的

被动接受形式，而课后的一些所谓巩固性练习，

如单词背诵和教材中的多项选择练习，则根本

“无助语言训练的准确性”。[11]  
第二，课堂上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手段仍需改

进。纠错被认为是吸引学生注意力的主要手段之

一，但孤立的纠错往往无益于改变语言行为。一

是课堂上无法给每一个学生纠正每一个错误，二

是纠错者也不一定清楚地知道学习者犯错的真

正原因。[12] 还有便是多媒体技术的使用。目前

我国英语学生所使用的主要是书面教材，即便是

采用了多媒体教学形式的课堂，教师也只是把原

来的纸质教案搬上屏幕后，再增添丰富的课外内

容，好像语言的输入量越大，学生的语法能力就

越强。当然，对于书面知识的掌握，在许多情况

下，其 初阶段是一种显性记忆的形成，越是生

动、形象的方式，便越容易引起学生的“注

意”。 [2] 但屏幕上快速闪过的信息同样会使学

生大脑中相关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权值得不到加

强，难以在学生大脑中留下记忆痕迹。 
混合学习方式的语法发现法有效纠正了以

上两种语法教学法中存在的不足，它在课堂教学

中，建立了一个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新型教学

结构，将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它让学生以音、

像结合的方式，反复倾听、模仿原文，并与母语

结构作比对，不断地进行自我纠错，自我发现语

法规则，使学生自己成为一个语言规律的探索

者，自我控制的（self-governed）知识创造者。

教师在课堂上主要起主导作用，帮助学生发现所

要学的语言规则。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混合学习方式的

语法发现法在西方已日益流行，如文中提到的

DynEd 多媒体教学软件，目前已被国际上 70 多

个国家广泛使用，在法国还被指定为官方认可的

惟一多媒体英文教学系统，此方法受人欢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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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一斑。在西方甚至还流传一种说法，“学

习语言就是学习语言框架”，这话虽然有点偏激，

但也不无道理，Scott 等就认为，学生首先要经

历一个充满语法结构练习的阶段才能过渡到开

放式的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阶段。[13] 的确，语

言产生于大脑，但前提是要“大脑中的神经通路

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它才具备生成语言的可能

性”，[1]69 而这种复杂程度除了要依靠一个错综

复杂的大脑神经网络之外，还需要构建一个相对

完整的语法规则系统，混合学习方式的语法发现

法是为人人达到这一目标提供了保障。 
我国正在经历着一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发

展。作为中国人，我们有没有可能表述经济形势

的方方面面？有没有可能预测经济发展势头的

可能性有多大？这些问题的有意识思考，除了借

助于相关的语言单位，还得依靠一个准确的语法

规则系统。由于思维系统和语言系统同属一个网

络，我们可以将相关的语言单位设立于大脑关系

网络中。其中，资本、工资、市场、贸易、消费、

金融等，可以构成一个相互连通的“经济系统”

关系网络。该系统网络同时又可以和“社会”“政

治”“教育”“军事”等系统关联。作为语言学

习者，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关系网络内部连通细

节，但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以准确的语言形式

表述我们的思维的。 
四、结语 

近几年的讨论已经很清楚，传统的语法翻译

法已不象以往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所批

判的应该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思想。笔者

认为，混合学习方式的语法发现法应该是在保留

它的优点，扬弃它的缺点，它在将“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育思想真正落到实处的同时，也发挥了

教师的主导地位，只是教师们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还要根据学生的年龄阶段和性格特征对这一方

法作些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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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on Gramma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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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researches of cognitive nero-science, is trying to introduce a new grammar teaching 
method, its procedures and effects: grammar investigated method on blended learning to combine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with multi-media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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