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语教学

编者按:外语教学研究与改革的终极目的在于克服教学中的困难, 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外

语人才。因此,近年来,外语教学的研究无论维度、关注焦点还是方法,都呈现出多元性。本期刊发的 5

篇文章可以区分为两个板块:一是以马瑞香为代表的宏观研究,二是以张晶为代表的微观实证探索, 两

者相得宜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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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外语教学改革备受学者关注。本文结合问卷调查, 分析外语教学改革中的语言哲学、认知语言学和语言本

体论三种理论营养的缺失,讨论加强上述三种理论学习对于深化外语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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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re ign language teach ing reform has been w ide ly conce rned by scholars. Th is article ana lyses the lack of ph ilosophy of lin

gu istics theo ry, congn itive lingu istics and language onto logy theory, and discusses the im po rtance of streng th ing studies o f the a

bove three theor ies to obta in reason ings for deepening re fo rm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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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大规模测试反拨效应 !影响, 以应试为目的的

外语教学在很多学校仍占主导地位。究其原因很多, 但

目前我国外语教学改革中三种理论营养的贫乏是影响外

语教学改革的重要原因。

1 语言哲学

外语教学法要实现从重视外界直接刺激到重视体验

的转变, 要摆脱西方的二元论、客观真实主义、理性主义

哲学思想的影响, 实现从追求精确的固定意义的约束到

对语言体验动态认识的转变, 语言哲学理论会为外语教

学提供不可缺少的营养。西方语言哲学是  语言研究的

营养钵! (钱冠连 2009: 8), 指称理论催生语义学, 维特根

斯坦的意义使用理论、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催生语用

学, 语言学的概念整合理论、图示理论的出现都是语言哲

学思想引导下的产物。外语教学离不开语言学理论, 语

言学理论的灵魂是语言哲学思想。语言哲学能够帮助我

们从本质上提高外语教学改革的自觉性, 从而选择、创新

出适合语言习得的教学方法。当前, 之所以很多外语教

学指导部门还热衷于大规模的统一考试,教师热衷于  标

准答案!,是因为没有摆脱语言实证主义、形式主义、意义

镜像论等传统分析哲学的影响, 致使无法摆脱对语言和

知识结构系统描述和传输形式主义的教学方法, 教师花

大力气创造枯燥、呆板和机械的语言学习气氛。

外语教学改革离不开语言哲学视域。如何看待语言

和世界、形式和意义、表征和内涵等语言哲学思想是决定

外语教学方法改革的营养钵,外语教学方法不能脱离  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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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概念化和理据。它们直接依存于呈现出一体性的

∀身体 #和∀心智 # 、∀内在 # 和∀外在 # 、∀思维 # 和∀感知 # !

( Johnson 2005: 23, 万晋红 2009: 9- 11)的哲学观。语言

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学生语言交际力、思考力和创造

力。纯分析性考试对外语教学改革是个巨大的阻力,  现

在存在着一种很大的压力, 竞相利用新的教育技术, 借助

最新的科学发展来设计课程与教学方法∃∃这些方法可

能加害与扭曲创造力的正常发展, 因为这些方法削减了

呈现在爱探索的头脑面前的这些材料的范围与复杂性,

把行为放在一些固定框框内并且限制起来了! ( Chom sky

1972, Baghram ian 1999: 295)。

国外语言教学方法对于外语教学的体验性、话语意

义同世界关系的哲学讨论都给我们的外语教学改革提供

了营养, 为我们的外语教学改革提供了哲学理据。

2 认知理论

语言学家研究元认知策略对二语习得的重要作用。

他们认为, 应当把认知策略视为与学习有关的直接信息

处理的心智过程 ,即获得、储存、重新获得或使用信息的

过程。在此基础上, F lave ll又提出元认知对有效学习的重

要作用 ( F lave ll 1970, 1981)。Rub in将元认知和认知策略

融于一体, 进而提出以元认知和认知为核心的  学习策

略! ( Rub in 1987)。这种学习策略为交际策略研究奠定

了基础, 特别是 Ox ford的系统论阐述了元认知策略可以

帮助学习者梳理学习的机制, 并指出认知策略是学习者

用来理解他们学习内容的策略 ( W illiam s & Burn 2000:

148)。语言教育学者的研究发现, 策略可以是认知的 ,外

语学习策略涉及到心智处理, 学习策略本质是社会的 ,策

略的有效使用通过元认知意识实现 (同上: 149)。

随着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的发展, 语言习得的认知研

究发现, 自然语言的意义存在于人们对世界的解释中

( W ierzbicka 1998: 2);文字符号仅仅为人们提供最小的、

可以寻找特定情景的认知域和适于体验认知的线索 ( Jau

conn ie r 1994: XV% ); 意义和思维基于感知 - 运动体验

( sensorym oto r experience) ( Johnson 2005: 23)。这些都说

明, 外语教学方法改革不能缺少认知理论。客观事物与

语言符号表征之间的空缺 ( g ap)包含人的认知机制工作

的复杂过程, 这个认知过程体现为各类不同的图示成员

的动态映射, 概念分离、 合成!等复杂运作 (黄华 2009: 2

- 3)。桂诗春指出, 所有自然语言的使用, 不管是接受性

的还是产出性的, 都建筑在与认知有关的过程中 (桂诗春

2005: 244)。外语教学面向过程 ( process or ientation)有利

于把焦点放在学习上 ,实现学生为中心,认知语义学的感

知支配通过行为 ( action)、力 ( force)及力所依据的行为来

实现, 语言是交际工具 ( G rdenfo rs 2007: 57 - 58)。人们

对语言的理解, 不完全依赖于语言知识,还要依赖发话者

意图所据的附带信息, 实际意图推理。这些都需要通过

认知加工获得。

应该认识到, 编码意义用具体事例说明。其语法结

构线索规约的词汇意义是结构条件下产生的表征规约意

义。语境依赖性应该是人们判断文字意义的前提, 因为

文字意义不完全是表义的, 也不是真值的, 而是受心理

的、语言互动的影响。语言概念对客观物体的反映必须

通过人的心智活动。虽然自然语言可以通过逻辑研究,

但形式逻辑对许多自然语言的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语

言习得无法脱离输入产出的图式、凸显、激活等认知机

理, 人的语言交际能力包括来自认知习得过程中的概念

分离、整合加工的过程。

外语学习不是传统的  教与学!的简单过程, 而是一

个由体验、反思、行为、抽象组成的循环链。语言意义习

得的主体动力源于人的体验认知, 因为体验会给语言习

得者带来思考, 继而产生语言行为 , 实现以言行事。词

语、表达形式的描述阐释给语言习得带去的只是理解的

助力, 而体验认知是语言习得的内化力,概念的理解只有

经历心智体验、反思、行为、抽象的循环才可以加深对语

言的理解和记忆。外语习得不应该是简单的输入、接收

记忆的过程, 而是一个基于体验处理的认知过程。如果

外语教学只采用语言知识结构系统的描述、传输, 固执于

语言形式固定性和准确性形式主义的训练, 必然会使语

言习得者感到枯燥,激发不出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和热情。

3 语言本体论
外语教学的选择和使用离不开对语言本体的认识。

语言的核心是意义。1990年认知语言学刊第一期编者按

把语言视为  组织、加工、传达信息的工具!, 那时, 对语言

的定义还基本停留在语义层面上。今天, 对语言的定义

已深入到意义, 认知视域中的语言是认知科学的组成部

分, 而且语言的信息存储、加工是语言最重要的设计特

点。语言本身是知识的形式, 所以外语教学法必须从意

义去看待语言; 语言把世界具体化, 我们不能把语言的意

义同世界分开, 语言意义具有百科知识性、非自治性、动

态性、弹性、使用性和体验性及整合性; 语言的非线性特

征决定语言使用是概率性行为 ( Bob & Jannedy 2003)。人

类日常生活出现的新创现象和涌现的生物基础必然推动

语言要有与其适应的新创结构和新创意义。

许多教师对任务型教学法后面的关于语言是什么的

本质认识不清楚, 由于对语言形式是人类认知宏观世界

认知机制的表征的认识不敏感而造成对任务型教学法出

现认识上的偏差 :以为外语教学  任务!就是完成语言形

式记忆,  任务!是教师一个人设计的, 学生必须按照教师

规定的路线去完成  任务!。其实, 对任务型教学的正确

认识应该是: 关注语言功能而非语言形式, 更加关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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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ehan 1998);关注形式只会使语言习得者关注语言形

式特征, 而交际行为需要的不仅是形式而是意义 ( long &

Robinson 1998: 15- 41);学习任务寻求的是不同的表达形

式, 外语教学的目的在于引出与现实交际相似的语言形

式, 这种相似可以是直接的, 也可以是间接的 ( E llis

2003), 允许学术语言表达方式的多样性, 这些多样性是

学生主体体验、认知的结果, 创造性应该得到教师的鼓

励。任务型教学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动机、目的去

构建他们的活动 ( E llis 2003: 187)。

4 结束语

当代语言体验哲学思想、认知科学理论和语言本体

论是外语教学法改革重要的理论营养, 外语教学法改革

须摆脱二元论、逻辑实证主义、西方客观主义、理性主义

等传统哲学思想的束缚。语言文字形式是人类对世界认

知机制的表征, 语言习得是人的外在感知、体验、行动、反

思、抽象等一系列认知加工的结果, 语言概念的可分性及

可整合性、部分与整体、关系和压缩、映射和激活、新创结

构和新创意义成因机理的分析对语言特征和规律的阐释

(王正元 2006: 65)为外语教学法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

的理论视野, 重视外语教学法改革, 上述理论营养会使外

语教学法改革获得理据,外语教学法改革才能本固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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