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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Sw a in提出,输出加强有助于二语学习者流利和准确地使用二语。Takash ima& E llis考查迫使性输出对二语

学习者习得动词过去时词形准确性的影响 ( E llis 1999)。他们注意到, 当被迫使时, 有些学习者自我修正,有些学习者则

没有。本文作者认为国外输出研究者将语言研究置于逻辑域而不是物理域, 这种对域的混淆使得研究者不能科学认识

输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导致混淆研究对象。本文从 Yngve的人类语言学视角出发,解析二语习得中的输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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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 is ofOutputHypothesis in SLA from Yngves Human L inguistic P erspective

Gui L in

( N ingbo University, N ingbo 315212, Ch ina)

Swa in propo ses tha t output enhancement con tributes to fluent and accurate produc tion. Takashim a and E llis exam ine the

effects of pushed output on L2 learne rs acqu isition and use of past tense form s; how ever, they no tice tha t som e learners arem ore

inc lined to self co rrection than o thers w hen pushed. In this paper, the w r iter argues that output resea rche rs locate the ir resea rch

in the log ica l dom a in rathe r than the physica l dom a in. Such dom a in confusion prevents researchers from approaching the ro le o f

output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 ing sc ientifica lly and leads to the confus ion o f sub jectm a tter. In th is paper, Yngve s hum an lin

gu istic approach is adopted to explain the ro le of out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K ey words: output hypothesis; second language acqu isition; hum an lingu istics

1 引言

Swa in提出输出假设, 阐明二语学习者的语言输出有

助于学习者准确、连贯和恰当地使用语言 ( Sw ain 1985)。

 在观察、研究加拿大沉浸式法语教学的基础上 , Sw a in发

现这些沉浸式教学下的学习者在多年接触高质量的语言

输入的情况下并未能发展出完善的二语能力, 原因在于

当时的沉浸式教学在输出的质和量上都没有敦促学习者

进一步发展。据此, 她提出输出的作用是输入无法取代

的, 因而也是习得过程中的必要条件 ! (顾琦一 2009:

158)。VanPattern& Cad ieron也肯定通过输出加强 ( output

enhancement)提高学习者二语表达的  流利度和准确性!

( VanPattern & Cad ie ron 1993: 239 )。M itche ll& F lo rence

强调输出加强对二语学习者  自信和经常!使用二语的必

要性 (M itche ll& F lo rence 2004: 174 )。 Sw a in将输出与二

语学习者中介语体系的发展联系起来, 阐明输出对二语

习得的注意 /触发功能、假设验证功能和元语言功能

( Sw ain 1995: 128)。具体说, 通过语言输出, 二语学习者

发现自己语言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从而触发其巩固已知

的语言知识或者获得新知 ;通过语言输出, 二语学习者验

证已经习得的二语语言形式和语言结构; 通过语言输出,

二语学习者在语言交际中对语言形式进行自我协商。

Swa in & Lapk in指出, 通过迫使二语学习者关注目的语的

语言规则和提供自主输入, 可以提高二语学习者对模糊

二语知识的认知 ( Sw a in& Lapk in 1995)。H e& E llis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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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修正语言输出与词汇认知联系起来 ( E llis 1999 )。

Takashim a& E llis试图验证输出加强对学习过去时的作

用 ( E llis 1999)。Adam s提出纠错可以提醒二语学习者注

意自己的语言输出, 加以修正 ( Adam s 2003)。输出研究

者验证二语输出对二语习得的作用,值得注意。

在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中, 卫乃兴和周英首次提到

Swa in的可理解输出 (卫乃兴 周英 1994)。进入 21世纪

后, 我国外语研究者开始探讨将输出假设理论应用于英

语教学实践, 如卢仁顺提出强化输出训练是解决我国英

语教学中  高分低能, 哑巴英语 !的有效途径 (卢仁顺

2002); 李芳媛、杨晓艳通过对比实验说明作为输出活动

的写作训练对提高英语学习者整体语言能力的作用 (李

芳媛 杨晓艳 2007) ;王荣英倡导在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

加大说、写、译的输出活动, 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

能力 (王荣英 2007, 杨红 余箐 2010)。王初明的  写长

法!倡导以写促学, 是对输出假设理论的创造性的应用,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写作教学理念和方法 (王初明 2000,

2002)。此外,郭红、戚德山和顾琦一等从输入、输出的整

体性中研究输出 (郭红 戚德山 2009, 顾琦一 2009)。

然而, 输出对二语习得的作用似乎未得到普遍认可。

B ige low充分肯定二语输入加上形式多样的注意活动对语

法学习的作用, 却否认二语输出的重要性 ( B ige low

2000)。 Shehadeh也质疑二语输出或输出修正对二语学

习的作用:  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学习者的语言输出或

输出修正对二语习得的作用 ! ( Shehadeh 2002: 597)。那

么, 输出假设对二语习得的作用未得到一致认可的原因,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拟用 V ictor Yngve的人类语言学理论 ( Yngve

1996a, 1996b)分析二语习得中输出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提

出国外输出研究者将语言研究置于逻辑域而不是物理

域, 这种对域的混淆使得研究者不能科学解析输出在二

语习得中的作用 ( Yngve 1996a), 导致混淆研究对象。本

文认为, 解析输出研究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域的混

淆, 即将输出研究置于物理域中。

2 输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2. 1研究域的混淆:逻辑域还是物理域

Takashim a& E llis试图验证迫使性输出 ( pushed out

pu t)对二语学习者习得和使用动词过去时的作用 ( E llis

1999: 185)。迫使性输出指在以意义表达为重点的交际

活动中, 学习者收到请求说明而修正自己的语言输出。

他们发现, 被  迫使 !的学习者习得和使用动词过去时词

形的准确性并不一定胜于那些只听到修正过的语言输出

的学习者。换言之, 迫使二语学习者修正自己的语言输

出并不一定能提高他们对某个具体语法形式的习得和使

用。Takash im a& E llis提出两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学习

者比其他人更倾向于自我修正? 在交际活动中, 为什么

自我修正有助于有些学习者对语法形式的习得, 而对有

些人则不然?! ( E llis 1999: 187)。H e& E llis的词汇实验

( E llis 1999)和 Adam 的注意实验均有类似发现 ( Adam

2003)。

传统语言学注重语言形式研究, 而语言形式并非真

实世界的实体, 它仅存在于逻辑域中 ( Co lem an 2002)。在

真实世界, 人是交际主体。那么, 我们如何才能用科学方

法领会生活在真实世界的交际主体习得和使用的非真实

世界的语言呢? 国外输出研究者注重研究语言形式, 把

输出研究置于逻辑域而不是物理域, 混淆输出研究的域

(如 Takash im a& E llis)。这种对域的混淆导致对研究对

象的混淆。

2. 2研究对象的混淆:语言本身还是交际中的人和交

际环境中的物

Takashim a& E llis用简短对话说明二语学习者在教

师发现其语法错误而佯装没有听清, 然后向学生发出  说

明要求!,  迫使!其作出可能反应: 1)学生用准确的目的

语修正自己已输出的错误的中介语; 2)学生只是重复而

没有修正自己的语言输出; 3)教师的说明要求迫使学生

修正自己的语言输出, 但学生输出的目的语的形式有误

( E llis 1999: 175)。

# Student: C inderella change into the beautiful g ir.l

T eacher: So rry?

Student: C inderella changed in to a beautifu l g ir.l

∃ Students: C inde re lla have to go hom e.

T eacher: C inde re lla? I beg your pardon?

Student: C indre lla have to go hom e.

% Student: The pr ince fa ll in love a t first g lance.

T eacher: So rry?

Student: The prince falled in love a t first g lance.

( E llis 1999: 174)

这个例子反映了用传统语言学研究输出的局限性:

注重研究语法形式。这些对话或许来自现实生活, 但对

它们的理解与分析未必基于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语境。

尽管 Takashim a& E llis也意识到学习者不可能用未曾习

得的语法形式来修正自己的语言输出, 但是也发现: 有些

学生已经具备目的语中过去时的相关知识, 却不能运用

正确的语法形式修正自己的语言输出。不过, 他们没有

对这种  泛化错误! ( ov ergene ra liza tion)的现象加以任何解

释 ( E llis 1999: 175)。

3 以人类语言学的方法解析输出研究中的

问题

Yngve的人类语言学挑战了这种局限。人类语言学

指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真实世界里交际的人和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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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的事物, 而不是语言本身; 它研究真实世界中人如

何交际, 而非传统语言学只专注语言形式和语言结构

( Yngve 1986, 1996a, 1996b, 2004; Co leman 2002 )。Yngve

指出,  传统理论忽略人的存在。合理、科学的语言学研

究必须注重对人而不是对语言本身的研究 ! ( Yngve

1996b: 120)。 Colem an提出,交际环境中的人和事物才是

人类交际中真实世界的实体, 是人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人类交际中发生的事件是人和其所处环境的物理属性的

变化 ( Co lem an 2002)。Yngve的人类语言学又称硬科学

语言学。Yngve认为语言在真实世界里不存在; 对真实世

界不存在的东西是不可能用科学方法研究的 ( Yngve

2005)。他认为语言学家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人是自

然的一部分, 对人的研究可以像对自然界中其他组成部

分一样在硬科学环境中进行。语言学家应该解释: 人是

如何进行交际的? 而不是: 什么是语言、意义或什么是符

号、词、句?

Yngve将语言学研究视为科学 ( Yngve 1986)。所谓

科学, 指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在真实世界里是可以被检验

的。Yngve提出,  当疑问出现时 ,衡量一种假设或理论是

否成立的标准是看其是否经得起真实世界中细致观察和

实验的检验! ( Yngve 1996a: 99)。我们观察和实验的焦点

不应该是诸如语法形式之类非真实世界实体的东西, 因

为它们仅存在于学习者的主观经验中, 所以在真实世界

中是经不起检验的; 而交际环境中的人和物是真实世界

的实体, 在特定交际环境中可以通过测量他们的属性

( prope rties)加以检验。H a lliday在解释科学这一概念时,

引用 Yngve ( 1986) , H agege ( 1988)的观点并明确表示,

他赞同他们的观点: 所谓科学指科学实践, 也就是  科学

家在从事职业活动时真正在做的事!,  我们所关注的是

科学家自身的实践, 也就是他们如何构建理论阐述他们

研究的现象!,而不是  用构建出来的理论来解释科学家

是如何进行实践的! ( H a lliday 1992: 1)。H a lliday批评那

种  通过研究以科学的名义而构建出来的模式来给科学

下定义!的做法;认为这种模式被  理想化!了,  远离科学

的日常生活!。可以说, 把语言学研究看成科学的研究,

是指: 科学研究人如何用语言交际, 而不是研究人使用的

语言本身。

根据 Yngve的人类语言学,语言研究的对象不是语言

本身, 而是交际行为, 包括交际个体 ( communicating ind i

v idua l)和连接链 ( linkage)。 Yngve把交际个体看成人的

理论表象 ( theoretical representation), 而该交际个体的年

龄、种族、学历和经历等都被视为特定交际行为所需要的

属性; 他把连接链视为一个组合的理论表象, 该组合包含

与交际行为相关的属性, 如特定交际环境中的其他参与

者 ( partic ipant)、渠道 ( channe l)、道具 ( prop )和背景 ( set

ting ) ( Yngve 1996a)。也就是说, 连接链是物理世界中的

人、物和事件的理论表象。Yngve用下表说明实体 ( rea l

physica l objects)与其理论构建 ( theo re tica l constructs)之间

的对应关系 ( Yngve 1996a: 130):

实物与其理论构建的关系

REAL PHYSICAL

OBJECTS

THEORETICAL

CONSTRUCTS

Pe rson Communicating ind iv idual

A ssem b lage L inkage

G roupM em ber Partic ipant

Energy and m eans of

energy flow
Channe l

Physica l ob ject P rop

O ther parts o f the sur

roundings
Setting

运用 Yngve人类语言学的观点, 可以对以上 3段对话

中学习者在收到说明要求后的反应作出解释。学习者是

否选择自我修正, 首先取决于他作为交际主体是否具备

特定交际事件所需的相关语言知识, 即:是否具备交际需

要的语言属性 ( linguistic properties),如有关动词过去时的

语法知识; 其次,学习者对连接链中其他参与者或道具或

背景等的意识和理解会影响他自身属性的变化, 从而影

响他的交际行为。以上面对话 # 和 % 为例, 对教师说的

Sorry之类的话,学生或许已经有一些相关知识; 这些相关

知识是学生已内化的知识, 即自身属性。学生或许已经

明白此时应该修正自己的话, 这反映出学生的自身属性

对其交际行为的影响。教师说话时的语调和面部表情等

是连接链中作为参与者的教师的属性, 而学生对它们的

意识和理解会影响其交际行为。也就是说, 当听到老师

说 Sorry时,学生已有的相关知识被激活; 同时,学生解析

当时特定语境中教师的语调和面部表情的能力也被激

活。此外, 学生知道与自己对话的是教师, 意识到教师的

权威 (比自己正确 ) , 因此很自然地把教师的说明要求理

解成对其语言输出中诸如语法错误的暗示。于是, 学生

决定修正自己的语言输出。以上 3段对话中教师发出说

明要求产生的 3种不同的结果是由于作为交际主体的 3

个学生具有不同的自身属性, 他们对作为参与者的教师

的属性的意识和理解不同, 所以采取的交际行为也就不

同。撇开作为交际主体的学生的自身属性和连接链中必

要组成部分的属性,单纯研究作为话语的语言本身, 不能

科学解释 Takashim a& E llis提到的现象 ( E llis 1999):有些

学生虽然已经具备目的语中过去时的相关知识, 却不能

用正确语法形式修正自己的语言输出。

4 结束语
采用人类语言学观点, 可以将输出研究的重心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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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世界中的语言组成部分 (如语法形式 )转向真实世界

实体 (如语言交际环境中的人和物 )。由此, 输出研究者

把语言研究从逻辑域转向物理域, 把交际环境中的人和

物作为观察和分析对象, 使其理论或假设在真实世界中

接受检验。这样,语言研究 (如输出研究 )可以成为对人

类语言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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