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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结构规范与学生创造能力

王 小 潞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系，浙江 杭州!,##"-）

［摘 要］语言结构规范可帮助学生学习外语，但过分强调语言结构规范却会抑制学生学习外语

的兴趣，束缚学生外语表达能力的提高，从而限制学生掌握外语的熟练程度。换言之，过分追求语言

结构规范会使学生怯于使用外语，而对学生的语言创造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语言创造能力与运用

语言的熟练程度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学习外语的主要目的是交流，那么，语言结构规范应该放在第

二位因素来考虑。外语教师的主要作用是鼓励学生用复杂的句型、丰富的词汇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

思想，提高外语的实际运用能力；而不是过于严格计较学生的语法、用词、拼写等错误数量，挫伤他们

学习外语的积极性。

［关键词］语言结构规范；学生创造能力；复杂程度；流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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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家裴斯泰罗呼吁：“教育的主要任务不是积累知识，而是发展思维。”面对世界高科技飞

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并加强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那么，我们在外语教学过程中

是否存在着某种阻碍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因素？本文试图从过于强调英语结构规范对学生的创造力

造成负面影响的角度，也即在特定环境里学习第二语言时，是否有必要过分强调语言结构规范这一

问题，来讨论英语结构规范与学生创造能力之间的关系。

那么，语言结构规范和学生创造能力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呢？笔者在美国蒙大拿大学做

访问学者时，在语言学教授凯奇凯斯（789:;8:）博士的指导下，对那里的语言培训班的外国留学生

运用第二语言（英语）进行书面表达的能力做了调查。我们请每位学生写了三篇文章：（,）归纳报纸

上的一篇文章；（"）续写一篇文章；（!）看图说话写文章。调查显示：这些学生在受过正规的英语语

法结构教育后，在实际运用英语表达时常显得过于谨慎，以至于抑制了他们在语言产出过程中的创

造性思维，如在用英语造句时，他们喜欢用简单的句型来代替复杂的句型。由此可见，语言结构规

范和学生创造能力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

一、语言产出的复杂程度与创造能力之间的关系

里贾纳·韦纳特（<8=>?*@8>?8+A）,//2年曾指出：“学习者的语言，正如成年人的语言，是建立

在一整套语言生成规则系统之上的语言，这一观点仍然影响着大多数第二语言的学习。”［,］（B’,-#）

在我国现代外语教学中，教师采用的主要是以教授学生语言结构规范的教学方法，即让学生机械地

掌握符合生成规则系统的规范的语言。然而这种方法往往阻碍了学习者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

突破，因为僵硬的语言结构规范束缚了学习者的语言创造能力。语言产出越复杂，离母语的距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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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远。而一个成年人的母语如果是另一种建立在一整套语言生成规则系统之上的语言，根深蒂固

地印在学习者的脑子里，那么，它无疑是影响第二语言学习的主要因素。以中国留学生为例，在中

国大陆，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是在!"岁至!#岁，即他们刚上初中时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所学的通

常为英语。按照双语学的观点，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已经完成了掌握第一语言思维的发展阶段。根

据科林·贝克（$%&’()*+,-）的观点，较迟学习第二语言的人相对较早学习第二语言的人更趋向于用

右脑，随着语言熟练程度的提高，对右脑的依赖逐渐减少［"］（./!01）。而当大多数中国学生开始学习

英语时，他们的理性认识基础已经由第一语言（汉语）所支配，因此，他们的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学

习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换言之，他们对第二语言的掌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第一语言的制约

［#］（./!!）。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外语环境在双语学中被视为掌握第二语言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然

而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很少有说英语或用英语的环境，他们对第二语言的提高只是依赖并局限于课

堂教学的句子结构提高上。因此，惟一检测他们第二语言水平的标准只是考试成绩。而牢记语法

公式和掌握刻板的公式化语言，则往往是取得考试成功的捷径。

然而，汉语和英语属于相当不同的语言体系，由此，中国学生要达到自如地运用语言结构规范，

不是单单靠掌握所有的语法规则就可以做到的。尽管标准语言结构规范应该是英语教学的目标之

一，但是，过分强调语言结构规范会对学生的第二语言产出的创造能力带来负面影响。从现行的英

语教学模式来看，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十分重视对公式化语言的掌握，然而，有时恰恰是这些公

式化语言阻碍了他们的创造能力，他们不愿意自己造句，只是模仿或照搬教课书上简单的句型。在

用第二语言表达思想时，他们不是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而是什么简单就表达什么，因为创造性

的表达往往比较复杂，因此往往容易出错。为了避免错误，学生通常倾向用较简单的句式，而不喜

欢用较复杂的句式。

笔者所作的调查显示了造句复杂程度和语法错误数量之间的联系。以在蒙大拿大学留学的中

国学生为例：这些学生都经过了五年以上的英语学习，都有一定的英语语法基础。但从下表来看

（见表!），对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他们在作文中使用的句子越复杂，那么，他们所犯的语法错误也

就越多，也即他们的前五项语言结构规范数值指数越高，相应的第六项语法性指数也偏高。而为了

显示自己对所学语言的掌握和展示自己的创作思想，他们必须用一些并列句和主从复合句来造句。

但是，如果这些中国学生过分注重自己所造句子的准确性，便会对在自己的文章中是否运用更多的

复杂句型感到犹豫不决，从而阻碍了他们展示自己的创作思想的目的，结果他们选择了运用简单句

来表达思想。

可想而知，这些中国学生所表达的思想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复杂的思

想是不可能用简单的句型表达出来的。此种现象在下列调查结果中也体现了出来。

表! 中国留美学生英语写作特征统计

（一）

归纳文章 语言结构规范

学生姓名／母语 23 45 63 67 83

语法性

指 数

选词错

误指数

比喻

密度

张 岚／中文 9/#! 9/91 9/"9 1 9/!# # 9 9
应晓波／中文 9/#: 9 9/;# < 9/!: !/=# !/=# 9
黄宇平／中文 9/## 9/!! 9/1: !! 9/09 "/"0 9/09 9
刘 枫／中文 9/## 9/!! 9 # 9/"< 9/"< 9/;# 9/"<
陈 英／中文 9/## 9/9= ! 1 9/!: "/## 9/##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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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续写文章 语言结构规范

学生姓名／母语 !" #$ %" %& ’"

语法性

指 数

选词错

误指数

比喻

密度

张 岚／中文 ()*+ ( ( , ()-. ( ( ()//
应晓波／中文 ()0, ()-0 (),/ -( (),( ()1( ( (),(
黄宇平／中文 ()0( ( ()0( + ( *),( ()*( ()*(
刘 枫／中文 ()/1 ()-2 ()0( 1 ( ()1( ( (),(
陈 英／中文 ()// ()-/ ( , ()1( ()0/ ()(, (

（三）

看图写文章 语言结构规范

学生姓名／母语 !" #$ %" %& ’"

语法性

指 数

选词错

误指数

比喻

密度

张 岚／中文 ( ( ( ( ()-, * ( (
应晓波／中文 ()/( ()(, ().- -* ()/( * ()-( (
黄宇平／中文 ()/- ()(+ ()+( ** ()+( *),1 ()-2 (
刘 枫／中文 ()(. ( ( - ( ()1( ()-( ()-(
陈 英／中文 ()-/ ()-/ ( , ()(0 -)-/ ()*. (

说明：!!"：频率指数（!34564789"7:4;）< 从句总数／限定动词。

"#$：非常用从句指数（#76=6>?$6@A3:B7>CBA7="7:4;）。

#%"：%A@>7指数（%A@>7"7:4;）<D，E，F总数／G，D，E，F总数［G：直接依附于主句的从句（-分）；D：依附于第一层次

从句的从句（*分）；E：非谓语动词独立结构（*分）；F：依附于第二层次以上从句的从句（/分）］。

$%&：%A@>7数值（%A@>7&6H@43）<GIDIEIF总分。

%’"：过渡词指数（’3>7=BCBA7="7:4;）。

&语法性指数：J3>H"7:4;（J3>HH>CB8>?B8BC9）。

’选词错误指数：KA3:$4?48CBA7。

(比喻密度：L4C>MNA3B8>?F47=BC9。

从以上表-（一）（二）（三）的前五项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语言结构规范与学生创造能力之

间的关系。表中各项指数越高，学生的文章就写得越好。但就第六、第七项语法性指数和选词错误

指数而言，结果恰恰相反，即这两项指数越低，文章越好。

按照调查统计方法，语言结构规范（第五项）和比喻密度（第八项）数值越高，而语法性指数（第

六项）和选词错误指数（第七项）数值越低，文章越好。然而，我们可以从以上三个表格中发现这样

的趋势：根据这些文章所分析的前五项语言结构规范的数值越高，它们所相应的第六、第七项语法

性指数和选词错误指数数值往往也越高，即句子结构越复杂，语法错误和选词错误就越多。一般说

来，简单句中的错误少于主从复合句中的错误；第一层次从句中的错误少于深层次从句或非谓语独

立结构中的错误。这些数据说明了句子的复杂程度会影响到学生的语言创造能力。反之，学生语

言产出的创造能力受到了语法正确性的制约。学生越是用复杂的句子结构表达，他犯的语法错误

也就越多。然而，学生的文章越有创造性思想，他就越应该用复杂的语言结构来表达。众所周知，

复杂的思想往往是由复杂的句子结构来表达的，用简单的句型造句表达的往往是简单的思想。但

为了避免语法错误，学生只能按照自己所掌握的语法知识来造句。换言之，他绝对不会造那些他自

己都不能确定在语法上是否正确的句子。因此，学生语言产出的创造能力直接受到了语言复杂程

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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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熟练程度与创造能力之间的关系

语言结构规范也包含在语言熟练程度中，因此，语言熟练程度也同样影响着语言创造能力，因

为只有当目标语言达到一定程度后，语言创造能力才能在语言产出中起作用［!］（"#$$%&）。萨尔

（’()*）早就得出以下结论：“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者在思维方面比较容易引起混淆，常常处于不利地

位”［&］（"#!&+）。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双语会对人的认识产生积极的、中立的、或者是负面的影响？根

据卡明斯（,-../01）提出的端口理论（23*)1345623)4*7）———当人们到达认识的第一端口时，他们

会尽量避免双语的负面作用；而当人们到达认识的第二端口时，他们便会从双语中得到好处，学习

双语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对认识产生积极作用［&］（"#!&+）。这一理论无疑限定了学双语者从

双语中得到对认识产生积极作用的阶段性。也就是说，人们在学双语的初级阶段可能从双语中得

到的是对语言认识的负面影响。就运用语言的熟练程度来看，说单语者（本地人）往往超过说双语

者（非本地人）。

在调查中，日本学生也被要求用他们较弱的语言（英语）来进行写作。当然，英语也同样地限制

了他们表达思想的自由度。他们不能随意地表达出他们所要表达的思想，他们尽量避免自己不熟

悉的词汇、短语和句子，因为他们害怕被别人误解。因此，他们写文章时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更不

用说发挥他们的创作思想了。他们的语言创造能力必须通过全方位的语言表达能力来显示。假如

让日本学生用母语（日语）来写作，那就完全是两码事了，他们可以非常轻松地驾驭自己的语言，表

达自己的思想。如果他们有新的思想，他们可以用日语自如地表达，而在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时，用

英语这样做就不容易了。在用英语写文章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语法规则和句子结构上。尽管

他们尽自己所能按照语言结构规范造句，但是他们仍然比本地人犯的语法错误还要多。

而一般的美国学生在受高等教育之前并没有受过系统的英语语法训练。即便是在校的美国大

学生，如果不选修英语语法课，也得不到系统的英语语法训练。但是他们有充分的语言训练环境，

在课内课外都可以听到规范的语言，并有大量的机会去重复这些语言。因此，他们在没有意识到语

言结构规范之前就已经掌握了这门语言。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让自己的

创作思想自由翱翔。

在调查中，我们让一部分美国学生也按照同样的要求各写了三篇文章，让我们来看一看对本地

人和非本地人的调查比较结果（见表&、表8）：

表! 美国学生英语结构规范指标统计

（一）

学生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9: &$ ;#;+8 ;#<%; ;#8+$<= ;#$<=$$
>’ &$ ;#;;; ;#!$; ;#$&!;% ;#$$++?
@: &$ ;#;;; ;#+?; ;#!?%8+ ;#&?$&;
@A &$ $#;;; &$#;;; +#<=$?; %#$+%=;
2: &$ ;#;;; ;#%<; ;#$!;88 ;#$<$%%
BCDE &$ ;#;;; ;#$$$ ;#;;%&? ;#;&!&&
F’ &$ ;#;;; ;#;;; ;#;;;;; ;#;;;;;
EG &$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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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生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 #$ %&$’( %&)*% %&++’#+ %&$+%,)
-. #$ %&%%% %&’/% %&$,),% %&$)//+
0" #$ %&%%% %&,’% %&+(),% %&#/#/(
01 #$ *&%%% $,&%%% (&)$+#, *&’*)’’
2" #$ %&%%% %&)’% %&$+()/ %&#%*/$
3456 #$ %&%%% %&*** %&%/#’# %&$$(*/
7. #$ %&%%% %&/%% %&%’’)$ %&$’’’#
68 #$ %&%%% %&(%% %&*(#() %&$,’,*

（三）

学生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 #$ %&%%% %&/$% %&**)/# %&$/(+*
-. #$ %&%%% %&’%% %&$+,$% %&$+$%#
0" #$ %&%%% $&%%% %&’*(($ %&*#,*%
01 #$ %&%%% #’&%%% $$&’#*($ /&+’+/%
2" #$ %&%%% %&**% %&$*(*( %&%,)#*
3456 #$ %&%%% %&/)% %&%)%+( %&$(*,/
7. #$ %&%%% %&%%% %&%%%%% %&%%%%%
68 #$ %&%%% $&’%% %&*,$(/ %&*/*()

表! 日本留美学生英语结构规范指标统计

（一）

学生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 *’ %&%%% %&’*% %&*#,(* %&$*,)*
-. *’ %&%%% %&*/% %&$*’)$ %&$%$($
0" *’ %&%%% $&%%% %&*,+/* %&*%%()
01 *’ % #) )&+* ’&%’
2" *’ %&%%% %&//) %&#’)/, %&$(+’#
3456 *’ %&#’% +&)$+ $&*/()’ %&,’’%+
7. *’ %&%%% #&%%% %&*+$#% %&*+,(%
68 *’ %&%%% %&+*% %&$$$,$ %&$*’),

（二）

学生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 *’ %&$#’ %&)#% %&+#,%/ %&$++((
-. *’ %&%%% %&//% %&$)*+, %&$+#%$
0" *’ %&%%% %&)(% %&*%,*) %&#*,$/
01 *’ $ *+ (&*+ /&%,
2" *’ %&%%% #&%%% %&##+*) %&**(’)
3456 *’ %&%%% *&)’% $&*(,*) %&(/+)+
7. *’ %&%%% $&#’% %&#,*%, %&#($’%
6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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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生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 ## $%$&$ $%’&$ $%#((#& $%()#*(
+, ## $%$$$ $%#($ $%((’-* $%$./((
0" ## $%$$$ (%$$$ $%#.#$& $%)--(’
01 ## ( )# *%&. /%))
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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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0"，01，2"同前。

"3456（39:;;:9"<=>?）：语法性指数；7,（7@9=,>A>BCD@<）：选词错误指数；68（6>C:EF@9DB:A8><GDCH）：比喻密

度。

和本地人相比，我们可以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美国学生在语言结构规范中的各项指数

和比喻密度的平均值比日本学生相应数值的平均值普遍要高，而他们的语法性指数和选词错误指

数的平均值却比日本学生相应数值的平均值低得多。由此可见，本地人用熟练的母语写的文章比

非本地人用不太熟练的外语写的文章要好得多。从这一调查结果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是由他们对母语的功底，即使用英语的熟练程度体现出来的。他们使用英语到了如此娴熟

的地步，以至于他们想表达什么就能用英语来表达什么，而在他们表达思想时并没有刻意去追求语

言结构规范。而非本地人的创造性思维受到了不太熟练的第二语言结构规范和词汇量的约束，尽

管日本学生小心翼翼地按照英语语言结构规范来写文造句，但他们仍旧没能用英语写出好文章。

当然，我们相信，这些学生在美国留学数年后，英语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些情况一定会得到改变。

这一比较结果本身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只有当他表达思想的语言熟练程度达到一定的

高度时，才能使脑力完全得到开发［/］（E%($(）。以此类推，只有当目标语言达到了一定的熟练程度和

流利程度，第二语言学习者才能尽情地用该种语言来表达思想。

三、结 论

上述研究表明：语言结构规范和流利程度低下对学生的语言创造能力均会产生负面影响。因

为学生在用外语表达时，复杂的句型用得越多，显示水平的词语用得越多，他的错误也就越多。这

一现象在中国留学生和日本留学生身上已经充分反映出来了。在掌握第二语言的初级阶段，有语

法错误和用词错误总是难免的。如果说学外语的主要目的是交流，那么，学生在学习中是否犯语法

错误应该放在第二位考虑。

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克服怕犯错误的恐惧心理，应该允许学生在运用语言的过程

中逐步克服这些错误，而不鼓励学生用阻碍语言运用的方法来避免犯语法错误。如果学生因为怕

犯语法错误而不敢运用语言，那么，他失去的是训练语言的机会，而这恰恰是掌握一门语言不可缺

少的重要环节。如此看来，我们在外语教学中不应该过分强调语言结构规范的重要性，即不仅只是

考虑语言运用中的错误数量来判定学生掌握语言的水平，而应该在教学中为学生提供有利于创造

性思维的客观条件，公正地评判他们实际运用语言的水平，特别是看他们在说写外语中能否用比较

复杂的句型和显示水平的词语来开发语言运用能力，来表达意愿，交流思想。如果学生能够用复杂

的语言结构和丰富的词汇来表达思想，教师就应该及时发现他们的闪光点，给予适当的奖励分，以

此调动他们学习外语的积极性，激活他们的语言创造能力，引导他们在听、说、读、写中自己发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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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提出问题，并且鼓励他们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语言创造能力和外语表达能力。

（本文在纽约州立大学语言学教授!"#$%"$博士的指导下完成，谨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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