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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频率为基础的二语习得观 

李 红 
(重庆大学 语言认知及信息处理研究所，重庆 400030) 

摘要：随着认知科学和心理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语言输入的频率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成为二语习得研究者们一个重要的 

争论焦点。本文在分析 N．Ellis(2002a；2002b)所倡导的以频率为基础的二语习得观的基础上，简要回顾语言输入在几个习 

得理论中的作用，探讨内隐学习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以及谬言输入频率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强调通过借鉴 N．Ⅱlis的二语习 

得观，在英语学习中应重视内隐学习与外显学习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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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requency-based Account of SLA 

LI Hong 

(，力鳓h 厶砚 ，G喀 andInformation Processing，Chongqing University，a ， 400030，China) 

Abst喇 ：There have been heated arguments overthe role offrequencyin SLA．The paperfast analyzesthefrequency-based account ad- 

rotated by N．Ellis(2O02)．Then，it eny revieweS the role 0f input in three SLA theories．Afterwards，it expounds the role of implicit 

learning in SLA followed by 8 discussion Oil the role offrequency in SLA．The author sh1黼 that we need to pay more：attention to implicit 

leaming in Chin~ English learning context and re Id imphe~leaming and explicit leaning as complementary leaming mechanis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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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语言学习离不开语言的输人。语言输人的频率 

如何影响二语习得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正如R．Elhs(1994：273)所言：我们没有多少证据支持 

语言输入的频率影响二语习得的观点；也没有多少 

证据可以反驳这一观点。随着认知科学和心理语言 

学研究的发展，语言输人频率在二语习得的作用成 

为二语习得研究者们一个重要的争论焦点。国际学 

术期刊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SLA) 

2002年第2期出版了题为“语言加工中的频率作用” 

的专刊。学者们对语言输人频率在语言习得中的作 

用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从学者们阐明的观点看， 

对输人频率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还存在很大争议。 

学者们提出的问题远远多于目前的研究所能够回答 

的问题 。 

本文着重分析 N．Ellis(2XX)28；2~2b)倡导的以频 

率为基础的基于联想学习理论(associative theories of 

learning)的语言习得观，然后主要讨论内隐学习在二 

语习得中的意义和频率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 

二、以频率为基础的语言习得观 

N．Ellis(2002a)所提出的基于语言输人频率的二 

语习得观将语言学习看成是范例学习。他认为使学 

习者能够流利地使用语言的知识不是抽象的语法规 

则，而是学习者存储在大脑中所经历过的大量的言 

语范例。这些言语范例在学习者的大脑中渐渐建立 

起一种相互联系的网络，学习者可从言语范例的重 

要趋势中抽出语言的规律。语言学习的产生需要语 

言学习者在反复出现的语言材料之间建立联想，并 

不断强化记忆中的这些联想。因此，这种学习观有 

以下特点：(1)语言学习是受语言输入驱使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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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习不仅是外显学习(explicit leaming)，也是内 

隐学习(implicit learning)。外显学习指通过建立假设 

和验证假设来寻求知识结构的过程，它是一个有意 

识参与的过程(N．Ellis，1994)；内隐学习指从刺激环境 

中获得其潜在知识结构的过程，它不需要意识的参 

与。(3)语言学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N．Ellis二语习得观的一个重要设想是学习者 

对语言输人的分布特性及其频率有直觉的敏感(Har． 

rington&Dennis，2002)。语言输入分布特性包括语言形 

式在何种语境中出现、出现的频率以及与这种语言 

形式共现的语言形式。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 

语言知识是概率性知识，因为它是建立在对无数的 

语言材料进行联想的基础上，并需要从大量的言语 

范例中抽绎语言的规律。 

N．Ellis(2OO2a)习得观建立在心理语言学和认知 

科学的语言习得理论基础上。他认为(2o02a：144)“语 

法的学习是零碎地掌握成千上万结构(constructions) 

和从中抽象出以频率为倾向的语言规律。语言学习 

是联想式的学习，反映语言形式和意义相匹配的概 

率性的表征”。因此，频率则是语言习得中一个关键 

的因素。 

N．Elhs(2002b)明确地指出他所论述的频率作用 

主要是针对内隐学习。他不否认课堂学习在语言 

得中的作用，指出并非所有的联系都可以靠内隐学 

习完成；复杂而又明显的联系还需要外显学习才能 

完成。同时，他强调仅通过外显学习学到的语法规 

则是不能保证语言学习者能够成为流利的语言使用 

者。所学的规则要配合接触与之相关的语言范例才 

能有效。即二语习得仅靠外显学习是不够的，应将 

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视为互补的学习过程。 

N．Ellis的二语习得观同连接论对语言学习的 

解释实则如出一辙。连接论也认为语言习得的产生 

是基于语言输人。学习者能够通过接触语言输人中 

反复出现的语言现象，并从中抽绎出概率型式(王初 

明，2001)。学习者还可从抽绎出的有规律的概率型式 

之间建立联想和强化已建立的联想。语言知识也不 

是抽象的语法规则；而是由范例和有概括性的型式 

所组成的有相互联系的网络(Gass&Selinke ，2001)。 

支持上述学习观的证据主要来 自认知科学和心 

理语言学有关语言加工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基于连 

接论的计算机电脑模拟研究成果。但在二语习得领 

域，对语言输人频率的研究还较少，因此还没有足够 

的证据支持 N．Ellis的习得观。 

但是，N．Ellis提出的二语习得观的可取之处在 

于使我们重新重视语言输人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N．Ellis的二语习得观可使我们重视 

内隐学习在二语习得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它还促 

使我们把研究的视野转人对语言输人频率的研究和 

反思。 

三、语言输入 

语言输人或许称得上是二语习得中的一个重要 

概念。虽然不同的习得理论对语言输人在二语习得 

中的作用有不同的解释，但二语习得都离不开语言 

输入。 

以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为框架的二语习得理论 

不强调语言输人在习得中的作用。语言发展依靠的 

是学习者的内在机制；语言输人只是激活语言习得 

先天机制的触发器。 

Krashen(1985)的输人假设则十分强调语言输入 

在习得中的作用。依据这一理论，学习者必须依赖 

接触“可理解输人”才能习得第二语言。如果学习者 

能够排除情感因素的干扰，大量接触学习者可以理 

解的语言输入，语言习得就可以自然产生。当然， 

Krashen所说的习得指人们在交际的自然环境中的 
一 种无意识的语言学习，与 N．Ellis所谈的内隐学习 

有相似之处。只是 Krashen的理论并未强调语言输 

人频率的作用。 

Swain(1985)．~1J指出仅仅依靠可理解输人还不能 

使二语学习者准确而又流利地使用语言；成功的二 

语学习者既需要接触大量的可理解输人又需要产出 

可理解输出。同时，“在某种条件下，输出可以促进 

二语习得；其方式不同于输人，但却可以增强输人对 

二语习得的作用”(s n&Lapkin，1995：371)。 

显然，无论是强调学习者的内在习得机制，还是 

大量接触语言环境中的可理解输人或强调可理解输 

出，上述理论都未对语言输人中的频率作用做出具 

体论述。 

四、内隐学习在二语学习中的意义 

内隐学习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Reber(1967)提出。 

它指“人所具有的一种以无意识和非反思的方式从 

环境中获取信息的能力”(Winte &Reber，1994：117)。内 

隐学习过程具有以下本质特征：(1)内隐学习是一个 

具有概括性，并对环境中的潜在规律和规则结构极 

为敏感和无意识的感应过程；(2)通过内隐学习所获 

得的知识是以抽象和默许的方式表征在人的大脑 

中；(3)这些知识可以被学习者用在其它相类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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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即知识的迁移(郭秀艳等，2003)。 

经过 30多年的研究，内隐学习越来越成为心理 

学研究的热点，而且也开始对教育学、语言习得等领 

域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发现内隐学习具有低变异 

性，即不容易受年龄、IQ、注意状态等个体差异的影 

响(N．Ellis，1994)。 

就语言学习来说，内隐学习指一种从复杂的刺 

激环境中获得其潜在知识结构的过程。 

这一过程的发生是自然的，无须意识参与；是体 

验语言范例的结果(N．Ellis，1994；1999)。内隐学习虽 

不同于外显学习，但应把它看成是与外显学习相互 

独立但又互为补充的学习机制(Winter&Reber，1994：N． 

Ellis，1994；N、Ellis，2002b)。这种观点来源于人所具有 

的两种独立但又互为联系的记忆系统：内隐记忆和 

外显记忆。 

内隐记忆指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个体经验自动 

地对当前任务产生影响所表现出的一种记忆(扬治良 

等，1999)；内隐记忆有 自动和无意识的特性。研究已 

表明人大脑皮层中的记忆系统(包括边缘神经系统 

中视觉输入和机动输出系统、联想区域和前额区域) 

支配人的内隐记忆。 

每当人的感觉器官接受到外界的刺激信号时， 

相应的感觉体系中则产生有规律的活动，并导致大 

脑皮层中的记忆系统也产生活动。内隐记忆是在参 

与单个事件加工的神经突触中所发生的细微变化的 

结果。因此，人的大脑皮层支撑着我们对过去经历 

的感知和内隐记忆(N．Ellis，2002b)。 

这种基于人的大脑皮层内隐记忆的内隐学习对 

语言学习的作用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无意识性、概括 

性和抽象性，以及优越于外显学习的低变异性。儿 

童可从语言使用的环境中概括出语言的表征，自然 

地习得母语，他们并不需要太多有意识的假设验证 

过程和成人提供的负面证据(Winter&Reber，1994)。儿 

童也不能清楚地说出语言的规则，却能自如地运用 

这些规则。这些就是内隐学习的作用。 

二语习得理论有关内隐学习作用的论述不完全 
一 致。如前面所述，Krashen(1982)坚持认为只要充分 

地接触 自然的语言输入，语言习得可以自然产生。 

其观点的实质是强调内隐学习的作用。而 Sharwood 

Smith(1986),~1]强调外显语言知识是获取内隐语言知 

识的前提，因此，二语学习应以外显学习为主。在这 
一 问题上，笔者赞成 N．Ellis的观点：二语学习或外 

语学习既离不开外显学习，也离不开内隐学习。因 

为单靠内隐学习的模式来习得语言所花的时间太 

长。成人学习二语所能支配的时间一般不可能与儿 

童母语习得所拥有的时间相比!而且很多成人的语 

言学习过程缺乏语境支持，这与儿童母语习得也有 

很大不同。因此，如果成人完全采用内隐学习，其效 

果也难以与儿童母语习得相比。但是仅通过课堂传 

授的语法规则，没有课外大量语言范例的接触，所学 

的规则也难以保证流利地使用语言。并且有研究证 

明，外显学习模式对明显的复杂联系有益，但对不明 

显的复杂联系则有害(Berry，1994)。因此，单靠外显学 

习也不恰当。 

国外学者(Berry，1994)也曾提出在二语学习中应 

鼓励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两种学习模式。这方面的 

研究尤其集中于对二语词汇习得的研究。Hulstijn 

(1992)发现学习者通过阅读英语文章推断英语单词 

的意义(是词汇的伴随性学习)，对词义记忆的效果 

比让他们通过阅读单词表来获取词义(一种词汇的 

直接学习法)好。因为学习者从阅读中可以获得比 

单词更为丰富的语境，有利于记忆的保持(Nag),， 

1997)。但在词汇学习中仅使用内隐学习法的弊病是 

学习过程较长，而且不适合低水平的学习者。国内 

学者的研究初步说明在二语词汇学习中采用内隐学 

习和外显学习两种学习模式是有益的。张庆宗、吴 

喜燕(2002)的研究表明，采用内隐式的伴随学习结合 

外显式的针对语义加工的直接学习法要比单纯使用 

伴随性学习效果优越。董燕萍(2001)的研究则表明 

在伴随性词汇学习中增加词汇练习有助于学生词汇 

产出能力的提高。 

五、频率与二语习得 

(一)语感培养 

到目前为止，不少二语习得专家对 N．Ellis的主 

张“频率是语言习得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持怀疑态度 

(Eubank&Gregg，2002；Hulsfijn，2002；文秋芳)，认为连接论 

模型所揭示的语言加工对语言输入频率高度的依赖 

不等于语言学习者对语言输入频率的依赖。IJarsen— 

Freeman(2002)列举了一个有力的反面证据：冠词的 

习得问题。the在英语中的频率非常高，但却很难习 

：，导。这也是很多中国学生的难点。显然，如果 N． 

Ellis所倡导的基于语言输入频率的习得观仅仅适用 

于内隐学习，那么其频率决定论对二语习得的解释 

力也有限。 

但不可否认，N．Ellis倡导的习得观对学习者语 

感的形成有一定解释力。语感是学习者对某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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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法、语音、语义到语用的综合感知和领悟能力 

(杨金鑫，2oo2)。如王初明(zoo2)所述，语感的形成要 

依靠在语言使用的环境中接触大量的语言材料，即 

言语范例；并从中抽象出以频率为倾向的语言规律。 

由于学习者不可能靠外显学习模式去掌握复杂而又 

隐含的语言规律，语感形成过程具有内隐学习的特 

点。因此，学习者很有可能对语言输入中出现频率 

高的语言规律的语感要强于出现频率低的语言规律 

的语感。 

同样，上述解释对学习者语感的培养有启发性 

作用。在我国英语教学中，由于我们过分强调语言 

基础，学生交际能力的发展还不理想，多数学生还停 

留在“教师一讲就会，自己一说／写就错”的水平上。 

如果我们能够重视在以课堂学习为主导的英语教学 

环境中的内隐学习，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组织以 

学生生活为主题的语言项 目活动(1ailgl~e projeet~)， 

让英语学习延伸到学生的生活中。这些活动不仅可 

使学生反复接触各种真实的语言材料，增强接触各 

种语言结构的机会，还可促进语言知识的内化，增强 

英语的语感。 

(二)频率与课堂环境中的二语学习 

虽然二语学习(尤其是在课堂环境中的二语学 

习)是否受语言输人驱使还有待研究验证，R．Ellis 

(zoo2)的分析可从一个侧面说明频率与课堂环境中 

二语学习的联系。 

R．Ellis(20o2)主要分析了以语言形式为重心的课 

堂教学(form．focused instruction，以下简称 m ))对内隐 

学习有何种影响，他选择了 11项以考查 FFI对学习者 

的语言正确性产生何种效果为目的的研究。为达到 

分析目的，其研究所采用的语言任务均为口头或书面 

自由产出任务，这样可较好反映 FFI对内隐学习的影 

响。分析总体上发现有 7项研究的结果显示 FFI对学 

习者使用在课堂上所学语言形式的正确性是有促进 

作用的。其中有 3项涉及较为复杂语言形式的短期 

课堂教学的研究也显示了促进作用。研究发现这些 

促进作用还与学习者在课外能够容易地接触到那些 

目标语言结构有关系。因此，这或许可以说明学习者 

所接触的涉及所学目标语言结构的频率会影响到他 

们在课堂上所学的语言结构的效果。 

R．Ellis(2002)的分析结果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 

支持了 N．Ellis的主张：通过外显学习学到的语法规 

则要配合接触与之相关的语言范例才能有效，并说 

明二语习得过程是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互为补充的 

过程 。 

六、结语 

虽然国内外二语习得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对 N． 

Ellis(2002a)所提出的基于语言输人频率的习得观 

还存在很大争议，但语言输人的频率对语言习得可 

能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N． 

Ellis习得观中关于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视为互补的 

观点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积极探讨和研究如何在 

我国英语教学中发挥内隐学习的作用，使课堂学习 

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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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纠纷处理制度。行政管理机关与行政 

相对人之间发生的涉及生物技术安全方面的纠纷解 

决规定。(2)民事纠纷处理制度。民事主体之间发 

生的涉及生物技术安全方面的纠纷解决规定。 

3．责任法律制度 

(1)民事责任。涉及生物技术风险所造成的民 

事损害补偿规定。(2)行政责任。包括行政管理机 

关和行政相对人在生物技术安全方面违反行政管理 

所承担的责任。(3)刑事责任。对在生物技术安全 

方面构成犯罪承担责任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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