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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语言学发展史上两种比较有影响的语言习得理论一 “刺激一反应”论和“内在”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作 

者认为儿童第一语言习得基本上在5岁左右完成，而第二语言的习得可以说没有最佳的时期，只能说儿童最早可以从几岁(本文 

认为5岁左右)开始学习第二语言。同时，也阐述了儿童第二语言习得中采用的一些常用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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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加入WTO后， 

越来越多的人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开始学习外语，其中包括 

儿童、青少年、成人等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者。在这众多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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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xtt．习群体中，人们非常重视对儿童语言习得，特别是儿童第 

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为此许多教育专家和语言学家都在共同 

努力探讨儿童外语教学的新理论，组织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 

出现了诸如幼儿英语、小学英语等各种各样的英语教材并且 

采用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如视听法、对话法、游戏法等来教儿 

童学习第二语言。那么到底儿童应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学习 

外语最好呢?笔者将从语言理论的角度来谈谈儿童学习第二 

语言的最佳年龄问题和一些常用的基本学习模式。 
一

、语言习得理论 

语言习得(1anguage acquisition)或儿童第一语言习得(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是指儿童学会说 自己母语的过程，对于儿 

童是怎样学会说自己母语的，多年来语言学家和心理语言学 

家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形成了各具风格的语言习得理论。 

其中主要理论流派按时间先后顺序可分为刺激 一反应论 

(stimulus—response—reword theory)、内在论(innatist theory)、 

认知论(cognitivi~t theory)和学会论(1earnability theory)。从历 

史的角度可以看出语言习得理论的发展是随着心理学和语言 

学的发展而发展，而且每一种理论之间有时又相互影响。这 

些理论的出现不断地改变着人们对儿童语言习得和语言发展 

过程的看法。下面简要介绍在语言习得理论上比较有影响且 

观点又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习得理论—一 “刺激 一反应论” 

(S—R—Rtheory)和“内在论”(innatist theory)。 

(一)刺激一反应论 

以Bloomfield和Skinner为代表的刺激一反应论，盛行于 

20世纪40年代和5O年代初期。这种理论认为学习过程就是 

— 个形成刺激 一反应奖赏链(stimulus—response—reword— 

chains)的过程。他们认为儿童学话无非就是对环境或成人的 

话语作出合适的反应，如果反应是正确，成人(或老师)就会给 

予物质或口头的鼓励，把它强化下来，由此形成语言习惯。刺 

激 一反应论认为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语言习得过程中)具有 

以下一些能力：(1)以某种方式对某种刺激做出反应。(2)凭 

直觉评价所做出的反应能得到的奖赏。(3)推断出构成刺激 

一 反应奖赏链参数。(4)概括以上参数使之适应相同的环境 

从而形成系列刺激一反应链。 

很显然，在语言习得中，环境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既 

提供刺激，又能通过有选择地对某些反应做出奖赏来形成反 

应。所以当儿童在学习语言时他所要学的就是一系列的刺激 
一 反应奖赏链(stimulUS—response—reword—chaim)。 

刺激一反应论又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模仿”(imitation)， 

刺激一反应论者认为儿童靠模仿成人语言来学话的。模仿的 

重要性在于它能给学习者提供完全的适当的反应，学习者只 

要对环境所提供的反应进行模仿就可以了，他没有必要产生 

新的话语。因此，在刺激 一反应论理论家看来，儿童在习得语 

言过程中，模仿(imitation)和刺激的概括(stimulus generaliza- 

tion)是最重要的两种学习方法。 

(二)内在论 

“内在论”兴起于2o世纪5O年代末和60年代初，乔姆斯 

基及其追随者为该理论的代表。和刺激一反应论截然相反， 

乔姆斯基(Chomsky)认为儿童生下来就有一种适宜学习语言 

的人类独有的语言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人的大脑内固有的 

“语言习得机制”(1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里面。语言是一 

种充满抽象规则的复杂体系，而且还有许多不规则和歧义的 

现象。但是儿童居然能够在他生下来的头几年里(通常为儿 

童长到四、五岁时)，在他的身体和智力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 

就顺利地掌握了本族语(第一语言)。乔姆斯基认为在这样短 

收稿日期；2004一l0—08 

作者简介：徐兴祥(1966一)，男，I~lJq勉宁人，西南交通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http://www.cqvip.com


128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 l0卷第6期 

的时间内无论儿童的学习速度有多快，仅靠“模仿”和“刺激” 

的概括是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掌握本族语言的。 

“内在论”的主要观点是儿童天生就有一种像走路一样的 

语言习得机制(LAD)，儿童在习得语言中，不是在模仿具体的 

一 句句话语，而是在形成某种语言在语音、词汇、句法、语义等 

方面的语法规则。而环境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仅起着延缓 

或增加儿童形成某种语言语法规则的时间。所以在他们看 

来，儿童习得语言并不是一个模仿和刺激的概括过程，而是一 

个将某种语言的语法规则“内在化”(internalization)的过程，这 

些规则就成为儿童后来语言应用的基础，尽管儿童讲不出这 

些规则是什么。“内在论”还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的观点：(1) 

语言习得机制是一种特殊的学习语言的机制，离开其他的人 

类功能而独立存在，甚至和智力发展都没有直接的联系。(2) 

语言习得机制的最终目的是语言规则的“内在化”，这些规则 

成为理解和产生话语的基础。(3)环境是促进语言习得机制 

的先决条件，它只是一种触发因素(triggering factor)，但是儿童 

所需要习得的语言知识是不能单靠接触环境而习得的。 

所以儿童的语言习得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形成和完善话语 

规则的过程，这些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套句法规 

则，其具体说明句子怎样由词组构成，词组怎样由单词构成； 

— 套型态规则，其具体说明单词怎样由语素(morphemes)构 

成；一套音位规则，其具体说明单词、词组、句子是怎样发音的； 

一 套语义规则，其具体说明单词、词组和句子的意义是什么。 

对以上规则的形成，生成语法学家认为儿童一般在五岁 

左右就基本形成了第一语言(母语)的语法规则，即掌握了母 

语，并能说出和理解几乎所有的话语，甚至儿童以前从来没有 

见过的句子。儿童在形成自己的母语语法规则中也经常会出 

现一些错误，以下就是一些常见的错误：(1)过度概括(over- 

generalization)，例如有的儿童根据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态与形 

态概括出一8的规则，就进而套入到其他类型的结构中，说“He 

can sings”(他会唱歌)，“He did not asks me(他没有问我)。 

(2)形成自己认为是符合母语的语法规则而实际上是与本族 

语的语法规则不完全一致的规则。例如以下两句：我看见“孔 

雀水”(描述肥皂泡时)；好心不是好歹(当说“好心没好报，好 

歹不是时)。很显然，上面两个句子儿童是不可能从成人那里 

模仿到这样的表达，故这种现象是刺激一反应论所不能解释 

的。(3)应用规则不完全(incomplete印plication of rules)，例如 

学习者学会了构成特殊疑问句的规则：先要有一个疑问词，然 

后把谓语动词放在主语的前面，象Where is he?等到他再学复 

合句(带宾语从句)的规则时，却往往不容易再去改变原来特 

殊疑问的词序。于是把“I do not know where he is”说成“I do 

not know where is he”o 

上述错误都是语言学习者在对所学语言的规则加以内在 

化处理时产生的。 

二、儿童第二语言习得的基本模式 

人们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通过不断研究和总结，形成了 

儿童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些常用基本模式：(1)分组游戏模式。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第二语言习得中，把儿童分成若干小组， 

通过做各种各样的游戏来学习一些与他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的词汇、词组和句子，以此来逐渐培养儿童对第二语言学习的 

兴趣。教师在这种模式中扮演着组织者和控制者，而学生是 

游戏和第二语言习得的主体。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年龄较小 

的儿童习得第二语言。(2)听说法与视听法模式。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教学设备的改进，人们在对儿童进行第二 

语言教学时，已经开始使用大量先进的视听教学设备，给学生 

提供一个良好的第二语言习得的学习环境。这种模式的特点 

是在设备较为齐全的语言实验室里，学生可以边听、边模仿、 

边录音，然后把磁带上的录音与自己的录音相比较。这种模 

仿和比较的学习方法模式适用于各个年龄阶段的儿童学习第 

二语言。(3)阅读教学法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教学中 

给学生一定的阅读材料，使用控制的词汇来训练学生的阅读 

速度和理解能力，以此来培养学生对第二语言文字表达的理 

解能力。其主要适用于已具备一定的词汇和语法等语言知识 

的第二语言习得者。(4)文化合流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 

强调文化因素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重要作用，因为第二语言 

的获得是文化合流的一个方面。一个人能将自己的文化与第 

二文化合流多少决定了一个人获得第二语言的成败。其主要 

适用于已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儿童，如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 

生可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采用这种模式。(5)功能法和交际 

法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社会规约，在 

语言习得中应该强调习得者之间或习得者与教师之间的语言 

交流，即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习得者应该应用所学的语言知识 

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实现传递信息和接收信息的目的。其主 

要适用于年龄较大的儿童或其他成人语言习得者，而且要求 

语言习得者应该对所学的第二语言具备一些基本的词汇、语 

音和语法等语言知识。 

以上这些常用的基本模式都是人们教学实践中的经验总 

结。对于这些基本模式的采用，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应根据具体 

的情况而确定，可以只采用一种模式，也可以把多种模式融合在 

一 起来进行教学活动。综合比较和分析众多的第二语言习得模 

式，可以看出在确定教学中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模式时应该考虑 

以下一些基本要素：(1)社会环境(主要包括语言环境、社会文 

化环境和经济环境等因素)；(2)习得者的特征(主要包括年龄、 

认识水平、情感特征和个性特征)；(3)学习条件(主要包括教学 

设施与环境、语言课堂和接触目标语即第二语言的频率等因 

素)；(4)学习过程(主要包括学习者所使用的技能技巧，学习中 

的有意识和无意识记忆的结合。学习材料的选用等因素)；(5) 

学习结果(主要包括语言能力的获得与语言使用的熟练程度等 

因素)。实践表明在教授儿童习得第二语言时，只有把以上这些 

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并采用恰当的教学模式来组织、安排 自己的 

教学活动。才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儿童第二语言习得的时期 

心理语言学家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和研究表明，虽然从“前 

语言期”到“语言期”的过程中各阶段是连续的，并且个人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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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可能有相当大的不同，但儿童学习本族语(第一语言)的 

发展过程在时间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3—6个 

月时为咿呀学话的婴儿期(babbling)或语言游戏期。这时儿 

童理解他们周围的人所做出的一些面部表情和语调，能运用 

发音器官发出各种语音，但不能说连贯的话语。第二阶段，6— 

9个月时为幼儿语期(1allaton)。这一时期的儿童对他们周围 

的人所做出的手势和简单的指令做出反应，在自身刺激的情 

况下不断地进行语音组合。第三阶段，12个月时为模仿期 

(imitation)。这一时期儿童能对外界影响做出积极的反应，说 
一 个单词的话语。第四阶段，15个月为双词话语时期(two— 

word stage)。正常情况下，这一时期要持续到儿童2岁时，在 

这一时期儿童的词汇量明显增加，根据语言学家史密斯 

(Smiths)的统计，正常情况下，18个月的儿童词汇量为22个单 

词，21个月时为 118个单词，2岁时为272个单词。第五阶段， 

2—4岁时期为说话期(talking stage)。这时的儿童能完全理解 

各种指令，并能用短语或简单的句子表达自己的需求。第六 

阶段，从儿童四岁开始为多话期(1oquacity)。这时的儿童能完 

全理解成人对他说的话，几乎完全掌握了母语产生句子和理 

解句子的一系列规则。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儿童在五岁之前就已基本掌握了 

母语产生句子和理解句子的规则，即他们在 自己的大脑中已 

形成了对自己母语在音位上、型态上、句法上和语义上的规 

则。所以我们认为儿童要开始学习第--#1"语至少应从这个年 

龄(五岁左右)开始，不宜过早教授第--#1-语，否则会影响他们 

对自己母语的习得。如果过早地学习第二语言，不仅会影响 

到母语的发展，也不利于第二语言规则的形成。对于何时是 

外语学习的最佳年龄?心理语言学家和教育家们都做过深入 

细致的研究。很多人提出儿童应从小学外语，古罗马时代的 

雄辩家Quitilian就是这样主张的。中世纪教会设立的寺院学 

校在儿童七岁至十岁时开始教拉丁文。文艺复兴时候的人文 

主义者Erasmus认为五岁是开始学外语的最佳年龄。从“内在 

论”的观点看来的确在五岁之前，儿童的母语已基本发展成 

熟，这时开始习得第二语言就不会对母语的掌握产生较大的 

影响。因此，可以说第二外语习得可以从这一时期开始，而不 

宜在儿童五岁之前太早地学习外语。 

很多语言学家诸如Erasmus，Montaigne or Locke等赞成儿 

童应尽早开始习得第二外语，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理论都 

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儿童比青少年和成人更易较快较好 

的掌握第二外语。心理语言学家E．L．Thomdike做了大量的 

实验和测试证明，虽然儿童与成人相比，在第二语言语音获得 

方面比较有优势，但他们发现儿童与成人相比，对第二语言的 

其他方面的掌握就显得非常缓慢。语言学家Lenneberg曾提 

出这样的假设：年纪越大，学习语言就应该越困难，他也主张 

儿童从小学习第二语言。为了检验他这一假设，语言学家查 

尼西(Genesee)、斯诺(Snow)等对年纪较大与年纪较小的第二 

语言学习者进行水平测试，结果发现年纪大的学习者通常较 

年纪小的学习者成绩高，他们还发现即使年纪小的学习者学 

习第二语言的时间较年纪大的长些，但不一定比年纪大的成 

绩突出。语言学家H．H．Stem在总结第二语言习得与最佳年 

龄之间的关系时，曾提出以下一些观点：(1)第二语言学习不 

受年龄阶段的限制，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没有一个最佳的第二 

语言习得期。(2)在某些方面所有年龄阶段以同样的方式面 

对着第--i~,言习得，因此成人和儿童很有可能在第二语言习 

得上有共同的学习方法，并且在整个第二语言习得中会经历 

相似的阶段，这些阶段可能与母语习得的过程有许多共同之 

处。(3)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某些方面，如语音、语汇、句法等 

存在着年龄阶段的差异，例如对语音学习，普遍认为儿童更容 

易比成年人学会学好。(4)儿童习得第二语言与年龄较大的 

第二语言学习者相比，其方法主要是凭直觉在实际的社会和 

交流环境下进行，而后者学习第二语言主要是通过认知和教 

学的方法来学习。(5)每一年龄阶段的人习得第二语言都有 

其优缺点。(6)语言学家通过观察、实验以及错误分析表明不 

同年龄阶段的人在学习第二语言时，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7)在人的教育过程中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外语，取决于以下三 

个标准：首先，是在学校教育中某一年龄阶段的大多数学生要 

达到熟练掌握第二语言所必需的时间；其次，根据学校教育全 

部课程在某一阶段所要达到的教育水平来确定第二语言习得 

的时间；最后，第--i~,言学习计划的成功还取决于人力和财力 

的投入。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年龄问题仅是影响一个人学习 

外语的一个因素，外语学习实际上没有什么最佳时期，每一个 

年龄阶段的人学习外语都有自己的优势。同时学习外语还受 

到诸如社会因素、教育环境、个人情感、认知和生理等方面个 

人差异的影响。许多人主张外语要从小学起，或外语学习越 

早越好的说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都是缺乏科学依据 

的。因此，笔者认为过早的习得第二语言并不可取。如果要 

想早一点让儿童习得第二语言，根据“内在论”的观点，儿童也 

只能最好在五岁时开始学习外语，但这不一定是最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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