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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世纪50-60年代关键期假设的提出在美国激发了小学外语

教学的热潮，同时，瑞士、英、法、德和荷兰等国也开始了

外语教学起始年龄提前的实验2001 年中国教育部颁发《英语课

程标准》，建议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英语课程，有条件的地区

和学校也可以从一年级起开设。十年后《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

准》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以小学3 年级为起点，同时

建议各地小学因地制宜，确定小学开设英语的起始年级。现如

今，国际化日益加强和中国形象不断凸显，中国以汉语为母语

儿童的英语学习必然成为教育者、教育机构和家长们关注的焦

点，英语学习的最佳年龄更成为热议话题。

1  外语学习的起始年龄

1.1 关键期假说

神经生理学家Penfield和Roberts提出最佳年龄概念，认为

语言习得的最佳年龄是在10 岁以内，在此期间大脑保持了可塑

性，但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可塑性便开始消失。心理语言学家

Lenneberg发展了这一观点，并提出了关键期假说，认为自然语言

(母语、一语、二语或本族语)学习在2岁至青春期之间可以自然

轻松地进行。

1.2 起始年龄之争

学者Stern和Scovel认为外语教学的成效取决于多种因素，

起始年龄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重要。美国语言学家Larsen-

Freeman和Long提出不论对语言习得关键期或敏感期最后作出何

种解释，已有文献证实二语习得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因

此，如果外语学习的最终目标是接近本族语水平，外语课程应该

从小学开始。然而，最佳时间并非越早越好，而是9岁左右，当

然说得这么具体可能有点儿不够成熟。中国脑科学家杨雄里院士

谈到年龄与外语学习关系时认为，人脑的可塑性年龄越小越强，

年龄越大，学习外语时发生的词法、语法错误就越多，但绝对不

能因此推论学外语越早越好。一般人的逻辑思维形成是通过母语

学习，过早学习外语，极可能导致逻辑思维能力缺陷。

虽然关键期假说提出后，在儿童和成人语言习得路径、习得

速度、最终成就等方面涌现了大量研究，但对于语言习得关键期

是否存在尚无定论。多数研究都是从生物学、语言学、心理学等

特定角度和语言的语音、语法、词类、句法等方面对语言习得关

键期假说进行论证，有些以偏概全。况且，语言习得关键期是针

对母语习得提出的，其对于二语习得或外语习得的解释力更显不

足。由此，诸多语言学家和儿童语言研究人员认为年龄并不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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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毕竟有许多因素影响着语言学习。

1.3 年龄效应

针对母语习得的关键期假说借用到二语习得时，越来越多的

研究发现同处于关键期内的幼儿(或儿童)学习者之间、关键期后

的青少年(或成年)学习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有学者认为

“关键期”的提法因过于激进且具有误导性，甚至会让语言学习者

和研究者都误入歧途，因此建议改用较为中立的术语“年龄效应”

来描述二语习得的相关现象。对于成年外语学习者老说，外语水

平几乎不可能达到像本族人一样，他们甚至被认为是“残疾”的

语言学习者，这就是二语习得中的年龄效应。综合业界学者观点，

年龄效应可界定为二语/外语习得过程中，不同年龄的学习者在

学习效率、学习成就等方面呈现出的差异。

2  中国汉语儿童英语学习情况

2.1 英语与母语学习语言学习环境不同

中国小学生的平均年龄段在6-7岁至12-13岁间，正在经历

母语习得的过程，在既定语言环境中可保证充足的汉语语言输入。

而英语在中国毕竟是外语，不是二语。英语学习多半仅限于课堂

教学或课外学习，为非自然交流语境，与母语习得截然不同。同

时，大部分教师并非全英文授课，当涉及复杂的语法关系或者抽

象概念解释时，都使用母语。另外，小学低段英语课堂中，汉语

拼音对儿童英语学习字母识读、拼写以及国际音标的识读都有一

定的干扰。

2.2 班额大小影响儿童英语学习

班级规模也称为班额，它与学生发展的关系表现为奇特的正

相关。国外几乎所有研究都一致证实，班级规模越小，越有利于

学生发展。在中国，虽然教育部发布的标准建议小学的班额为

40~50人。然而，受经济发展、教学资源分配、师资力量等影响，

县城及城市小学的班级都饱额或超额。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小班授

课，中国小学英语课堂对学生的自觉性和教师的积极性都提出了

挑战，也难以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和进行个性化教学。

2.3 教师发展受限。国内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受到主客

观因素的影响，主观方面包括教师的自主发展意识不强、自我反

思深度不够、教学经验不足、学科知识欠缺等，在客观方面包括

性别的不同、学校激励机制的运用、国家政策的制定等。另外，学

历偏低，学科非专业，科研能力和多媒体教学能力不强等，对于

开展多样化和创新性教学都难于实现和突破，

3  年龄效应对汉语儿童英语学习的启示

3.1 母语习得的基础上鼓励儿童学英语。母语对于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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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极为重要，汉语儿童应学好母语，夯实汉语文化素

养，在思维与智力发展的基础上再进行外语的学习。另外，汉

英两种语言属于不同语系，在语音、书写、语法、思维习惯

等方面会相互干扰，阻碍语言学习效果。应鼓励儿童先学好汉

语，避免过早接触外语和外国文化，以防对我国文化产生冲

击，与我国的价值观相冲突。

3.2创设标准语言输入和交际能力训练环境。根据心理肌动

说, 幼儿的语音肌肉一直发展到5岁左右，要获得同外国人一样

的语言流利程度需较强的肌肉控制能力，这就让儿童在语音控制

方面占了优势。大量接触目标语，多听标准的语言输入对于儿

童语言能力提升大有裨益。另外，儿童只有通过接触生活，用

学到的英语进行主动交流，才能在交际中学会根据话题、场

合、人际关系等因素调整自己的语言应用。同时，单词、词

组及英语儿歌等也会在不断的巩固和反复记忆中保持长久不忘。

4  结语

综上, 儿童外语学习最佳起始年龄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到

底何时开始学外语最合适，还需要做长期、大量的研究。在缺

乏合格教师和教学资源，无法保证标准英语语言输入的前提下，

过早学习不会为英语打下良好基础，甚至会会影响儿童终身的母

语学习。因此，儿童学英语，年龄没有绝对优势，只有把年

龄和其它因素结合起来它才占有优势、才可以发挥作用。其它

的因素包括教师队伍水平，教学质量的保证、英语课教学时间

的长短、语言环境的建设、合适的教材等。家长应正确对待

“英语热”，在充分了解自己孩子个性特点、兴趣爱好、成长

需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条件来决定是否让孩子尽早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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