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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
魏　煜

（天津财经大学　天津　300222）

【摘　要】动态系统理论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在动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回顾了国内外学习

者个体差异的研究，旨在探讨学习者语言学习和心理发展的规律。根据理论列出了关于国内英语教学的几点建议，希望对

教育者以及二语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动态系统理论（DST）；个体差异；第二语言习得（SLA）

1 引言

多年来，语言教学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方法的探

索上，尤其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中叶，新的外语教学方法不

断涌现。然而，人们逐渐发现没有哪一种方法是适合所有学

习者的。学好一门语言，关键在于内在因素的作用，即学习

者自身的特点。1970年以来，二语习得研究经历了范式转变，

研究对象逐渐从教师转向学生，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在语言学

习过程中受到重视。

动态系统理论（简称 DST）最初是数学领域中用来描述

复杂动力系统行为，Larsen-Freeman 于 1997 年在 Applied 

Linguistics 中发表的论文中提出混沌 / 复杂性的新科学与

第二语言习得 (SLA) 之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为二语

习得研究提供了新的指导理论。本文在 DST 的指导下，回顾

了国内外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旨在探讨学习者语言

学习和心理发展的规律。根据理论列出了关于国内英语教学

的几点建议，希望对教育者以及二语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意

义。

2 文献综述

2.1 动力系统理论

动态系统理论（DST），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混沌 / 复杂

性科学或动态复杂理论，最初属于经典力学中的概念。动态

系统是指随时间变化并按照确定性规律发展的系统。它是一

门关于过程而不是状态，关于生成而不是存在的科学。

Larsen-Freeman 1997 年的《混沌 /复杂性科学与第二

语言习得》被视为史无前例的工作，标志了 DST 在二语研

究中应用的开端。她认为语言本身是一个动态而复杂的系统，

二语习得是认知与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因素共同决定

了二语习得的发展过程。

2.2 二语习得中的个体差异

个体差异，顾名思义是指人类个体之间不同的特点

（Dörnyei，2005）。崔刚在 2013 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近

年来国内外对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

个阶段。最早的是单变量研究，研究焦点仅在于某一个个体

差异中的因素对学习成绩产生的影响，多项实验经常产生不

一样的结果甚至自相矛盾的结论，存在诸多问题。上世纪

90 年代，研究者从单变量转向多变量研究视角，考虑两个

或多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产生的不同学习效果，在一定程

度上推翻了单变量的错误线性假设，是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一

大进步，不过仍有一些局限性。90 年代末动态系统理论的

引入，为二语习得领域研究打开了新局面。以学习者为研究

个体，其所有个体差异变量都被综合起来讨论，个体差异的

动态发展受到广泛关注。

2.3 动态系统理论与个体差异

动态系统理论与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有着密切的

关系，个体学习者差异系统完全符合动态系统的特点。

首先，个体差异的各种要素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例

如，学习观念和学习动机在与社会环境、学习者状态等一系

列因素的相互作用中会呈现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些要

素相互结合，形成了个体学习者差异的动态系统。

其次，系统具有完全的相关性和复杂性。个体学习者差

异可以看作是由心理因素（如性格、焦虑、动机等）和行为

因素（如学习策略、努力程度等）组成的复杂系统。在第二

语言学习环境中，系统下又衍生出多个子系统，它们层层嵌

套，互相影响，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系统。

另外，学习者的个体差异系统也表现出非线性特征。例

如，语言学习者付出的努力程度可能不会对学习成绩产生直

接影响。一个人的长期努力并不一定会导致学习成绩的提高。

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如出国或参加英语比赛，对语言学习

者产生激励作用，便会提高其学习动机，增强学习效果。以

上例子说明了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的非线性特征，也说明了

系统对初始状态的敏感性，系统中某方面的微小变化都可能

引起连锁反应，进而对结果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个体差异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除了系统内

部要素的相互作用和重组外，它还不断地接受外部因素的正

负反馈，从而在适应过程中实现不断的重组和发展。

3 从动态系统理论角度分析二语学习者个体差异

二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发展与动态系统理论的特点

高度契合，用 DST 来分析其语言学习规律具有很大意义。然

而，在个体差异的诸多领域中，运用动态系统理论目前还不

多，主要涉及的有语言学能和学习动机两个方面。

3.1 语言学能

语言学能是二语习得中最常研究的一个内容，指的是人

类天生具备的学习语言的能力，通常认为其与人的智力相关。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 Carrol 及其同事对这个概念展开了一系

列研究，影响深远。他们不仅对语言学能的性质进行了探讨，

同时也定义了构成它的四种认知能力。

动态系统理论应用于语言学能研究，要归功于 Robinson

提出的语言学能理论模型。Robinson (2005) 认为在语言学

习过程中，学习者的各种能力与语言学习环境共同作用，形

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Robinson 将语言学能理论模型概

括为由四个层次的圆圈组成的图形（Robinson 2012）。四

个层次圈分别是基础认知能力层次、组合学习能力层次、任

务学习能力层次、语用 / 互动能力 / 特质层次，每个层次圈

由多个能力组成。第一层和第二层圆圈根据第二语言学习者

的语言输入来描述学习情况，而第三层和第四层圆圈则根据

学习任务的复杂程度来描述学习者处理不同任务时所表现出

来的能力。每层的元素之间相互影响，逐渐形成更高层次更

加复杂的能力组合，揭示了外语学习能力构成要素之间相互

关联、递进、互动的特点。Robinson(2007) 进一步提出了

语言学能综合体假设 (ACH) 来区分基本认知能力，为动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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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理论在语言学能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指导。

3.2 学习动机

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们将动机视为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一

个关键部分。加拿大心理学家 Robert Gardner 和 Wallace 

Lambert 在 50 年代后期开始对二语习得中的学习动机进行

系统研究，开创了涵盖一系列研究程序、动机调查工具的加

氏体系。20 世纪后半叶涌现了许多对二语习得动机的更进

一步研究，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早期的不足，结合心理教育

不同学科进行多维度研究。

其中， Dörnyei 认为学习动机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

其动态特征和时间可变性。当考虑动机与特定学习者行为和

课堂教学过程的关系时，我们会发现动机不是静态的，而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波动，即使在同一课堂内。他提出的二

语动机自我系统，对推动二语习得动机研究起了重要贡献，

研究者们更多的开始关注学习者动机的动态变化。

国内学者常海潮（2016）对《语言学习动机动态研究》

一书做了介评，评价其里程碑式的地位，促成了二语学习动

机的范式转变及方法更新。以 Dörnyei 的理论为基础，一系

列关于定向动机流的实证研究在国内如火如荼展开。

4 对二语教学的建议

根据动态系统理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是一个交互过程，

其中涉及各个语言子系统和各个要素。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

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掌握语言学习规律，有效提高外语和第二

语言教学的效率。因此，从 DST 的角度，对英语教学提出以

下几点建议。

4.1 英语教育政策 

根据动态系统理论及其对个体差异的影响，学习者学习

英语的初始状态非常重要。那么在英语教育的起跑线上，教

育政策是有意义和必要的。

如今，一系列英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确保了英语

教育在各个教育层次上的重要地位。首先，英语教育作为学

校课程受到普及，英语教育在我国仍然是义务教育的范畴，

这意味着英语能力是学生进入高中或大学时不可或缺的测试

标准。其次，英语教育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平等教授，确

保每个学生都有相同的英语学习机会。国家对语言教育的重

视，提高了英语在群众中的普及率以及英语教学的质量。

4.2 关注教学细节和学生个体差异

从我们建立的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模型可以

看出，语言学习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涉及的变量很多，

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所有这些都

让我们很难预测整个系统运行产生的结果。“蝴蝶效应”说

明了系统对初始状态的敏感性，系统的轻微、不经意的变化

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例如，在课堂上，老师对学生做出

信任、鼓励的微笑或点头，这个动作对老师来说可能是无意

的，但是如果被学生捕捉到，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些个体差异

变量，进而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带来

学生的学习成功。

因此，外语教师要注重教学艺术，掌握外语学习规律和

学生心理发展规律，更加注重教学细节。每个学生在外语和

第二语言学习中可能有不同的特点，教师有责任洞悉个体差

异，因材施教，充分激发学生的语言潜能。

4.3 构建开放和创造性的情境语境

当前英语课堂最明显的局限性之一是，靠机械的重复和

刷题训练来使学生掌握语言结构，而不是真实的语境。DST 

表明学习者学到的内容可能会退化或遗忘，这是由于没有在

真实语言环境中进行操练而造成的语言磨损。因此，教师应

尝试创新课堂学习形式。例如，复述故事，让学生亲身置于

故事情境中，由几个学生小组表演整个故事的情节，增强学

生的参与感和对语言的理解力。

此外，教师还应增加目标语言的一些文化知识和社会习

俗，为学生提供一种认识外界世界的渠道，从而使学生自然

而然地对第二语言产生学习兴趣。

5 结论

本文基于动态系统理论，对国内外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学

习者的个体差异研究进行了回顾。从传统研究可知，个体差

异受到动机、语言能力、性格和情感因素的复杂影响，许多

研究人员和学者一直在争论第二语言习得个体差异的最重要

因素。动态系统理论为研究个体差异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全新

的视角，对实际英语课堂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

教育政策、教学艺术、语境构建等方面探讨了针对个体差异

的英语课堂建设的一些建议和启示。

总之，从动态系统理论视角分析二语学习者个体差异，

结合了语言发展中的认知观和社会观，超越了传统线性模型

的局限性。但是，目前国内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

话题覆盖面不够广，过分关注二语学习者的语言分析，大量

类似的实证研究可能会导致重复的结论，不利于理论发展的

推动等等。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学

能和学习动机，性格、认知风格等其他个体差异因素的动态

分析值得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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