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教育研究 

 25

试论语言获得的过程 
李敏华 

（泰国格乐大学  10220）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语言获得的过程，通过分析语言获得的内涵及相应不同的阶段，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习得的发展过程。

本文详细描述了语言获得的内涵，包括语言的听觉和发音发展、词汇和语法习得等方面，并对语言获得的过程进行了论述。语言获

得主要分为非自控、咿呀学语、单词句、双词句、简单句和复杂句六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具有独特的特征和发展特点，标志着语言

能力的逐步增强。通过本研究，希望人们能够加深对这六个阶段的理解，并进一步认识语言获得的过程。这将为语言学习者、教师

和研究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以促进语言习得的有效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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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对语言获得的过程进行研究。语言

获得是指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学习和掌握语言的过程。根据研究，语

言获得的过程包括非自控、咿呀学语、单词句、双词句、简单句和

复杂句六个阶段。这些阶段是渐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儿童年龄

的增长，儿童逐渐掌握语言的能力。通过本文研究，作者希望能够

更深入地了解语言获得的过程，包括儿童在不同阶段的语言发展和

学习方式。这将有助于教育学家、语言学家和家长们更好地理解和

辅助儿童的语言发展。同时，研究语言获得的过程也有助于更好地

设计语言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法，以促进儿童的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

的发展。 

二、“语言获得”的内涵 
语言获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学习而获

得的语言能力，人们把它称为“语言学习”，另一方面是通过先天的

遗传从而获得的语言能力，人们把它称为“语言获得”。这两方面都

意味着人们拥有了语言能力。 

2.1 “语言获得”和“语言学习”的含义 

“语言获得”，顾名思义就是人们拥有的语言能力并不是完全通

过学习得到的，而是跟先天的遗传机制有关。也就是说，先天机制

和大脑共同作用具备的一种语言能力。每个人都不是一出生就能和

别人沟通交流的，所以说人的语言能力不是完全天生的。虽然说人

类的语言是非常复杂的，它包括许多的规则，比如说语音规则、词

汇规则、语法规则、语义规则，但是大部分的人在自己五岁左右就

学会了用语言交流沟通。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掌握语言能力，是

不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学习就能获得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

可以发现许多的人，他们虽然没有接受过教育和专门的训练，但是

他们还是依然会说话，也能听懂别人所说的话，不像学开车、使用

高科技的电子产品，需要专门的学习和训练。由此可见，掌握语言，

能确保人们会说话和听话，它和掌握其他的技能是不一样的。 

“语言学习”指的是语言作为一种能力，并不完全是与生俱来

的，它是需要后天的努力和学习的。就比如说一个节目主持人，他

虽然具备一些先天的语言能力，但是如果他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节目

主持人，是需要通过专门的训练和学习来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和业务素养的。正如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写一些简单的文稿，但是如

果想成为作家记者等，那么就需要通过反复训练和学习实践来使我

们的写作水平提高。语言能力也是如此，是需要我们学习的。 

2.2 “语言获得”和“语言学习”的联系 

人们掌握语言需要经过“语言获得”和“语言学习”这两种途

径。人们在掌握语言的时候主要是靠“获得”还是主要靠“学习”

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人生不同的时期，靠“获得”和靠“学

习”的阶段是不同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在人所具备的语言能力中，

有些能力是靠“获得”，有些能力是靠“学习”。“语言获得”一般指

人无意识形态下、无需意志努力掌握了语言的能力。那些幼儿在父

母的耳濡目染下，能够听懂和讲本土方言，也能听懂普通话、讲普

通话就属于“语言获得”。而“语言学习”是指通过意志努力而掌握

的语言的能力，比如说在会讲会听本国语言的基础上，为了拓宽视

野、了解不同地域的文化，刻意去学习一门外语，这属于“语言的

学习”。总而言之，虽然“语言获得”和“语言学习”存在一些差异，

但是他们在人掌握语言能力方面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息息相关，

缺一不可的。 

三、“语言获得”的过程 
3.1 非自控阶段 

一个婴儿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到第六个月，这个阶段称为“非自

控阶段”。在这个阶段，婴儿的发音和听觉表现出明显的特征。 

在发音方面，婴儿从出生那一刻起就会通过哭叫来表达自己的

需求。他们会产生不同的哭声，以反映饥饿、需要抱抱、身体不适

等需求。无论婴儿是否聋哑，他们都会发出相应的哭声和笑声，这

是他们表达情感和需求的方式。 

在听音方面，婴儿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能感知到周围环境发

出的各种声音。尽管他们无法区分语言和非语言的声音，但他们可

以根据声音所传达的情绪来做出反应。例如，当婴儿听到某种声音

时，他们可能会停止哭闹或者面露喜色，这表明他们能够感知到声

音所包含的情感信息。 

在非自控阶段，婴儿还没有掌握语言的能力，他们的语言获得

是通过模仿和观察来实现的。他们会尝试模仿大人的发音和语调，

以及观察大人之间的交流方式。这些早期的语言经验和观察会为婴

儿后续的语言学习奠定基础。 

故而在本阶段，婴儿的语言获得主要表现为通过发音和听觉来

表达情感和需求，他们通过哭声和笑声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也

能感知周围环境发出的声音。这个阶段为后续的语言学习奠定了基

础，为婴儿逐渐掌握语言提供了先决条件。 

3.2 咿呀学语阶段 

儿童六个月到一岁左右，这个阶段属于“咿呀学语阶段”，也是

儿童的语言前阶段。咿呀学语阶段，婴儿不仅可以发出哭声和笑声，

还可以发出一些其他的声音，这些声音有点像婴儿在自言自语，带

有一定的语调，富有节奏感，有时候，婴儿发出的这些声音会被他

们串联起来。咿呀学语阶段，婴儿对语言的声音非常敏感。据研究

发现，婴儿发出的这些声音，虽然有带有一定的语调，富有节奏感，

但是绝大部分婴儿发出的这种声音都是基本相同的，所以说，这些

声音没有代表着具体的含义，这时的声音只能算是一种游戏。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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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婴儿听到父母叫自己的名字，那么他会微笑或者停止哭闹。这

一阶段，还会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就是当父母叫婴儿跟阿姨说

“再见”的时候，那么这个婴儿摇摇自己的小手，跟阿姨示意再见。

不难发现，婴儿在发音方面虽然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是已经建立了

语言化的表像；在听觉方面，婴儿已经向着语言化方向发展了。 

3.3 单词句阶段 

儿童从一岁到一岁半这个时期就进入了“词句阶段”。在这个阶

段，他们开始能够说出简单的单词，并且能够根据不同的语境使用

不同的单词。然而，由于他们仍处于语言发展的初期阶段，他们能

够理解的语言要比能够表达出来的多。因此，他们会尝试用简单的

词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举个例子，当他们看到妈妈向自己走过

来时，他们可能会说“妈妈”，这意味着妈妈来了；当他们看到妈妈

的东西时，他们也会说“妈妈”，无论是什么与妈妈有关的东西，他

们都会用这个词来表达。这充分展示了这一阶段幼儿的语言发展情

况。虽然他们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句子，但他们还不具备构

建完整句子的语法能力，因此无法将其表达出来。在这个阶段，他

们更多地依赖单词来传达自己的意思，而不是使用语法规则构建复

杂的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逐渐掌握语法知识，能够构建

更加完整和复杂的句子。 

3.4 双词句阶段 

幼儿有一岁半到两岁多的时候，处于“双词句阶段”。这个阶段

的孩子可以把一些简单的词句拼合在一起，展现了他们在语言发展

方面的进步。一开始，孩子只是会把一些单词组合在一起，以表达

自己的需求或者描述周围的事物。例如，当他们想穿袜子的时候，

会告诉大人“袜袜”，这个简单的词句能够清楚地表达他们的意愿。

或者，他们会用两个词语来表达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当他们想

喝水时，会说“宝宝”“水”，这样的双词句也能够让大人明白他们

的需求。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在构词方面会有更大的进步。他们开始

能够构造出一些真正的双词句，并且这些句子的词尾语调也呈现出

一致性。比如，当他们想吃饭的时候，会说“吃饭饭”，这个双词句

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当他们看到小狗睡觉的时候，会说“狗

狗睡睡”，这样的双词句描述了小狗的状态。甚至当他们看到爸爸的

裤子时，会说“爸爸裤裤”，这个双词句准确地描绘了爸爸的服装。 

这个时候的儿童不仅满足了社交需求，还展现出了一定的语法

能力。他们能够运用已学习的词汇和语法规则，构建出双词句，使

得他们的表达更加准确和完整。这种语言能力的增强不仅使他们更

好地与他人进行交流，也为他们进一步发展语言能力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继续掌握更多的词汇和语法规则，

逐渐进入到更高级的语言发展阶段。 

3.5 简单句阶段 

“简单句阶段”指的是在幼儿两岁到两岁半之间，他们在这个

阶段会把实词相互连接起来使用。在幼儿的“简单句阶段”，他们正

处于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幼儿开始逐渐掌握将两个

及两个以上的实词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然而，他们对

于虚词的运用相对较少。虽然他们还不熟悉虚词的使用，但他们已

经可以利用实词来表达一些基本意思和需求。 

这些儿童会使用一些类似于“电报句语言”的简短句子来表达

自己的意思，例如“父病，快回”。他们通过简单的句子来表达自己

的需求和想法，尽管语言的表达能力还有限，但这是他们语言发展

的重要里程碑。家长和教育者在这个阶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

们可以通过提供丰富的语言输入和积极的互动来帮助幼儿进一步发

展语言能力，与幼儿进行有趣的对话、阅读绘本、唱儿歌和玩语言

游戏都是促进幼儿语言发展的有效方法。此外，家长和教育者还可

以鼓励幼儿进行语言模仿和表达，赞美他们的努力和进步。通过积

极的反馈和鼓励，幼儿将更有动力去探索和运用新的语言表达方式。

帮助他们逐渐扩展语言能力，为日后更复杂的语言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3.6 复杂句阶段 

语言获得过程的 后一个阶段是复杂句阶段。一般而言，三岁

左右的儿童开始进入复杂句的阶段，六岁左右的儿童完成复杂句阶

段。这个阶段的儿童能够正确的使用虚词，能够区分形态的变化。

在这个阶段，儿童能够运用各种虚词，如助词、冠词、介词和连词

等一系列词语连接句子和短语，从而构建更复杂、更具逻辑性的句

子结构。他们能够运用形态变化来表达时间、人称和数量等概念，

使得语言更加准确和丰富。儿童开始使用复杂句式，如主从复合句、

并列句和条件句等，以展示他们对语言结构的理解和运用能力。他

们能够表达更复杂的思想和观点，以及更丰富的情感和意义。 

家长和教育者在这个阶段应该继续提供丰富的语言环境和机

会，鼓励儿童进行更高级的语言交流。通过阅读复杂的文学作品、

进行有趣的讨论和写作活动，可以帮助儿童进一步扩展他们的词汇

量和语言表达能力。在复杂句阶段，儿童的语言能力得到了显著提

升，他们能够运用虚词和形态变化来构建更复杂的句子，表达更深

层次的思想和意义。这是语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为他们进

一步掌握语言和沟通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通过语言获得和语言学习的研究，我们了解到语言获得指的是

人们在自然环境中学习和掌握语言的过程，而语言学习则是指人们

在教育环境中进一步学习语言的过程。在每个阶段，语音的掌握和

表达都有不同的特点和标志。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理解语言获得和语

言学习的过程以及教育语言教学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阶段

的存在表明语言获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儿童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互

动和语言输入来逐渐掌握语言能力。此外，研究还发现，语言获得

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包括儿童的社交环境、语言输入的质量和数量以

及个体的认知和语言能力。 

对于语言学习者和教育者来说，了解语言获得和语言学习的过

程至关重要。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儿童语言发展的规律，设

计更有效的语言教学方法和教材，促进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提升。此

外，了解语言获得和语言学习的过程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

解决语言学习中的问题和困惑，为语言教育研究提供更深入的理论

基础和实践指导。 

综上所述，通过研究学习语言获得和语言学习的内涵以及语言

获得的过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掌握和学习过程，并为语

言教学提供更科学、有效的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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