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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国内二语习得领域最近发展区研究述评
王嘉夫

鲁东大学 山东 烟台 264000

【摘 要】：自最近发展区理论被引入国内后，该视角下的二语研究便取得了诸多成果，本文从分析与反思、课堂互动研究

和动态评价研究三个方面，对近五年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研究的局限之处，展望未来

研究方向，以探寻适合我国的本土化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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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最近发展区（ZPD）”理论作为社会文化理论（SCT）的

核心概念之一，由苏联心理学家 Vygotsky提出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最初应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社会文化理论被引入西方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引起学界极大

关注，并带动了相关学科领域的一系列研究和实践。2007 年，

外研社召开“浸入式教学研究及社会文化理论专题研讨会”，

标志着 SCT 理论开始为国内二语学界所接纳，ZPD 理论也随

之进入国内二语学者视野。

部分国内学者对该理论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引介，如牛瑞

英（2007）和侯杰、刘燕（2011），更多的学者尝试运用 ZPD

理论展开二语习得方面的实践，取得了相当多研究成果。当

前，ZPD 视角下的二语研究在国际上已趋于成熟，而在我国

尚处于发展阶段，因此有必要对国内 ZPD 理论的研究及应用

情况进行梳理，找出有待于探讨和挖掘的方面，以促进该理

论在国内的本土化应用与发展。

1 近五年国内最近发展区理论研究概况

以“二语”、“最近发展区”为关键词，“2016-2020”为时间

段，在知网、维普、万方进行主题检索，分别得到学术期刊

文献 28篇、32 篇、48 篇，经人工筛选后得到有效文献共 15

篇。

按发表时间整理后得到下图。

由图可见，近年来 ZPD 相关文献发表量呈总体稳定、略

有下降的趋势。经历过理论引入初期对理论本体的研究与思

考，近期文献大多转向基于 ZPD 理论的应用研究。

对全部文献进行整理分析，发现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于以下三个方向。

1.1将 ZPD 理论应用于二语习得领域的分析与反思

有学者对二语习得中的 ZPD 理论进行了深入诠释与分

析，李吕梁（2020）阐述了二语习得中的支架式、交互式、

合作式理论，并着重分析了前两种理论对应教学模式的影

响。也有学者基于此延伸出了其他方向的思考，呼和塔拉

（2017）探讨了民族文化视野下应用最近发展区于教学实践

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意义；顾琪璋（2017）运用支架理论研究

了在英语课堂中提升学生人文素质的方法；周薇薇（2020）

则在分析 ZPD理论、支架理论等社会文化分支理论的基础上，

探讨了培养思辨能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另有一些学者着眼于对国内研究情况的反思。徐锦芬、

雷鹏飞（2018）提出了一些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最近发展区

的始点与终点特征如何，怎样测量。张巍、刘富华（2018）

在教育文化环境下对 ZPD 理论的局限性进行了反思，同时从

“技能”、“支架”、“反馈”三个方面分析了学界在实践过程中

存在的一些误区。

1.2基于 ZPD 理论的课堂互动研究

近几年国内学者对基于 ZPD理论的课堂互动研究关注较

多，从研究内容看，既有师生互动研究，又有生生互动研究；

从研究方式看，质性与量化分析兼有。

师生互动方面，基于 ZPD 理论，刘逸云（2017）运用访

谈式教学有效促进了口语教学的互动，建立了交际与教学之

间的有效路径；高瑞阔等（2016）实施高校短剧表演和课堂

情景表演两项实验教学，进行面向交际和输出驱动式的外语

教学，证明了“以演促学”法的可行性和应用价值。另外，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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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2017）通过 ZPD和 SCT 对“石化现象”研究的启示，将移

情因素导入二语学习中，通过情感关注和文化导入调节师生

关系，并进行实证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论证了移情因素参

与大学英语课堂的实用与必要性。

生生互动方面，张文丽（2016）在大学日语写作课上中

导入同伴互评，与教师批改相结合展开实证研究，最终对同

伴互评的整体评价并不逊色于教师批改，确认了在写作实践

开展同伴互评的有效性。杨峻（2017）结合 ZPD 和合作学习

理论，建立了大学日语专业课堂中合作学习本土化模式的基

本框架。

1.3 基于 ZPD 理论的动态评价研究

张淑芬、曹文静（2015）曾指出关于动态评估模式的实

证研究有待增强，近年来国内学者也纷纷做出了将动态评价

与国内课堂相结合的思考与尝试。

刘森、吴尊民（2017）从理论和方法论两个层面详述了

动态评价的发展方向，总结了国外研究对国内研究的启示，

提出要设计出适合国内二语学习者的动态评价模式；张珊

珊、徐锦芬（2019）在 ZPD理论指导下，以定量研究为主，

从写作整体成绩、写作过程及感知有效性三个方面研究了在

线自动反馈对英语不同水平学习者写作的影响；刘鸿颖、刘

芹（2020）构建了“多层级三明治动态评估模式”动态检验学

生的口语输出能力，通过教学实验证明了该模式的效度。

2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局限性及展望

2.1 国内研究的局限之处

相较于 2016年前该领域的研究，近五年国内的研究方

向与方式已大大拓展，不仅仅囿于对理论本身的界定分析和

教师教学方面的研究，而是拓展到了动态评价、互动反馈和

石化现象等各个方向，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实验教学的实证文

章。但同时也仍存在一些局限之处。

首先，对研究语言的选取有待拓展。15 篇文献中，有 6

篇从二语习得大方向出发，剩余的 9 篇中，以英语为研究语

言的有 6 篇，日语 2 篇，汉语 1篇。研究视域过于狭窄，但

同时也说明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视角下的 ZPD理论研究

还有大片领域值得发掘。

其次，对基础学习阶段的关注不足。张淑芬、曹文静

（2015）认为国内 ZPD 领域研究多集中于大学阶段，鲜有研

究关注基础学习阶段的二语习得状况。近五年的研究同样存

在这个问题，7篇明确涉及到学习者二语水平的文献中，6

篇以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剩余 1 篇是以多种水平的汉语学

习者为研究对象。随着 ZPD 理论在国内的发展，学者还是应

该关注到该理论对不同学龄和阶段的学习者的影响。

再次，与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相比还不够全面深入。国内

ZPD理论研究的重心在于支架式教学、动态评价等与教学相

关领域，相比于国外支架理论、技术、计算机、线上、合作

学习、社区等多方位的研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均需更进一

步。

2.2展望

国内关于 ZPD 理论研究的起步要晚于国外，且理论适用

环境、对象均有所差异，因此国内研究需要结合我国的社会

文化环境，探索 ZPD 理论在国内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本土化

路径。

国际中文教育的课堂中经常会存在多国别以及不同年

龄的学习者，个体差异显著，怎样确定这些学习者的潜在二

语发展水平，怎样据此展开授课并因材施教，都是值得一探

的方向。另外，新冠疫情对传统线下教学的冲击推动了线上

教学的迅速发展，即便将来疫情消退，线上与线下结合教学

也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在这种复杂多变的教学环境中，如

何使 ZPD 理论更好地应用于教学也值得我们关注和期待。

结语

ZPD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引入国内的时间与国外研究热

潮兴起相差近 20 年，国内研究除了对理论本身的阐述和诠

释，多集中于支架理论、动态评价、互助反馈等教学相关方

向，存在不少局限之处的同时也有大片领域值得挖掘。国内

研究者需要将质性与实证研究、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充

分结合中国的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环境，探寻适合我国的本土

化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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