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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语法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作用。主要综合了有关语法习得的相关研究和文献，并寻找实现语法习得的策

略。语法习得需要潜意识接受语法知识，然后在交流中加以限制和使用。语法的隐含性质使得很难对其进行研究，这就需要

更多的信息来丰富有关它的现有知识。因此收集并审查了来自各种数据库的最新相关论文。收集的论文包括定性和定量研究。

许多语言教师都认为教学语法在第二语言习得中至关重要。分析了近年来关于语法习得的相关论文。研究发现，语法习得研

究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必须进行更多的研究来丰富现有的知识。这些研究的副产品可以提供更好的策略，以促进语言学习者

的语法习得。因此，改进第二语言学习和教学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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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view examines the role of grammar in teaching second languages. This paper mainly synthesiz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on grammar acquisition, and looks for strategies to achieve grammar acquisition. Grammar acquisition requires the

subconscious to accept grammatical knowledge and then limit and use it in communication. The implicit nature of grammar makes it

difficult to study, which requires more information to enrich existing knowledge about it. Therefore, this review collects and reviews

the latest relevant papers from various databases. The papers collected include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udies. Many

language teachers believe that teaching grammar is essential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recent papers on

grammar acquisi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grammar acquisition research cannot be ignored, and more research

must be done to enrich existing knowledge. The by-product of these studies can provide better strategies to facilitate grammar

acquisition by language learners. Therefore, improv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second languages is inev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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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结构，包括许多难以概念化的事物。

Filho和 Queriquelli（2017）指出，由于语言的四个子系统即

话语、语法、词汇和语义，语言被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语

法本身包罗万象，许多人一直在争论语法是什么。语法是揭

示语言意义的规则和例外的组织（Eunson，2020）。这个定

义引起了一场关于描述性和规定性语法的争论。

“自书写、识字和语言标准化的早期历史以来，关于规

定性和描述性语法的用法、有用性和目的的争论一直在持

续。”（Hinkel，2018）

提到这一点，许多人可能对语法感到困惑。语言的习得

和学习是两回事。根据 Zaščerinska（2010）的看法，语言习

得和语言学习之间的协同作用可以从外部和内部发展系统

观。学习一门语言不同于习得一门语言。两者对丰富人们的

语言知识都很重要。Andrew Nunn 在 2016 年撰写的一篇题为

《语言习得 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Acquisition）的文章中指出，语言习得避免了“我们与他们”

的心态，开启了更多的文化理解和文化心态。此外，Nassaji

（2017）指出，当一个人获得了一种语言的结构和规则，并

且这个人可以在交际语境中使用他/她所获得的知识时，就会

习得语法。研究语法习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也有助于在

课堂上更有效地教学语法。但是，这一点必须有更多的实证

研究。

不幸的是，尽管自 20世纪 70 年代以来关于语言学习的

研究越来越普遍，但与语言中的其他技能相比，语法习得并

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Anderson，2005；Pawlak，2009，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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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Supakorn，Feng & Limmun，2018）。此外，Park 和 Lee

（2007）专门指出，关于语法策略的研究在研究文献中被忽

视了。

Wagner 和 Wulf（2016）认为教学语法是第二语言习得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篇综述中，研究者打算系统地研究语

法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作用。

Arksey 和 O'Malley（2005）确定了研究人员应该撰写综

述的四个原因。研究人员还打算查明语法习得的范围和性

质，学习并撰写关于语法习得的完整系统综述，综合研究人

员收集的研究结果，并了解更多可以帮助未来语法习得研究

人员的研究空白。

语法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作用是什么？这是语言教师

和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在提问和争论的问题。语法在外语课

堂中的作用也被比作一个来回摇摆的装置，相反地在两个极

端之间摇摆。传统上，语法在教学中起着核心作用，主导着

课堂，而且语法通常是外语课堂上唯一的活动。在一个极端，

研究人员假设语法教学和语言教学法几乎相似。另一方面，

有许多人主张整体交际法。在这种方法中，教室里唯一的活

动是谈论几个话题或浏览文章并进行讨论。在此期间没有正

式的语法指导。在一些情况下，一个类别中的详尽讨论的内

容不能给出下一个类别中的内容。

2 文献评论

2.1 语言习得

习得一门语言是科学的中心话题之一。每个心理特征理

论都试图阐明它；最有可能的是，没有一个别的话题引起过

这样的冲突。获得一门新的语言是人类的本质特征：所有传

统的人类都会说话，不流血的动物不会。局域网规是我们都

知道的关于另类人思想的主要载体，两者应该紧密相连。每

当我们想要说话的时候，我们都想要揭示一件关于语言的事

情。因此，语言结构的事实很容易追溯；这一信息暗示了一

个非常高质量的系统。尽管如此，学习一门初级语言，每个

孩子都会在几年内成功，而不需要正式的课程。因此，随着

语言成为人类的核心，孩子的语言习得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就

不足为奇了。任何对人类思维有全面看法的人都愿意承认，

儿童最初的几步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步伐。

语言习得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尤其是孩子的智力发

展至关重要。它提出了关于人的性格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

在几个世纪以来已经在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之间产生了大量

激烈、但很少愤概的对话。这里我们将简要思考四个这样的

主题。在本文中，我们倾向于希望通过对语言习得的分析来

指出这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Pinker（1995）将语言定义为发现一个人思想的主要工

具。他还提到，由于人类大脑的独特适应，语言是后天习得

的。Barto和 Saville-Troike（2017）阐明了第二语言习得是一

个个体或一个群体遵循他们的母语对一种新语言的学习。

Larsen-Freeman 说（2018，引自 Ellis，2020），为了充

分理解语言习得，我们需要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起源。根据

Ellis（2020）的观点，研究已经解决了第二语言习得的这 5

个阶段：（1）“开始”——它侧重于习得的顺序和次序；

（2）“扩展期”——涉及语言迁移、普遍语法、第二语言

语用学、输入与互动；（3）“认知阶段”——涉及关于隐

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研究，技能学习理论，意识和第二语言

习得，以及突现论；（4）“社会转向”——侧重于社会化

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5）“最近发展”——讨论的是复

杂动态系统理论和跨学科。二语习得研究的成功“在于它能

对成熟的学科和解决实际问题做出贡献”Ellis（2020，第 202

页）。

可以通过对当前分析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进行全面细

致的综合来理解第二语言习得。尽管通常认为这本书是为学

习第二语言习得入门课程的大学生准备的，但 Ellis 明确评价

了这本书对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师的重要性：“这本书旨在帮

助讲师通过对语言学习者语言的相关检查以及产生语言的

过程来创建他们的习得理论。它坚信讲师对关于语言学习的

一套观点感到满意”（第 2 页）。Ellis 没有明确说明二语习

得分析相关理论对第二语言和外语教学的意义，这一事实不

能阻止语言教师阅读这本书；这是对二语习得中的问题的高

度可理解的描述，对于理解习得方法是必不可少的。第一章

简介了在后面各章中将更详细说明的“关键问题”；Ellis 考

虑了学习者的外部因素（如情境、输入）和内部因素（如语

言和认知过程）。

2.2语法习得和教学

教学在 L2 习得中的作用一直是该领域的一个关键问题

和理论问题。Long（1983）在一篇论文中直接提出了这一问

题，他在论文中提供了许多基于课堂的实证研究的结果，所

有这些研究都涉及到教学对 L2学习者是否有帮助的问题。在

他的文章中，他思考了 11 项研究，这些研究考察了接受指

导的学习者是否比那些未接受指导的学习者达到了更高的

水平。这 11 项研究比较了仅在学校上课、仅在现实中接触、

以及在学校和现实中接触的情况。Long 总结说，研究结果表

明，教学对成人（中级和高级阶段）和青少年是有帮助的。

在习得丰富的环境（即，学习者在课堂环境之外接触目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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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习得贫乏的环境（即，学习者仅在课堂环境中接触目

标语言）中，它都是有帮助的。即使衡量手段熟练程度，这

种优势也会出现。Long 的结论是，教学和实际接触输入的组

合是最佳条件，因为教学看起来会影响 L2 习得的速度和最高

成功率。

附带描述性语法习得涉及学习者“习得”一个语法特征，

而他们的主要焦点是语言的另一个方面，要么是信息内容，

要么是直接指导的另一种语言特征。本文报告了一项关于儿

童在两类教学中附带习得两种语法特征——复数-s 和系动词

be——的研究，重点是种类（fonf）和目标形式（fonfs）。

这些内容不是直接指导的，而在教室的互动中有机会学习

到。30 名年轻的初级日语学习者被分成两个小组（fonf 和

fonfs），接受了为期五周的九节重复课程。该研究通过测试

考察了学习者对这两种结构的习得情况，并希望从两种辅导

环境中出现的互动变化，特别是在这些互动中出现语法选项

的机会方面对最终结果做出解释。在 fonf 教室里的孩子们无

可争议的习得了复数形式，但是没有习得系动词 be。这两种

结构都没有被 fonfs 教室里的孩子们习得。对教室互动的分

析显示了在 fonf教室里有目的关注复数形式（但没有系动词

be）的方式。

目标语言不是第一外语的学习者以前的语言数据创造

了一个独特的入门学习场景，它有利于教育的关注。本论文

旨在探讨教育问题是否产生于之前的语言数据在远程辅导

的二语共时语言学习得中的作用。此外，它填补了一个重要

的空白，增加了教师可支配的有限的现有教育选择，一旦它

涉及到在课堂上教学，无论一种外语在时间上对某些人是第

一外语，对另一些人是第二外语——从现有的理论解释和相

关的教育方面（如表达信息、否定证明、元语言解释、共时

语言学意识提高和输入增强）开始，提到了最近开发的技术

（Hahn & Angelovska，2017）。该策略承认输入、应用和输

出三个阶段，适用于辅导 L2共时语言习得和远程学习。

许多研究人员想证明哪种策略可以更好地用于课堂环

境，以促进语言的良好习得。这些研究中的许多已经在英语

课堂上广泛使用，目的是为 L2学习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

Ni'mah（2020）指出，一些学习者学习一门新语言的速

度比其他人快。此外，一些学习者学习语言是因为他们的努

力、毅力和决心。然而，学习者成功学习一门语言的重要因

素还有很多。2020年由 Ulin Ni'mah 进行的名为“案例研究：

学习策略、个性和动机在第二语言中的作用：一名索马里学

生的写作水平”的案例研究，旨在研究一名来自玛琅伊斯兰

黑人大学的国际学生的第二语言习得情况。本研究主要集中

在三个方面：学习者的个性、动机和学习策略。本案例研究

证明，学习策略，连同个性和学习者的总体动机，可以决定

学习者在获得第二语言方面的成功。此外，由于学习或获得

一种新的语言必须采取行动，学习者被鼓励改善自己，做一

些有益的活动，可以有助于他们学习和获得一种新的语言。

此外，在这项研究中被观察的学生的写作技能表明，他获得

了各种提高写作技能的语法规则。

2017年，Rasuki 做了一项名为“一名年轻 EFL学习者在

基于理解的课程下对英语名词结构的附带习得”的研究，以

确定基于理解的课程在促进年轻 EFL学习者附带习得英语名

词性结构方面的有效性。因此，“输入”在 L2习得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输入可以是学习者在课堂内外收到的任何与 L2

相关的数据。然而，问题是：仅仅“输入”（不要求学习者

产生输出）能促进附带习得吗？根据 Krashen 的说法，习得

被定义为学习者利用潜意识学习“知道”L2系统。只有通过

接触“可理解的输入”，习得才会发生。此外，Krashen 还

表明，学习是指学习者通过有意识的学习“了解”L2系统的

状态。他指出，只有这样，学习者才能在自然语言中流利准

确地使用 L2，而学习只能有助于监控 L2的表现。Shintani 和

Ellis（2010）的研究证明可理解性输入促进 L2习得，应该支

持互动。这支持了 Long 的交互假设，即交互修改的输入比修

改前的输入条件更有效。Rod Ellis（2003，2009）指出，使用

“任务”可以创造条件，让学习者接触到交互修改的输入，

这对他们的理解和习得是必要的。以基于理解的课程能有效

促进 L2词汇和形态特征的附带习得。

然而，很少有研究考察基于输入的任务（基于理解的课

程）对年轻 L2学习者附带习得 L2名词性结构的有效性。这

项研究还发现了另一个问题：通过基于理解的课程实施的以

输入为基础的任务的使用促进了年轻英语学习者对英语名

词结构的附带习得吗？如果是的话，使用这种任务有助于学

习者习得目标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本研究证明，使用基

于输入的任务，通过基于理解的课程，可以促进年轻的英语

学习者附带习得英语名词性结构。这项研究也是一个证据，

表明基于输入型任务原则的理解型课程为学习者获得“新的

语言材料”提供了机会。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学习者成功地展

示了她在不同复杂程度上使用英语名词性结构的能力。本研

究的结论是，基于输入型任务教学原则实施的理解型课程三

次有效地促进了相当复杂的 L2结构的习得。使用这些任务应

该真实地传达意义，在有意义的语言环境中重复暴露，并促

进交互修改的输入对学习者的 L2理解。最终被调查的年轻学

习者已经明显地获得了基本的名词结构。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即基于理解的课程或基于输入的任务对于学习者的特定

语法点习得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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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Vila 研究了角色扮演对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表

达和交流方式的影响。他提到，玩耍是儿童生活中至关重要

的一部分，因此儿童在学习语言时使用玩耍更受欢迎，因为

他们可以表达他们心中的想法。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儿童 L2

学习者中的角色扮演是有效的，观察到受试者在进行角色扮

演时习得了词汇和一些短语。此外，儿童角色扮演能让他们

体验一个对他们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世界。最重要的是，观察

到这些接受这项研究的学生使用基本的语法规则来表达自

己。因此，角色扮演可以引导受试学习者习得词汇，并习得

第二语言的基本语法规则。

不同国家的策略也不同。一些国家偏爱语言学习策略。

毫无疑问，这听起来可能是老生常谈，但有必要对学习语法

的策略进行更多的研究。这就是为什么 Supakorn，Feng 和

Limmun（2018）进行了“更好地学习英语语法的研究策略：

中国人 vs泰国人”的研究，旨在探索泰国和中国学生在语法

学习策略和基于语境的方法上的差异。相应地，使用更好的

语言策略可以在语言习得中发挥重要作用。辨别成功和不成

功的语言学习策略有助于不成功的语言学习者提高语言学

习水平（Rubin，1975，转引自 Supakorn，Feng & Limmun，

2018）。本研究旨在了解所有学习者——高分者和低分者—

—学习英语语法所使用的策略。此外，本研究试图回答中国

和泰国的高分语言学习者和低分语言学习者是否使用相同

或不同的语法学习策略，以及中国和泰国的语法学习策略是

否有显著差异。调查显示，在语法学习策略的使用上，语言

学习成绩高的学生比成绩低的学生使用得更多。对于所使用

的策略，泰国和中国的学习者，不管他们的语言学习成绩如

何，都使用了不同的语法学习策略。最后泰国学生在学习语

法时更依赖老师。此外，泰国人透露，在放松和自我鼓励方

面，他们比中国人更好地处理情绪压力。这项研究的结论是，

虽然我们学习同一种语言（英语），但我们倾向于使用不同

的语法学习策略，这导致了学习者的显著差异。事实上，需

要更多的研究和调查来揭示不同语言学习者的民族偏好之

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以便找到更好的策略，如果可能的话，

找到学习语法的标准方法。

2.3 普遍语法和第二语言习得

许多语言学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习得第二语言和习得

第一语言有区别吗？一些研究试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为

了让我们完全理解这个问题，Farahani，Mehrdad 和 Aghar

（2013）对此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了 Bley-Veroman（1989）提

出的基本差异假说和 Schwartz（1987）提出的基本同一性假

说之间的区别。前者声称二语习得（SLA）是在语言习得装置

（LAD）中进行的，而外语习得（FLA）是通过使用更一般的

问题解决技能（一般抽象问题解决）进行的。成人 L2学习者

不能直接使用普遍语法。他们知道通过 L1构建的共性，并且

他们使用一般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来处理它，例如假设检验、

归纳和演绎推理、类比等等。

基本同一性假说认为 L1习得和 L2 习得一样使用了特定

语言机制。FLA 学习中的成功和错误也可以在 SLA 学习中观

察到，因为它们是在模仿。本研究发现 L2学习者对普遍语法

的可及性是否体现在以下四个不同的观点：（1）无可及观

点（没有普遍语法这一说），（2）间接可及观点（普遍语

法存在，但只有 L2学习者可以间接可及），（3）部分可及

观点（普遍语法存在，但 L2学习者只能部分可及），以及（4）

完全可及观点（第二语言学习者完全可及普遍语法）。这项

研究发现了所有观点的结论性证据；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

另一方面，Lydia White 1998 年在一篇题为“第二语言习

得中的普遍语法：中介语表征的本质”中，提出我们不应该

忽视普遍语法限制语言学表征的事实。White（1989）认为，

如果一个特定的普遍语法原则起作用，那么这个原则在 L2

学习者中的可利用性就可以被推广。反之亦然。因此，他建

议关注本质而不是来源的研究可以得到更多关于普遍语法

在二语习得中的关系的结果。

2.4第二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教学

语言被认为是人类生活的核心。我们倾向于用它来精确

我们的爱或恨，实现我们的目标和更多的事业，获得创造性

的满足或简单的快乐，以及希望或亵渎。我们倾向于安排我

们的生活，回忆我们的过去；我们倾向于交换概念和经验；

我们倾向于善待我们的社会和个人身份。语言是关于大众的

最原始的因素。正如 Cicero 在公元前 55 年中提到的，“我

们倾向于区域单位特别优于野兽的一个因素是我们倾向于

和不同的人交谈。”了解另一种语言可能意味着：获得一份

工作；接受教育的机会；有能力在自己国家的结识更好的伴

侣，或有机会移民去与他人交往；拓宽文学和文化视野；表

达决策或非世俗信仰；在异地度假时与人交谈的可能性。第

二语言影响人们的职业生涯和可能的未来，他们的生活和身

份。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哪里，都有更多的人会说两种语言，

而不是一种语言。第二语言的习得和使用对数百万人的日常

生活至关重要；单语者越来越接近濒危物种。有效地帮助人

们学习第二语言是 21 世纪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二语言学习（SLL）关注的是人们如何习得第二语言的

过程和研究，这通常被称为 L2 或目标语言，与 L1（母语）

相对。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第二语言可以指除了母语

之外学习的任何语言（也可以是第三或第四语言）。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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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学习与双语学习情况形成对比，在双语学习情况

下，儿童同时习得两种语言。如果在第一语言之后又习得了

另一种语言，我们才说第二语言习得。

纵观过去一个世纪的语言教学和学习，可以激发人们对

各种分析的兴趣，并且理论已经影响到语言设置走向极端，

永远倡导最直接的第二语言教学方法。与 Julio Foppoli（英语

和西班牙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老师）的看法一致，语法是语言

的支柱。他把语法比作允许信息穿越的铁路。没有语法，就

没有办法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概念。这可能是因为语法

提供了必要的结构来安排一个人的信息以分享想法。既然语

法在交际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毫无疑问，关于语法

在第二语言课堂中的作用的争论是非常重要的。语法掌握不

是必须的；然而，最重要的是语法的作用以及它在第二语言

课堂中的讲授方式。出于某种目的，也许分析和发现可以使

之折中，并提供最直接的方法和实践，反映在教学和学习的

综合语法交际法中。在那之前，语言研究人员和教师的任务

仍然是寻找和揭示这个中心可能出现的情况。

3 方法

范围综述的方法包括以下阶段：（1）确定研究问题，

（2）确定相关研究，（3）研究选择，（4）绘制数据图表，

以及（5）)整理、总结和报告结果（Arksey & O’Malley，2005）。

以下关键词用于寻找合适的资料：语言、语法习得、语言习

得、语法教学、第二语言学习、第二语言教学。通过分析查

找的资料到来自谷歌学术、科学研究、学术界和研究门户。

搜索主要集中在学位论文，同行评议的期刊论文，以及关于

第二语言学习中语法习得的相关研究。谷歌学术还被用来对

资料进行相关性排序，以关注频繁被引用的资料、发表在期

刊上的研究（同行评议）或合作研究。为了确定纳入本系统

综述的文献，建立了纳入标准。根据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策略，

共收录了 20篇文章。

4 结果和讨论

好的语法可以显示出对一门语言的熟练程度。习得的时

间更长，它成为提高一个人交际能力的一部分。这项范围综

述发现，有必要对语法习得进行更多的研究，因为语法习得

是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其复杂性，它经常被有

意或无意地忽略。此外，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发现语言学习者

更好地习得语言的策略，因为改进教学和语言教师在课堂上

使用的方法是有必要的。此外，关于 L2学习者获得普遍语法

的调查可能具有挑战性；然而，这些发现有助于进一步研究

普遍语法和二语习得之间的关系。最后，学校，尤其是语言

教师，必须重视第二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教学，它们对学习

者更好地掌握语言至关重要。21世纪，应该有更先进的方法。

学习者不断在变化，第二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教学的观念也

必须不断发展。

多年来，语法教学在显性相关外语习得中的作用和种类

一直是二语习得分析和讨论的主题。然而，描述性语言学教

学被认为是习得和使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英语教学

和学习的背景下，即使不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有价值的。

在第二语言习得分析和语言教学中，语法习得在外语教育中

的作用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可能会给学生讲师

带来困惑。语法教学在每个 EFL/ESL 教师的课堂中都起着核

心作用。

5 结论

不管我们是否注意到，一种语言的语法是存在的。语言

可以是一套规则，因为句子中的词的组合不是通过关联的任

意组合来分配的，而是与语言的调节系统保持一致。我们的

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语法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重要性。值得注

意的是，注重交际技能的外语教学最终导致学生语法知识的

匮乏。

语法在外语教室中的作用可能是第二语言教育领域中

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传统上，语法表达的整体计划有几个

转变。从历史上看，语法在外语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为它是教室里唯一的活动。近年来，有一种推动隐性语法

显示的趋势，这种显示特别注重语言在交流中的应用。本文

回顾了语言学习理论和当前的语言习得分析，以阐明如何教

授语法。对语言教育工作者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教育工作

者直接阐明语法以及错误地使用真实语言材料。分析表明，

具体语法教学和隐性语法教学各有优势。为了适应 Yankee

Council 关于外语教学的新的语言学习的世界标准，语言教学

应该强调语言、交流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今天，孤立地教授

语法不再能让学生掌握“真实世界”的语言技能。因此，一

种融合真实材料和显性与隐性语法的折中方法定义了 21 世

纪的语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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