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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小学一年级英语教学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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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语言学将生态学与语言学完美结合，将语言的学习看似一种

微观生态系统，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互为依存，同等换位，教学课堂，

也是一种微观生态系统。以生态语言学为背景的小学一年级英语教学模
式要制定成功目标，选用激发学习兴趣的教学内容，采取多模态教学方

式，以及引导学生产生良好的自我效能感。在一年级英语教学过程中，

教师须认清自己在整个微观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使课堂教学更活泼，
吸引学生注意力，在此基础上，引领学生，让微观系统中的各因素相互

作用，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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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平衡，顾名思义，生态系统处于一定的平衡状态，各因
素各司其职，共同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作为生态语言学中
的微观生态系统，一年级英语教学，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教
师，学生，教学方式和手段等，构成这个生态系统的必需部分，
所以，想要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仅仅关注某一点或某一因
素是不能完全让整个生态系统维持平衡。如果不想失去平衡，那
就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善，当生态系统平衡后，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和学习效率自然会随之提高。英语，在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
和全球化大背景下，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
的语言，受教育的年龄阶段越来越小，小学一年级，作为人生真
正教育的伊始，遍开始学习英语，所以，小学一年级的英语教育
不容忽视，既然从小开始教授英语，何不让这开始成为人生教育
中的最好的开头。小学一年级英语教学中，鉴于一年级的学生本
身年龄小，注意力不集中，对英语的认知度不够，而且还没有良
好的自我效能感，所以，在平衡各因素时，要注意相互协调，和
谐发展，这样才能使整体的英语课堂教学生态系统在教育的大路
上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语言学理论概述 
生态，在大众认知世界里，它属于生物学范围，语言学，属

于文学类范围，看似完全不可能有联系的两个研究方向，却结合
成了生态语言学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它们两个结合，擦出了不
一样的火花，都说学说源于知识的碰撞，不同领域的知识互相碰
撞，互相结合，可能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在碰撞和结合中，
学术研究也在不断的发展着。这种完美结合源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的哲学家豪根（1970）提出的“生态语言学”概念。生态语言学
在最本质的分类上已经将研究领域划分的很清楚，一类研究集中
在将语言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研究对于语言
发展变化的环境因素，从而使语言朝着更多元，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一类是研究语言在整个生态环境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语言
与生态环境有着怎样的关系，语言能否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等，从
生物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于 1972 年，豪根又在他的《语言生
态学》一书中，提出生态语言学这一交叉学科源于隐喻类比，在
本研究中也就是说课堂教学如同一个微观生态系统，生态语言学
视角下的教学是研究教师，学生，教学方式等因素相互作用的过
程，并且观察这种微观生态系统是如何保持平衡的。 

90 年代，全球面临生态危机，国家领导人也在讲话中多次
强调生态环境问题，人类不断尝试着去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极强的语言学家，开始思考如何从语言和环境的
关系作出新的思考，在不断研究中，生态语言学研究范式逐渐形
成，并且引起各界学者广泛关注，研究领域也是甚是广泛，研究
意义也不尽相同。笔者在知网整理文献时，从时间轴上看，从
2003 年开始有对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论文发表，从 2003 年的一篇
到 2018 年的 161 篇，可以清楚地看到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与日
俱增，在最近几年的文献中，发现对生态语言学理论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学生态课堂建立；对文学作品的教育研究；
大学英语生态化教学的研究；生态语言学与网络用语的联系。笔
者在整理这些文献后，发现大都是以生态语言学为理论去研究某
一个具体的问题，研究范围很广泛，但是，对于小学教育的生态

语言学研究并不是很多，尤其是一年级的小学教育。笔者在小学
任教过程中颇有感触，于是产生此研究思想，以期能为小学一年
级的教学提供一些新思想。 

二．生态语言学与小学一年级英语课堂教学之间的关联 
生态化不仅仅局限在生物方面，目前，已将此概念渗透到人

类生产生活中，以其核心精髓“和谐发展”让人类重新去认识世
界。教学方面也不例外，很多研究者提出了生态化教学模式等。
对于生态化教学的研究，生态化主要表现在教学过程中，各要素
整体和谐，各要素相互关联，教师把握好教学目标，内容，方式，
学生掌握知识有度，营造师生和谐氛围。一年级的学生尚处在一
个懵懂的阶段，各方面发展还不成熟，更需要老师去设计一个符
合一年级学生的教学模式，而且，要针对不同科目制定不同教学
模式。本研究中，作者通过分析此微观生态系统中的各因素在生
态系统中的作用，提出一套符合一年级学生英语课堂的教学模
式。 

三．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小学一年级英语教学模式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长久性在于各因素互相协调，共生共

存，微观的教学生态系统亦如此，在生态语言学的指导下以及作
者整理文献和调查后，总结小学一年级英语教学模式如下： 

1. 教师要养成时刻自省的习惯 
教师在整个小学一年级英语在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在整个

微观生态系统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教学中不断反思自己的教
学方法，教学内容，在变化中不断调整教学方向，顺应学生发展
以及教育改革等。教师在这个微观系统中将自己的身份看清楚
后，才能更好的将知识传递给学生。 

2. 多模态教学 
一年级小学生尚处在一个对什么都懵懂无知的阶段，他们的

自控力都还不太成熟，所以在课堂上尽量使用多模态教学手段，
将课堂氛围调节的融洽又不失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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