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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语习得理论是科学系统地研究二语习得现象的理论，在我国主要是对英语习得的研究。

由于对二语习得现象的认识视角不同，其研究也呈跨学科趋势。将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这一主观性

差异作为研究的重点，探讨其在二语习得中的体现及如何导致二语习得的差异，并提出了相应的

教学策略，以期帮助二语习得中的“学困生”走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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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二语习得研究呈跨学科研究趋势，其研究视角

涉及到心理学、语言学、教育学（包括教育心理学）

以及教学法等，研究对象涉及二语习得的内部因素

（如中介语知识表征、心理语言过程、情感、认知

等）和外部条件（如语言环境、语言输入、教学活

动等）。国内的研究者们很多都是从理论层面对二

语习得进行深层次的阐释，将二语习得的发展，研

究特点和范式，出现的问题等等剖析得非常透彻，

如丰国欣(2007)；戴炜栋、任庆梅(2008)；戴曼纯

(2010)；王冰、宋云霞(2011)、秦乐娱（2004）。

而课堂教学中的二语习得现象仍需深入探究。从实

践角度出发的二语习得研究包括自然状态下的二语

习得和课堂教学环境下的二语习得两种现象，这两

种情况下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的表现是有差异的。首

先，外部环境的变化就会导致不同的个体做出不同

的反应；其次，学习者主观因素的不同也是一个重

要原因。本文的研究以二语习得理论为基础，研究

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在二语习得实践过程中的表现，

详细地分析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以及这些个体差异如

何最终导致二语习得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

应的应对学习者个体差异的教学策略。 

二、二语习得中学习者的个体差异 

人类从一出生就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这种

差异体现在各个方面，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地

扩大。在二语习得中，学习者个体差异主要表现为

个人的情感因素、学习效率以及母语思维对学习的

影响等方面。 

（一）情感因素 

C. R. Rogers（1969）认为，人类的认知活动

伴随着一定的情感因素，任何创造性的活动都是认

知和情感的统一。当这种情感因素受到压抑或抹杀

时，便会产生一种抵制情绪，进而导致兴趣下降，

缺乏动机，因而引发焦虑心理。而兴趣是学习成效

的关键因素，一旦没有了兴趣学习便成为了一种负

担。高一虹（2003）指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可分为

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直接兴趣是指二语习得者对

外语文化和语言本身，或对外语的学习活动和学习

内容感兴趣；而间接兴趣通常指由学习活动所产生

的结果而激发的兴趣。不管是直接兴趣还是间接兴

趣，都会对二语习得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二语学

习来说，提高学习的兴趣和动机是首要的也是极为

重要的。学习动机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来自于学生

的兴趣和爱好。学习动机可分为内部和外部动机。

内部动机是学生由于对学习的兴趣而自发产生的学

习的动力；而外部动机则是由于学习者受到外界因

素的推力如奖励或鼓励而进行的学习活动。内部动

机是学习者自身具备的，是主动的，而外部动机不

是一直都有的，是有目的性的、被动的，需要来自

外部因素的激发。因此，应当注意激发学习者的内

部动机，通过适当增加一些外部动机来加强学习兴

趣，因为有的时候，内部动机还需要外部动机的刺

激。具备了内部动机的同时加上一些外部动机可以

较大程度地提高二语学习的动力和成效。 

在二语习得中，影响外语学习的另一个重要的

情感因素就是外语学习焦虑。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Horwitz（1986）指出，外语学习焦虑是一种产生于

外语学习过程和课堂外语学习相联系的有关自我知

觉、信念、情感和行为的独特的综合体。外语学习

焦虑可以视为一种心理现象，在二语学习过程中，

它能影响语言学习者的心理和语言输出的形式、数

量和质量。语言表达焦虑高的学生，往往不愿意进

行言语交流；有考试焦虑的学生，往往过分注意自

己以往考试失败的经历，会在下一次考试前和考试

中产生负面的想法；有听力焦虑的学生，在播放录

音时，越紧张往往越不容易抓住重要信息。因此，

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个体差异的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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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不同的兴趣、动机和焦虑程度，进而导致学

习效果的差异，最终会采取不同的学习策略。 

（二）学习效率 

根据上一部分的讲述，积极的情感因素会提高

学习效率；相反地，消极的情感因素会降低学习效

率。对于二语习得中的初学者来说，往往容易产生

一种“茫然”的心理，具体表现为学习态度与学习

目标的不明确；学习兴趣的不稳定；学习方法的不

确定；学习环境的不熟悉等等方面，这些都会导致

学习效率的降低。相反，如果有了浓厚的学习兴趣

和强烈的自信心，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加上积极有

效的学习方法，学习效率则会明显提高。 

此外，高度焦虑的学生，语言输出的效率较低；

而低度焦虑的学生，其语言输出效率则会显著提高。

在二语学习中，有的学生期待心理很高，总想着自

己的付出要得到对等的回报；有的学生紧张情绪很

高，在他们所不习惯的学习环境下会产生一种陌生

感；有的学生压力很大，这种压力可能来自其自身，

也可能来自父母或者老师，会导致学习过程的不轻

松而产生茫然的心理。这些高度焦虑的学生的学习

效率就会低于那些低度焦虑的学习者，因为后者不

会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感和紧张感，在一个轻松的

氛围下反而容易提高学习效率。 

另外，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学习中其学习效率也

会不同。大多数英语学习者都感觉当英语学习达到

了一定阶段后，学习要再上一个层次往往会很难，

而且，不同层次和不同水平的学生都会遇到这样的

问题，这种问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瓶颈期”，造

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是由于学生

对目的语缺乏足够的了解，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背

景知识。语言有其特有的文化底蕴，如果没有很好

地熟悉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及历史等因

素，就不能全面掌握语言中的特有词汇及习语的用

法。因此，熟练掌握了西方文化知识的学生比知之

甚少的学生更能较有效地阅读和运用英语。 

（三）母语思维 

外语学习或多或少会受到母语思维的干扰和影

响。因为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风格，英语中存在大

量的被动句，而汉语却习惯用主动语态来表达。如

果英语学习者只从理论上了解到这些特点而没有大

量的阅读、写作等方面的训练，那么他在实际运用

中就很难适应英语的表达风格，尤其是在写作和翻

译中常常会受到母语思维的干扰而不自觉地对所要

表达的思想通过母语思维的形式来进行转换。总是

受母语思维影响的学习效率是比较低下的，说出来

和写出来的英语表达也是不地道的。 

母语思维是二语习得过程中较为常见的现象，

二语习得者，在进行听、说、读、写、译等任务时

都会不自觉地地依赖自己的母语。很多研究者研究

了母语思维对二语习得所产生的影响，不同的研究

者给予了不同的回答，Lay（1982）从英文写作的角

度进行分析。他的研究表明，在写作的内容、结构

和细节等方面运用母语思维多的学生要优于运用母

语思维少的学生。Friedlander（1991）让 28 名中

国学生以中国节日为主题分别用中文和英文进行构

思，结果发现他们用中文比用英文所想出的细节更

多，这表明母语思维可以帮助学生构思出与母语文

化背景相关的主题。 

上述两位研究者从正面分析了母语思维对二语

习得产生的影响，也有研究者研究了母语思维的负

面影响。文秋芳等（1998）通过对 6 名中国学生的

英语写作过程以及写作过程中的母语思维研究发

现，中国学生在英文写作过程中受母语思维影响越

多，写出来的作文分数越低。 

关于母语思维对二语习得影响的研究中，研究

者对其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看法不一。不同的二语

习得者表现出来的依靠母语思维的程度有差异，因

此，我们不可以用“积极”或者“消极”来对母语

思维的影响作简单的界定。人们应该对母语思维的

影响予以动态的、多层面的分析，这样才能全面、

客观地分析母语思维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在具体条

件下断定母语思维是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还是消极

的阻碍作用。 

三、应对学习者个体差异的教学策略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导致二语习得差异的

主要因素是学习者的情感因素、学习者自身的学习

效率以及受母语思维的影响。这些个体差异即主观

因素在学习过程中对二语学习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并决定着二语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学习态度以及努

力的程度。因此，帮助学生采取合适的学习策略就

显得尤为重要。良好而有效的学习策略将会对语言

学习产生很大的影响，下文将结合学习者个体差异

阐述有助于提高二语学习成效的教学策略。 

（一）调节学生的学习情绪 

语言学习也是一个情感经历的过程，语言学习

过程中各种情感因素对于学习的效率起着关键的作

用。二语习得过程中情感态度是影响学习者学习成

效的关键因素。成功的学习者保持积极的情感态度，

而情感因素的障碍往往导致学习效率的低下。 

有学习焦虑感的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往往会对学

习有恐惧感，不敢开口说英语，惧怕各种考试。其

实我们都知道，在很多的时候，比如人们在参加重

要的比赛或某些新的体验中都会有紧张或焦虑的情

绪，语言学习也不例外。适度的焦虑感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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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激发人们内在的潜能，通常能驱使人们正常水平

的发挥，甚至激发人们超常发挥水平。因此，在二

语言学习中，轻度或适度的焦虑情绪也是正常的，

是不必担忧的。但是，在学习中学生的焦虑不能超

出一定的限度，过度的焦虑会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在外语教学中老师应帮助和指导学生调节和控制情

绪、从而降低焦虑感。学生在学习中遇到困难的时

候，要善于作出理性分析，树立自信心，相信自己

能想办法解决问题，比如在课堂演练中要告诉学生

尽量保持平静的心态，注意技巧尽量用自己熟悉的

词汇和句法来表达，克服怕出错的心理，在平时的

学习中遇到困难不能拖延或者回避。要提高学生的

语言学习效率必须帮助学生有效地调节焦虑情绪，

帮助学生有效地控制自我情绪，激发其学习的兴趣

并充分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语言

学习中的主体作用。 

（二）注重学生的学习方法 

学习方法是决定学习效率的重要因素。例如词

汇学习方面，有的学生擅长结合单词的发音韵律和

拼写规律，快速有效地记忆单词和短语，而有的只

习惯于反复背诵；有的能够有效利用零散的时间重

复记忆单词、词组和句型。学生应根据自己不同的

学习习惯和自身的学习特点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法，学习的成效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来验

证，学生应通过学习效果总结出学习规律，从而在

后续的学习中能运用有效的学习方法和策略。 

比如，英语学习中克服“瓶颈期”的困难就是

要加强对目的语的了解，其中主要是加强语感和对

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语感即对目的语言的一种直

觉，通过语感可以察觉一个人说出的英语是不是地

道的英语，能够判断出一篇英语作文的表达是不是

合符英语表达规则的。如果没有语感，即使掌握了

一定的词汇和语法结构，阅读会感觉很费力，很难

从整体去理解和欣赏文章的内容，开口说英语也会

感觉很别扭。老师应强调语感能力的培养，要求学

生通过多说、多阅读、多写作等反复的练习掌握语

言学习的规律。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在语言教学

中教师应注意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加强人文素质

的培养，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受国外的文化氛围，读

懂国外的文献资料，消除因文化障碍而产生的误解。 

因此，在教学中老师要根据学生的差异因材施

教，启发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有效记忆和学习方法，

要尽量多给学生以激励和鼓励。其次，教师应该在

课内和课外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这样学生

学习起来也就会感到轻松而更有成效。 

（三）创设外语学习和交际环境 

语言氛围和交际环境对二语学习很重要。而二

语学习者与本族语的人交流的机会很少，尤其在有

的学校外教师资很有限，甚至听说课程都由本国老

师承担。那么在客观语言学习环境不足的情况下，

外语教师应该尽量为学生创设语言学习环境，在外

语课堂或各种外语课外活动中给学生提供练习的机

会，帮助学生克服胆怯、不自信、怕出错等情感因

素的影响，增加外语实践的时间和语言运用的机会。 

要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应正确地运用交际

策略，为学生营造一种语言学习的氛围，让学生去

感受去模仿，把母语思维的干扰降低到最小程度，

从而能鼓励学生主动地开口说。外语教学中教师应

重视培养学生的交际策略，这样有助于学生提高自

信心，克服学习焦虑和交际障碍，达到提高口语表

达能力和语言运用的目的。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应

改变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授课模式，为学生创

设更多的自然真实的语言交际环境，提供更多练习

和表演的机会，如：做课前陈述、分组表演英语短

剧、分组辩论、英语演讲等；教师应发挥学生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注重学生的主体作用，采取更活泼、

更有趣的教学形式，在适当的时候老师可以安排学

生分组教学，由学生制作课件讲课，老师和学生互

换角色；此外，教师应尽量丰富和调节课堂教学题

材和教学内容而不能只局限于教材内容，如讲授相

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及社会背景知识以及西方国家的

生活常识等，使学生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课外可

以组织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如英语角、演讲比赛、

英文影视欣赏等，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并大胆地运用

英语交际，克服怕出错、不自信的心理，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发挥其主动性，提高口语表达和语言

的运用能力。 

基于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学生应该根据各自不

同的性格、学习兴趣以及学习习惯选择和运用合适

的学习策略，以取得语言学习的效果。当然，这一

过程是漫长的，需要学习者和老师双方共同的努力，

要不断地进行经验积累和反思，以逐步提高二语学

习的水平。 

四、结束语 

从实践角度出发的二语习得研究的最终目标就

是弄清楚潜在的语言能力，其在社会环境下进行，

宏观和微观上都受此环境的影响。学习者的个体因

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在这些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二语习得也呈现出差异。理论的研究就

是服务于实践，通过对二语习得中学习者个体差异

的研究外语教师能因材施教，在教学中运用有效的

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二语学习效果。本研究的结果

还有待今后进一步验证，通过该主题的研究，使我

们对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以期

进一步改进和提高二语教学的成效。 

（下转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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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unique regional culture of Japan as an island country breed monistic 
Yamato which is equipped with distinc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whole world, suc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usually present contradictoriness, barbarism and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a sense of superiority and crisis. Both 
national character and national culture reveal the contradictoriness of its nation. The contradictoriness of Japanese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i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uniqu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Knowing about the contradictoriness of Yamato and probing into the source of their contradictoriness 
is the key to really learning about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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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SLA is a scientific enquiry to the second language study, which in China mainly refers to 
the study of English. Due t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SLA, the study tends to be interdisciplinary.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learners’ subjective differences, that i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exploring how the learner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reflect in the SLA and how such differences are caused and putting forward some teaching 
strategies so as to help underachievers out of their difficult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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