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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讨论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基本概念、热点问题、研究视角等，区分了二语句法中的语言能
力和语言使用。
二语使用既受语内因素的制约，也受语外因素的影响。
语内制约和二语语法能力相关，语外制约和二语的得体使用能力关系密切。
《二语句法习得：问题与视角》既有对二语句法形式的关注，也有对二语形式所承载功能变异的讨论
，分别从句法、语义、语用、功能、认知、大脑语言信息加工等视角分析了二语显性或隐性句法结构
出现的理据，从不同层面阐述了二语句法形式及其功能之间的多维制约因素。
《二语句法习得：问题与视角》适合英语专业、汉语专业及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教师和语言工作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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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么，狭义的“习得”和“学习”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理解呢？
我们认为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举一个不一定十分贴切的例子，我们不妨把“学游泳”和“学外语”做一个类比。
记得小时候，我们那里的孩子夏天经常去河里或水塘里玩耍，都是不知不觉学会了游泳，这和“习得
”相似，是下意识的。
现在城市的孩子都到游泳班去学习，首先听教练讲解要领并在游泳池外练习动作，然后慢慢地下水体
会，这和有意识的“学习”相似，从有意识地学习动作过渡到下意识地习得动作。
　　我小时候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游泳（习得游泳），但划水姿势不是最科学的，也不会换气。
后来在游泳池边听了游泳教练讲解的动作要领之后，学会了换气（学习了相关知识），速度和距离都
大幅度提高（学习加习得）。
这种“下意识”和“有意识”的学习和语言习得中的“习得”和“学习”在性质上应该是一样的。
“学习”和“习得”只是达到最终目标过程中的两种方式。
学习的知识通过实践便会逐渐内在化，从而在自然生活中变为习得。
也就是说，学习的知识也会渗透到习得的知识中去。
两种方式所获得的能力和知识之间会互相影响。
非正式的习得和课堂上的正式学习可以互相促进，互相补充。
　　第三，在中国这样的外语学习环境里，采用Krashen意义上的二语习得显然不行。
我们只有靠改进学生学习外语的效率。
“学习”过程虽然有“教”与“学”两个方面，但是“学”是主要方面；这是因为，“教”的语法规
则只有被学习者内化后才能转变为学习者的真正语法能力。
用“学”的规律来指导“教”的方式。
在“学”的研究方面，不仅要研究语言学习者的自身特点，如个性特征、学习态度、语能和动机等，
而且还要考虑汉语对学习英语时可能带来的正、负迁移。
尤其要注意加强学习（书面）向习得（听说）的转变问题。
　　5.2二语语言能力与普遍语法　　随着生成语法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从普遍语法的研究思路研
究Dulay，Burt和Krashen提出的所谓“协调者”（organizer）（1982：54），即人类的心智系统和语料
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的关系问题。
普遍语法的基本观点是，人类大脑中有一种专门的“语言能力”，这种能力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均等的
，它是人类遗传结构的一部分，通过具体的语言经验构建习得者的内部语法，而内部语法是人们理解
或产出话语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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