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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 和 仓蕴 情 趣 此 优 秀的作

家
、

出 色的 文学 鉴
`

赏家
、

雄 辩 !、勺演

讲家
、

段韧的外 交家
、

资深 的 淡 圳

家
,

一

般都只有胜人
一

畴的语感
.

当代的 此 语 方学家
,

如乔姆

断从 及其j应随 扦
,

信泰人类的 语 言

能 少J是受 j贵传囚 索制约 的
,

少亡光 j、

的 找
`

买他 (( ! J移f 说的语
、 ’

、
.

能 j J
、

t 鱿

是街址 从 卞的 语法 感 知能 勺 就

是这种报早 卞 l’J 语法感 知能 力
,

也

珊
、
必就尤 个 J亡 少

七人遗 传的
。

}! ! 址
,

他 们l
’

r勺
, ’

;
`
说 必

`

然是 有价 { f
`
[ I

’

}勺
,

)J卜价

}l
` t呀优是提 { I{ J

`

i行感 J/〕屯即 ; ! 食
, i 能 ] z

形成的 .lzJ 题

许多病 理 语
,

扮于和神经 诸
, ,

学的们「究 表明
,

语
, 、

i
’

能
_

}]
’ :

一

止匕神

经
、

心 理 和
,

} 理 的 条件 了J
一

关 i
`

仁

作 {!
·

}l 月`l守
、 ,l,

、 ’ J i产丫
, 、

一
几

f J关的 Jll之! 部扎l

价J
、

l ]}丈州二!川涂件
,

必 然报
’ `
{;, 杏七或 让11

午人的 语
, i 能 j z }1-1这 此 病川

l一
`
{勺

朴1
,
经的 l.lj 索也 不完 个是先 友的

; {食
.

丫能 j j l均 }1三 ) J父
’ : ) l子 j、 l

`

l勺。{乍
:

’

沁别少J
,

包括语
.
’

,

学 习的经 {) J和语
,
’

l
一

呸 川的经 )))
,

也有密 切 })勺处系

特 别 J创:lJ 此技 J万性的 语
, ’ i

`

能 力
,

跟

涪
.

f经 )jJ 的
_

又系 史 为密 切 诸 义

经 勺州 ;.l J
,

使使 i
`

} 人们的 语感有优

汤食绳瀚

口李宇明



劣高 「之别
。

这说 明 语感是 ll J以

培养的
,

也是需要培养的 ; 因此
,

语

文教育是必要的
。

语言能力属于 语言心理范畴
,

是学 习者利用 自己的语言学习 能

力对接触到的语言进行加工概括
,

抽绎出关于 语言的各种 规律并使

之内化的 产物
。

语言教 育的根本

目的
,

就是帮助学 习者抽绎出正确

的语言规律
,

并促进对这些规律的

内化
。

怎徉帮助 学 习者抽绎语 言

规律
,

怎样促进 内化
,

使是语言教

学法所 要 研究 的 重要 内容
。

而要

有科学的教学法
,

就 必须 了解语言

学 习的规 律
。

语 言学 习有
一

手( A c、 I t , . 、 t t l 〔川 )

和学得 ( l 。 : . r n : : 1 9 ) 一丙扣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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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L 语学 习
。

语言习 得
,

学 习者接

触到的 是
一
些杂乱尤章的 话语材

料
,

但学 习 者却 可以 川至 今人们还

不怎 么 i青楚的 语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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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习 能 力从 中

抽绎 出各种各样的语 言规律
。

! flJ

且这 种语 言学 习 方式公认 是最成

功的
一

个没 有严 重的 与语言有

关的神经
、

生理 缺 陷的 人
,

都可 以

掌握 母语的从 本 11 语
;
似 是 一个 各

方血都正常的 人
,

不
一

定 就能掌握

毋语的 1二而语和 第 .i 否言
。

学 得 是 语 言学 习者在教师的

教授 F 了夫得语 言的
,

如毋 语的 书面

语学 习和第二 语言学 习 (如汉 族 人

的英语学 习 )多数 采川的 便 是学 得

方式 在学 得方式中
,

学 习者 不仅

接触经 过 专家精 心选 定 的 话 语材

料
,

1而且还 接触各 种语 言知 识
,

并

有各种各样的实践 训练
。

但是 就

11 前的情 祝来看
,

学得的效果普遍

赶不 卜习 得的 效 果 比如 语 义教

学 出 力人 lllJ 效果汁不 l
一

分 理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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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l 对习得 和学得 效 果的 旅 洋
,

有的学 者建 议在 语 文教学
「

1
,
多采

用习 得 的 方 式
,

少 讲 语 文 知 识

淡 化诸 法
’

的 观 念 即 浮 囚 f 此

fl]J 有的学 吝认为
,

习 得和学得的 旅

异括社己必然一钩
,

了尺大 JJ;、 I〕
、

! ;亡l } 11汀的

语 义教学 还 有很 多 不合理 不 科学

的地 方 如 果经 过 研究 逐 渐使教

学方法 科学化
, `

羊得 的效 果并不

定就如此之差
。

目前来评价这两

种观念的是非曲直
.

为时尚早
,

且

过于简单化
。

我觉得
,

当前首要的

是弄清习得与学得的关系
,

特别是

处理好如下两个问题
:

a) 语 文知识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 ; b )如何

提供给学生有效的话语素材
,

并有

效地组织学生进行语言实践
。

就语言学的角度来说
,

中学语

义教学主要有两个任务
: a

)进
一

步

提高学 生的 口语和书面语能力 ; [,)

掌握
一
些 基础的语文知 识 语文

知识属于科学范畴
,

只有通过学 得

的方式来掌握
,

习得 只能使学习者

具有话语能力
,

而不可能具 有理性

的语文科学知识
。

一 个 文 育可以

进行较好的 lL 常会话
,

曹雪芹 可以

写出 (红楼梦》
,

但是却不会分析 音

节结构 和 划 分句子成 分
。

囚此 中

学语 文教学的第二个任务
,

只能通

过学得来完成
。

大量的研究 表明
,

语 文知 识 对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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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 习者的语文能 力也有 一

定的作用
。

其一
,

能 帮助学 生明 正

误
、

辨 优 劣
,

起 fjJ 对 i舌语 的
“

过 滤
”

作用
;
其 二

,

能 帮助学 生 对过 滤 后

的优性话 语材 料进行 加工 概括
,

以

便抽绎出 合适的语言规律 ; 其 泛
,

促进规律的内化
。

当然
,

这 里的语 义知 识指 的是

有效的语文知 识
,

有效的语文知 识

应 具有科学性和切实性两个特 点
、

所谓科学性
,

是指语 文知 识符合汉

语 文的实际
,

睡 一个 概 念
,

梅 一 条

规律
,

都应具有心 理现实性
,

或 者

说符合汉 族 人的 语感
。

当前 的 汉

语研究
,

特别是
,

1
“
学 和语 文教学体

系
,

是否达 到 这 一 水 平
,

还 是位 得

划一 个大问 号的
。 .

所谓切实性
,

是 指所讲的语 文

知识恰 好在学 生知识的
“

最近 发 展

区
”

{勺 知 识的最近 发展 区是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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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现 有的 语 言能 力和 语 文

知 识的 区域
, “

跳
一

跳
,

够 得 到
”

只了! !冬有切实甲1:的语 义知 识
,

刁
一

l :
j

-

发挥真正的而 1}
. “

应 试性
”

的作 川
.

一 个优秀的教师
,

就在 于能够较好

地 子找到学
’
i
几

的最 近发 展区
,

炸在

这
一

发展 区 内讲授科学 的 语 义知

衫乏

平 卜
,

语 文教学如果忽视语言习得

的作用
,

把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较

多地寄希望 于 语文知 识的课堂讲

授上
,

收效肯定是不理想的
。

教师

在利用学生的 习 得能力上 所能作

的主要有三件事
:

其一
,

依 照 语言学 习规律
,

有

讨
一

划地向学 生提供范例性的话语

素材
。

这些范例性 的话语素材应

具备如 下的一 些特点
: a

) 多样性
。

不同语体
、

风格的话语具有不同的

语言特点
,

只有从 这些不同语体
、

不同风 格的范例中
,

才能培养出学

生的复合性语言能 力
。

}〕 )有序性
〔〕

根据学生的情况
、

教学的目的 和话

语材料本身的特 点
,

分阶段 有序列

地向学 生提供范例
〕

其二
,

鼓励并创造 条件 让学生

厂
`

泛地接触各种 话语 素材
,

在 活鲜

的语言的 汪洋大海中 发展 语 义能

力
。

教师 (包括教材 和
一

些辅 助 读

物 )所提供的范例总 是有限的
, “

花

盆 工栽不 出万年 松
”

其二
,

有效地组织学生进 行语

言实践 许多 关 f 语 言学 习理 论

的研究表明
,

语言能 力是在语用中

发展起来的
。

听 说 读写等方 而的

语 言运用
,

不仅能使学 生接触较多

的话语材料
,

而 目
.

具 有把外 在的语

击
’

知识 l勺化为语言能 力的 不
: .

丁替

代的作 用
。

除此 之外
,

还能培养 如

何把 语 言 4司语境 匹配 起来和 怎样

进行 语 言反馈的 能 力 改病 句和

划分句子成分之 类的训 练
,

是 不能

代铃语 言实践 的

学 得的 方式 如 }
_

!可r论尽飞今是

不
、 !

丁缺少的
,

}I [是在现 有的科学 水

总之
,

一 个 人 的语 言能 力
,

主

要表现 在 语感 上
。

语感的 获 得 有

习得和学 得两 种 不同但相辅 相成

的方式
`

语 言教学就 是 科学 地 利

l1J 这 两种语言学 习 方式
,

教给学 嘴

以有效 的语 文知 识
,

有计划地供给

学 生话语范例
.

并创造 计学
`

4 大址

接触各种话 语素材和 进行语言实

践的机 会
,

使学佳 有足够的优质的

话语素材可供分析 加 1
一 ,

从 l(lj h1l 绛

出关 J
几

语 言的各种规律
,

片有效地

把 这些 规律内化 为学 q 的语言能

力 这 其中的任
`

环 节都是 和钊浮

花大 力气进行研究 的课题
.

l(l] 工笃
『

!
,

的丫〔
一

进 展 都会使 语 文教学 出现

新的而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