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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语言习得论
‘

李宇明

摘 要 第一语 言习得是 当代语言理论所关心 的一个重要课题
.

本文介绍 和分析 了第一语

言 习得的主 要理论
:

模仿 强化说
、

先天能力说和认知说等
,

指 出 了它们各 自的合理成分
、

不足之处

以及语 言学界大抵一致的共识意见
。

同时
,

从准备阶段
、

发展阶段
、

完善阶段等三个价段
,

概述 和说

明 了儿童语 言的发展过程 和习得概貌
。

语言学 习是人类学习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

当然也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

从语言学 习的方式上看
,

语言学习可以分为三类
:
(1 )语言习得 (L a :、g u a g e A e q isit io n ) ; (2 )语

言学得 (L a n g u a g e L e a r n in g ) ; (s)语言康复 (La n g u a g e R eh a b ilit a t io n )
。

语言 习得是这样 一种学 习方式
:

学习者在 自然的语言环境中
,

通过一定的语言获得机制

(L a n g u a g e A e q is itio n D e v ie e )对接触ylJ 的语言素材进行加工概括
,

抽象出关于语言的规则
,

从

而获得语盲
。

儿童获得母语 口语的方式
,

主要是语言习得
.

第二语言学习中 (如外语学 习 )学习

者也或多或少地使用语言习得的学习方式
。

前者一般称为第一语言习得或母语习得
,

后者则称

为第二语言习得
.

本文只谈第一语言习得的间题
.

(一 )第一语言习得的主要理论

儿童为什么能在智力水平较低
、

又没有象成人那样优越的语言学习条件的情况下在四五

年内就能学会母语 口语 ? 语言习得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一问题提出的
。

为回答这一问

题
,

人们提出了许多理论解释
,

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种
:

模仿强化说
;
先天能力说 ;认知说

。

1
.

模仿强化说 此属传统的行为主义学说
.

它认为
:

儿童是通过对于成人语言的模仿学会

语言的
。

模仿正确就会得到鼓励
,

或因交际的成功而有一种愉悦感
、

成就感
,

从而得到强化
;
模

仿不正确
,

就会受到抑制
,

从而使儿童放弃不正确的东西
。

这种学说是根据刺激
—

反应的学

习理论提出的
,

较符合常人的感性认识
。

但是
,

在对语言习得进行解释时
,

却会碰到一些困难
:

其一
,

语言系统的能产性非常强
,

用有限的词语和规则
,

可以生成无限多的句子
。

也正是 因

为语言具有这种能产性
,

它才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

这样一个事实表明儿童根本不可能

仅靠模仿就能学会语言
。

对儿童的语言习得过程的研究也发现
,

儿童能够说出他从未听过的句

子
,

比如
,

习得英语的儿童在一个时期里
,

总是把不规则动词规则化
;
这种有规律的所谓错误

,

并不是儿童模仿失误
,

而是他有规律的创造
。

其二
,

在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 中
,

父母和其他成人对于儿童的语言形式并不怎么关心
,

而

主要关心的是意义的表达
。

因此
,

他们并不怎么去强化儿童正确的语言形式和纠正其错误的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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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形式
.

而且许多研究表明
,

成人对儿童语言的强化和纠正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

许多话经过

成人的反复强化
,

儿童还是不使用
;
许多语言错误经过成人多次纠正

,

儿童还是照样说
。

儿童习得语言
,

包含有模仿的成分
,

但是
,

他的大脑决不是一张白纸
,

他的学 习也不是完全

被动的
;
恰恰相反

,

儿童具有学习语言的由物种进化而形成的先天性能力
,

而且在习得语言的

过程 中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
。

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语言项目上
,

强化也会有些作用
,

但是
,

靠

强化说并不能对 习得做出满意的解释
。

2
.

先天能力说 这是美国当代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最先提出的
.

乔氏认为
:

儿童生下来大脑

中就存在一个语言习得机制
,

它是先天的受遗传因素制约的
。

它其实是一套人类普遍语法 (在

乔氏的体系中
, “

语法
”

这一概念相当于
“

语言
” ,

而一般所谓的
“
语法

”

他称之为
“

句法 ,’) 的参数
,

在后夭语言材料触发下
,

儿童就能给这些参数赋上具体的值
,

或者说
,

语言习得机制能对后夭

的语言输入进行主动的加工概括
,

从中抽象出各种关于语言的规则
,

获得语言
。

照此说法
,

语言

习得其实是一个给普遍语法赋以具体值的过程
,

赋上何种语言的值
,

学会的就是何种语言
。

先天能力说是在批评模仿强化说的基础上提出的
,

它把习得看作主动创造的过程
,

并能对

儿童习得语言的惊人成就和习得过程中出现的有规律的对 目标语言的偏离现象做出较有说服

力的解释
,

因此
,

曾经风靡一时
,

被人们称为
“

乔姆斯基革命
” 。

但是
,

这一学说也有其不足之处
:

其一
,

迄今为止
,

人们尚未发现大脑中被称为语言 习得机制的受遗传因素制约的东西
,

因此它

还只具有假说的性质
。

其二
,

人们发现
,

父母或其他成人同儿童交谈的话语 (即所谓的
“

语言输

入
”

或
“

儿向言语
”
)与被交谈的儿童的实际语言水平存在着正相关性

,

即儿向言语的水平比儿

童已经具有的语言水平略高
.

这一情况表明
,

儿童是在儿向言语的导 引下向前发展的
。

乔姆斯

基忽视了儿向言语的作用
,

因此
,

不能对同一语言社 团的儿童习得语言的速度
、

质量和方式等

方面的差异做出较好的解释
,

从而也就否定了父母对儿童进行语言教育的可能性
。

3
.

认知说 这一学说是瑞士儿童心理学大师皮亚杰提 出来的
.

它认为
:

儿童的语言发展是

儿童认知发展的一种
,

也是在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不断建构的过程
。

这一学说把语言发展

同认知发展联系起来
,

把儿童的主观因素同其所处的环境因素联系起来
,

把儿童的语言发展描

述为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
,

都是很有见地的
。

不过
,

语言发展虽然与认知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
,

但语言的发展必然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律
,

许多地方是不能简单地用一般的认知发展规律去完

满解释的
;而且这一学说也没有能够具体描述主客观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语言发展仅仅说

到不断建构也还是太一般化了
。

所以
,

此说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充实
。

就 目前人们的认识水平而言
,

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难以对此做出圆满的解释
,

虽然各 自都有

一些合理的成分
.

因此
,

要对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结论还为时尚早
。

不过
,

有几点大概是有共识

的
:

第一
,

儿童具有获得语言的先天能力
,

这一能力不一定是如乔姆斯基所说的那种机制
。

这种

能力随着儿童后天的大脑的逐渐发育和认知的不断发展而在后天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 程
。

第二
,

儿向言语在儿童的语言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
,

儿向言语的质量和输入方式直

接关系到儿童习得语言的速度
、

质量和方式
.

没有儿向言语
,

儿童是不可能习得语言的
,

如在兽

群中长大的孩子或仅靠录音
、

电视学话的孩子
,

是不能学会语言的
.

第三
,

儿童学 习语言具有主

动性和创造性
,

但也需要大量的语言输人
,

而且 儿童学习语言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

有些

语言项 目
,

特别是语用能力
,

几乎需要一生不断地学习和完善
,

因此
,

决不象一般所说的那么容

易
。

第四
,

儿童学习语言虽然主要是通过习得的方式
,

但也有学得的成分
,

这是常常被忽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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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儿童语言的发展

儿童语言的发展大约可以粗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

一岁之前是语言习得的准备阶段
;一岁

至学龄前是语言的发展阶段 ;此后是语言的完善阶段
。

1
.

准备阶段 婴儿出世便踏上了学 习语言的征程
。

在 。一 1 岁期间他的与语言有关系的生

理器官和心理素质有 了一定的发展
,

能够理解一些简单的话语
,

并开始说出单词句
。

约在四个

月时
,

婴儿已经能发出母语中的一些音素
,

具有了母语语流模式的雏型 ;并开始出现了用声音

与成人交流的萌芽
。

约至六七个月时
,

语言已开始有第二信号系统的作用
,

婴儿已能理解一些

最简单的话语
,

例如
: “

灯灯呢 ?
” “
再见

。

洲笑一下
. ”

到一岁前后
,

儿童开始说出单词句
,

如
“

妈

妈
” 、 “

爸爸
” 、 “

打
”
等

。

到了此期
,

语言发展的准备阶段宣告完成
,

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2
.

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情况多彩
,

体现在语音
、

词汇
、

语法和语用四个方面
。

(l) 语音的发展
。

在一岁前
,

婴儿已能发出很多种声音
,

其中有一些非母语音
。

但是到 了此

期
,

非母语的音逐渐减少
,

而且一些会发的母语中的音也发不出来了
。

这一方面表明母语对儿

童发音产生了较大影响
,

另一方面也使人看到在此之前儿童所发的音
,

即使是所发的母语 中有

的音
,

也只是声音而不是语音
。

所以
,

当声音同意义结合构成词语时 、或者说当声音变为语音

时
,

原来一些会发的音此时也发不出来了
。

当代语言学家雅可布逊的研究指出
,

儿童音位的发展与人类语音的普遍性有关
,

即儿童把

声音 当做语音来学习和使用时
,

他先掌握的是人类语言中共有的音位
,

后掌握某具体语言 中的

特殊音位
。

例如
:

〔a 〕吻〕〔i〕〔p〕〔m 〕等元音和辅音是人类语言中共有的
,

因此所有语言社团的

儿童总是先掌握这类音
;
而象汉语的送气音

、

卷舌音
、

边音
,

法语和俄语的颤音等
,

则是这些语

言所特有的
,

所 以习得这些语言的儿童掌握这些音都比较晚
。

雅 氏的说法已得到了大量事实的

验证
。

由于儿童掌握语音的先后顺序与语音的普遍性有关
,

所以
,

语音共性的研究对于刻画儿

童习得语音的先后顺序很有帮助
,

反过来
,

对于儿童习得语音的顺序的研究
,

也会对语音共性

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

此外
,

雅 氏还令人信服地揭示 出语音习得与失语症之间的关系
。

他指出
:

语音习得的先后

顺序同失语症病人失去语音的顺序恰好呈逆相关
,

即失语症病人先失去的音
,

正是儿童期后习

得的音
; 而他们后失去的音则正是儿童期先习得的音

。

这就把语音共性
、

儿童语音习得顺序和

失语症病人患病的程度三者联系起来
,

某一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可以为其他方面的研究所借鉴
。

一般说来
,

儿童到 四岁左右
,

母语的音位系统已 习得差不多了
。

以后的任务就是发展与语

用关系密切的韵律了
。

(2 )词汇的发展
。

儿童开始掌握的都是一些常用词和词的常用义
。

词汇量随着语言的发展

与日俱增
。

儿童在三岁前大约已掌握 10 0 0 个左右的词
,

四岁时约为 1 6 0 0 个词
,

五岁时达到

2 500 个左右
,

六岁时词汇量 已有 3 0 0 。一 3 5 0 0 个
.

尽管各个研究者所得到的数据有些出入
,

但

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
, 3一 4 岁和 4一5 岁是词汇量飞跃发展的时期

。

对汉族儿童的研究表明
: 3 岁儿童的 日常言语中已有各种词汇类型

; 3 ~ 5 岁以实词的增长

速度为最快
,

5 岁以后虚词增长 的速度加快
,

这说明 5 岁是儿童言语能力朝着连贯
、

简炼进展

‘
的转折点

,

也是语言质量提高的关键时期
。

儿童对词义的掌握是人们非常感兴趣
,

也是认识最分歧的问题
。

较为流行的看法是
:

儿童

二并始并没有把一个词的义素象成人那样掌握得很好
。

有时他所掌握的义素少于成人
,

从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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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词义的过分概括
,

比如他一开始可能把所有的四条腿的动物都叫
“

狗狗
” ,

因为他此时尚没有

掌握狗区别于其他四条腿的动物的义素
;
有时他所掌握的义素又多于成人

,

从而造成词义所指

过于狭窄
,

比如他一开始可能只把自己家的那只小花猫叫
“

猫猫
” ,

而不把其他的 白猫
、

黑猫等

叫
“

猫猫
” 。

词义过分概括称为
“

泛化
” ,

过于狭窄称为
“

窄化
” 。

儿童对于词义的学习
,

受到他最先把该词义同某事物联系的深刻 影响
。

比如
,

当他首先把

麻雀叫做
“

鸟
”
时

,

那么
,

麻雀就被他当做
“

鸟
”

的典型
,

从而影响到他对其他鸟的认识
。

当他再学

习“
鸡

” 、“

鸭
” 、 “

燕子
”、 “

老鹰
”

之类的词时
,

就要看它们与麻雀的相似程度而认为哪些属于鸟
、

哪些不属于鸟
。

(3) 语法的发展
。

儿童的语法发展一般认为要经历单词句
、

双词句
、

电报句和复杂句四个较

大的阶段
。

单词句又称独词句
,

是儿童语言发生时的最初语言形式
。

儿童说出的是一个词
,

而

其实表达的是一个句子的内容
。

这时的句子对语境的依赖性特别大
,

他的意思在特定的语境中

有所不同
。

比如儿童说
“

妈妈
” ,

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表达的意思是
“

叫妈妈抱
” 、 “

让妈妈给拿东

西 吃
” 、 “

要把发现的新奇事物告诉妈妈
” 、 “

碰到了危险向妈妈呼救
”

⋯⋯要理解儿童话语的真

正含义
,

必须借助于特定的语境因素
。

儿童大约到一岁半便开始进入双词句阶段
。

其双词句有些与成人的由两个词构成的语言

单位相同
,

如
“

爸爸抱
” 、 “

妈妈吃
” 、 “

不要
’

等
;
但很多是不同的

,

如
“

这花花
” 、 “

妈妈糖糖
” 、 “

狗狗

没
”

等
。

有人认为儿童此期的语法并非成人语句的简缩
,

而是遵循轴心语法
。

所谓轴心语法
,

是

把双词句中的词分为两类
:

一类称为轴心词
,

其位置固定
,

要么在 另一词之前
,

要么在其后
;
轴

心词 出现的频率高
,

词的范围较小
。

一类称为开放词
,

其位置不固定
,

既可以在 另一词前 面出

现
,

也可以在其后面出现
;开放词出现的频率低

,

词的范围广泛
。

轴心词和开放词的配列主要有

四种
:
A

.

轴心词 十开放词
; B

.

开放词 + 轴心词 ;C
,

开放词 + 开放词
; D

.

开放词 + 0 形式
。

后来的研究表明
,

这一理论并不很合适
:

第一
,

它难以说明儿童是怎样由此进入到成人的

语法结构的
;
第二

,

与很多事实不符
,

人们发现
,

所谓的轴心词也可以单独使用
,

而且其位置也

不那么固定
;
第三

,

只强调了语法而忽视了语义
。

现在人们比较相信
,

双 词句的配列主要是以语

义角色关系为基础的
,

儿童在此基础上选择某种语序
,

比如
,

把施事放在受事之前
,

把所有者放

在所有物之前等
.

这种被人称为
“
语义关系说

”
的理论

,

考虑到了儿童早期话语的意义
,

得到了

早期语言普遍性的验证
,

并可以解释儿童是怎样 由此发展到成人的语法结构的
。

电报句是 一种 比喻的说法
.

儿童两岁左右时开始出现超出双词的句子
,

这种句子较少使用

关联词语
,

较少修饰成分
,

有点象电报语言
。

电报句是对双词句的扩展
,

已具有成人语句的雏

形
,

但也有许多特殊的组合方式
,

如
“

爸爸牛奶拿
”
(爸爸拿牛奶 )

、 “

吃饭走
”
(吃了饭再走 )等

。

儿

童进入电报句阶段以后
,

语言发展神速加快
,

几乎没有经过三词句 阶段
,

句长一下子增长起来
,

如
“

两个娃娃玩积木
” 、 “ 又 x 积木放盒子

” 、 “

我在中山公园和爸爸划船的
”

等等
。

当然
,

也有一些

学者把双词句和这一阶段合称为电报句阶段
,

这是技术上的问题
,

不是学术上的本质分歧
。

大约到 了两岁半以后
,

儿童的语法发展到复杂句的阶段
。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

关联词

语使用渐多
,

出现 了较多的修饰语
,

单句逐渐完整
,

并有了较多的使用关联词语的复句
。

这时的

语句已渐趋流畅
,

表意逐渐丰富明确
,

不合格的句子逐渐减少
。

如果说此前几个阶段
,

成人还需

较多地借助语境因素来理解儿童的话语的话
,

那么
,

此时已可以较少依赖语境因素来理解了
。

大约到了三岁或三岁半
,

儿童 已经基本掌握了常用句型
,

到了五六岁时
,

口语 已经基本掌握
。

(4) 语用 的发展
。

目前
,

人们对于语用发展的研究不多
,

所能讲的有如下几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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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不断地把语境因素化为语言因素
。

在单词句阶段
,

儿童所要表达的意思可以说主要

是在语境 中的
,

他所说出来的单词不过是个提示
。

从单词句到双词句到 电报句再到复杂句
,

原

来隐含在语境里的成分逐渐变为显性的语法单位呈现在句子里
;
原来隐含在语境里的事物之

间的关系逐渐变为各种语法功能词
,

如各种介词
、

连词
、

助词等
;
原来多由表情和非语言的声音

表达的感情也逐渐变为语气词
、

叹词和各种表达情感的语调
。

这样
,

使儿童的话语 由高语境依

赖句逐渐地发展为低语境依赖句
。

第二
,

社会化言语逐渐增多
。

儿童的话语可以分为自我中心言语和社会化言语两个类型
。

自我中心言语是指儿童说话不是为了给他人交际
,

而是对 自己说话
,

这是儿童自我中心心理的

语言体现
;
社会化言语与 自我中心言语相反

,

说话的 目的是为了和人交际
,

这是儿童社会化的

语言体现
.

由于儿童早期自我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
,

因此
,

自我中心言语的比例较大
。

儿童早

在不会说话之前
,

已尝试用非语言的形式进行交际
,

当儿童开始说话后又尝试用语言的形式进

行交 际
,

但社会化言语比例一直不大
。

当然皮亚杰认为儿童在学前时期几乎没有社会化言语
,

这也是言过其实了
。

随着儿童的不断社会化
,

逐渐摆脱自我中心主义
,

社会化言语的比例越来

越多
。

当然
,

这两种言语形式比例变化的细节以及与儿童年龄的匹配关系
,

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
。

第三
,

逐渐学会因人而言
。

儿童早期对人与人的关系没有认识
,

随着不断的社会化
,

他慢慢

懂得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关系
,

说话应考虑到这种币抢关系
,

于是
,

便渐渐能根据不 同的谈话对

象而采取不同的谈话方式
.

据研究
,

二岁的儿童对父亲和母亲的谈话就有所不同
; 四岁的儿童

对不同年龄的人
,

比如老师和同伴
,

谈话所使用的句法格式就有所不同
,

对老师多使用 陈述句

和一些礼貌格式
,

对同伴不仅使用陈述句
,

而且还较多地使用祈使句
。

早期儿童对于交谈对象

也要求信息反馈
,

但当交谈对象听不懂时
,

只是用重复的方式再说一遍
,

而三四岁的儿童则会

改变说法
,

方式上有一定进步
。

此外
,

人们还发现
,

二岁儿童一般不能围绕一个话题进行交谈
,

三岁时有所发展
,

但是
,

几

乎到 了四岁
,

尚难见到三个儿童围绕同一话题的交谈
。

综上所述
,

可以发现
,

儿童的语用的发展

要落后于语言各子系统的发展
。

3
、

完善阶段 儿童到了学龄阶段
,

人们研究的注意力 由于主要放在了书面语的学习上
,

所

以
,

对此期 口语习得的发展知之甚少
。

较清楚的大约有如下几点
:

第一
,

在前阶段发展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语言系统 细节
。

比如
,

词汇量迅速增长
,

出现了一些专门术语和书面词语
;一些特

殊的句式开始掌握等等
。

第二
,

此阶段语用的技巧成为语言学习的中心
,

逐渐学会使用社会所

认可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
。

第三
,

由于教育的普及
,

书面语的学习对 口语的发展产生了重大

影响
。

当然
,

这一阶段相当漫长
,

口语使用技巧的发展
,

也许要延续到成年期乃至人的一生
。

第一语言习得是当代语言理论所关心的一个重要课题
,

但是
,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

我国

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薄弱
,

特别是对于汉族儿童的语言习得状况还知之甚少
。

我们期望这一学

科能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

使之尽快发展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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