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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由 杨 连 瑞、李 丽、王 慧 莉 合 著，全 国 第 二 语 言

习得研究会会长王初明教授作序的 《二语 习得多

学科研究》 一书， 近日由中国海洋大学出 版社出

版。 该书是继2007年《二语习得研究与中国外语教

学》（杨连瑞、张 德禄 2007）出版后，国内二语习 得

研究领域的又一部力作。 该书由序言、前言、14个

章节和参考文献四部分组成。 全书主体部分的14
个章节可分为三个部分，即二语习得理论总揽（1~
4章）、二语习得经典理论梳理（5~10章）、二语习得

研究“新”发展（11~14章）。

二、各章综述

该书的第一 部分将二语 习得理论的 发展历史

进行梳理， 其中涉及二语习得的学科定位 （第一

章）、研究领域（第二章）、研究方法（第三章）和主要

理论（第四章）。

学科定位决定了学科发展的走向，二语习得研

究自20世纪70年代诞生之日起一直面临着定位问

题。 本书开篇讨论了学科定位问题，认为二语习得

“已经发展为一门诸多学科交叉的有明确研究对象

及一整套独立于普通语言学、一般语言习得理论的

完整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的独立学科”（p.2）。 由此

可见，二语习得具有多学科交叉和学科独立性的特

点，Long（2007）也有同样的观点。 对于学科定位问

题，本书还提示我们要认真对待、正确处理，因为这

涉及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性质等问题，对于学科发展

有重要意义。 第一章还简述了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

内容（即情景因素、输入、个体差异、学习过程和语

言输出五个方面）。 本章的最后，作者结合国内二语

习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国内相关研究重点已

经转移到对学习者语言输入语的话语分析，研究问

题深入到语言迁移、语言变异等方面；研究学习者

语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研究的重要发 展

方向。 本章还指出，国内二语习得研究“理论繁多、

目标不一、不同领域理论自相矛盾”（p.9），认为目前

的国内二语习得研究在理论方面缺乏宏观理论 构

建的研究、创新性不够，没有结合中国实际的二语

习得研究理论。

第二章首先从Lado （1957） 的对比分析假设、

Coder（1967）的错误分析和Selinker（1972）中介语理

论三方面回顾了二语习得研究的历史， 进而围绕

Ellis（1985）提出的二语习得研究的范围和目标框架

简述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领域。 本章最后论述了我

国二语习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指出目前我国在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例如术语使用不规

范、理论研究缺少深度等。

第三章是二语习得研究方法篇。 作者从定量和

定性研究的角度分别介绍了两个研究范式下的 具

体研究方法。 如定性研究中的个案研究、自然观察

以及内省法；定量研究中的实验法、相关研究和问

卷调查的方法。 作者最后指出，二语习得研究是多

学科交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应

该发挥不同研究方法的优势，互相结合，采用多元

方法进行二语习得研究。

第四章是体现“多学科”定位思想的一个章节。

本章介绍了建构二语习得研究的多学科的重要基

础理论，涵盖了理论语言学（普遍语法）、神经语言

学（神经功能理论）、心理语言学（ACT模式）、认知科

学（信息加工模式、平行分布加工模式）、应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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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二语学习策略模式、监察模式）、社会心理学（文

化 适 应 模 式、适 应 理 论、社 会 教 育 模 式）和 教 育 学

（技能学习模式、创造性建构学习模式、有意识强化

模式）的相关理论。 作者介绍了以上理论的历史沿

革、具体内容和相关研究。

第二部分的 六个章节对 二语习得经 典理论作

了逻辑性疏理。 第五章介绍了语言迁移理论的三个

方面，即语言共性、语言类型学和生成语言学。 第六

章详述了国内外学者对于语言学习临界期和最 佳

年龄的相关研究。 本章通过介绍和论述相关实证研

究和分析不同年龄学习者外语学习的优势，为读者

全面展现了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 最后

结合中国外语学习实际状况，提出要正确对待外语

学习的年龄因素，切勿夸大年龄作用，从实际出发，

发挥学习者的自身特点，搞好外语学习。 第七章的

中心是语言的石化现象。 本章的特点是以发生学视

角审视石化现象。 作者从生物论、认知情感模式、文

化适应模式和相互作用/反馈模式几个方面论述了

石化现象产生和变化的过程。 第八章到第十章是本

书的重点，作者在此全面论述了二语习得研究中的

中介语理论。 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独立语言系统

（Selinker 1972）的中介语（interlanguage）理论为二语

习得研究作为以多学科交叉为特点的独立学科 定

位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因此中介语理论一直是

二语习得理论研究的重点。 本书详细阐述了该理论

的基本概念、国内外研究的概况和研究方法、中介

语语言的研究特征和中介语变异的多因素分析（语

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

第三部分介绍了二语习得研究中的自我概念、语

言损耗、二语习得研究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以及双语研

究。这些研究在国外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已开展多年，而

在国内尚属“起步阶段”，因此笔者称之为二语习得研

究的“新”发展。本书通过四个章节对此进行详细描述，

即自我概念的含义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启示、语言损耗

研究的四个研究视角（倒退假说视角、心理语言学视

角、语言学视角、社会语言学视角）及其在我国的研究

意义、 二语习得研究语言加工的生理基础 （内外因

说、言语活动的大脑皮层定位、大脑功能侧化和语

言学习临界期假说） 和心理基础 （记忆 与语言习

得），双语研究中的大脑词库组织方式、双语语码转

换的抑制、控制、损耗和相关激活脑区。

三、结语

纵观本书，作者用30万字基本涵盖了二语习得

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所涉及的诸多理论和研究方法。

本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 在二语习得学科定位问题上作者进行了

深入思考，将其定位为多学科基础上的研究，具有

跨学科融合的特点（王初明 2010）。
全书贯穿该思想，将与二语习得相关的多学科

理论进行梳理，达到“引起同行们的兴趣，使大家都

来从多角度、多层面探讨二语习得研究学科建设宏

观问题和二语习得过程存在的微观问题” 的目的

（杨连瑞等 2010）。
（二） 对于二语习得研究中亟待引起国内学者

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介绍，例如语言损耗研究。

国外该方面的研究始于1980年，而我国语言学/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最早的 研究报告是 在2003年

（钟书能 2003），而研究语言损耗，对于保护少数民

族文字、减缓我国英语学习者语言损耗的速度及提

高英语学习质量有重要启示（杨连瑞 2009），因此作

者在本书中单辟一章介绍该理论，希望唤起更多研

究者对此项研究的纵深关注。

（三）联系中国二语习得研究的实际。

本书虽然以 介绍二语习 得相关的多 学科理论

为主，但在介绍的同时注意反思二语习得理论与中

国二语习得研究的关系，探讨这些理论与中国外语

教学实际的联系。 例如在介绍中介语理 论的过程

中， 作者不仅介绍该理论的历史沿革和重点理论，

而且用两小节分别综述了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 和

外语学界的中介语研究，这有利于汉语和外语界对

于中介语研究的探讨和交流。 此外，作者针对国内

研究现状进行批判性思考，例如在“迁移研究”一节

中，作者对比国内外研究，认为国内研究者在中介

语语音迁移研究上力量不足，在研究迁移过程中判

断迁移的标准简单，忽略了中介语组内统一性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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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相异性这一重要特点，这一结论对今后的中介语

迁移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第十章“中介语

假被动句式的语言类型学阐释”中，作者不仅参考

和引用了国外同类研究的经典实例，也加入了作者

从高考英语作文试卷、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硕士生毕

业论文中搜集的范例，针对这些实例进行了详细缜

密的对比研究，这对教师在教学中如何正确认识中

国学习者普遍存在的假被动结构现象并帮助 学生

克服这类的语病有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也存在一

些问题。 例如，本书没有包括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

最新理论成果，如动态系统（dynamic system）理论和

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理论；参考文献的格式不

一致等。 不过本书用多学科的视角审视二语习得这

一年轻学科的发展，为读者深入了解该学科提供了

参考。 本书适合作为高校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

教材或者参考书使用，也适合对二语习得研究感兴

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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