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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形式为中心”和“意义为中心”两个阶段的努力，新形势下的语法教学呼唤一种结合了两种教学法优

点的新教学模式。形式意义并举的认知语言观适应了这个需求，其更加适应英语专业语法教学特点的研究方法给语法

教学带来了诸多启示。以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为切入点，培养学生的语法意识和特定概念化习惯、树立语法有

意义的语法观、加强学生从语言使用中自主学习语法的能力，可以兼顾英语语法课堂的专业性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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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语法教学模式探索的螺旋式上升
语言形式与意义的关系是“西方传统中语言学争论的永久命题”［１］。历史上各语言学派在偏重形

式和偏重意义两种传统间摇摆，作为语言学思潮风向标的语言教学，则在“形式为中心”和“意义为中

心”两种教学模式之间转换。

２０世纪以来，英语语法教学模式在国际语言学思潮影响下经历了剧烈的转变。曾经相当长一段时
期，语法教学占据着英语教学的中心地位，课堂大量进行句型操练，进行“明示性语法教学”［２］。但因为

不重视语言的应用和意义，学生的实际交际能力滞后，到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这种以语言形式为中心
的语法教学模式已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８０年代根据Ｋｒａｓｈｅｎ理论提出的自然法和根据系统功能
语法提出的交际法给外语教学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交际教学法兴起，关注交际功能即语言的意义，学

生交际能力是教学的重点和目的。但交际教学法有意识地淡化乃至避免语法教学，进行所谓的“暗示

性语法教学”，使得学生虽然交际能力和流利程度提高，但语言输出准确性差，并且因缺乏系统语法知

识，语言学习后劲不足。如今，这种只关注意义忽视形式的教学法已引发深刻反思［３］［４］。

几经争论，如今语法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在如二语习得等相关领域［５］［６］得到广泛印证，日渐

成为共识。但是近代外语教学的发展显示，无论是以形式还是以意义为中心，语法教学模式不同，但都

缺陷明显。如何将语法教学有效地贯彻到课堂中，同时兼顾正确性和流利性，尤其值得探讨。

从被过分强调到被压制，语法教学重返课堂不应是传统教学法的简单回归，而应被赋予新的内涵，

实现教学模式探索的螺旋式上升。新形势下的语法教学呼唤一种结合了两种教学法优点的新教学模式

和“第三条道路”［７］。

２　形式意义并举的认知语言观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兴起的认知语言学思想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语言观。认知语法认为语法是对意

义的构架和象征［８］１２，形式意义不可分割，两者不可偏废。这种形式意义并举的认知语言观给外语教学

带来了启示。在认知语言观下的语法教学在重视传统教学法、关注形式的同时，吸纳了交际教学法的教

学优势，适时地适应了语法教学模式对“第三条路”的需求。与此同时，认知角度的相关研究［９］２７１－２７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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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通过严格控制教学指导可以兼顾正确性与流利性，这也为“第三条路”提供了理论支持。

３　适应英语专业语法教学特点的认知语言观
关于如何在中小学英语课堂和大学公共英语课堂生动教授语法已多有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与这

些基础语法教学相比，为专业学生教授语法难度更大—这个难度既指组织调动课堂的难度，也指专业

难度。

与基础阶段语法点的讲解灌输不同，专业阶段的语法课程不再处理相对独立的语法点，更多关注的

不是语法现象表面，而是现象背后的语法机制和体系等抽象问题。此时要想借助直观教学工具或交际

情景来具象地调动学生，要比基础教学阶段困难得多，进行任务教学法的难度也更大。英语专业的语法

教学是对浅显的、外在的、零散的语法现象的概念深入、理论清晰和系统整合，是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完整

的成体系的语法系统，需要更多地借助于归纳分析等抽象思维。因其专业性和抽象性，英语专业语法课

常常“费力不讨好”，有老师认为语法讲浅了无味，讲深了晦涩；很多学生则把学习语法看作句型演练和

应试技巧，觉得语法枯燥抽象，且无用。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很好地适应了专业阶段语法的教学。首先，认知语言学是解释语言学，注重

“描写”语法现象之后去“解释”语法机制，认为语言是认知的一部分，要充分描写语言，必须对语言现象

做出解释［１０］。因此，即使不借助具象教学手段，专业语法课堂也可利用解释语法使机械生硬的语法现

象变得有理有据，生动可亲；而且因为着眼于揭示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规律，这种解释精神能帮助学生

从更高层次理解语法机制，从而实现对外在现象的概念深入和对语法体系的完整建构。

其次，认知语言学是共性语言学，致力于发现人类语言的共性［１１］２７－４０。而利用目标语言和母语之

间的异同比较，发现两者的共性，更容易使学生产生共鸣，并深化对语言本质的理解，从而实现对零散语

法现象的系统整合。

另外，与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法观不同，基于经验现实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认知语言观认为用来连

接概念系统的结构来自于身体经验，认知语言观下原本抽象难懂的语法因与个人体验的联系而显得更

丰富自然，更主观，更易把握。此时，用认知观引导学生关注语法结构后面的思维和体验，使专业语法课

成为初级的学术探索，不单可以调动学生兴趣，而且可以化抽象为具体，有效深化专业难度。

４　认知语言观对英语专业语法教学的启示
４．１　培养学生的目标语言概念化习惯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法是概念化过程［８］［１２］，作为架构意义的形式，语法是我们理解和参与世界的概

念工具［１２］４，不同语言的语法代表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帮助学生学习语法，就是帮助学生习惯并形成一

种语言表达方式和思维表达方法。比如，作为耳熟能详而中国学生频频出错的语法点，英语动词时态、

名词单复数现象表明，很多时候，学习者的错误不是因为不知道目标语言的语法规则，而是因为对目标

语言的语法规则意识不强，对其表达和思维方式不习惯。学生虽了解时态和单复数两个语法概念，但还

未习惯用这种概念进行思维。要避免此类“低级”错误，就要培养学生对语法现象的敏感性，以逐渐适

应英语时态和复数的概念化过程。如，针对复数形式，可先用例句提高学生关注度和敏感度，例句

“ＨａｖｅｙｏｕｍｅｔＳａｌｌｙ’ｓｂｒｏｔｈｅｒｓ？”缺乏敏感性的中国学生可能会产生诸如“Ｙｅｓ，Ｉｍｅｔｈｉｍ．”的回答，此
时给学生看上下文：“Ｉｈａｖｅｍｅｔｏｎｅ．Ｉｄｉｄｎ’ｔｋｎｏｗｓｈｅｈａｄａｎｏｔｈｅｒ．”“Ｏｈ，ｓｈｅｈａｓｔｗｏｏｔｈｅｒｓ．”会加深学
生对复数概念的印象。此时从认知角度分析英语复数的概念化过程并与汉语的量词数量表达机制进行

比较，能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解：两者反映了不同的数量概念化过程，英语先区分名词所指是否具有

“离散性”，是否边缘清晰，个体存在，如是，该名词在语言中就以可数数量形式存在：要么多个—词尾加

－ｓ表示复数，要么单个—前面加冠词以表示单数；既没有冠词又没有复数后缀、不带有任何数量标志
的表达，不符合英语中可数名词的概念化习惯，如“我喜欢狗”只可说“Ｉｌｉｋｅａ／ｔｈｅｄｏｇ．”或“Ｉｌｉｋｅ
ｄｏｇｓ．”，而“Ｉｌｉｋｅｄｏｇ．”则可能指“我喜欢狗肉”。而另一方面，汉语不对名词作是否离散或可数的区
分，而是用“量词”作为计量单位对所有名词所指进行各自度量，如个体存在的狗“一条狗”和非个体存

在的狗肉“一碗狗肉”都需要量词。从认知上分析这两种语言在数量表达时的不同概念化过程，学生可

以对英语的单复数形式有更深的理解，可以大大减少这方面的语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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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启示我们，准确流利地使用一门语言本质上就是自然自觉地以某种方式架构意义，即进

行概念化的过程。要提升学生的语法意识，培养语法敏感度，就要引导学生关注各种语法现象所隐藏的

思维方式，探索语法规则背后的概念化过程。当然，习惯并自觉地进行某种概念化过程非一日之功，需

要长时间的训练和学习，而认知语言学的视角能深化学生对规则、结构的理解，而对规则理解越深，概念

化过程就越自觉，运用语言就越准确。

４．２　培养学生有理据的语法观
很多人认为语法就是抽象的符号规则，本身即抽象又机械。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学生对枯燥的语

法规则望之生畏。语法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破这种固有偏见，帮助学生树立一种可触摸可解释

的语法观，培养学生对语法现象的兴趣和亲近感。

语法不是无意义的。认知语法认为，因为语言和语法的符号性，语法本质上就是有意义的。作为语

义形式的表现，语法与语义密不可分，语法形式都是“有理据”“有动因”的［８］［１２］。对语法形式背后的认

知动因做一点初步探索，能加深学生对语法现象的认识和概念的理解，并有效提高专业难度。

很多语法教学仅限于教给学生“怎么样”，而不去探究“为什么”，也给学生留下了语法规则刻板生

硬的印象。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启示我们，语法教学可以从规定语法走出来，由描写语法再前行一

步，用解释语法让学生对语法有一点更感性的认识。关注语言动因的认知语言学对很多语法现象有强

大的解释力。如，对同一个动词后接不定式和－ｉｎｇ分词的语义区别，比如ｓｔｏｐｔｏｄｏ和ｓｔｏｐｄｏｉｎｇ，大部
分同学仅知道前者表示“停下来去做”，后者表示“停下来所做”，而大部分老师也以介绍这一区别为目

的，点到此即止步。但是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呢？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ｔｏ作为具方向性的
介词，经历了“方向－目的－未来”的语义演变，其隐含的“未来”含义，可能是造成“去做”意义的动因
之一［１３］。

再如，关于英语名词短语前置修饰词的顺序，有种种口诀，但多繁琐生硬，而如果用认知规律如距离

象似性概念来解释，繁杂现象立刻有规律可循：研究发现，与名词短语中心语距离越近的修饰词，与中心

名词的概念距离就越短，即，越重要越本质的性质越靠近中心词，例如“ａ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ｒｅｄｗｏｏｄｅｎｖａｓｅ”中，
显然材料比颜色和外观的主观评价更接近花瓶的内在本质［１４］，这种概念距离的象似，也许是前置修饰

语排列顺序的重要动因。

引发学生去进行语法现象背后动因的思索，能帮助学生更快地理解语法现象，并深入他们对语法概

念的思考。这些认知解释虽不是定论，但能生动地说明，语法不是抽象死板的规则教条，而是内在意义

的驱动的形式表现；找到了某复杂语法现象的背后动因，我们就离自觉进行这种概念化过程更近了

一步。

４．３　培养学生在使用中自主学习语法的能力
语法教学的一个难点是，语言现象复杂多变，规则之外的例外比比皆是，学生辛苦记忆的语法规则

转眼就被打破，纷繁复杂的规则学习下来，仍然无法指导所有的语言结构。

语法是对语言中存在的规则性和不规则性所作出的概括描述。它既有稳定性，又有灵活性。充斥

语言的不合语法的习语现象，不代表语法规则的无用，而是在掌握规则基础上对规则的超越，是从必然

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跨越
!

语言学习者如果不掌握这些必然，就无法达到自由。学习语法不是目的，只是

到达自由王国的手段。

如何对待语法现象的复杂和规则的灵活，认知语言学也给语法教学以启示。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

知识产生于语言应用［１５］３，而要尽量全面地接近具体应用就要借助大量实际语料；同时，认知语言学认

为要正确理解概念，必须调用百科知识［１１］，建立百科知识体系，而非孤立学习某词汇或结构。

要使学生最大限度地从语言使用中学习语法，可以在语法课堂上引入语料库。语料库为外语教学

提供了海量而鲜活的语言原料，其丰富的语境能帮助学生深入了解特定结构与周边结构之间的关系，具

体而全面地建构起语言百科知识。并且，语料库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自主学习语言的能力，在语言使用

中达到由“学会”向“会学”的转变。拥有大量实际语料的语料库使得学生可以在没有指导时，自己去发

现英语母语者“实际上”是怎样说英语的，哪种表达 “更”合语法，从“语言使用”中获取“语言知识”，从

而形成自己的判断，实现自主学习语法。

语料库在语法教学中有多种使用方法。如，一些语料库的查询功能可以为传统语法书上的语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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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生动注脚。章振邦编《新编英语语法教程》中所涉及的形容词主动和被动意义的词对区分，可以通

过英国国家语料库ＢＹＵ网络界面的比较功能体现。例如表示“令人满意的”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与表示“感到满
意的”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呈现反差性的惯用词搭配。与前者高频率搭配的名词基本为物：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ｍａｎ
ｎ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ａｌ等，而后者的搭配名词多指人：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ｂｏａｒｄ，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ｊｕｄｇｅ等，施动和被动的关系不
言而喻。这些真实的语料能有效深化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

语料库的关键词查询技术是个强大的武器，学生可借此找出例句，自主归纳和发现语言规律。如在

学习不定式和分词用法时，ｓｕｇｇｅｓｔ后该加什么动词形式是困惑很多学生的问题。学生可以借助于英国
国家语料库进行词串检索，对ｓｕｇｇｅｓｔ后加 －ｉｎｇ分词、加动词原形、加不定式 ｔｏｄｏ的３种用法分别查
询，可以发现前者出现的频率（８１次）大大高于后两者（分别为０次和７次），由此学生会自然认识到
ｓｕｇｇｅｓｔｄｏｉｎｇ用法更普遍，接受程度更高，更符合语言规范。这样得来的语法知识比教科书上和字典上
的知识更生动，更丰富，也更培养学生的思索和探索精神。

根据认知语言学对语言使用的关注，将语料库引入语法课堂，教给学生基本的网络语料库查询技

术，就给与了学生接触第一手的来源于“语言使用”的“语言知识”渠道，也使学生掌握了强大的语法学

习工具和至关重要的自我学习能力，从而建立起全新的自主语言学习模式。

５　结语
认知语言学以其形式意义并举的语言观、解释性的研究方法，语言共性的立足点和高度体验性的哲

学视角，为走入困境的专业语法教学开辟了崭新的道路。认知语言学给英语专业语法教学以诸多方面

的启示：逐步培养学生的语法意识和特定的概念化习惯，树立学生语法有意义有理据的语法观，培养学

生从语言使用中自主学习分析语法的能力，可以帮助学生化外在为内在、化抽象为具体、化被动为主动

地进行抽象思维，清晰语法概念，从而建构完整语法体系。当然，有效地进行语法教学还离不开多变灵

活的课堂形式、多种多样的练习组织、多种主题的学生互动等等。吸纳以往教学法的优势，以认知语言

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为切入点，可以兼顾专业性和趣味性，是专业英语语法教学值得探索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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