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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习越早越好”之质疑 ①

李会平，唐忠顺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我国外语学习起始年龄越来越早，从起初的初中阶段，到目前全国普遍性的小学三年级。外语学习是否越

早越好？关于这类说法，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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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正式要求：从２００１年秋季开
始，全国城市和县城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２００２年秋季乡镇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全国大部分地
区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而上海率先把外语学习起始时间放到一年级。对此，许多学者、外语教

师对过早开设外语课程执否定态度。中科院研究所的赵世开指出：“小学是否需要普遍实行外语教育，

这是一件大事，要慎之又慎。”［１］１９９２年，广东外贸大学杜诗春教授曾撰写过《质疑外语要从小学学
起》，他从多方面结合中西方试验和论证后提出，“外语要从小学起”或“外语学习越早越好”这类说法从

理论到实践都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不能作为教育决策的根据［２］。

本文将从相关语言学习理论、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及我国小学外语教学实践方面探讨和分析小学开设英

语课程的无必要性和不可行性。

１　语言学习关键期假说
“外语学习越早越好”观点的理论依据是 Ｌｅｎｎｅｂｅｒｇ提出的关键期假说，但目前针对这一假说还没

有足够的实证能够证明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存在关键期。早期 Ｐｅｎｆｉｅｌｄ，Ｒｏｂｅｒｔｓ根据生物学的关键期
理论认为儿童最佳习得语言能力的年龄在１０岁以内。１９６７年，心理语言学家 Ｌｅｎｎｅｂｅｒｇｅ通过对脑半
球的实验研究，在Ｐｅｎｆｉｅｌｄ的基础上首次提出语言学习关键期假说［３］，认为人的大脑在２岁至青春期
（１０～１２岁）以前，受大脑中语言习得机制的影响，能够轻松习得语言。这个年龄阶段的大脑左右脑半
球可以同时接收和理解信息，因此更容易获得知识。青春期过后，大脑半球发生侧化，脑部发育接近成

熟，神经系统缺乏弹性，儿童的语言习得机制也开始失去作用，语言学习从而变得困难。

语言学习关键期假说是针对学习者母语学习而提出的，母语习得过程是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下。那

么这一理论假设是否能在外语习得过程中成立？研究者们对二语习得过程中是否存在关键期假说进行

了长期的争论。有研究者争议Ｌｅｎｎｅｂｅｒｇ的脑半球实验并不能说明儿童习得语言就比成人快。还有学
者认为，他的设想在二语习得中只能是部分正确，因为如果如大量事实证明的，除了语音方面，儿童学习

并无明显优势的话，那么，为什么青春期过后大脑可塑性的缺失只体现在语音方面？除非学习者的语言

学习过程有很多个关键期［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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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其他二语习得相关研究成果
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中，已有许多学者结合学习者个体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年龄在第二语言

习得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２．１　年龄与二语习得的路径、速度、效率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的学习者个体因素研究中（年龄、学能、认知风格等），年龄是争论最多的。外语学习

起始年龄是否影响语言习得的路径、速度和效率？语言学家 Ｂａｉｌｅｙ（１９７４），Ｆａｔｈｍａｎ（１９７５），Ｃａｚｄｅｎｄ
（１９７５）通过对学习者学习过程横向和纵向实证研究发现，年龄并不影响语言学习的路径，成人与儿童
的学习路径是相同的。Ｓｎｏｗ，Ｈｏｅｆｎａｇｅｌ（１９７９）对学习者进行分年龄阶段性（６～１０岁、１２～１５岁、１５岁
以上）的监控测试发现，１２～１５岁阶段的儿童是学得最快的，而且１５岁以上的学习者比６～１０岁的儿
童学习速度相对较快［３］。针对外语学习时间越长越能接近本族语水平的观点，Ｅｋｓｔｒａｎｄ（１９７５）提出否
定态度，他认为外语学习时间的长短对效率的影响只能局限于语音、交际方面。由此看来，第二语言学

习过程中，起始年龄早并不影响学习路径，在学习速度和效率上的优势也并不明显。

２．２　年龄与个体认知方面研究
在个体语言学习认知方面的差异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儿童与成人语言学习的差别在于后者把语言

理解成一个正式的知识系统，他们有意识地在使用中灵活应用语言规则，并且易受周围环境、社会因素

影响，而儿童学习是无意识的，集中于模仿，以自我为中心。有意识比无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更能促进有

效的学习。成人能像儿童一样接受知识，同时投入应用，所以他们能更快、更好地学习外语。如果要解

释为什么儿童的语音方面占优势，因为语音学习是无意识的。

综上所述，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及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向我们展示，外语学习起始年龄早对

个体学习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学习的长度也并不影响外语学习的效果。

３　国内小学外语课程实际情况
针对教育部发布的《指导意见》小学三年级开设英语课程的行政指令，束定芳、赵世开、胡明扬等人

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从小学是否普遍性地开设英语课程需慎重考虑。从必要性角度来讲，首先，就

学习目的而言，大部分人是为了以后工作上的交流需要，少数是为了出国。绝大部分儿童没有外语交际

的需求，因此没有过早学习外语的必要。其次，学习效率方面，许多外语界知名专家认为，中学阶段是外

语学习的重要阶段，而且根据有关数据证明，小学学五年的效果不如中学一年［４］。从可行性角度分析，

我国小学开设英语在语言环境、师资水平、教学方法、教材方面条件都不成熟。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

阐述现阶段小学开设英语的不可行性。

３．１　语言环境
语言环境应包括学校语言教学环境、社会语言应用环境、家庭语言学习环境。根据克拉申的第二语

言习得理论，正式的课堂教学只能在语法、句法方面起一定的监控作用，而真正的语言是在自然的环境

下习得的。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目标对各个级别的目标规定：“第一级：对英语有好奇心，乐于

学习；能根据简单的指令作动作，做游戏；能做简单的角色表演；能在图片的帮助下读懂简单的故事；能

唱简单的歌曲等。”［５］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儿童外语学习就必须在一个自然、轻松、自由、游戏的氛围中

进行。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小学因为条件限制，英语学习只能限制在四方教室、四方桌凳的正式课堂里，

接受教师的语言灌输式的大班教学。课堂外、社会生活中，儿童很少有机会开口用英语的机会，也并无

此需求。上海这个城市整体英语水平应该算是全国最高的，从２００１年起，小学一年级开始开设英语，这
跟它的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分不开的。当然在外语学习中，家庭环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许多家庭父

母本身外语水平就不错，能给孩子课外辅导，而且创造机会让小孩有真实的环境，如出国旅游、夏令

营等。

而我国其他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广大农村小学并不具备这样的社会和家庭优势。所以，目前我

国并不存在自然的外语学习环境，儿童在正规的课堂中学习外语，他们的语音和其他方面的优势能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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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值得怀疑。

３．２　师资水平不高，教学方法局限
我国外语师资总体水平不高。首先，教师数量不足，大、中、小城市均存在英语教师短缺的现象。小

学阶段，许多其他科目教师兼任英语教学，认为大学生就能教小学英语。其次，教师质量不高，很多教师

本身专业知识不扎实，课堂组织能力差，兴趣爱好不广泛。儿童学习外语应该是在活动、游戏中进行，而

大部分老师只能操作知识讲解的课堂。杜诗春说：“不懂得儿童心理，只会把学习引入歧途。越是年轻

的学习者，对教学法要求越高。”根据小学生的语言学习特点，小学英语教师除了要掌握心理学、教育

学、教学法相关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过硬的语言知识能力、标准的语音语调、流利地道的口语，灵活应用

教学法引导儿童愿意学、乐于学。年龄小的学习者最大的优势就是模仿能力强，如果教师本身发音就不

标准，只会越模越错，而且一旦错误成为习惯，以后纠正就会很难。同时，小学英语课程在不同地区都有

不同程度地加入小学升学科目考核中，英语教学迫于升学考评的压力，也在应试阶段，特别是六年级几

乎都处于备考之中。优秀的师资队伍、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是获得教学效果的有力保障，我国小学英语

教育显然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

３．３　教材问题
教材是教师与学生间的中介。根据我国教育部最新颁布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教材是指

课堂上和课堂外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所有教学材料，包括课本、活动册、故事书、辅导资料、卡片、计算机辅

助设备等。”［５］首先，这些广义的教材数量少，不能满足不同教学内容、教学情境的需要，因此课堂大部

分时间还是集中在狭义的教材上———课本。其次，现有的教学辅助质量值得怀疑，虽然样式多，但缺少

针对性，没有建立在小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上。再者，教材的编写主要体现研究者、教师的意志，而没有

真正站在学生的角度编排。近年来，尽管教材编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改善，比如实用性、趣味性增强等，

但是否真能够满足小学生学习的需要值得商榷。教材的衔接问题也不容忽视。许多中学教师发现，初

中一年级上册许多内容已经在小学教材中呈现过，导致那些原本对英语热爱的学生表示初中英语在浪

费时间，英语教师在教学中也感到有点无所适从，需要花大量时间重新激起学生的兴趣。

４　结语
综合以上理论和实际分析，我国小学阶段开设英语课程的条件还不成熟。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所

有的实践都将会是盲目的实践。因此，小学开设外语课应该在有条件的地区，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试

点，再逐步推广，而不是一哄而起。笔者认为，在目前的语言政策下，地方和学校更需外语教育教学自主

权，根据当地学校的教学环境、师资情况制定符合小学生特点的课程设置，同时加强教师素质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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