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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模因视角下的大学英语语法教学 ①

刘宇松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４１０２０５）

摘　要：语言依靠模因来发展，模因将语言看做它生存的宿主，可以说模因论为语言教学引入了全新的思路。以语
言模因为切入点，在分析表现型语言模因和基因型语言模因的基础上，研究二者对大学英语语法教学的启示，探讨大学

英语语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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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生态学家道金斯在其著作《自私
的基因》（１９７６）中首次提出了“模因”概念，将模因定义为
“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

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

道金斯的学生布莱克在《模因机器》（１９９９）一书中拓展了
模因概念的范围，认为任何一个信息，只要它能够通过广

义上称为 “模仿”的过程而被“复制”，它就可以称为模

因了［１］。

任何形式的东西，只要它能被人们模仿并加以复制

传播，便可当作是模因。在这样一种认知行为模式中，复

制并传播模因的人通常被称为宿主，模因在某种程度上

类似于可被感染的病毒，二者的区别只是在于，模因这种

病毒是思维层面上的。在交际和交流中，一个宿主将他

携带的模因感染给另一个宿主，虽在感染的过程中模因

的形态会不断变化，但其自身的固有模式会始终得到保

持。模因类似于基因的特征还在于，它们都一样要始终

遵循基于生物进化论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规律，都需

要面对基于自我复制和传播能力差异的激烈的竞争。这

样一来，模因根据自身生命力的强弱差异就可被划分为

两类：强势模因和弱势模因。只有那些能被广泛且持续

传播的模因才有成为强势模因的可能，然后得到更广泛

的复制和传播，形成稳定的递进发展，反之，弱势模因就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亡。

１　语言模因论
国内著名语言学者何自然教授将模因论这一新的理

论引进到了国内，对于模因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也做了相

应的阐释和说明，认为语言是模因传播的重要载体，模因

也需要依靠语言得到复制和传播。概括地说，语言本身

就是模因，而模因则寓于一切语言之中，只要能够复制和

传播的都是模因［２］。模仿是模因得以复制和传播的关

键，语言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模仿的过程，但作为模因

核心的模仿，绝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克隆，因为在其复

制和传播的过程中，其形态会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直接

推动了模因自身的发展，加速了语言的运用频率，加快了

语言创新的速度。

教育和知识传授是自然语言中的模因被复制和传播

的有效途径之一，老师作为学校教育和知识传播的主体

显然就成为了携带模因的最初宿主，在教学活动中，模因

由老师这一宿主经由复制和传播的过程就会传染给学生

这一新的宿主，而越是结构清晰，表达容易，含义明了的

语言成分就越容易被新的宿主感染，也就是被学生复制

和传播，也就越有可能成为强势模因［３］。但模因在其传

播中会因为新的环境发生改变，而进行选择性的传播，从

而新的语法模因得以产生［４］。强势模因和弱势模因的格

局也会随着形成，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语法

教学语境的不同、学习语境的差异，而且它们自身的复制

能力也各不相同，从而表现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有些

因为自身强大的生命力而成为强势模因，在口语、写作、

翻译等不同语境中都可得到运用，从而得到进一步的广

泛传播，并有再次发生各种变异产生出新的语法模因的

机会；另外的一些语法模因由于其自身有限的生命力，在

新的语境中竞争失败，没能被成功地广泛复制和传播，转

而成为弱势模因，要么等待新的语境重新成长为强势语

法模因，要么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

２　英语语法模因教学
语法是语句结构法，是对语言规律进行系统性研究

的课程，它通过研究词性变化和句子结构变化来发现语

言的组织规律，以便学习者更好地掌握所学习的语言。

大学英语语法学习课程具有系统性和针对性，它从专业

的训练和学习角度出发，目的是能够使学生英语学习得

到全方位提升，从而更好地达成语言运用的目的。教学

者完全可利用模因复制和传播的相关特点，在教学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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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教学和其他英语专业教学方式相结合，增强语法输

出的多样性，丰富语法输出的语境。

复制和传播的广泛度决定了模因的递进发展，与语

言传播自身规律相同的是，模因的复制和传播也有其固

定的方式，这些方式可划分为两大类型：“内容相同形式

各异”的基因型语言模因、“形式相同内容各异”的表现型

语言模因。这两种类型都可被应用到英语教学中，以改

善传统英语教学中较单一的语法教学模式，使学生摆脱

机械性的语法记忆，提高语法记忆的积极性，从而使学生

语法输出能力得到提高［３］。

２．１　基因型语言模因与英语语法模因教学
基因型语言模因传播核心就是同一信息在不同语境

中以不同的形式传递，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相同的信息

直接传递、相同的信息异型传递，它们在英语语法教学上

的专业名词是语法模因直接套用和语法模因对等体

替换。

２．１．１　语法模因直接套用
直接套用要求老师将语法现象进行细致分析和拆

解，提炼出语法的内在规律，然后提供给学生不同的语

境，让学生利用现成的语法模因在指定的语境中进行口

头表达，再落实到书面写作。这一过程有效地缩短了学

生记忆和存储语法模因的时间，培养了学生语言自由流

畅的输出能力，更有效率地完成了教学目标。任何一门

语言，学习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能良好地表达和运用，语法

学习也不例外。例如，“对于某人来说做……是重要的”

这个句式，教师可如下讲解：

首先，把“ｉｔ’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ｓｂ．ｔｏｄｏｓｔｈ．”这个语法规
则呈现。

其次，拆解语法现象（ｉｔ作为形式主语，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作为
形容词来形容动词不定式表达的动作，ｓｂ．一般用人名或
者人称代词的宾格，以及真正的主语动词不定式 ｔｏｄ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再次，举例句：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ｍｅｔｏｆｉｎｉｓｈｔｈｉｓ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

最后，指导学生直接套用：

（１）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ａｄａｎｃｅｒｔｏｂｅｈｅａｌｔｈｙ．
（２）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ｙｏｕｔｏｌｅａｒｎｔｅａｍｓｐｉｒｉｔ．
（３）Ｉｔ＇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ｕｓｔｏｄｏ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ａｔｒｅｇｕｌａｒｔｉｍｅ

ｅａｃｈｄａｙ．
这种教学过程，就好比让学习者在他们大脑中建立

起图书馆，不断学习如何直接套用就如同不断丰富图书

馆藏书，在交流中通过记忆图书馆来表达意思，传递信

息，达到语言交流的目的。

２．１．２　语法模因对等体替换
语法模因对等体替换，着重于经由不同的语法结构

表达相同意思的句子。英语中存在诸多近义词，表达的

意思虽相近，但语法结构却存在很大差异，语法模因正是

依赖这种特性得以传播。对于这类近义词的语法现象，

有效的学习和记忆方式是“温故而知新”，也就是要将语

法体系当作一个有机整体，学习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在已

有的知识体系中去找寻同义却异型的语法模因对等体；

温故的过程使得知识体系中旧的语法模因得到再巩固，

有效地防止它们因时间推移和缺乏语境的激活而退变为

弱势模因，而知新的过程则可帮助学习者加深对新接触

的语法模因的理解和记忆，一举两得。同时，这样的整合

记忆方法，更符合记忆规律，利于提高学习效率。在大学

英语语法教学中，通过使用近义语词可摆脱语法规则的

束缚，使语法学习游刃有余。例如，讲解近义词 ｓｐｅｎｄ，
ｃｏｓｔ，ｐａｙ的区别时，首先解释它们都有“花费”的含义在，
然后引导学生翻译句子“这些东西花了我很多钱”，从而

认识它们之间的语法差异。

（４）Ｉｓｐｅｎｄａｌｏｔｏｆｍｏｎｅｙｏｎｔｈｅｓｅｔｈｉｎｇｓ．
（５）Ｔｈｅｓｅｔｈｉｎｇｓｃｏｓｔｍｅａｌｏｔｏｆｍｏｎｅｙ．
（６）Ｉｐａｙａｌｏｔｏｆｍｏｎｅｙ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ｔｈｉｎｇｓ．
例（４）～（６）都是典型的异型传递的模因，通过学生

的头脑风暴对其翻译和理解，不仅提高了学生对语法学

习的兴趣，也增强了准确使用语法的交际能力。

２．２　表现型语言模因与英语语法模因教学
表现型语言模因传播，指的是在相同语言形式下嵌

入不同的信息内容而予以复制传播的模因，也就是说当

它们传播的时候，经由的语法结构完全相同，但表达的意

思却完全不同。在这种类型传播之前，语法结构是已知

的，只需在已知的结构里填入不同的内容，就成为了表达

意思不同的句子。这在英语教学上属于同构异义式的语

法模因，是归类—演绎语法教学的体现，先提炼并讲解语

法规则，在学生了解并掌握之后，在使用过程中进行进一

步的融会贯通，最后达到知识内化的目的。

同构异义式的语法模因现象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语

法完全能够从生动的例子中总结、提炼出较稳定的规则

系统，在这个稳定系统下，语法学习者可经由实例归纳出

语法现象，然后在实际中加以运用。例如，可通过例

（７）～（９）几个结构相似的句子让学生自己总结出句型特
点，寻找其中的规律，这种模仿能启迪学生的记忆、判断

和想象能力，从而提高语言交际能力。

（７）Ｉｆｙｏｕ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ｌｉｋｅｔｈｉｓ，ｙｏｕ＇ｌｌｈａｖｅｔｒｏｕｂｌｅ．
（８）ＩｆＩｗｅｒｅａｄｏｃｔｏｒ，Ｉｓｈｏｕｌｄｔｒｅａｔ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ｃｅｃａｒｅ

ｆｕｌ．
（９）ＩｆＩｗｅｒｅｙｏｕ，Ｉ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ｇｏｎｅｔｏｔｈｅｓｈｏｐｙｅｓｔｅｒ

ｄａｙ．

３　结　语
从模因论角度来看，语言模因感染宿主之后，会经过

宿主的解析而经历复制、传播、变异与重组的过程，语言

递归现象得以产生。在语言模因论视角下的大学英语语

法教学中，作为携带语法模因的最初宿主的教师，完全可

借由语言模因传播的两大类型，创造丰富的教学过程和

多样的教学途径，一方面可直接拆分语法结构，引导学生

在不同语境下对其进行套用和记忆，另一方面可将语法

结构作为整体在教学过程中呈现给学生，引导他们对记

忆中旧的模因集合进行加强和整合。同时，在经过学生

主观能动地记忆、模仿、复制、传播之后，听、说、读、写、译

等各方面都能得到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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