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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存在两大路径：认知

路径和社会文化路径（Ortega，2005）。从认知的视

角看，二语发展是认知内化和重组的过程（Long,

1997）。Long（1997）指出，“大部分二语习得研究者

将二语语言知识的习得视为内部的、思维的过程”

（P.319）。这种观点割裂了思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忽略了后者的重要作用。与之相反，社会文化理论

（sociocultural theory, 以下简称SCT）则充分肯定了

社会环境对二语习得的重要作用。SCT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二语习得研究者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

开始，以J. Lantolf 为首的研究者开始探索如何有效

地将SCT应用于二语和外语教学中，并取得了较为

丰硕的研究成果。

在80年代之前，社会文化理论（当时常被用于

教育和心理学文献）被毫无疑问的理解为Vygotsky

和他同事建立的心理发展和心理功能的理论。随

后，Vygotsky的理论应被认为是文化心理学或文化

历史心理学（如 Ratner,2002)。其他研究者，像

Engestrom（1999），将Vygotsky的理论与其同事A.N.

Lentiev创立的活动理论结合在一起，并将之称为文

化-历史活动理论。本文中，作者采用以下观点：

Vygotsky的文化历史心理学在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

得领域被称为社会文化理论（Lantolf & Thorne,

2006）。社会文化理论的内容广泛，由于篇幅有限，

本文将主要综述中介理论和内化理论在二语习得

中的应用。

2 中介理论与二语习得
社会文化理论最基本的概念是人类的思维是

有中介的（Lantolf, 2000）。其核心思想是：人类高级

思维功能的发展是依靠文化建构的中介工具的调

节完成的，这些中介工具包括数字、地图、手势以及

锤子等，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中介工具是语

言。语言作为中介工具可以调控思维，Vygotsky将

之称为语言符号的可逆性。语言的中介作用体现

在人类认知从物体调控、他人调控到自我调控的转

换过程中。在此过程中，语言的作用经历了从社会

语言、私语到内部语言的发展。

2.1 私语及内部语言在二语习得中的中介作用

中介理论与二语习得的结合主要体现在内部

语言、私语和手势是如何帮助二语学生内化新语言

知识上。针对学习一种外语时成年人是否也能熟

练地使用该语言对他们的心理活动起中介作用，

Vygotsky对教育和实验背景下的俄语本族语者学习

二语进行了实验研究，最后他得出结论：虽然二语

使用者能在社会交际中使用他们的新语言，但是他

们无法把它作为心理工具对他们的思维起中介作

用 。 Frawley 和 Lantolf（1985），Lantolf 和 Appel

（1994），以及 McCafferty（1994）等北美学者的早期

研究并不支持Vygotsky的观点。他们认为二语学习

者能够使用新的语言调节心理功能。两种观点之

所以不同，是因为Vygotsky的研究是在外语环境中

进行，而北美学者们则是在二语环境中进行实验研

究。因此，一个任务的物质环境，包括它所处的语

言和它被实施的语言团体，能够影响一个说话者进

行自我调节所使用的语言。Centeno-Cortés 和

Jimémez-Jiménez（2004）的研究就很好地证明了

这一点。

Steven McCafferty (1998) 对私语的使用和二语

能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假设是：随着二

语水平的提高，私语的使用就会逐渐消失，就像随

着儿童认知水平的发展，私语会逐渐消失一样。该

实验数据分析使用的是Frawley 和Lantolf（1985）的

划分标准：将人类认知的发展分为物体调控、他人

调控和自我调控。研究结果证实了先前的假设：低

水平的学习者在活动中产生的私语是高水平学习

中介、内化理论与二语习得
朱静静

（山东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摘 要】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理论吸引了许多二语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国外二语界对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已

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国内这方面的综述还比较少见。基于这种情况本文综述了社会文化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构念——中

介和内化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希望为社会文化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国内社会文化理论的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介；内化；二语习得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4-0001-04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0卷

者的两倍。

Maria C.M. de Guerrero (1998)在“内部语言在

成人二语学习中的形式和作用”一文中描述了二

语内部语言的形式和作用。该研究得到以下结

论：在声音方面，内部语言有声化；在结构方

面，内部语言以词语、词组、句子甚至对话的形

式出现，但所有的语言形式都是缩略结构。二语

内部语言的复杂程度与参与者的语言水平密切相

关。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内部语言的长度和复

杂程度就会发生变化。高水平的学生倾向于使用

结构复杂的内部语言。

通过总结私语和内部语言方面的相关研究，不

难看出：尽管二语使用者可以熟练的运用二语进行

社会交际，但在使用二语私语解决困难的任务时，

二语好象占据了说话者大部分的注意力，所以它无

法完全地服务于认知活动，也就不能成功地完成任

务。现存研究的缺陷是至今没有哪一个研究能够

设定条件让同一个说话者在两个不同的任务中被

鼓励使用他们的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为了自信

地回答心理活动中二语的中介问题，这种程序必将

被囊括在未来的研究中。

2.2 手势在二语习得中的中介作用

不仅内部语言和私语这些口头上的手段对二

语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口头手段（此处主

要指手势）也是影响二语学习的重要因素。唯果斯

基认为，手势是思维的物质载体，因此能给心理过

程研究提供一扇有利的窗口。David McNeill(1992)

和Negueruela（2004），也都指出手势具有认知和交

际双重功能。

手势常被看作频繁出现在无言语状态时的手

部运动，然而二语研究者关注的是与语言同时进行

的手势。McNeill（2000）指出语言和手势构成一个

单位，要将这个单位作为整体来分析，这个整体就

是生长点。该概念与唯果斯基内部语言有紧密的

联系。一句话的生长点将“两个不同的符号体系”

（一个是口头上的，一个是意象的）结合在一起形成

一个独立的意义系统。与语言同时进行的手势包

括形象、隐喻、敲打和指示手势。形象手势是用来

描述物体或动作的。隐喻手势与形象手势很相似，

只不过它描述的是抽象概念。敲打手势指的是在

谈话过程中手部的上下敲打动作。指示手势是指

向世界中各种物体的动作。

二语习得界对在SCT框架下研究手势兴趣浓

厚。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在两方面进行。一，二语学

习者在多大范围内能使用与某文化相关的手势；

二，探索与Slobin（1996）的“为说而思”（thinking for

speaking，以上简称为TFS）的假设相关的语言与手

势的互相影响的关系。由于第二个方面与二语的

自我调节的关系更直接，下面主要介绍该领域的研

究。Slobin（1996）认为在说话活动中，当某经历经

过语言的过滤被表达出来之后，它会具有一种特殊

的特征，思维会显示出特殊的作用。他指出TFS不

仅能影响人们谈论事件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影响他

们如何体验他们随后即将谈论的事件。Slobin指出

在TFS特征方面，语言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包括表示

时间的标志、方位编码和动作事件。这三个领域中

的最后一个是二语手势研究者最感兴趣的。Talmy

（2000）根据六个标准将动作事件进行了分类。这

六个标准分别为物体、参照物、轨迹、动作、方式和

原因。据Talmy (1991)，语言据其如何表达动作事件

的轨迹可分为两大主要类型：依附模式语言和动词

模式语言。基于此理论框架，目前主要有四个实证

研 究 ，它 们 是 ：Stam (2001) , Özyürek ( 2002),

Kellerman，Van Hoof(2003)和 Negueruela(2004)。这

些研究旨在回答二语使用者是否能根据本族语的

TFS模式使言语和手势同步。该领域的研究表明不

同语言类型在表达相同意思时所用手势是不同

的。沉浸式教学中的高水平学习者在动作事件中

已有倾向于使用二语的手势语，但仅限于轨迹事

件。

3 内化与二语习得
Vygotsky使用内化这一术语来解释个体与环境

的互动关系。他曾说：“所有的高级心理功能都是

内化了的社会关系。”（Well，1999）。某唯物主义者

这样解释内化：内化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心

理活动在外部的、基于物质的社会活动的基础上形

成（Lantolf，2000a）。因此，内化是某人从通过他人

和物质的帮助完成具体活动到没有任何明显外界

的帮助独立完成任务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独立

的心理活动可以不借助中介的支持。事实上，这种

支持现在已内化于人脑中了。Vygotsky（1978）曾提

到：每个思维功能的发展出现两次或者说出现在两

个层面上。它首先出现在社会交往的人际层面，然

后是个体的心理层面。在由社会层面向心理层面

的转化过程中，内化起着重要的作用。个体在人际

层面参与社会活动时，个体将各种社会活动的形式

内化，这一内化过程是十分复杂的，而且是动态

的。这一动态的过程被描述为物体调控、他人调控

和自我调控。Wertsch（1998）职业台球手和新台球

手的不同与Wertsch (Wertsch，1985 )儿童根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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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小迷宫的例子就很好的阐释了内化的概念。

中介形式的内化是通过模仿机制完成的

（Vygotsky，1987）。把模仿最早看作是人类一种特

殊的学习和发展形式的学者之一是Baldwin（1895/

1915）。Baldwin认为：模仿（特别是我们称作为不间

断的模仿）对于聪明的、认真的模仿者来说从来都

不是无创造性的，也从来不是仅仅的重复。唯果斯

基（1987）结合Baldwin及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他把模仿看作是一种复杂的转换活

动，并将之视为儿童的人类意识特征的发展的表

现。Newman和Holzman（1993）强调模仿并不是盲

目重复别人的话，而是从同一文化的其他成员所

说、所做的同一事件中创造出新东西。关于模仿和

语言学习的关系，Arbib (2002)和Tomasello (2003)提

出了模仿起中心作用的语言习得模式。Lantolf

（2006）也指出：“在语言习得中起关键作用的工具

是模仿”。对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表明，模仿常随

即出现在交际互动之后，但有时儿童对交际活动中

出现的模型的模仿会滞后，甚至会出现在儿童独处

时。私语中的模仿不仅出现在儿童中在成人学习

二语的过程中，这种模仿也时常出现。

内化理论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

在私语在内化语言知识中的作用研究。自言自语

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在复杂的认识任务中调节和调

整心理功能的手段，而且有利于心理功能的内化

（Lantolf，2006）。下面将分别从二语儿童和二语成

人两个视角综述私语在内化中的作用。

在 二 语 儿 童 的 私 语 问 题 上 ，Saville-Troike

（1988）研究最为著名，他研究了北美学校里以英语

为二语的儿童的私语。她报告说在6个月的时间

里，在被观察的9个儿童里面有6个经常使用人内

谈话。这种谈话包括他们的同龄人和老师话语中

的重复、回顾和联系，新形式的创造，扩展和代替，

还有为人与人之间交际的演练。其他较有代表性

的研究还有 Tarone (2000)、Broner 和 Tarone(2001)

等。这些儿童私语实验表明,模仿发生在交际活动

模型之后,有时会延迟,甚至出现在儿童独处的时

候。他们会对语言模型进行试验,有选择地注意语

言模型的某些特征。

目前为止，有三项研究关注成年二语学习者的

私语问题。其中最广泛的两项工程是Ohta（2001）

对 二 语 日 本 学 习 者 为 期 两 个 学 期 的 研 究 和

Centeno-Cortés（2003）对二语西班牙学习者为期一

个学期的研究，第三项是 Lantolf 和 Yáñez-Prieto
（2003）进行的对单个学习者的小型研究。Ohta和

Centeno-Cortés为证明二语成年人在私语和公共场

合交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例证，但是在私语模

块中被证明了的那些特征的使用，或多或少地发生

在教学活动中，而在以交际互动为目的的自发性社

会言语中不太会出现。正如Lantolf所说，如果出现

在私语中的模仿是它在真实时间中表现出来的语

言习得，那么就要尽快在私语和以后的社会言语中

所发生的一切之间建立关系。

通过综述以上研究发现：私语确实存在于二语

学习中。对话语的模仿不仅存在于儿童中间，成年

人学习二语也会模仿同龄人以及老师提供的模

型。儿童与成年人的不同在于成年人偶尔会对自

己的行为做自我评价。私语的运用，说明了内化是

语言发展的重要阶段。通过观察私语的发展，研究

者可以部分了解到学习者的内化过程，从而确定学

习者对语言的习得情况。

4 结语
上文已将现阶段中介与内化理论在二语习得

领域的研究进行了简单介绍。综观目前的这些研

究，我们认为在以下几个领域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

间：1）更深入的探索同伴对学习者习得语言的中介

作用。2）收集非课堂背景中的二语学习者的私语

和手势，并探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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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80s，sociocultural theory has attracted many L2 researchers’attention. Fruitful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field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broad. However, the summary of researches in this
area is rarely seen at home. Based on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has summarized the application of two important
concepts—medi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t is intended that it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cultural theory, especially the application of sociocultural theo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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