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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习得中教学与学习者个体差异

研究视野下的日语教学
———评 《二语习得研究与日语教育》

田　靖

　　第二语言习得 （简称 “二语习得”）研究是外

语研究领域的重要基础课题。强调从心理、认知

和语言视角探索学习者在掌握母语后，如何习得

另一套新的语言体系。因此，二语习得研究所涉

及的学科范围与研究内容极其广泛和丰富，研究

成果对外语教学也有着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语学界在二语习得领域的

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参照物的研究尤为突出，书籍论文数量众多，成果

丰硕，已形成了较为清晰完整的理论框架与体系。

而除此之外将其他语言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对象的成

果却稀松零散，呈碎片式存在。事实上，就语言本

身而言，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语言体系，在

面向中国非英语的外语学习者进行教学时，必然不

能完全照搬英语习得的方法和研究成果。

目前在我国日语是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

语种。至 ２０１５年，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已有 ９５万
人，日语学习者人数全球第一，高校日语学习者

人数超过６２万人，日语教师１１万人，开设日语
专业的高校超过５００所。然而相对于日语学习者和
教师的规模，以日语为二语习得考查对象的研究，

无论从研究视野、成果的数量质量上均不尽如人

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国日语教师在日

语教育研究上面临的困境。

正是基于这种现状，２０１５年国内日语教学领
域专家曹大峰、林洪作为总主编出版了 《日语教

育基础理论与实践》系列丛书，以期为日语教师

和研究生在日语教育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提升提

供帮助。横山纪子主编的 《二语习得研究与日语

教育》正是其中一本，也是国内唯一将日语作为

二语习得研究对象的第一本专业学术书籍。

全书由中日两国六位日语教师的博士论文组

成，用中日双语写作，立足于二语习得领域中二

语教学研究和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两个范畴展开

探讨。作者既是科研人员，又是一线教师，通过

对教学实践中 “教师怎样教才更有效”、 “学生如

何学才更好”这些最朴素问题的思考，将自身在日

语教学实践中产生的疑问与困惑作为研究课题，使

用二语习得领域中与语言学习和语言指导方法论关

系最为密切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教学现场收集的

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可以说，此书为读者构建了一

个全景式了解二语习得中教学研究与学习者个体差

异研究相关理论与实践成果的基础平台。

全书脉络清晰，依照研究顺序与主题层层递进。

分为 “绪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深意”、“课堂指

导与二语习得的关联”、“给二语习得带来影响的学

习者个体差异”、“二语习得研究实例”四个部分。

在绪论中，横山纪子开篇解明了什么是二语

习得研究，采用何种研究方法进行二语习得研究，

以及通过实例论证解释构建习得基础框架的四个

理论：输入假设、输出假设、互动假设和留意假

设。第二部分 “课堂指导”中，收取了张文丽的

《ＦｏｃｕｓｏｎＦｏｒｍ》和王文贤的 《学习者之间的互

动》两篇博士论文。在 《ＦｏｃｕｓｏｎＦｏｒｍ》中，作
者结合二语习得四个基本理论的研究成果，采用

目前被公认适用性最佳的 ＦｏｃｕｓｏｎＦｏｒｍ指导法，
结合具体的教学技巧，对教学效果进行了实践验

证和分析。《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一文中，将基于

二语习得的输出假设、互动假设理论的学习者间

互动作为研究对象，围绕 “语言运用能力尚不足

的学习者间的课堂互动是否有效，将产生何种效

果”这一课题进行了论证研究。结果表明：学习

者之间的互动为学习者提供了重要的可理解性语

言输入与输出的机会。但在实际课堂操作中，需

留意学习者的二语水平差异与互动模式，以及任

务目标的可操作性。在第三部分 “学习者的个体

差异”研究中，收纳了向山阳子的 《二语习得与

语言适应性》、久保田美子的 《二语习得与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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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基于张勇的 《日语专业学生对日本人的定型

印象及其成因》一文提炼的外语学习对跨文化交

际态度的影响研究综述构成。将影响个体学习者

二语习得效果的内在因素分头进行了分析探讨。

向山阳子，对高效语言学习者的共性及其语言适

应性的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并介绍了作者自身

在语言教学过程中的相关实证研究。通过分析论

证，作者认为：音韵处理能力在学习者进行外语

学习的初级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语言分析

能力的重要性则体现在语言学习的所有阶段。久

保田美子的 《二语习得与信念》一文以学习者与

教师在语言学习上所持有的学习信念、习惯与学

习效果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领

域近百篇中日韩美英等国学者的研究进行分类梳

理比较，作者认为：到目前为止的相关定量、定

性研究中，对信念与日语能力的关系、构成信念

变化的要素、以及结合学习者信念实态的科学研

究尚不够充分，这也为未来日语教育研究提供了

参考方向。张勇在关于 《学习者跨文化态度与语

言学习》一文中，从外语学习者与非外语学习者

对待他文化的态度差异、对待他文化的态度是否

会随着外语学习而变化、以及对待他文化的态度

是否会随着教育的介入而变化这三个视角入手，

发现外语学习对学习者跨文化态度有正向影响，

但不同学习方式带来的影响大小存在差异性。第

四部分 “二语习得研究实例”，则以第二、三部分

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选取了向山阳子、王文贤、

张文丽、张勇四位作者论文中的相关实例研究部

分，在研究计划的制定、研究方法的选取、具体

实例研究实施的框架下，从如何发掘二语习得研

究动机、如何通过文献综述确立研究课题、如何

进行研究设计、如何运用与课题相吻合的研究方

法、如何进行数据分析和讨论，以及如何进行结

论总结，向读者介绍了开展二语习得研究的全貌。

总体而言， 《二语习得研究与日语教育》一

书，以准确得当的选题、清晰缜密的思路、朴实

凝练的语言向读者传递了基础理论与教学实践相

结合的日语二语习得研究的魅力和可操作性。手

把手地为读者未来如何展开语言教学研究提供了

专业指导和帮助，也为读者进一步开展日语教育

领域的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线索和方向。

（田靖／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语言文化研究
所讲师）

（责任编辑：赵惠君

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殘

殘殘
殘

）

征稿启事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是军队院校唯一面向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的教育类期刊 （ＣＮ４３－
１３３０／Ｇ４、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８８７４）。２００９年获 “中国学术期刊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ＣＡＪ－ＣＤ）执
行优秀期刊奖”。２０１２年获评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自创刊以来，本刊以其独特

的学术地位与刊物风格深受军内外广大教育理论工作者、高校师生及教育管理人员的欢迎和

厚爱。本刊来稿需观点明确，论证充分；结构严谨，层次清晰；资料可靠，数据准确；文字

精炼，图表规范。本刊用稿格式详见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专题网站 （国防科技大学官网首

页有链接）。篇幅 （含图、表）８０００字左右为宜，军内作者投稿时请同时提交论文保密审查
证明。《高等教育研究学报》每期定价１５元，全年８０元 （含邮资）。

欢迎订阅与投稿！

本刊投稿方式如下：

网 址：ｈｔｔｐ：／／ｇｄｊｙｙｊｘｂｎｕｄｔｅｄｕｃｎ
Ｅｍａｉｌ：ｇｄｊｙｙｊｘｂ＠ｎｕｄｔｅｄｕｃｎ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国防科技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编辑部

（邮编：４１００７３）
联系电话：０７３１－８４５７２３９３（地方线）　０７３１－５７２３９３（军线）

０７３１－８４５７３５９８（地方线）　０７３１－５７３５９８（军线）
联 系 人：毛鸽枝

０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