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语教学

编者按 :与外语教学相关联 ,必然涉及与相应外语密不可分的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文化规约

和生活世界等因素。但是 ,就外语教学和学习而言 ,与语言间翻译一样 ,其实就是在语言间性视野中对

不同语言差异性转换的处理。黄崇岭先生在双语教学框架中厘清其核心概念 ,白臻贤先生则将外语教

学置于主体 (教师 )与主体 (学生 )这一主体间性视域中予以考察。前者的价值在于夯实双语教学的学

科基础 ,后者则具有时代前沿性特征。

双语教学核心概念解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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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双语教学领域内概念众多 ,这些概念纵横交错 ,或同义 , 或平行 ,或内包 ,或交叉。遗憾的是 ,国内的文献对

这些概念的介绍并不具体 ,有些理解甚至出现错误 ,因此 ,系统归纳整理显得十分必要。本文详细介绍国际权威文献对

双语教学领域的核心概念“双语 ”、“双语教育 ”、“浸入式 ”、“双语课 ”、“双语教学 ”的定义 ,并且加以详细分析和解释。

最后 ,作者提出“双语教学 ”这个概念在我国的特殊性、合理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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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rpreta tion and Ana lysis to the Key Concepts of B ilingua l Teach ing and L earn ing
Huang Chong2li ng

(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There are a lot of concep ts in the biling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field. The relationship s between them are so sophisticated

that they may be synonymous, parallel, crossed with, or imp licit within one another. However, introductions to these concep ts in

papers published in China are always in brief, and sometimes even include m istakes. So, 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make a comp lete

review of and give a summary to these concep ts. In this paper, definitions made in internationally published influential papers to

these biling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field key concep ts, are introduced, analyzed, and interp reted in detail. These concep ts in2
clude bilingualism, bilingual education, immersion, bilingual lessons, biling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etc. A t the end of this

paper, the specialty, rationality and app licability in China of the concep t, biling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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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核心概念解析
1. 1双语

研究双语教学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双语 ( bilingual2
ism)。它是个非常复杂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现象。研究

角度不同 ,定义就会相差很远。虽然很多语言学家、社会

学家、地理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试图

对“双语 ”下一个完整的定义 ,但迄今没有一个定义得到

公认。德国语言学家 Fischer曾说过 ,“50年的双语研究

也没有找到一个有普遍意义的双语定义 ”(Boeckmann

1997: 26)。C. Baker也指出 ,“区分双语、非双语 ,相当困

难 ”(Baker 1993: 7)。学术界研究双语常常有三个角度。

第一 , B loomfield ( 1933 )从能力角度出发提出 , 双语指

“像母语一样掌握的两门或多门语言 ”。C. Baker认为

B loomfield的观点过于极端 (Baker 1993: 7)。“像母语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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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掌握 ”,要求太高。此外 ,“像母语般地掌握 ”作为标

准 ,本身就含糊。B loomfield的本意在于强调第二语言像

母语一样掌握得好 ,可是在双语人群中 ,人们的母语掌握

程度是不同的 ,有些人是“添加性双语 ”,有些人则是“缩

减性双语 ”或“半双语 ”,在这种情况下 ,“母语般地掌握 ”

就是一种低程度的掌握 ,那么这是否违背 B loomfield的初

衷呢 ?第二 ,W einreich从功能角度出发 ,指出“轮流交换

使用两种语言的实践活动叫双语 ” (W einreich 1977:

15)。如何理解这种轮流交换使用 ,频率如何 ,无法进一

步解释。给“双语 ”下定义的第三个角度是说话者本人在

社会活动中对自己的语言状况的感知态度。这条标准同

样相当模糊 ,并且过于主观。可见 ,在双语教学领域内 ,

不可能也无须找到一个对“双语 ”的完美定义。须要指

出 ,绝大多数双语人群 ,其两种语言的掌握程度是不同

的 :有一个强势语言 ,即他们经常使用和喜欢使用的语

言 ;还有一个使用较少的弱势语言。虽然两种语言由于

外因的变化会相互转换 ,但在学校式的非自然双语习得

过程中 ,强势语言始终是多数语言群体的母语 ,学生第二

语言的能力无法和母语相比。所以 ,当学生们在特定的

交际情况下能够自动地使用外语生成可以理解的表达

式 ,我们就可以认为他们“有双语能力 ”。

1. 2双语教育

C. Baker说过 ,双语教育 ( bilingual education)是用一

个简单的标签概括一个复杂的现象。属于双语教育的现

象有很多种 ,而且每种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涉及到学习者

的类型 (语言多数群体还是语言少数群体 )、课堂使用的

目标语 (多数群体语言还是少数群体语言 )、教育目标 (种

族同化还是语言丰富 )以及不同的语言目标 (单语还是双

语、双文化 )等等。因此 ,给双语教育划分类型是件很不

容易的事情 ,许多语言学家、教育学家试图给双语教育进

行合适的分类 ,他们的划分从 Kjolseth ( 1973 )的二分法

(同化模式和多元模式 )到 Mackey (1972)的 250种类型

(Boeckmann 1997: 43) ,花样繁多 ,但没有一种尽善尽美。

1993年 , C. Baker把双语教育划分成 10种类型 :淹

没式双语教育 (含结构型沉浸式双语教育 )、种族隔离主

义语言教育、过渡性双语教育、滴注式语言计划、分离主

义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沉浸式双语教育、保留性双语教

育、双向双语教育、主流双语教育等 (王斌华 2003: 66)。

其中 ,前 6种属于弱势双语教育范畴 ,后 4种属于强势双

语教育范畴。与这种较为细致的分类方法相对的是 Fthe2
nakis (1985)概括出的一种三分法 :语言丰富模式 , 这种

模式针对的学生来自语言多数群体 ,目的是通过学校教

育使学生拥有双语能力 ;语言过渡模式 , 这种模式为的是

通过在学校部分使用第一语言 (少数群体语言 )使来自语

言少数群体的学生习得第二语言 (多数群体语言 ) ,一旦

学生掌握了第二语言 ,学校便不再顾及第一语言 ;语言解

放模式 , 这种模式通过保持来自语言少数群体的学生的

第一语言和完全习得第二语言使他们能够参与两个语言

团体的文化 ,也就是说既追求一种社会的融合 ,又力求保

持文化语言的自治 (Boeckmann 1997: 43)。

1. 3浸入式

浸入式 ( immersion) ,又称沉浸式、浸润式 ,是双语教

学中最早为人所知的核心概念 ,它来源于法文词 immer2
ger,意义为浸入语言的浴缸里。“浸入式 ”概念起源于加

拿大 ,最初专门用来表示英国裔的孩子所接受的一种特

别的法语学习方式。Genesee为 immersion所下的定义最

受学界关注 :“浸入式是双语教育的一种形式 ,学生以多

数群体语言为自己的母语 ,他们所接受的课程教育部分

通过第二语言 ,部分通过第一语言完成 ⋯⋯一般而言 ,一

学年的课程中至少要有 50%以上的部分使用第二语言 ,

这样的模式才能被称为浸入式 ”( Genesee 1987: 1)。按

照使用第二语言教授学科的比例 ,可将浸入式分为完全

浸入式 (所有的学科均采用第二语言授课 )和部分浸入式

(一部分学科采用第二语言授课 )。按照学生开始接受浸

入式教育的年龄 ,又可将浸入式分为早期浸入式 (幼儿园

至小学三年级 )、中期浸入式 ( 4 - 6年级 )和晚期浸入式

(7年级以后 )。完全浸入式只存在于早期阶段 ,从三年

级起 ,使用第二语言授课的科目逐渐减少 ,为的是给母语

授课腾出空间 ,以便兼顾母语能力的发展 ,完全浸入式随

之也改变为部分浸入式。值得一提的是 , 国内许多文献

把“部分浸入式 ”理解为专业课上部分使用外语 ,部分使

用母语 ,这完全是对这一概念的断章取义 ,因为实际上不

论是部分浸入式还是完全浸入式 ,教师在课堂上都坚持

使用第二语言 (Le Pape Racine 2000: 21) ,出于保护学生

的学习动机考虑才允许学生在课堂上使用他们的第一语

言 (王斌华 2003: 8) ,但主要还是鼓励他们使用第二语

言。Genesee主要从三个方面限制“浸入式 ”概念 :第一是

目标群 ,限制在第一语言为多数语言的群体范围 ;第二是

方式 ,用第一和第二语言传授专业课程知识 ;第三是量 ,

第二语言的授课量不能少于 50%。为了进一步明确“浸

入式 ”的概念 , Swain和 Johnson提出浸入式的 8个核心特

征和 10个可变特征 ( Zydatiº 2000: 28)。

就现代意义上的双语教学而言 ,加拿大的浸入式双

语教育在学术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细致且持久的

研究。今天 ,只要提到双语教学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

拿大的浸入式双语教育 ,而各式各样的双语教学模式多

少都从加拿大双语教育中获取灵感。“浸入式 ”的发展已

使其不再是创建之初的双语教育了 (通过把法语作为专

业课的授课语言 ,提高英国裔孩子的法文水平 ,让他们掌

握好两门语言 ,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 ,适应社会的需要 ) ,

学界更多地把它看成一种促进外语习得的新型跨学科的

教学法 ,在世界各地广为推广。所以 ,加拿大的“浸入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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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显得过于狭隘 ,不能满足双语教学多样性的需要

( Zydatiº 2000: 27)。Wode重新定义“浸入式 ”:“浸入式

指以外语为课堂语言 ,传授学科知识的一种方法 ”(Wode

1995: 12)。显然 ,这一定义使“浸入式 ”跳出了双语教育

的框框 ,它不再限制受教育的人群 ,也不再拘泥于第二语

言的量 ,而是演变成一种纯粹的教学法。应该说 , Wode

对“浸入式 ”概念的修订 ,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也反映出

这一加拿大模式被全世界广为借鉴的成功。

1. 4双语课

双语课 ( bilingualer Unterricht)是德语语言区最先使

用的一个概念 ,指用外语或第二语言为工作语言 ,传授专

业知识的专业课 (B redenbrÊcker 2000: 17) ,但不包括传统

意义上的外语课 ,因为不论外语课上授课语言是外语还

是母语 ,语言始终是授课对象而不是授课工具 ,它不属于

双语教学的范畴。双语课概念清楚明了 ,而且德语区双

语教学的开展在质量和数量上在欧洲都是首屈一指 ,所

以此概念很快就被大量学者接受 ,也是目前欧洲用来表

示双语教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双语课 ”是个教学法领域

的概念。上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双语教学在欧洲的推

广 ,这一概念一般不用来表示流亡者或少数民族因种族

文化原因而接受的双语教育。

与上文 Wode的“浸入式 ”定义相比 ,可以发现两者没

有质的区别 ,一部分专家基本上将它们视为同义概念。

但也有学者认为 ,双语课突出“双 ”字 ,即在一节课上使用

两种语言 ,而浸入式课堂只使用第二语言 ,两者没有质的

区别 ,却有量的差异 (B rohy 1997, Stern 1996, Le Pape

Racine 2000)。笔者对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首先 ,欧洲

大量双语教学的实践表明 ,双语课上虽然不回避母语 ,但

外语往往是课堂唯一的语言。本人在欧洲对双语课多次

的听课记录也显示 ,绝大多数的教师只使用外语授课 ,而

这些课都冠以“双语课 ”的称号 ,从没有因为课堂上教师

使用母语才是双语课 ,而不说母语就是浸入式。其次 ,没

有任何文献确切显示加拿大的浸入式课堂教师绝对 (若

干学年之久 )不使用母语 ,从理论上来说 ,完全存在使用

母语的可能性 ,因为教师都具有双语能力。学术界和本

人持相同观点的大有人在。这一派认为 ,双语课主要应

使用外语作为工作语言 ,通过模拟自然语言习得方式 ,增

加可理解输入来提高语言能力 ,但为了专业知识的习得 ,

不排除在开始阶段或必要时使用母语。双语课不是以课

上仅仅使用外语或两种语言来衡量 ,即使只使用外语授

课 ,仍然可称之为“双语课 ”,因为学生通过该课程获得用

两种语言储存和表述知识的能力。

1. 5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 ( biling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这一概念是

我国对这一新型教学模式最普遍、最通俗的称呼 ,和上文

中的“双语课 ”几乎一致。这一概念很好地反映了我国的

社会现实 ,突出体现它的教学法特色 ,不涉及国家的民族

语言文化政策 ,与从德、智、体诸方面有计划施加影响的

教育活动不同。欧美国家的文献中使用此概念的频率较

少 ,但其表示的内涵与我国相同。

2　结束语
“双语教学 ”概念及其内涵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 ,我

们没有必要修改它 ,硬让它和国际接轨 ,重要的是研究双

语教学和从事双语教学的人一定要清楚其中的关系 ,这

样才能让双语教学在中国走上科学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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