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语教学

编者按:多年来, 我国的外语教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收效不大。相关研究和实践表明,在一

定理论指导下,抓住外语教学中的重要现象, 对其实施理性认知和合理解决, 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策略

(姜毓峰、桂林、杨爱英和孙先洪 ) ;同时,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不能满足于具体现象的反思,有必要在反

思具体现象的基础上开展相关理论探索, 多元互动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建构 就属于此列。应该指出,

桂林老师的文章很有特点。虽然其持有的语言观并不多见, 但至少说明语言和语言研究对象也可以

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

网络自主学习模式下的大学英语石化现象分析

姜毓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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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 要: 本文在石化现象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网络自主学习实践,利用调查问卷及访谈的形式调查网络自主学

习环境中的石化现象 ,并对调查结果及石化现象实施详尽的发生学分析, 最后就如何改善网络自主学习模式、防止现代

技术条件下的石化现象提出一些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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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 of Fossiliz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Study

in theW eb assisted Autonomous L earningM ode

Jiang Yu feng

(H a rbin Un iversity o f Sc ience and Technology, H arb in 150080, Ch ina)

Based on the theo re tica l study o f foss iliza 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 tes the phenom enon of fo ssilization in the web assisted au

tonom ous learn ing m ode by m eans o f questionna ires and interv iews. It makes a deta iled ana lysis of the investiga tion resu lts and

re lev ant factors lead ing to fo ssilization, w ith som e suggestions proposed concern ing how to improve the w eb ass isted autonom ous

learn ing pa ttern and avo id fossilization in the circumstance o f new techno logy.

K ey words: w eb assisted autonomous learn ing; co llege Eng lish; foss iliza tion

! ! 1! 引言
综观学术界的相关研究, 学者们一致认为,学习者在

第二语言习得中, 通过一定学习策略, 在目标语输入基础

上建立的第二语言系统, 称为中介语 ( inter language)。它

是一种随着学习的进展向目标语逐渐过渡的动态语言系

统。中介语的发展过程与第一语言的发展过程截然不

同, 其原因在于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存在石化现象 ( fos

silization)。Se linker发现许多第二语言学习者 (将近

95% )未能达到目标语能力, 即 中介语连续体的终点 

(白凤欣 2007: 115)。当中介语中包含一些有别于目标

语的规则时, 石化现象也随之产生。根据这一理论, 大多

数外语学习者在习得语言的中后期都会出现停滞不前的

徘徊状态或 高原期 现象。

石化是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普遍存在并且不可避免

的现象, 因此分析石化,研究石化无疑成为众多语言学家

的热门课题。

三十多年来 ,国内外许多学者深入细致地研究中介

语石化现象, 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主要集中于

石化的理论研究 ,大都是以传统课堂教学为背景。

可是, 当前计算机 网络技术 正迅速地 介入大学英

语教学 中 (曹群英 2009: 174)。新教学模式下的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决定自己的学习内容和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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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 独立获取信息, 训练自我约

束能力, 但新技术未必就能保证消除石化现象。

为此, 笔者力图在相关理论指导下,尽可能合理地解

决网络自主学习环境中英语学习者的石化问题。

2! 关于石化现象的理论
2. 1概念

外语学习过程中的 石化现象 这一概念由 Larry

Se linke r1972年首先提出。 Se linker认为,在外语学习者的

过渡语中存在着一些趋于保留的、与目的语有关的石化

现象, 其特点、语法规则及次系统特征不受学习者个体因

素的影响, 如年龄、接受的外语教育程度等 ( Se linker

1972: 209- 231)。石化了的结构常以潜在方式存在, 在

表面清除以后, 会在学习者的输出中重新出现。 1992年,

Se linke r补充道, 如果过渡语的结构系统不再进一步发

展, 也是石化的表现 ( Se linker 1992)。随后, Se linker还对

这一定义进行过增补, 并于 1996年将这一现象重新定义

为, 语言的僵化现象是指外语学习者的过渡语中的一些

语言项目、语法规则和系统知识趋向于固定下来的状态,

年龄的增长和学习量的变化对改变这种固定状态不起作

用∀∀僵化结构一般以潜在的方式存在, 甚至在表面上

似乎已经清除了以后, 还是会在过渡语的使用中出现 

(胡罡等 2007: 227)。

Lenneberg认为, 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某段时间由于

生理因素的作用 ,语言习得最为容易, 超过这段时间, 语

言的习得能力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这便是语言习

得进入石化阶段 ( L enneberg 1967)。

Leech, G. ( 1974) 在#语义学∃中曾用过 石化现象 

这一术语, 用以指一个词条的约定俗成的意义 (所指范

围 )发生变异, 从而使之形成习惯用法的固态化 (王寅

2001: 275)。

#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将中介语石化现

象解释为 (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中 )这样一个过程, 有时

出现不正确的语言特征永久性地成为一个人说或写一种

语言的方式, 发音、词汇用法和语法的各个方面在第二语

言或外语学习中会固化或石化。发音特征的僵化造成一

个人的异国口音 ( R ichards, P la t, et al. 2000)。

H an认为, 在认知层面上, 石化是一些导致中介语形

式永久性固化的认知过程或潜在机制, 石化是由一些过

程构成的一个认知机制 (H an 2003: 95- 128)。

2. 2分类

根据 Se linker的观点,石化现象在形式上分为个体石

化 ( ind iv idual fossilization)和群体石化 ( group fo ssilization)

两个基本类型。其中, 学习者个体石化大体表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 1)错误石化 ( error reappea rance) ,表现为被纠

正多次的、并且视为已经清除了的错误的反复出现; ( 2)

语言能力石化 ( language com pe tence fossilization) , 表现为

学习者个体的中介语在语言、词汇及句法结构方面的石

化。群体石化指石化了的外语能力具有普遍性, 成为整

个社会的正常现象,而这会导致一种新方言的出现 (戴炜

栋等 1999: 10)。

戴炜栋根据性质, 将中介语分为暂时性石化和永久

性石化。这一区分在我国外语教学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

值。我国学生的中介语石化大多属于前者, 即暂时性石

化 (戴炜栋等 1999: 10- 11)。许晓艳则提出异议。她认

为石化现象最显著的特点是永久性, 根本不具备 暂时

性 的可能。根据语言现象形成的有意识性和无意识性,

许晓艳将石化分为有意识石化和无意识石化。有意识石

化包括社会因素、学习者情感因素和学习者认知风格导

致的石化现象; 无意识石化现象则包括语音环境、生理条

件和年龄因素导致的石化现象 (许晓艳 2005)。关于石化

的分类, 学者们众说纷纭, 这或许可以归因于石化本身的

抽象性和难以界定性。

3! 大学生英语石化现象的调查与分析
近年来, 随着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新

兴教育形式下的大学英语石化现象值得广大外语教师关

注。不可否认, 人手一机的网络自主学习与传统教学模

式相比, 具有许多优越性, 但也很容易产生一些英语学习

石化现象。

哈尔滨理工大学在英语教学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

和探索, 将学校的部分班级设定为教改班, 教改班与其他

班级在英语教学模式上有所不同。教改班采用清华大学

的#新交互大学英语 ∃读写译、视听说教材及网络自主学

习平台系统, 在授课模式上采取 2+ 2+ 2 的模式, 即每

周 2课时精读教学、2课时听力教学以及 2课时网络自主

上机学习。新模式降低精读课的学习比例, 增加听力的

比重及网络 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模式 (欧阳建平 张建佳

2009: 117)。

笔者对哈尔滨理工大学的部分英语教改班的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根据研究需要, 调查问卷在发给教改班学

生之前已经做过前期测试,旨在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同时, 向学生解释石化现象的基本概念,以确保本次调查

的科学可信。本调查问卷主要由 网络自主学习情景中

的大学生英语学习石化现象的分布领域调查  和 网络自

主学习情景中的大学生英语石化现象的原因调查 两大

部分组成。问卷采取客观选择题方式。第一部分主要包

括学生的学习侧重点、石化的领域、石化的语言知识、石

化的交际能力以及改善石化的自信程度等 30个问题;第

二部分则主要由学习策略、学习动机、学习情感等因素及

对网络自主学习的教学效果和环境的看法等 15个问题

构成。 2010年 4月, 笔者对 300名教改班同学进行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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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收回有效问卷 300份。调查结果简述如下。

3. 1英语基础知识的石化分布

根据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我们发现大学生在英

语基础知识的各个方面, 如语音、语法、词汇都存在石化

现象。其中, 学生的词汇知识石化最为严重, 石化比例达

到 57. 3% ; 在语法掌握方面也出现较为严重的石化现象,

约占 47. 3% ; 语音方面石化比例较小, 约占 17. 3% , 这主

要是因为基于网络的教学能提供文字、图像、声音、动画

等丰富的学习内容, 使得教学内容变得更加逼真、更加充

实、更加具有形象化和更加具有吸引力,学生在英语网络

学习系统中接触到大量地道和纯正的语音现象, 从而不

会被其他错误发音影响。

3. 2英语应用能力的石化分布

根据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笔者发现网络自主学

习情景中大学生的写作能力石化较为严重 ,达到 55. 7% ,

接下来的是阅读能力 ,约占 49. 3% , 这与精读课程的比例

下降有关。但口语石化的比例约为 40. 3% , 听力能力石

化比例约为 15. 3%。

3. 3石化现象的发生学分析

根据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 96. 7% 的教改班学生对

网络自主学习持肯定态度。网络自主学习模式在大学英

语教学中应用后, 其图文并茂、声像结合的教学方式为学

习者提供了真实生动的语言学习环境, 其工具性和交互

性有利于线性和非线性地呈现大量自然、真实和鲜活的

学习材料, 通过文字、图像和声音同时作用于学生的感

官, 使其左右脑并用, 达到一种 身临其境 的效果。因

此, 学生可以在网上搜寻到一些地道纯正的口语交流信

息, 而且可以进行大量的仿真交际。这就是学生的语音

知识和口语能力的石化相对较弱的原因。但是网络自主

学习环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语言问题, 其本身也存在着

许多弊端, 不容忽视。

3. 31网络环境因素

第一, 网络学习环境中的人们缺乏情感交流。然而,

传统方式授课条件下 ,当教师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学习内

容时, 却存在着潜在的情感交流。当使用网络课程学习

时, 学生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冷冰冰的、不动声色的、毫无

感情的各种现象或实体。当学习者面对网络中的海量信

息时, 有时会记不住最初要搜寻的信息。这似乎就是由

于在网络学习过程中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渠道

和足够的信息交流而形成的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正是

交际者缺乏情感交流的网络环境成为外语学习者外语石

化现象产生、存在的原因之一。

第二, 学习者在学习平台上寻求信息资源时, 往往会

陷入困境: 一方面会感到身处信息海洋,却要忍受着知识

的饥渴, 因为在网上找不到更多自己可用的东西; 另一方

面,学生有时难以从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准确、及时、有

效地找到与自身需求相关的、合适的信息。相对于学习者

需求的网上信息资源匮乏, 已成为网络教育发展的 瓶颈 

也成为相应石化现象产生的又一原因。

第三, 网络课程的学习容易产生疲劳。面对一个固

定的机器, 眼睛长时间盯视屏幕会带来视觉疲劳。此外,

身体的固定姿势加上有时枯燥的学习内容不仅影响学习

效果, 而且往往是有些学习者放弃网络学习的主要原因。

这是石化现象产生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 实验室的计算机本身会产生一些故障, 如设备

老化导致的性能降低、计算机网络不稳定、硬件损坏、病

毒和木马入侵等等影响学生的学习情绪。

3. 32认知因素

第一, 网络环境中有大量现成的信息唾手可得, 这就

导致学习者在借助网络解决问题时, 渐渐忽视思考、追问

本质的思维方式。而且, 网络信息的形象化倾向会诱导

学习者用 眼睛 或 耳朵 而非 大脑 或 手 解决和分

析问题。学习者则会进入一种过度依赖网上信息而轻视

实践操作的恶性状态,容易引发思维障碍。因此, 学习者

的语法和词汇知识就会逆向增长, 阅读和写作能力将随

之减弱。

第二, 在参与网络自主学习课程前,学生长期接受的

是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 已经习惯老师在课堂上的支配

地位, 一旦遇到教师远离自己, 把主动权交给自己的新情

况, 就会感觉无从下手、无所适从。整个学习计划呈现出

一种无规划性及无系统性的状态, 学生一下子不知道该

学些什么, 如何学。

第三, 网络学习者普遍对网络学习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问题及困难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 从而导致学习者心

理问题的不时出现。例如, 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上的各个

部分是已经编制好的,并且各个部分之间紧密联系, 如果

学生前一部分的任务没有达到要求, 则无法进入下一部

分的学习。因而, 学习者发现学习内容过难、进度太快或

者远远地落后于其他学习者时, 经常会出现焦虑、烦躁甚

至自我怀疑的心理状态。久而久之, 会丧失对英语的学

习兴趣。

3. 33策略因素

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提供学习者与教师之间及学习者

之间交流的机会。但是笔者在查看平台反馈信息及对个

别学习者的访谈后,发现大多数学习者专注于自我学习,

而很少与其他人沟通或者探讨问题。因此, 在缺少教师

及同伴的监控下, 学习者有时未能察觉自己在交流中出

现的错误, 长久下去,必然形成语言石化。这也是合作策

略在网络自主学习环境中流失现象的影射。相比之下,

交际策略中的 母语迁移 ( language transfer)及 概念的

过度概括 ( overgenera lization)在学习者的写作中频繁出

现。笔者发现, 学习者在用词方面有所提高, 不再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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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简单词汇的使用。这似乎是网络上便捷的 在线词

典 的功劳。可是, 仔细阅读学习者的作文后, 容易发现

有些单词的运用不符合语境要求, 一些句子完全是不假

思索地 汉英直译 。因此, 学习者在语法、词汇和写作能

力上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石化现象。

S im提出石化的形成可能与学习者的学习策略有关

( S im 1989)。他认为学习策略有助于深层次的认知处理过

程,能促成更完备的学习效果。如果学习策略有问题,学习

总是不完备, 也就容易造成石化 (杨连瑞等 2006: 41)。

3. 34情感因素

通过对部分学习者学习任务完成情况的调查, 笔者

发现, 网络学习任务完成较顺利的学习者大都是 有浓厚

的英语学习兴趣和较强的成就动机, 能自觉克服学习中

障碍, 能积极持久地学习 (刘金侠 2009: 120)。相反,有

些学习者对英语抱有抵触心理, 认为英语学习枯燥乏味,

消极学习只是为考试作准备; 有些学生对网络学习缺乏

兴趣; 有些学习者缺乏信心, 遇到挫败就会产生羞愧感和

孤独感; 有些则因为网络或计算机偶尔出现故障而表现

出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这些学习者会选择逃避学习,

对信息材料只作表面、机械的加工及记忆。这种情感或

动机如恶性循环下去, 势必导致网络学习环境中石化现

象的产生。

K rashen认为, 情感因素关系到第二语言习得的成

败。他提出学习者的情感就像一张过滤网, 如果学习者

对第二语言采取消极态度, 其情感过滤器就会增强, 获得

的语音输入就少。反之, 持积极态度的语言学习者会有

较低的情感过滤, 语言输入则会很容易达到大脑的更深

层次 ( K rashen 1982: 43)。

3. 35文化适应因素

Schum ann认为,文化适应是中介语石化现象产生的

主要原因 ( Schum ann 1978)。由于学习者与目标语有一定

社会和心理距离, 学习者总是重复有限的语言行为, 学习

者缺乏与目的语文化交融的内在动力, 使目标语使用受

到局限, 产生石化 (杨连瑞等 2006: 42)。

笔者有时会看到学习者通过一些网络软件与以英语

为母语的人交流, 如 QQ和 Skype等。这说明学习者在有

意识地接触目标语, 训练口语和听力能力。但很少学习

者会浏览一些英文网页, 阅读一些英语新闻等, 遇到疑

难, 总是 就事论事 ,很少考虑文化背景因素。在搜索信

息时, 也很少用英语作为关键词, 书面表达能力因此减

弱。在写作中, 笔者发现有些学习者试图运用一些定语

从句、倒装、虚拟语气等语法项目 , 但运用不当。这种情

况长期下去, 会使习得的语言变成洋泾浜语 ( p idg in)。洋

泾浜持续下去, 学习者习得的中介语便会石化。

3. 36教师因素

第一, 网络自主学习平台到目前为止还是作为一个

辅助工具而不是教学主体, 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可以弥

补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不足。不可忽视的是, 英语教师

本身英语水平的石化, 也是学习者缺乏学习动力的重要

原因。部分英语教师如果抱残守缺, 不及时更新知识,提

高语言能力, 接受并应用新的教学理念,必将无法适应新

时代的教学要求。

第二, 网络自主学习环境对教师来说无疑是一场挑

战。有些教师会产生恐慌心理, 认为网络是一本全方位

的教学参考书, 学生在网络上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

材料, 从背景知识到课文讲解, 再到练习题答案等, 可谓

面面俱到, 应有尽有,因此抱有 讲与不讲一个样 的错误

心理, 难以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和协助者。

第三, 教师应承担起学习任务的 设计者 、组织者 

和促进者的角色 (曹群英 2009: 175)。但学生在网络自

主学习时, 很少有教师在现场指导学生,教师的主观监控

作用全然丧失, 一方面,自我效能低下或意志力较弱的学

生就会产生网络迷途现象 ;另一方面, 学生遇到的问题未

能得到及时的解决,造成学生学习停滞不前。

4! 大学生英语 石化最小值  方案
第一, 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任务是将英语教学模式

革新、学习资源利用与建设、教师与学生关系等融合到系

统之中。因此一定要将系统中大学英语教学资源库的建

设变得更加深层化、专业化, 即建设一个庞大的英语教学

资源数据库, 要有大量的全方位的教学素材, 如优秀课

件、教学参考资料及练习题等, 以便学生自主学习。

在开发大学英语教学资源库的过程中, 承认学习的

差别性及由此产生的不同学习方式、学习地点、学习时

间、高效学习方法等 ,确定网络课程的学习任务、所用资

源的信息来源及获取信息的策略, 完善信息加工、评价和

分类机制, 更加科学地建设大学英语教学资源库。

在技术上, 要提供强有力的学习支持服务,为学习者

提供关于技术使用方式的帮助和支持, 应努力改善网络

教学硬件环境, 提高网站质量。

第二, 网络英语教师应倡导 以学习者为中心 的理

念 (汪国军 2009: 188), 教授方式应由 控学  转向 导

学 ,教师的角色应由单纯的知识传播者转变为能够有效

指导学生正确获取信息的方法和技能的引导者。这对新

时代的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 教师不仅要精通本领域的

专业文化知识, 做到终身学习, 而且应不断学习新知识、

新技术,更新教育观念,熟练掌握和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在

充分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带来的交互性优势以外,根据

学生的需求, 教师不但应传授全面的语言知识, 而且引导

学生正确利用网络自主学习环境,达到优化学习状态。

第三, 教师应引导学生转变思想, 让学生在思想上接

纳借助网络、多媒体等技术的学习方式。在学习方法上,

97

2011年 ! ! ! ! ! ! 姜毓锋 ! 网络自主学习模式下的大学英语石化现象分析 ! ! ! ! ! ! ! 第 1期



着重培养学生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学习时间、学习

环境等资源管理方法。在监督和指导学生自主学习时,

教师应注意对学生 文化重要性  的渗透, 引导他们通过

网络手段多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习俗。鼓励学生利用

BBS, M SN, Em a il等网络工具开展小组合作学习, 得到学

习者之间更多的积极反馈和帮助, 从而激发更强的学习

动机。此外, 在网络自主学习环境中, 教师应注意和学习

者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学生倾注人文关怀,创造和谐

的网上教学辅导气氛。

5! 结束语
笔者详细分析网络环境中大学英语石化现象的成因

及具体处理措施, 目的在于引起英语教师及大学生对石

化现象的重视。目的语的石化现象在二语学习过程中不

可避免, 但如果及时转变观念, 有效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

方案, 可以缓解石化现象, 将其降低到最小值, 最大限度

使学习者的英语学习接近目的语。诚然, 本次研究仍有

不全面之处。例如, 网上学习系统推广以来, 对于学生而

言, 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监控, 自主学习变成

网上冲浪 ,有的学生登陆 QQ通讯软件聊天,有的浏览

网页新闻, 还有的带着耳机睡觉, 一方面是因为学生的意

识和态度问题, 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学英语网络教学系统

的监控功能不强。总之, 网络教学中师生时空分离, 没有

教师对学生面对面的实时监控或权威辐射, 学生缺乏必

要的监控。可见, 网络课上缺乏监控性是一个普遍性问

题。因此, 在网络自主学习环境中, 为了降低石化对英语

学习者的负迁移作用, 开发出一套完善的学习监控系统

仍是研究者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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