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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英语课堂是学生英语学习的重要场所。但是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学却总是效果甚微。本文以维特根斯坦的

“语言游戏说”为理论依据，对大学英语教学进行哲学思考，倡导融合情景游戏、自主学习和英语思维等因素的新型大学

英语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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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on the Thinking Dimension of“Language Game”
Ai Jun

(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English class is an important place to learn English for college students． But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s not efficient to some
extent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is about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oward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and a new style of English
learning of combining with situation game，autonomous learning and English thinking is advocated based on Wittgenstein’s theory
of language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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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维特根斯坦不仅仅是哲学界的热点，也是外语

工作者研究的热点课题。他的这种语言哲学思想引起英

语教学工作者深思，为探讨语言教育提供一个新的思想

基础，可以充实教育理论，推动教育发展。

1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语言游戏”概念最早出现在《蓝皮书》中，其含义是

指“孩子刚开始使用语词时的语言方式”、“语言的原始形

式”或“原始语言”( 韩林合 1996: 2) 。所谓“语言游戏”就

是指语言和人类行动的一种交织和结合，人们说出某种

语言实际上就是在完成一种生活行为。在《哲学研究》

中，维特根斯坦详尽描述了“语言游戏”观。在开篇，维特

根斯坦就区分传统语言观和新语言观。在新语言观中，

语句和语词是一种活动而不是关于对象的表达，这不同

于奥古斯丁式的语言观。维特根斯坦将语言称为“语言

游戏”，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第一，拒斥本质主义。

从表面上看，“语言游戏”仅仅将语言比喻为游戏。事实

上，维特根斯坦想表明的不是一种比喻，而是借助这个比

喻显示语言与游戏之间的某些相似性，进而表明语言具

有多样性、实践性、多易性等特征。传统哲学中的本质主

义认为事物是有本质的，事物的本质由事物之间的共性

构成，可以由语词的定义揭示。“语言游戏说”不同于传

统哲学中的本质主义，它的基点是反对本质主义，要从根

本上取消本质是否存在这类问题。第二，“语言游戏”与

“生活形式”不可分离。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中，“语

言游戏”与“生活形式”密切相关、不可分离。语言与生活

一样具有多样性，语言使用是一种活动，是生活形式的一

部分( 维特根斯坦 2005: 5) 。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想象

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语言游戏”的意义表

明，表面语言的意义在于应用，这种应用无疑是“我”进行

的，而“我”进行的活动实际上是社会活动，也就是“生活

形式”，所以语言游戏和语言的意义都来源于“生活形

式”。同时，“语言游戏”不是孤立进行的，它存在于“生活

形式”中，是在“生活形式”中进行的一种语言应用活动。

因而，“语言游戏”的众多规则也就必然存在于“生活形

式”中。也就是说，语言的任何一种表达形式具有的意义

由它在语言游戏中的作用决定，取决于人们特定的语言

实践环境，也就是语言学所说的语境。第三，“语言游戏”

和“意义即用法”密不可分。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

在于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而不是语言的指称，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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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语言游戏”和“意义即用

法”在逻辑上一脉相承，“语言游戏”概念是由词语的意义

在于应用推导出来的，而“语言游戏”又使得“意义即用

法”得到全面展开( 维特根斯坦 1996: 12) 。既然维特根斯

坦把语言比喻为一种游戏，那么必然有游戏规则。语言

游戏的规则就是语言游戏的逻辑。在规则和行动之间，

规则不是一种先于行动的理论构造，因为人们不能用一

种规则来解释一种行动，因而遵守规则是一种实践，习惯

决定规则( 维特根斯坦 1996: 17) 。

2 “语言游戏说”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意义
“语言游戏说”不仅对哲学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对

大学英语教学理论建构有重要意义，值得大学英语教师

思考。
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之一是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

力，充分发挥英语的实际工具效用，使学生能够熟练地使

用英语进行交流。作为“语言游戏”概念提出的逻辑原

因，“意义即使用”概念揭示出，语言的意义不在于其指

称，而在于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词语的意义在于使

用，词的用法只能在语境中才能发现。语言的许多具体

特征同实际活动发生的语境有直接关系，每一个语言游

戏都存在于具体、多样和复杂的生活形式中。这就要求

人们从动态角度观察语言的意义。因此，需要教师在课

堂教学中尽可能营造接近英美人生活的课堂氛围，让学

生置身于这种氛围，从模拟的语言情境中学习英语。
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不要去想，而要去看”，要仔

细观察和思考游戏活动和语言游戏实践。与此相联系，

我们应该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英语，学习英语。这是向

学生教授英语的最佳途径，也体现在学生的自主学习方

面。由于课堂教学的时间非常有限，在课堂上学习的东

西远远不能让学生熟练掌握，需要学生在课下通过网络、
媒体和书籍等途径切实感受英语。于是，一个重要问题

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学生面对众多英语学习资料时该如

何学习? 针对这个问题，需要教师在课堂上有意识地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便学生在课堂外能够运用充

分的课余时间进行各种途径的英语学习。
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是生活形

式的一个部分。语言具有社会性，语言的意义来源于生

活，词语具有何种意义在于其使用的特定场景和目的。
而这种场景最终取决于人们所处语言共同体的风俗、习

惯、制度和传统。也就是说，学生要真正学好英语，就应

该融入异域文化，了解并掌握中西思维方式的异同。只

有这样，才能熟练运用地道的英语与本族语者进行交流，

真正掌握一门语言。要达此目的，需要教师在大学英语

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模式。

3 “语言游戏说”与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创新
3． 1 情景游戏中的课堂教学

“语言游戏说”要求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和掌握英语。
情景游戏是课堂教学的一种方式。它是在特定情景设置

中进行的有关课堂教学内容的游戏，其最终目的在于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教师应该让学

生在游戏中感到自在，为学生创造接近现实的语言环境，

使得学生掌握词语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含义，使得学生

的英语交际逐步自然化，充分挖掘每个学生的语言交际

能力。情景课堂游戏的设置依赖于教师对每个学生的基

本情况和兴趣爱好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以教学内容和教

学目标为背景，进行面向全体学生的课堂游戏。
这首先需要教师使用各种语言、教学工具和教学辅

助设备，为学生营造一个融视、听、说为一体的语言环境，

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情景有助于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加深他们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完成对教学内容的

掌握。
3． 2 倡导学生自主学习

大学英语是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中一门重要的基础课

程，是高等院校中面向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的公共必

修课程，同时又是学生认为最难的课程之一。对于大学

英语教师而言，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教授学生的知识非

常有限，因而最重要的是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在向学生

有效传授知识的同时教会学生学会学习。维特根斯坦

“不要去想，而要去看”昭示我们，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十分重要。在西方，自主学习是一种自主性、创造性、
主动性的学习，是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具备自主学习能

力的学生能够理解教学的目的和教学方法，能够有计划

地确立自己的学习目标，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监控

自己的学习过程，有效地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能意识到

学习的结果并能够评价自身学习的结果。
首先，教师应该合理地组织课堂教学。完成教学任

务的主要因素就是课堂组织，没有教师的有效组织，任何

课堂活动都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因而教师必须掌握合

理安排课堂活动的方法和技巧，创设有利于学生自主学

习的环境，保证课堂教学顺利进行。课堂组织决定着学

生的参与程度，因此选择适当模式至关重要。一般而言，

课堂组织有班级、小组、同伴和个人 4 种模式。例如，在

听力教学课堂上，教师可以采取小组教学形式，让学生讨

论教学内容，使得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开口讲英语，培养和

提高学生口语及听力理解能力。
其次，教师应该善于运用提问艺术。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主动性往往来自于疑问，因而提问是课堂教学最常

用的策略之一，是最有影响力的教学艺术。设置问题是

教师组织教学的主要手段，适用于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
教师可以运用问题计划策略、问题设计策略、问题控制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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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和问题反馈策略，将课堂教学内容转化为各种有价值

的问题，为学生预留创造思考的空间。
3． 3 培养英语思维

语言源于生活，语言体现文化，因而英语表达在很大

程度上受英美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影响。由于历史、地
域风貌、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不同，中西方文化存在着

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语言表达方式的

不同。在汉语学习和运用中，我们使用的是直觉思维，强

调意念流畅，重视内容和意义完整，讲究形合。而英语不

同，它是一种形式语言，句子的结构是主位结构，句子依

靠关联词连接。也就是说，英语需要形式的完整统一来

呈现西方人十分关注的逻辑。汉语思维方式是“螺旋

式”，体现出直观、综合和整体等特点，往往以整体图像为

起点; 思维过程是整体优先。而英语思维方式是“直线

型”，体现出逻辑、分析和推理等特点，往往以部分为起

点，然后把这些部分合成一个整体; 思维过程是分析优

先。例如，英语叙述和说明事物时，总是从小到大，从个

体到整体; 而汉语则是从大到小，从整体到个体。又如，

汉语表达一般先叙述事情的背景，罗列客观条件，存在问

题的原因，摆出事实证据，最后才判断，并以总结方式放

在结尾; 而英语表达是“直线型”的，一般都是直截了当地

表明看法，然后再依次分析与观点有关的背景、条件、原
因、证据。思维方式的不同给学生的英语学习带来困扰。
比如，在听力训练中，由于不懂得英语思维方式，经常出

现各个单词都听懂了，但是不明白整个句子或段落的意

思的情况。维特根斯坦在其“语言游戏说”中认为，语言

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的活动，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

词语具有何种意义，取决于其使用的特定场景，而这种场

景最终取决于人们所处语言共同体的风俗、习惯、制度和

传统生活。因此，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学生

对英语思维方式的掌握。那么，怎样才能使学生对英语

思维方式的掌握由不知到知，由知到有意识行，由有意识

地行到无意识地行呢?

第一，提供最佳语言输入。英语输入量的严重不足

给学生英语综合水平的提高造成众多障碍: 在写作和口

语中，针对某个问题自身的逻辑思路非常清晰，但是无法

用英语表达出来，或者即使表达出来了也是以汉语式思

维表达。结果是学生掌握的知识不能达到应用的目的。
英语思维方式的培养从模仿开始。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

教学过程中实施精读，仔细分析和揣摩原文的语言特色，

比如原文句间的衔接方式、篇章内容的安排和表达等，有

意识地指导学生模仿。由于长期处于这种语言环境中，

学生就会逐渐熟悉英语思维模式，将自己熟悉的模式转

化为潜意识的东西，最终就能实现灵活自如的表达，达到

逐步提高英语语言能力的目的。
第二，组织学生多背诵和朗诵，培养学生的英语语

感。学生习得的英语知识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所

谓显性知识，就是指语音、语法、词汇等。而隐性知识是

指语感等不能清晰表达但是能熟练使用的知识。学生掌

握的隐性知识越多，就越能熟练运用英语。因而，教师要

在课堂上尽量组织学生朗诵和背诵，帮助学生将已有的

显性知识转化为隐性知识，尽可能扩展学生的隐性知识。
第三，有意识比较英汉思维方式的差异。教师在进

行听说读写的课堂教学中，须要有意识引导学生比较英

汉思维方式，让学生了解并消除汉语式英语表达。例如

在写作课上，教师可以分析地道英文文章的词语表达、句
子衔接和文章结构等，让学生明确英汉写作之间的差异，

帮助学生熟悉并掌握地道英语文章的写作方法。

4 结束语
大学外语教学是我国外语界多年来一直研究却至今

依然不能令人满意的课题。本文跳出外语教学研究的传

统领域，从语言哲学( 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观”) 出发，反思

和探讨大学外语教学研究的新路径，旨在为相关研究和

提高大学外语教学质量贡献一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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