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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ontext is an indispensible factor in language learning． This paper aims at elaborating on the roles which social context
play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from both the objective and the subjective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
tion of English learning in China，the paper analyzes the social factors that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in China and proposes measures to be taken in order to promote learning effects and efficiency in Chines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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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环境对外语教学的影响

在任何社会中，外语教育的方针、政策，外语人才的

培养模式以及外语教学的方法、手段都是特定社会环境

中的产物。
1． 1 社会环境与外语教学法的诞生

在欧洲，拉丁语作为通用语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

中世纪的欧洲，拉丁语是文化教育、教会甚至政府和商业

的通用语。从文艺复兴到 18 世纪，欧洲大陆的政治发生

巨大变化，拉丁语的社会地位随之发生变化。当时，欧洲

的其他语言，如德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当

时交际的工具，而拉丁语也从学校的教学语言变成一门

课程，主要用于阅读文献。语法学校的学生需接受拉丁

语的严格训练，如背诵语法条文，学习词类变格和动词的

各种变化形式，翻译和书写句子等。拉丁语的学习方法

在欧洲根深蒂固，乃至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几百年里，欧洲

的现代语言教学，如法语教学和英语教学都沿用拉丁语

的教授方法。这种方法注重系统地讲解语法、词形的变

化和词类的变革等，通常使用翻译作为语言教授的手段，

这就是外语教学中使用历史最长、最广泛的语法翻译法。

教学法的诞生是历史沿袭的产物，更是社会发展需

求的产物。19 世纪，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各

国人们之间的往来。在交往中，随着口头交际需要的增

加，欧洲人逐渐意识到语法翻译法在培养学生口头表达

能力和听力理解能力方面的局限性。为了适应社会发展

的需要，一些学者尝试对外语教学进行改革。这些尝试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借鉴儿童学习母语的方法，使用

情景和不同的主题来进行口语教学。这就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普遍得到欧美国家官方肯定的直接法。

风靡一时的听说法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

时，美国对外出兵，急须在短时间内培训出一大批具备外

语听说能力的士兵。于是，美国政府在 1942 年开设专门的

军队训练课程，以语法和句型结构作为外语教学的出发

点，以强化口头训练的方式来学习句子结构。学习者主要

通过在课堂上口头操练句型的方式来掌握句型结构。

一度被外语教学界奉为“万能教学法”的交际法则起

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欧洲。当时的欧洲在政治、经济、

科学和文化方面都发展较快，为加强各国之间的联系和

合作而成立欧洲共同体。为了消除欧洲共同体内各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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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交往中的语言障碍，负责文化和教育合作的文化委员

会在 1971 年组织专家探讨开设针对成人的外语教学课

程。专家们通过研究成人在学习外语方面的需求，提出

从功能和交际角度给语言下定义，并讨论制定出一个交

际性语言教学大纲。随后，不少语言学专家发表各类论

文和专著为交际法提供理论支撑。随着交际法课本的相

继出现，交际教学法便建立起来。
1． 2 外语教学法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正式的外语教学始于清朝的京师同文馆。鸦片

战争后，闭关自守的门户被打开，对外交往需要懂得外国

语言的人才。1861 年 1 月，恭亲王奕欣在奏折中写道:

“查与外国交涉事情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

辩，一切隔膜，安望其妥协”( 朱有漱 1983: 5 ) 。另一方

面，洋务派认为要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必须兴办洋

务、借法自强、主张造炮船、建铁路、开矿源、兴办学校，以

抗衡西方列强的人侵。奕欣等洋务派于 1861 年上奏道:

“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

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

语言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 朱有漱 1983: 6 ) 。为培养

翻译人员以满足涉外事务之用，自 1862 年起，京师同文

馆等一批官办外国语言文学学馆逐渐创立，学馆中的外

语教学自然是重视翻译能力的培养，教学方法也自然是

采用语法翻泽法。根据 1876 年京师同文馆的课程安排，

学制 8 年，低年级课程主要以句法、翻译为主，高年级延

伸到历史、地理、数学和机械等各个学科( 朱有漱 1983:

71) 。在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的外语教学都一

直以语法和翻译为教学重点。其间，英语一度被停学，全

民学习俄语。
从恢复高考到 80 年代末之前，“中国的外语人才奇

缺，外语教师严重缺乏，全国高校中设立的英语专业数量

有限，社会又急需口头和书面能力强的外语人才，英语专

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 文秋芳 2002: 13) 。因此，当时英

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英语人

才，即能熟练运用英语从事听、说、读、写、译的活动，具有

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和较丰富的文化基础知识。所以，4 年

的专业训练偏重语音、语法和翻译等基本语言技能的训

练。相应地，课堂教学以听说法和语法翻译为主。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的对外开放和高校毕

业生双向选择分配制度对旧的教学模式下培养的外语人

才产生了冲击，传统模式下培养的英语专业毕业生受到

了市场的挑战”( 文秋芳 2002: 13) 。改革开放后，对外交

流增多，跨文化交流不断深入，旧模式下培养出来的“聋

哑英语”不断受到社会病垢; 除了听、说能力有待提高，社

会要求外语人才还需要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以便更

快更好地投入工作。当时的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修订说明

中写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语人才的培养提出新的

要求，除科研人员和教学人员外，还需要大量的外语与其

他有关学科———如外交、经贸、新闻、法律———结合的复

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这种复合型外语人才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相应地，着重培养交际

能力的交际法也在当时的英语课堂教学中流行起来。交

际法因为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其中的任务

型、内容型和项目型教学法更因其非常适合复合型英语

人才的培养而至今仍在学界大受追捧。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不断全球化，文化交

流逐渐多元化，国际范围内的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

日趋激烈，知识更新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社会发展的不可

预测性进一步增加。这要求外语人才不仅要有扎实的语

言基本功、复合的知识结构，还要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

和较高的个人素质。2000 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

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提出，“21 世纪是一个国际化的知识

经济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决定了 21 世纪我国高等

学校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规格: 这些人才应具有

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
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也就是要在打好扎实的英语语

言基本功和牢固掌握英语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拓宽人文

学科知识和科技知识，掌握与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有关

的专业基础知识，注重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

能力和创新的能力，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

素质”(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 2000:

2) 。随之而来，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学者强调“以人文本”
的建构主义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悄然兴起。

可见，外语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外语人才培养模

式的确立，乃至课堂教学方法的选用是对特定时代、社会

环境的反应，是行为主体根据客观环境，为解决当时社会

环境下的特定问题而相应采用的教育、教学措施。语言

的客观环境不仅推动外语教育政策与教学模式的改进、
教学方法的更替，有时也会限制其发展。以中国为例，从

19 世纪外语教学在中国开展以来，不断有西方先进的教

学法进入中国，从最早教会学校使用的直接法到改革开

放以后引进的听说法、交际法，再到现在先进的建构主

义，有些如过眼云烟，有些在流行之后趋于平淡，而语法

翻译法却在经历二百多年的外语教学史后，依然被广泛

应用于中国各个阶段的英语教学中。被批评为机械、形
而上、填鸭、不利于交际能力培养的语法翻译法在中国外

语教学中屹立不倒，是中国外语学习的语言环境、现有外

语教师的师资水平和现行考试制度的必然结果，甚至与

中国学习者中庸内敛的性格、儒家尊师重道的教育理念

和历史传承下来的重记忆轻实践的学习方法相关。

2 社会环境对外语学习的影响
社会环境对外语学习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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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社会环境决定学习外语的语言环境，即决定外语学习

者学习外语的客观机会。其次，社会环境又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外 语 学 习 者 学 习 外 语 的 态 度 和 动 力。 ( Spolsky
2000: 131 － 165)

2． 1 社会环境之于外语学习的客观机会

接触目的语是学习外语的必要条件，外语学习的效

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目的语接触的程度。这种接触

不仅是时间上或数量上的，还包括质量上的。
首先，社会环境决定外语学习的客观环境。即学习

者是在开放的自然环境中习得语言还是在封闭的课堂环

境中学习语言; 学习者接触的语言是来自于以目的语为

母语的使用者的真实、正常的语言还是非目的语使用者

简化后，有时还是不地道的语言; 学习者是在有意义的交

流中习得语言，还是通过阅读课本、分析语法、不断操练

句型的方式学习语言。
其次，就外语的课堂教学而言，一个国家依据其国情

而制定的外语教育方针、政策和人才培养模式决定这个

国家外语学习者获得正规课堂教学的机会，如课堂教学

的时间和数量。此外，社会需求也是影响外语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的主要因素，而不同的培养模式又决定外语教

学中相应的教学方法的选择，乃至教材的选用。最重要

的是，特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培养模式决定外语人才的

培养质量，其中当然也包括外语教师的质量，进而又决定

一个国家外语教学的总体师资水平。同时，外语教师的

素质决定课堂教学的质量，乃至一个国家整体的外语教

学质量，以至国民的整体外语水平。
具体来讲，就通过课堂学习的外语学习者而言，社会

环境决定他们每天在学校上几节外语课、每节课多长时

间、外语教师的水平、选用的教材和课堂教学使用的方

法，甚至外语在他们整个学习与工作生涯的比重。
2． 2 社会环境之于外语学习的态度和动机

根据 Gardner( 1979) 提出的二语习得的“社会教育模

式”，二语习得过程中的个体差异由 4 个变量决定: 智力、
语言学能、学习动机和情景焦虑。而学习者对于外语学习

的价值观决定这 4 个变量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各自的重要

性。其中学习动机和情景焦虑对非课堂教学的语言学习

起决定作用。虽然课堂教学和非课堂学习都能提高语言

能力，但是学习动机和情景焦虑决定语言学习者在课堂以

外学习语言的机率。因此，这两个变量在语言学习中尤为

重要。这里将探究一下社会环境与学习动机的关系。
根据“社会教育模式”，“学习动机有 3 个组成部分:

对外语学习的态度、学习外语的愿望以及为之而付出的

努力。学习者对外语学习的态度归纳为两类: 综合态度

和对语言学习环境的态度，其中综合态度是指对外界团

体和外语的态度，对某种语言团体的态度和对语言学习

的综合取向”( Gardner，Lalonde，Pierson 1983: 1 － 2) 。此

外，Gardner 还认为学习者对于所学外语的文化观会影响

其外语学习的动机和学习态度，甚至学习态度在外语学

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外语学习的效果也会影响学习态

度，但就基本的因果关系来看，学习效果是学习态度和学

习动机的产物。学习态度影响学习动机，并间接影响学

习效果。“学习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源自社会环境，而学习

动机则是在特定学习环境中外语学习者采用的学习策略

和学习行为。”( Spolsky 2000: 148)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学习外语总是出于

某种目的，这些目的的重要程度决定学习者愿意为之付

出努力的程度。当这些目的仅限于个人需求时，所产生

的学习动机为工具型动机; 当学习语言的需求上升到社

会范畴，成为社会关系的象征、社会交流的工具时，所产

生的学习动机为综合型动机。在综合型学习动机下，学

生的课堂反应更活跃，学习态度更积极，学习效果更好，

语言学习更成功。综合型学习动机体现社会环境对语言

学习的影响，即当语言学习上升为社会需求时，语言学习

的效果更好。“而如果语言只是作为一种要求而被学，语

言学习则很难成功。”( Ely 1986: 28 － 35)

Schumann 的文化渗入模式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同样的

问题:“二语习得的结果与外语学习者获得的文化渗入成

正比”( Schumann 1986: 379) 。文化渗入是二语习得在自

然条件下发生的主要成因，它能够阐释在非课堂教学环

境下社会因素及学习者的心理因素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文化渗入有两类。第一类指外语学习者融入目的语社

会，与目的语社会成员有充分的接触，并在心理上接受目

的语社会，因而学习者所接收的语言输入能顺利地被吸

收。第二类除第一类的特征以外，学习者还在心理上把

目的语社会成员作为参照，向往他们同样的生活方式。
Schumann 在阐释文化渗入的社会变量时指出，“占主导地

位的社会成员( 如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方面) 没有学

习从 属 地 位 社 会 成 员 语 言 的 倾 向”( Schumann 1986:

383) 。此外，文化的相似度也会对二语习得产生影响，两

种文化越相似就越有助于外语学习。
综上所述，影响外语学习态度的因素可以归纳为: 第

一，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通常情况下，选择学习某种外

语或保存某种外来语取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数。使用

人数越多，其重要性就越凸显，学习者就越多。第二，该

语言的地位。语言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地位对学习目

标的确立、学习机会的获得和学习者的态度有十分重要

的影响。第三，文化的相似度。两种文化越相似，互通性

就越大，就越容易学习，学习者也越容易接受。

3 英语学习在中国
通常情况下，一种语言的重要性取决于该种语言使

用者的数量及这些使用者对世界财富的占有比重。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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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交流日益深化、双语现象日益普遍的今天，一种语言的

使用者不能只局限于母语者，还应包括以该语言为第二

语言的使用者。而对于外语学习而言，学习者对某种外

语的态度，除考虑语言的重要性外，还受到该外语与学习

者的母语之间相似度的影响。
3． 1 英语的地位

英语是目前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是公认的国际

语言。虽然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数量要远远少于汉语，

但是前者占有世界经济的生产总值要比后者多近百分之

十。( Davis 2004) 此外，如果把第二语言使用者也考虑

在内，两者的数量几乎相当。不仅如此，“自上世纪 90 年

代起，世界范围内以英语为二语的人口数量一直在不断

增加，并呈低龄化趋势发展”( Graddol 2006: 62) 。除了作

为第二语言之外，英语已经成为很多跨国公司的工作语

言，尤其在计算机和通信等先进领域中，因此随着这些先

进产业及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其使用必然更加普及。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教育也逐渐步入全球化，而英语在这

一进程中又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世界顶尖

大学大多在英语国家是英语成为校园语言的更重要的原

因。根据上海交通大学每年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世界

顶尖的 100 所大学中有近三分之二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

家。因此，英语成为获得优质教育所必需的语言。
3． 2 英语在中国的现状

Kachru( 2004) 估计 1995 年中国大约有 2 亿英语使用

者，随着中国各项推进英语学习政策的实施，每年大约新

增 2 千万使用者。照这样推算，2014 年中国大约有 4 亿

英语使用者，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暂且不讨论这一

数字的准确性，考虑到中国的单语种特性及经济发展的

不平衡，这三分之一的使用者应该主要集中在经济、贸易

发达地区的跨国公司及各地区的学校中。因此，英语在

中国的分布和使用范围仍然相当有限。而这门在日常生

活中实际用途相当有限的语言却是贯穿正规教育全过程

的必学科目，是中国目前各类升学、升职的必考科目，是

谋得一份好工作的必备工具。没有语言环境和实际生活

用途使得学习者缺少积极的学习动机，但却又不得不花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因此，英语学习给国人带来无

尽的煎熬。然而中国英语教育最大的尴尬在于，在投入

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后，国人总体的英语水平虽然

有所提高，但是真正能够满足工作需要的英语人才并不

多，国际化人才更是寥寥无几。“英语专业甚至连续几年

成为就业率低、失业率高的‘红牌专业’。”( 杨东英 秦学

峰 2013: 42)

3． 3 对英语学习的几点建议

长久以来，中国的英语学习一直面临着事倍功半的

困扰。这既有客观原因的限制，也有主观因素的干扰。
要提高英语学习的质量和效率，首先要从客观现实出发，

用理性的态度对待英语学习，选择更符合国情、更科学的

学习方法。
在母语的环境中学习外语，缺少真实的语言环境是

不可避免的问题。学习者不得不依赖教材，依靠课堂学

习。教材是实现教学目标的主要手段，因此教材的选择

应该以教学目标为出发点。以普及英语为目的、面向以

提高交流能力为目标的初级学习者的教材应贴近生活、
实用性强，因此以情景法编写的教材就比较适用。而对

于有升学需求，以提高专业水平为目标的中、高级学习

者，以内容型及项目型教学而编写的教材融语言及专业

知识于一体，更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教材是辅助教学

的手段，教材的选择必须为教学目的和教学对象服务。
教学方法也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受制于语言环

境和学习环境，目前绝大多数中国英语教师，无法像母语

使用者那样驾轻就熟地使用英语。因此，那些对英语表

达能力要求较高，以纯英语为教学语言的教学方法，如交

际法，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英语课堂。教学方法的

选择应以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为出发点，并兼顾现实可

行性。语法翻译法自然是在中国学习英语语法和翻译最

有效率的方法，听说法最适合听力和语法、句型结构的强

化等以提高熟练度为目的的语言训练。对于初学者来

说，情景法和直接法比较适用于具体而实用性强的授课

内容。而对于已经具备基本的语言能力且专业要求较高

的中、高级学习者来说，任务型、项目型和内容型的教学

法可使英语学习事半功倍。
语言学习并不是简单的模仿，通过模仿无法真正学

会一门语言。这不仅是因为在理论上中介语只能无限接

近目的语，而不可能变成目的语，更是因为事实上语言本

身也与时俱进，具有创造性，在不断变化中。因此，大众

学习者大可不必刻板地模仿英美人的“字正腔圆”。学习

外语，交流才是最主要的目的。英语有很多变体，如英式

英语和美式英语等。这些变体不尽相同，有的在发音上

甚至相去甚远，但是没有人质疑它们是同一种语言，而且

这些变体之间也能很好地实现相互交流的功能。因此，

缺少语言环境并不能成为普及一门语言的主要障碍，中

国在普及英语方面可以借鉴印度和新加坡等国家的成功

经验。
要提高一门语言的普及程度，仅靠课堂教学远远不

够。一门语言要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应该积

极创造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和使用这门语言的机会，提高

语言使用的频率，创造更多语言习得的机会，激发人们对

语言的需求，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普及。在中国，学习英

语缺少自然语言环境，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英语的实

际需求有限，远远没有上升到社会需求。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效果不如新加坡和印度的学

生、大陆学生的英语学习效果不如香港学生、内地学生不

821

2015 年 沈 燕 社会环境之于外语教学与学习 第 3 期



如沿海开放地区的学生。因此，我们在普及英语方面的

发展空间还很大，如英语节目、英语电台和英语频道等，

都是很好的推广英语和提高英语水平的渠道。
当前，英语学习在中国最大的尴尬是它给国人带来

的精神负担。其实，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大部

分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国家共有的现象。“那些把

英语作为升学、晋升条件的国家并未能大幅度地提高国

民的英语水平，却给学习者带来巨大压力，因而引起强烈

的不满情绪。”( Graddol 2006: 84) 中国人花大量时间学习

英语，主要原因是作为一种要求被动的学习，为学而学，

为考而学，缺少语言环境，缺乏学习动力，以至于大多数

人在通过考试或离开学校后，无论当时学得好与不好，都

不会再接触英语。不仅如此，英语考试如今成为升学、升
职的“拦路虎”，英语学习让人们陷入一个“不想学，还要

拼命学”的怪圈。随着压力、负担而来的是抱怨、批评，甚

至是抵制。被迫的学习终将对学习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要使英语学习能在中国健康地展开，让人们用理性的态

度对待英语学习，不合理的考核制度必须要进行改革。
把学习的自主权还给学习者，决策部门要尽可能地为英

语学习提供丰富的学习平台，激发大众的学习兴趣，鼓励

有兴趣和语言天赋的学习者，培养专才和尖才。一刀切

地动用国家和社会资源开展强制性学习既打压大众的学

习热情，压制人才的发展机会，也浪费社会资源。

4 结束语
从使用人数、社会功能和国际地位的角度看，英语作

为国际语言存在、发展并壮大的趋势在未来很长的一段

时间里不会改变。因此，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国际

社会的一员，中国人学英语仍将是长期、必然的趋势。现

在，中国正在进行外语教学改革。2017 年起，英语不再参

加统一高考，改为社会化考试，一年两考，三年多考。各

高校将根据各自的专业需求对英语提出相应的等级要求

选拔学生。这并不意味着英语不重要、将退出中国的历

史舞台，而是以一种更理性、更科学、更符合国情的方式

来对待英语学习，有利于学习者展现真实的英语水平，更

有利于英语学习长期、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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