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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首先探讨沉默期理论的概念及其含义，接着综述沉默期现象的实证研究与结论。然后，详细分析沉默

期在外语学习中形成的原因: ( 1) 学习者建构“私人言语”，为目的语输出做准备; ( 2) 学习者的个性和认知风格不同。最

后，结合我国外语教学实际讨论沉默期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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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ilent Period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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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silent period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foreign or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followed by
literature review on empirical research into silent period phenomena． Second，it expounds the causes of silent period formation in
foreign or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t is due to private speech which is used as the preparation for speech production and，on the
other hand，the different lengths of silent periods for different people are the result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cognitive learn-
ing styles of the learners． In the end，it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silent period theory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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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沉默期的定义
关于外语学习过程中沉默期( Silent Period)

的定义，研究者见仁见智。K． Johnson 在分析相

关实验研究文献后，这样解释外语学习的沉默期:

“在学生开始接触一门新的语言到开始说出该语

言之间也许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Johnson
2002: 83) ，这段时间就是外语习得的沉默期。但

K． Johnson 并没有分析沉默期在外语习得中的作

用。相对来说，Ｒ． Ellis 的定义则更进一步，他把

沉默期与私人言语( private speech) 联系起来，认

为，“某些第二语言学习者，尤其是儿童，经历一

段相当长时间不说话，尽管此时，他们也许在生成

‘私人言语’”( Ellis 1997: 143) 。也许，Ｒ． Ellis 的

解释仍很抽象，但 Van Patten 和 Benati 也只明确

强调沉默期“指二语习得的早期阶段，在该段时

间学习者不产出任何言语或只产出最少量的言

语”( Van Patten ＆ Benati 2010: 148 ) 。对沉默期

更具体、更深刻的定义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

习开始阶段不说［目的语］，只是观察、采集并吸

收目的语信息，同时培养听力理解技能和识别目

的语结构特点能力，如识别目的语语音系统、词汇

系统等能力”( http: / / www． educ． wsu． edu /esl /
eslterm． html) 。该网站还进一步指出，学生在沉

默期也可以同时吸取目的语深层文化方面的知

识，进行目的语文化习得。
综上所述，外语习得沉默期指外语学习者在

初次接触目的语与能说出该目的语之间的那段相

当长的时间; 他们虽然不说目的语，但却在习得目

的语的语音、词汇和句法系统，甚至在习得目的语

文化，并加以整理，内化成目的语语言规则，为理

解、使用目的语交际进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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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沉默期的实证研究
“儿童语言习得同样可以通过启发、疏导、情

景创设等教育手段激发他们的语言习得能力和水

平。”( 郭翔飞 2012: 134 ) 人们在观察母语习得时

发现，婴幼儿在习得母语时必须经历一段较长时

间的沉默期。随着大量语言输入，在普遍语法作

用下构建母语系统，逐渐培养生成语言能力，最后

才开始说话，而且所有正常儿童的沉默期都几乎

相同: 1 年左右。这一现象易于为人理解。但儿

童或成年人在学习外语时，其自身语言器官已基

本发育成熟，大脑思维能力足以促使他们进行言

语交际。他们是否还需要沉默期成为研究人员争

论的焦点。于是，研究者进行一系列实证性观察

和研究，以期证明在外语习得过程中是否有沉默

期现象 存 在，并 提 出 设 想，解 释 沉 默 期 产 生 的

原因。
Itoh 和 Hatch 运用历时研究法观察一个两岁

半的日本男孩将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情况( Itoh ＆
Hatch 1978) 。该男孩在美国上托儿所时，最初 3
个月内拒绝说任何英语，就连在自己家里也不愿

同研究者讲英语。日本学者 Hakuta 介绍一名 5
岁日本女孩的英语学习经历。该女孩在学习英语

的最初 3 个月一直保持沉默，然后突然能够用英

语说话，而且说得相当流利( Hakuta 1976) 。美国

学者 Krashen 也观察了一位名叫 Hitomi 的 4 岁日

本女孩，她住在 Krashen 家附近，在刚到美国的最

初 5 个月内几乎不讲英语。当她度过沉默期后，

开始说英语，而且同周围以英语为母语的同年龄

孩子所说得很相似: 先说短句，再发展为长一点的

句子。到 Hitomi 离开美国返回日本时，其英语水

平已接近 Krashen 自己孩子的英语水平了。所

以，Krashen 的结论是外语习得同母语习得相似，

都有沉默期( Johnson 2002: 83) 。波兰学者 Krupa-
Kwiatkowski 研究一名 6 岁波兰男孩的英语学习

情形。在这个波兰男孩到达美国的最初几个月，

他不加入同龄孩子的活动，好像是一个淡漠的旁

观者，他也不同成年人说英语、回答简单的问题或

者重复别人的英语单词和句子( Krupa-Kwiatkows-
ki 1998) 。但也有例外: Huang 和 Hatch 研究一名

5 岁台湾男孩，他几乎一开始就说英语，但是他的

大多数话语都是重复、模仿别人的句子，自己很少

能够造出英语句子来( Huang ＆ Hatch 1978) 。
儿童学习外语多出现沉默期现象，那么成年

人学习外语时的情况又如何呢? 于是，不少研究

者又将目光转向成年人。在观察成年人学习外语

过程 时，他 们 也 发 现 沉 默 期 现 象。Hanania 和

Gradman 观察、记录一名 19 岁的沙特女子在美国

学习英语的过程，结果证实成年人也会经历一定

时期的沉默期( Hanania ＆ Gradman 1977 ) 。这名

女子在刚到美国的一个月内，在课堂上从不说英

语，课 后 也 只 用 阿 拉 伯 语 同 本 族 人 交 谈。Ｒo-
drigue 自己成年后在美国学校学习英语时就经历

了长达 6 个月的沉默期: 他在美国学校的课堂上，

最初 6 个月一句英语也不说 ( Ｒodriguez 1982 ) 。
这两个个案表明，成年人开始学习外语时也有沉

默期现象。
研究者们除了观察和研究个案外，还研究学

校儿童群体的外语学习情况。Gibbons 调查 47 名

小学生在悉尼将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沉默期情况

( Gibbons 1985 ) 。其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儿童之

间差异较大，沉默期最长达 8 周之久，最少从一开

始就开口说英语，几乎没有沉默期。但这 47 名学

生的平均沉默期长度约为两周。Ervin-Tripp 描述

31 名说英语的儿童在日内瓦学习法语时的沉默

期情况: 有些儿童好几个月不讲法语，就连她自己

的孩子也是在 6 至 8 个星期后才开始说法语( Er-
vin-Tripp 1974 ) 。Saville-Troike 在研究中遇到类

似情况: 在 9 名将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儿童中，有

6 人保持沉默状态达一个月之久 ( Saville-Troike
1988) 。在儿童，尤其是在班级学习的儿童中，沉

默期差异也许与教学活动有关。课堂一开始就要

求儿童讲目的语，经过一定量的操练后，部分儿童

不须要讲目的语时也选择讲目的语，这或许是形

成儿童外语学习沉默期长短差异的部分原因( Er-
vin-Tripp 1974) 。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在学习外语时都有沉默

期现象，尤其是外语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其沉默

期会很短，甚至没有。Naiman 等人对优秀语言学

习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 82% 的人自称他

们从一开始就学着说目的语，没有沉默期( Naim-
an et al． 1978) 。另外，即使上述那些证实有一定

沉默期的研究者，其中有些人在开始学习外语阶

段为了达到交际的目的，常常会说出目的语中一

些具有固定模式的套话 ( Ellis 1994: 83) 。

3 沉默期成因分析
人们观察、研究沉默期后，试图用各自的理论

解释沉默期形成的原因，探究不同个体在外语习

得或学习时，沉默期的有无或沉默期长短不一的

缘由。
提出输入假说( Input Hypothesis) 的 Krashen

认为，外语习得者只有在吸纳了足够量的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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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comprehensible input) 后，当足够量的语言

输入内化为目的语的语言规则时才有可能习得目

的语，获得运用目的语的言语使用能力，否则自然

有一段沉默期( Krashen 1981 ) 。但是，他的推理

是基于对母语习得的观察来反观外语习得的。每

个人在母语习得过程中都有沉默期，可是外语习

得与母 语 习 得 的 情 况 会 有 所 不 同。如 果 按 照

Krashen 的解释推断，那么所有外语习得者都应该

有沉默期，并且沉默期的长短大致相同，这与实证

研究观察到的结果不相符。
针对 Krashen 的输入假说，镜像神经元的发

现和研究能够提出更好的解释。镜像神经元是指

大脑中特定的细胞群，它们既在执行目标指向的

活动中有反应，又在观看他人完成同样活动时有

反应。镜像神经元首先发现于猕猴的大脑皮质

层，后来研究人员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在人

类大脑 中 也 发 现 类 似 的 细 胞 群 ( Gallese et al．
1996) 。关于镜像神经元在人类言语活动中的功

能有两种看法: ( 1 ) 用镜像神经元可以解释言语

识别活动———言语识别通过将言语发声信号与发

出这些信号的发声器官运动在脑神经中表征匹

配，大脑就能够理解所感知到的声音信号的意义;

( 2) 在言语活动中，镜像神经元是言语产出的反

馈控 制 机 制 的 一 部 分 ( Hickok，Houde ＆ Ｒong
2011) 。据此，言语产出系统的目标是控制发出

言语声音的发声器官，使其能发出符合已经习得

的言语声音类型; 镜像神经元在语言习得中的作

用很明显: 学习者既要习得言语的声响类型，又要

学会如何用自己的发声器官发出这种类型的声

音。其中，反馈控制机制能起到关键作用，将言语

的感知和言语的产出融合起来。这种反馈控制假

设言语声音系统是言语产出的关键，因为言语活

动的首要目标是在自然状态下听得见所发出的声

音。所以，镜像神经元是言语听觉与言语表达循

环机制中的重要部分，对语言习得起关键作用。
在母语习得过程中，儿童首先进行大量母语听力

活动，通过镜像神经元在大脑中建构言语声响类

型; 建立类型后才可以根据交际需要在反馈机制

调节下发出类似的言语声音。在构建言语声音类

型过程中，需要一定时间，即沉默期，并且正常儿

童的沉默期大致相似。当习得外语时，学习者大

脑中已经有母语的言语声响类型，如果外语的言

语声响类型与母语相同或相似，沉默期就短; 否

则，学习者就得多花时间。总之，外语学习者沉默

期短，在外语发音中总有母语声调。
Ellis 则认为沉默期“为目的语产出做准备”

( Ellis 1997: 20) 。其实，儿童在内心并未沉默不

语，而是在积极地产出私人言语。他认为，儿童在

习得外语时，一开始并不急于开口讲外语，而是通

过听和读接触并学习目的语; 此时，他们虽不愿用

目的语同别人说话，但会用目的语进行切切私语

或自言自语。为了取证，Saville-Troike 将无线麦

克风悬在儿童脖子上测量儿童是否用目的语悄悄

私语，结果有 5 名儿童使用不同策略自言自语: 有

人重复别人的话，有人回忆和操练单词和短语，还

有人创造新的语言形式或者替换话语等 ( Ellis
1994: 84) 。根据 Vygotsky 的观点，“私人言语”的

外在表现是儿童的内部言语( inner speech) 的开

端，也是言语内化的先兆( 邹莹 2009: 57) 。同样，

Guerrero( 2004) 调查 16 名刚开始将英语作为二

语学习的大学生 4 个月内的日记。结果显示，内

部言语在外语发展的早期阶段是或有意或自发内

化外界社会的外部言语。这种内化就是习得外语

的必要过程，但也有极少数儿童利用沉默期作为

逃避学习的策略，在不能回答或不愿回答问题时

选择沉默。这种现象在大学生外语学习中也经常

出现。
可是，上述解释都没有能很好地阐明为什么

有些人在外语习得时有沉默期现象，而另一些人

则没有。于是，研究者就把研究的目标指向学习

者本身的差异。他们认为学习者在社交和认知上

的差异可能是导致沉默期有无和长短差异的原

因。Saville-Troike 把学习者区分成“他向型”和

“自向型”，前者把语言视为完成人际交际任务的

工具，因此重视用语言传递信息，自然就积极使用

目的语; 后者则把语言学习看成学习者自己的任

务，强调 学 习 者 独 自 理 解 语 码，破 解 语 言 信 息

( Saville-Troike 1988) 。所以，前者不必经历沉默

期或是经历较为短暂的沉默期后就会使用目的

语; 而后者花费很长时间观察语言现象，内化语言

规则，就须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沉默期才可能使用

目的语。
我们还可以联系人的“个性特征”和“认知风

格”分析沉默期差异现象( 李霄翔 鞠虹 2009 ) 。
从个性特征来看，人有外向型和内向型性格之分。
外向型性格的人喜交际、善言谈，自然早早使用目

的语; 而内向型性格的人爱独处、常沉思，所以沉

默期长一些。此外，有些人是冲动冒险型的，他们

敢于使用虽然学习过但没有把握的句型交际; 另

外一些人是谨慎抑制型的，他们不会轻易使用没

有把握的句子结构。在认知风格上，有的人是场

依存型的，有的人是场独立型的。前者倾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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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习惯同他人交流，喜欢从周围人身上确认自我

身份，更易移情，善于察觉别人的情感和思想。而

场独立型的人则更自我封闭，他们喜欢独自观察

语 言 结 构 系 统 规 则 并 自 我 进 行 语 言 规 则 内 化

( Brown 2002) 。因此，场依存型的人喜好交际，爱

用语言，很早就能产出目的语，沉默期短很多; 而

场独立型的人则少言语，常独思，学习外语会出现

较长的沉默期。
上述分析主要是从学习者的个体心理和学习

风格解释外语学习的沉默期现象，Granger 则从

“社会心理角度”解释上述现象 ( Granger 2004:

64) 。他认为当学习者面临一门新语言，也就要

面对一种新社会文化。如果学习者认为自己是新

的语言社会文化的内部成员，他们就会努力使用

目的语向该社会文化靠拢。这样，学习者就会大

胆尝试使用目的语，沉默期就会很短。如果学习

者认为自己是新的语言社会文化的局外人，他们

就会与目的语社会文化保持距离，不愿意融入目

的语社会，也不愿意使用甚至逃避使用目的语，那

么其外语学习沉默期就长。

4 沉默期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关注沉默期现象，研究其产生原因，对指导外

语教学，尤其是对初学者的外语教学提出恰当的

目的语输出要求，运用适当方法进行外语课堂教

学，十分有意义。
在外语教学中，不能一开始就对初学者提出

张口说外语的要求。否则，有些学生会因缺少外

语输入而无法内化外语结构规则，不利于学生外

语习得; 过早要求学生说外语会给他们增加压力，

增加其外语学习焦虑感，打击其外语学习积极性。
所以，要根据学生个性因材施教: 让愿意张口说外

语的同学主动说; 给不愿开口的学习者提供足量

语言输入，使其有时间产出“私人言语”，从而内

化外语结构规则，通过学习者自己的体验发现外

语输出的方法，待其自然而然地开口说外语。
除根据学生不同个性采用不同要求外，仍须

要知道学生是否理解教师课堂上说的外语，这就

要求我们采取适宜的教学方法。对于初学者来

说，使用“全身反应法”( Brown 2002 ) 是较好选

择。教 师 根 据 教 学 进 程 先 用 单 词 命 令 句，如

stand，walk，sit，smile 等; 再用双词或多词命令句，

如 Don’t cry，Stand up，Take my hand，Look at the
blackboard 等; 还可以运用更复杂的句子，例如

When I clap my hands，you clap yours; Where is
your cap? Go find your cap in your bedroom 等，让

学生根据不同命令作出相应身体反应。运用“全

身反应法”教初学者外语既不须要迫使他们过早

产出，又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表演活动来活跃课

堂气氛，使学生有外语学习成就感，帮助学生形成

自我认同。这对于幼儿园、小学或初中刚接触外

语的学生都是非常实用的方法。另外，也可以采

用辨认图画、出示字母或让学生使用母语回答问

题来检查学生是否理解教师课堂上说的外语。
为了打破儿童学习外语的沉默，研究人员还

提出鼓励儿童之间交互活动的“调停策略”和“吸

引注意力策略”( Krupa-Kwiatkowski 1998: 143 ) 。
调停策略是在儿童外语学习活动中，为了帮助沉

默儿童参与外语活动，教师调停该沉默儿童与其

他说外语儿童的关系，让他们一起完成外语交互

活动任务，几次这种交互活动就可以帮助沉默儿

童说起外语来。吸引注意力策略指让沉默儿童学

会利用手势语或体态语吸引其他儿童同其完成外

语交互任务，或指导活动方向，这样沉默儿童就不

致于游离于外语活动之外，打破外语沉默就是迟

早的事情了。
对于成年人或大学生课堂，可以采用下列措

施。第一，更新理念，组建“学习共同体”。师生

在课堂上平等互动，打消学生爱面子怕犯错误的

顾虑，积极使用目的语交流，缩短沉默期。第二，

加强目的语语用能力培养，强化学生目的语使用

能力，使学生拥有使用目的语的自信心。第三，加

强学生文化自觉教育，使学生不仅想要自觉保持

亲近自己祖国的文化，而且乐意接纳他者文化，这

样学生才能不与目的语社会文化保持距离，才会

主动使用目的语。第四，要营造和谐的课堂氛围，

让学生“人人参与”课堂活动，促使学生人人张

口、个个说话。
总之，根据学生的个性，给予学生可理解的语

言输入，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期后就会逐渐

开始运用外语进行口头或书面交流，产出目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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