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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动态系统理论在应用语言学领域的引入,实现了“二语习得”到“二语发展”的理念和研究范式的转换,打开了二

语研究的新局面。 本文基于动态系统理论,尝试构建出二语动态发展的理论模型,然后对该模型框架下二语发展领域当

前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类分析,最后提出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建议,以期为我国今后的二语教学和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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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动态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s
 

Theory),又叫复杂系统理论,最早用于研究数学、物理学和气象学等

领域的动态复杂的现象。 Larsen-Freeman
 

于
 

1997
 

年在文章《混沌 / 复杂性科学和二语习得》中率先将动

态系统理论引入二语习得领域,关注学习者语言能力随时间变化的真实过程。 传统的二语习得观把学习

者语言发展描绘成连续渐进的、从零无限接近目的语的线性发展过程(De
 

Bot
 

et
 

al. ,
 

2007),将语言学习

视作一种规则学习,以去语境化、理想化的方式来研究语言(李兰霞,2011),且传统的简化论以分离的方

式研究二语习得的影响因素,
 

然后把研究发现聚集起来,以此来解释整体(Larsen-Freeman,
 

2006)。 大量

研究发现学习者的语言发展过程并不都是持续前进的,学习者个体发展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和复杂

性,而传统的群体均值研究无法有效解释这种差异性和复杂性。 因此,动态系统理论为二语习得研究提

供了新的视角,突破了传统的语言线性发展观,强调语言系统的复杂性和个体差异性,主张语言动态发展

观,将语言的社会观和认知观相融合(沈昌洪
 

等,
 

2008),提出二语习得受学习者内在因素(认知、情感、
策略等)和外在环境因素(学习环境、社会文化等)的交互影响,因而实现了“二语习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到“二语发展”(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的研究范式转换(王涛,
 

2010),近几年在学界

引发了很高的研究热潮。
 

本研究从动态系统理论的二语发展观出发,首先构建二语发展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该模型剖析动

态系统理论视角下我国二语发展研究的主要成果,旨在明确如下问题:动态系统理论如何应用于二语习

得研究领域? 我国的二语发展研究在哪些领域成果比较突出? 现有的研究还存在哪些不足? 本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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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明确今后二语发展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
 

1　 二语的动态系统观及理论模型
 

1. 1 二语的动态系统观
 

根据动态系统理论,二语的动态系统观主要体现在语言的系统特性、语言能力的发展条件和发展过

程三个方面(李兰霞,
 

2011)。
 

语言系统具有复杂性、联结性和动态性开放性。 语言的复杂性表现在它由很多嵌套子系统组成,即
每个系统都永远是另一个系统的一部分(De

 

Bot,
 

2008),同时,系统所在的环境也是组成系统的一部分;
系统的联结性强调组成系统的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语言系统又是动态开放的,会随时间不断发生

变化,通过吸收环境中的能量而增加秩序和复杂性(Larsen-Freeman,
 

1997)。
 

语言能力的发展对初始条件和反馈具有敏感依赖性。 二语学习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如母语特征、
二语输入、教学环境、社会心理因素、学习策略等,不同的初始条件可能会对学习者后期的语言学习产生

巨大的影响(戴运财
 

等,2012)。 初始条件的差异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指数级放大,即通常所说的

“蝴蝶效应”(李兰霞,
 

2011)。
 

语言发展过程具有非线性和变异性特点。 二语学习是基于使用、基于项目( item-based)的学习,
 

其

发展有时是混沌不可预测的,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既有增长又有磨蚀,二语学习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

(Larsen-Freeman
 

,1997)。 Van
 

Geert
 

(2008)认为,语言习得和其他发展现象一样通过自组织对外部输入

进行反应。 在自组织过程中,系统通常会经历“吸态”(attractor
 

state)和“斥态” (repeller
 

state) (De
 

Bot
 

et
 

al. ,
 

2007)。 吸态是指暂时的停滞状态,斥态是指系统处于不稳定的动荡状态( Larsen-Freeman,
 

2006)。
语言学习过程中常见的“石化现象”或“平原现象”就是系统自组织所经历的吸态的表现( Thelen

 

et
 

al. ,
 

1994)。 二语的动态系统观认为,语言发展就是从一个吸态到另一个吸态的过程(韦晓保,
 

2012)。
 

综上所述,动态系统理论在二语习得和二语发展之间架构了一座桥梁,实现了语言从封闭到开放、从
静态到动态、从规则到变化、从稳定到变异、从渐进到突现、从独立到关联、从线性到非线性的发展过程

(王涛,
 

2010)。
 

1. 2 二语发展的理论模型
 

本文基于上述的二语动态系统观,将二语发展视为一个由语言学习主体、学习环境和二语能力交互

作用构成的系统,依据国内外文献的研究成果选取对语言能力发展可能产生显著影响的初始条件作为每

个子系统中的关键变量,并参照我国学者戴运财和王同顺(2012)关于二语习得的动态模式图,尝试构建

二语发展的理论模型(如图
 

1)。
在学习者子系统中,学习者的认知能力、情感及学习策略是导致二语发展个体差异的主要因素。 其

中,认知能力除了包括智力外,工作记忆和外语学能在二语习得个体差异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Robinson,
 

2005)。 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是指个体存储和加工信息的能力,在语言理解等复杂认知活动中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工作记忆在解释二语习得的个体差异中的作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Just
 

et
 

al. ,
 

1992)。 外语学能(foreign
 

language
 

aptitude)
 

指的是语言学习者能充分利用现有学习条件成功习得一门

外语的能力倾向(Robinson,
 

2005),
 

主要包括语音编码能力、语法的敏感程度、语言的归纳分析能力以及

关联记忆能力四大要素(Skehan,
 

2012)。 情感在学习者自我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动机和焦虑是情感的

两种不同唤醒状态,是学者们公认的影响学习的两大情感因素(Horwitz
 

et
 

al.
 

,1986;
 

Dörnyei,
 

200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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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动机研究先后经历了社会心理阶段、认知情境取向阶段和过程取向阶段后,进入了社会动态阶段,即从

动态系统的视角来看待动机结构的多元性、动机作用的情境性和动机变化的时间性(戴运财,
 

2015)。
Vandergrift

 

(1997)把学习策略分为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情感策略。 元认知策略主要包括规划、执行、
评估与补救。 认知策略主要包括语义推断、语用推理、演绎联想、归纳总结、复述策略等。 情感策略主要

是指学习者的自我效能和自我认同感。
 

图 1　 二语发展的理论模型

环境子系统可分为课堂环境和课外环境两大类。 课堂环境是由语言变量(母语、中介语、目的语)和

非语言变量(学习者、教师、教材、教法等)相互作用构成的(雷鹏飞
 

等,
 

2017)。 从形式上讲,课堂二语习

得研究主要包括讲授式课堂(classroom
 

as
 

formal
 

instruction)和互动式课堂(classroom
 

as
 

interaction)
 

两种,
前者探究目的语语言特征,以及教学活动对二语学习效果的影响;后者研究二语学习者在语言理解及产

出过程中交际互动及反馈的作用(Ellis,
 

1990)。 课外学习环境主要包括自主学习(学习时长、学习资源、
学习方法等)、社会文化(二语接触、信息摄取等)、语言政策等。

 

二语能力子系统包括不同语言层面二语能力的发展。 二语能力大致分为语言理解能力和语言产出

能力。 根据信息加工理论,语言理解是指对听觉或视觉通道输入的信息进行感知和解码的过程,包括二

语听力理解和阅读理解能力;语言产出则是学习者对源语言的信息进行解析、加工、重新编码并创造性输

出的过程,包括二语书面语写作和口语表达能力。
 

因此,二语能力发展是学习者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学习者个体差异性与学习

环境的交互作用会使得不同个体的二语能力发展呈现出动态的、复杂的、非线性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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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态系统理论与二语发展研究

自
 

2008
 

年沈昌洪和吕敏将动态系统理论引入我国的二语习得领域以来,国内学者们纷纷尝试二语

动态发展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本文基于二语发展的理论模型,分别就我国在其三个子系统中

的应用研究进行分析。
 

2. 1 动态系统理论与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
 

传统的二语习得研究更注重群体特征,而把学习者个体差异性视作个体发展中的噪音予以忽略或加

以控制。 而差异性是动态系统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 动态系统理论有效弥补了传统单变量研究和多变

量研究的不足,标志着二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崔刚
 

等,
 

2013)。 郑咏滟等

(2013)从外语学能与语言动机两大个体差异因素入手,详细阐释了个体差异的复杂动态系统特征,为个

体差异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研究主要集中在学习动机和焦虑情感两方面,尤其在学习动机方面的研究成

果更为突出。 常海潮(2017)采用轨迹等效建模法对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变化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

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学习动机轨迹形成起伏波动的动机流,学习动机个体变异主要表现在目标 / 愿景定

向性和促成性结构两个维度上。 该研究明确了学习动机的性质和特征,轨迹等效建模法也为二语动机实

证研究提供了范式借鉴。 自
 

Dörnyei
 

从人格心理学角度提出二语动机自我系统后,学者们也开始关注二

语动机自我系统的动态变化。 二语动机自我系统是由理想二语自我、应该二语自我和二语学习经历三方

面构成(Dörnyei
 

,2005)。 詹先君(2018)考察了理想二语自我、应该二语自我和二语学习经历等自我因

素发展的群体特征和个体差异,并考察了它们与学习行为的互动特征。 结果发现,二语学习经历的个体

发展差异显著大于理想二语自我和应该二语自我,研究结果印证了二语自我的动态系统特征。
 

Horwitz
 

et
 

al.
 

(1986)
 

最早提出“外语焦虑”(foreign
 

language
 

anxiety)的概念,但过去
 

30
 

多年的外语

焦虑研究大多从静态视角开展。 关晶、石运章(2015)采用个体动态法( idiodynamic
 

method)
 

对
 

四名非英

语专业学生进行了英语课堂焦虑的动态研究,结果表明了英语课堂焦虑的动态系统特征,且课堂焦虑和

任务难易度存在交互关系。 常海潮(2020)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跟踪研究了六名英语专业学生的

焦虑自我调控。 研究发现,焦虑轨迹随时间变化而起伏波动,且学习者情感消弭策略的自我调控与学习

焦虑呈现非线性交互关系。 这两个研究分别从焦虑值与任务难度及焦虑与自我调控的交互关系论证了

焦虑情感对学习者个体差异的重要影响。
 

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对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学习动机和学习动机自我系统,以及焦

虑等情感层面的研究上,而认知层面的研究只涉及外语学能的理论阐释,因此学习者认知加工能力和学

习策略对二语发展个体差异的动态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实证研究。
 

2. 2 动态系统理论与学习环境研究
 

动态系统理论强调系统内部各变量之间以及与外界环境的互动关系,将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置于

学习环境之中(崔刚
 

等,
 

2013)。 课堂教学是二语习得的主要学习环境和语言输入渠道,课堂环境中二

语习得诸多因素以及它们在不同层面交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系统的运行轨迹反映了学

习者二语的发展路径和水平(徐锦芬
 

等,
 

2017)。 教学干预为二语系统自组织过程中的吸态和斥态之间

的转化提供了能量,因此对二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对我国学习者来说,母语迁移是二语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而迁移发生的最典型环境是外语课堂,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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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探讨课堂环境中的语言迁移现象颇具意义。 雷鹏飞、徐锦芬(2017)深入分析了课堂外语学习环境

中语言迁移的特征,认为非线性与反馈敏感性是语言迁移的外在表现,自适应性与自组织性是语言迁移

的内在机制。 研究验证了动态系统理论在语言迁移中的适用性,语言迁移程度随学习者外语水平的变化

而变化。
 

课堂环境中,教师和同伴的课堂教学干预和调控对二语学习系统具有反馈敏感性。 雷鹏飞、徐锦芬

(2018)通过为期八周的任务重复教学实验,探讨了任务重复对学术英语写作的影响。 研究发现,
 

任务重

复教学方法对学术英语写作的复杂性和准确性有积极影响,而对流利性有消极影响,且任务重复对不同

外语水平的学习者的影响有很大差异。 盖淑华、周小春(2013)实验调查发现,前导性同伴小组反馈机制

(peer
 

feedback)对二语写作有显著影响,
 

研究强调语言互动交流的本质,弥补了单一的教师反馈的不足。
 

由于学习环境涉及的变量繁多复杂,又具有异质性,因此,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课堂二语习得的相

关实证研究较少,且当前缺乏对课外学习环境下的二语发展研究。
 

2. 3 动态系统理论与二语能力研究
 

二语能力的发展反映了学习者在词汇、句法、语篇、语用、语音等不同语言层面的理解和产出能力的

动态过程。 我国目前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二语能力研究主要以词汇和句法层面的研究居多。
 

词汇本身是一个语音、词形、词义、词性、语域等多元信息相互联结的复杂系统。 由于词汇发展往往

伴随损耗现象,且词汇损耗呈现渐进、动态的非线性发展模式,因此需充分考虑各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

(杨连瑞
 

等,2016)。 词汇发展常以词汇丰富度作为衡量标准,词汇丰富度包含词汇密度、词汇多样性、词
汇复杂度和词汇准确性。 我国学者郑咏滟在二语词汇动态发展领域的成果比较突出。 研究揭示了学习

者自由产出词汇的跳跃式、阶段性和非匀速发展。 研究发现,自由产出词汇量与词汇复杂度、词汇密度与

词汇多样性之间互相支持,
 

而词汇复杂度与词汇多样性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支持-竞争关系的转移,这与学

习者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相关。 学习者心理词库广度与深度的不稳定关联体现了二语单词主要词义与

次要词义竞争有限认知资源的动态过程,且受到频率效应的影响(郑咏滟,
 

2015)。
 

复杂度、准确度、流利度(complexity,accuracy,fluency,
 

CAF)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已成为二语句法

层面的重要考察指标。 但之前的研究几乎都是对学习者语言产出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静态分析,
近几年,我国研究者们开始对学习者书面语或口语产出的句法发展模式进行动态跟踪研究,研究结果证

明了二语句法发展呈现非线性和差异性,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之间存在相互竞争或相互支持的交互

关系,且这种交互关系会随学习者二语发展的不同阶段发生变化(江韦姗
 

等,
 

2015;于涵静,
 

2020;田莉,
 

2020)。 比如,在学习者二语口语发展初期,复杂性和准确性呈竞争性关系,而发展后期逐渐转为支持性

关系;准确性与流利性也会随着二语口语发展逐渐转为协同发展的支持性关系(于涵静
 

等,
 

2019;
 

于涵

静,
 

2020)。
 

除了二语词汇和句法层面的动态发展研究,研究者们也尝试扩展动态系统理论的应用范围,在翻译

能力(方红
 

等,
 

2014)、语用能力(李茨婷
 

等,
 

2020)等方面论证了动态系统理论的适用性,但这些研究大

多还只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
 

3　 不足与建议

从理论上来讲,动态系统理论的复杂性、非线性和个体差异性符合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国的学

者们也尝试用动态系统理论对二语习得的诸多现象进行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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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应用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与挑战。
 

首先,系统性和交互性。 动态系统理论关注“整个系统”的运作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互动(戴运财
 

等,
 

2016)。 基于二语发展的理论模型,二语系统包含学习者、环境和二语能力三个子系统,学习者子系

统又包含认知、情感和策略层面,学习环境子系统包含课堂和课外两大环境,二语能力子系统包含语言理

解和语言产出能力。 根据上文对动态系统理论与二语发展研究的归类分析,我国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对二语能力子系统,尤其对二语书面语或口语语言产出的词汇丰富性、句法复杂度或句法流利度的研究,
而语言理解能力的内隐性使得语言理解的研究明显少于语言产出的研究,学习者子系统中的认知和策略

的研究,以及认知与环境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的研究也较为缺乏。 鉴于动态系统中多因素互动的复杂

性,研究者可以选取各子系统中的关键因素,并对这些关键因素之间的交互性进行探讨(戴运财
 

等,
2016)。

 

其次,个体差异性。 动态系统理论被视为“主体为本的框架”(Dornyei,
 

2005),强调语言学习过程中

学习者个体的重要作用。 学习者个体差异并非语言发展中的“噪音”,而是学习者自身的认知与环境相

互作用的结果(Verspoor
 

et
 

al. ,
 

2008)。 个体差异是由大脑相互联结的内部结构组成的,孤立地看待个体

差异的某个成分,如外语学能或学习动机,只会令个体差异研究陷入困境(郑咏滟
 

等,2013)。 因此,我国

当前以学习动机为主的个体差异研究应结合学习者的工作记忆等认知能力和学习策略,来综合反映学习

者个体差异对二语发展的真实影响。
 

最后,动态多元的研究方法。 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的二语习得研究更关注学习者二语发展过程而不

是结果,因而倾向于通过历时个案研究来发现学习者个体语言行为的涌现性特征和变化轨迹。 而当前仍

有研究采用群体均值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无法科学地反映二语的复杂动态变化特征。 为了描绘复杂系

统发展的真正变化轨迹,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研究方法应具有纵向性和历时性,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形

成性实验(formative
 

experiments)、设计性实验(design
 

experiments)、行动研究( action
 

research)、纵向案例

研究(longitudinal
 

case-study)与时间序列法( time-series
 

approaches)、微观发展法( micro-development)、计
算机建模(computer

 

modeling)等(王涛,
 

2011)。 常见的数据分析方法包括移动极值法、移动相关系数、变
点分析器等移动分析技术。

 

4　 结语

本研究基于动态系统理论尝试构建了二语动态发展的理论模型。 根据该模型,二语发展系统是由学

习者子系统(认知、情感、策略)、环境子系统(课堂环境、课外环境)和二语能力子系统(语言理解、语言产

出)相互构成的,其中每个子系统又包含一些关键因素。 该理论模型符合二语动态系统观,体现了二语发

展的系统性和复杂性。 基于该理论模型对我国二语发展的应用研究进行归类分析发现,三大子系统的研

究热点较为集中:学习者子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情感层面(尤其学习动机),研究明确了学习动机的变

化轨迹和特征,而学习者认知层面和策略层面的动态研究较为匮乏;环境子系统中,课堂环境下二语的发

展路径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而课外环境下二语发展的研究较少;二语能力子系统中,语言产出能力

(包括二语词汇、句法和口语产出的复杂度和流利度)的发展研究成果显著,研究均证实了二语产出能力

发展的非线性和差异性,但语言理解能力的发展研究尚未受到足够的关注。 研究还提出,今后的研究需

要更多地关注不同子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对二语发展的影响,并充分运用动态系统

理论特有的移动分析技术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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