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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语言发展：一致与分歧

李锡纯 1,2

（1.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44；2.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婴幼儿时期语言的习得是生存所需也影响到人们对知识的获取。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杰肯道夫和韩礼
德分别从行为主义、心理语言学、认知神经学和功能主义角度探究并阐释了婴幼儿语言发展的过程。该研究将概述四位
语言学家对婴幼儿时期语言发展的观点并比较其异同。研究表明，四位语言学家对婴幼儿语言发展的阐释反映了他们对
语言的不同定位，其观点虽各有侧重，但是在创造良好的语言互动环境、增加语言输入等方面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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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时期语言的习得是我们的生存所需也影响到我们
对知识的获取，因此一直以来这一领域都受到了学术界和教育
界的广泛关注，很多语言学家都对之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探
索。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杰肯道夫和韩礼德都曾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因其分别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派、
心理语言学派、认知语言学派和功能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
们对于早期语言习得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本文将综述四位语
言学家对婴幼儿时期语言发展的认识并比较其异同，呈现语言
发展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神经学和功能主义研究视角，并
进一步探讨多视阈下婴幼儿语言的开发与教育。

1布龙菲尔德：行为主义视角下的儿童语言发展

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代表人
物。他从行为主义的观点出发，把语言视为说话人与听话人之
间一系列的刺激和反应的过程。在《语言论》（1933）中，他同样
用刺激-反应的行为主义观点分析了婴幼儿习得语言的过程：

1）婴儿天生就会发出一些声音，比如“da”。这个音节在英
文中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当他重复发出这个声音时，声波传达
到耳膜，自己就能够听得到，从此以后每当他听到相似的声音，
他都会做出“da”的口型，发出“da”的声音，也就是说这一时期
的婴儿知道如何重复。

2）如果其他人，比如妈妈，当着婴儿的面说“doll”，这个发
音与“da”类似，他会跟着重复“da”，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婴儿
开始“模仿”。

3）如果妈妈一边说着“doll”一边把娃娃递给婴儿，这时娃
娃的形象和“doll”的声音就结合到了一起，重复几次之后，婴儿
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习惯，看到娃娃都会说“da”。

4）如果每天洗澡之后妈妈都会给婴儿娃娃，那么他会进而
形成一个新的习惯：每天在洗澡之后都要发出“da”“da”的声
音。如果哪天妈妈恰巧忘了给他娃娃，他也会发出“da”的声
音，这时的婴儿已经可以使用移植言语（displaced speech）,也就
是说当实物不在眼前的时候，他也可以说出实物的名称。

5）婴幼儿的语言习得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比如，如果
“da”的发音很清晰，大人们就能理解，继之以给他娃娃，这样一
来，小孩子会不断重复这个清晰的发音，也就强化了这个发音。
反之，错误或不清晰的发音就得不到强化。总之，在不断地重
复中，孩子的语言能力得到锻炼。

以上是婴幼儿学习说话的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们
也学会了作为一个听话者如何去反应。听到“doll”的声音，小

孩子会拿起娃娃或者把娃娃递给别人。他们从而形成了新的
习惯，听到话语就能做出常规反应。布龙菲尔德认为,如上学
习过程印证了他提出的刺激-反应公式：

这里的 S表示说话者所接受的实际刺激（比如，婴儿看到
娃娃）；r表示说话人做出的言语反应（或替代性反应，比如，婴
儿发出“doll”的声音）；s表示言语对听话者的刺激（或称替代性
刺激，比如听话者听到“doll”的声音）；R表示听话者做出的实
际的反应（比如，听话者拿起娃娃递给婴儿）。

布龙菲尔德从行为主义角度解读了婴幼儿的语言发展过
程。他认为语言是习惯，而这种习惯的形成需要多次的刺激和
反应，言语活动就是刺激和反应的产物。这样语言学习就是要
训练对刺激做出正确反应的语言习惯，也就是刺激-反应操练，
这后来也发展成为结构主义语言教学的主要方法（梁如娥，
2007）。简言之，从行为主义视角来看，语言的习得需要大量的
重复性的刺激-反应操练，通过“刺激-反应-强化”的过程扩充
语言知识。其次，语言的教学过程中要为婴幼儿提供真实的场
景，为语言学习提供鲜活的“刺激”因素。最后，婴幼儿语言教
育应重视口语训练，因为“刺激-反应”模式最经常出现在口
语中。

2乔姆斯基：心理学视角下的儿童语言发展

乔姆斯基（Chomsky)认为语言是基于心智的，语言最重要
的本质是语言的创造性，而语言研究就是通过语言揭示人类心
智的秘密，揭示人的心智的本质性特征，换言之，人脑的内部属
性，因此语言研究属于心理学研究领域。

在《语言与心智》（2006）一书中，乔姆斯基假设婴儿一出生
大脑中就有一个天赋的语言官能（Faculty）,普遍语法（Univer⁃
sal Grammar）是这种官能的初始状态。乔氏用语言习得机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来指儿童基于语料来构建语法的
策略。该机制33由普遍语法和参数(Parameters)构成。普遍语
法是所有语言都遵循的普遍规则，它存在于人的大脑中，是与
生俱来的。儿童听到外界的语言后，立刻启动普遍语法，在普
遍语法的指导和控制下，在外来语料的基础上，通过假设-演绎
的方法，在头脑中形成有关母语的系统的语法知识。普遍语法
是所有语言都遵循的普遍规则，每个人都具备，然而最终人们
习得的语言却不同，这取决于参数，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参数
值，儿童学习语法的过程是设置参数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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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儿童的生长环境、智力水平
不同，却都可以习得语言。但是乔氏认为原始语料的输入是重
要的，输入足量的原始语料才能激活普遍语法，过了临界点，也
就是 10-12岁，儿童就失去了习得母语的能力。所以，从心理
学角度出发，婴幼儿时期足量语料的输入是必需的，这样才能
激发儿童的天赋官能，才能激活普遍语法。其次，要注意培养
孩子语言能力的时间，若超出儿童语言习得的临界点，一切努
力都是徒劳的。

3杰肯道夫：认知神经学视角下的儿童语言发展

杰肯道夫（Jackendoff）认同乔姆斯基的语言天生说，但是
他并不主张使用乔姆斯基的“心理真实”以及其他诸如“表征”

“符号”等术语，取而代之的是“认知结构”“认知实体”等词语。
他认为，认知结构是建立在神经基础之上的。在乔姆斯基的理
论基础上，杰肯道夫从认知神经学的角度廓清了乔氏提出的部
分理论概念。他指出，普遍语法不是指所有语言共有的语法，
也不是所有语言的共性，而是儿童习得任何一门语言的工具
箱，这个工具箱为不同的语法机制提供可能，这种可能性能否
实现取决于环境。

在乔姆斯基提出的天赋官能的基础之上，杰肯道夫（2002）
认为，人具备语言官能，同时也具备社会认知官能，正是由于这
一官能，当儿童学习文化时，他们能够探知周围的环境，进而了
解社会问题，建构相关文化概念。杰肯道夫提出了“社会认知”
的概念，强调环境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必要性。同时在研究儿
童习得英语的过程中，杰肯道夫认为给孩子提供的最好的学习
环境就是提供给他们各种各样的例子，并且要提供给他们语
境，这样有利于孩子对语言的认知。

4韩礼德：功能视角下的儿童语言发展

韩礼德(Halliday)的语言观与乔姆斯基有显著的不同。乔
姆斯基研究单纯的语言，然而韩礼德（2002）将语言作为一种社
会符号，认为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是逐步转变为社会人的过
程。他从社会意义和功能的角度对婴幼儿的语言发展进行了
研究。他认为儿童学习母语的过程是学习如何表达意义
（learning how to mean）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儿童习得的是
“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他将儿童学习母语的过程分
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原始母语（protolanguage）阶段;第二
个阶段是过渡语言（transitional language）阶段，即原始母语到成
人语言的过渡;第三个阶段是成人语言（adult language）阶段。
原始母语和成人语言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包括语义和语音层但
不包含词汇语法层。韩礼德将语言与学习的关系总结为三个
层面：即学习语言，通过语言学习其他知识，学习语言本身。

在 The Language of Early Childhood（2004）一书中，韩礼德
详尽的研究了自己的儿子奈吉尔在九个月到两岁半之间语言
能力发展的情况，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用纸和笔记下奈吉尔的
话语，积累成丰富的语料，然后从功能和语义角度对语料进行
分析。在《学习如何表达意义》（1975）一书中，韩礼德基于伯恩
斯坦的研究提出了七个语言功能。通过研究奈吉尔的语言发
展得出，七个语言功能的出现次序依次为：工具功能、规约功
能、互动功能、个人功能、启发功能、想象功能和信息功能。

韩礼德从上述七个语言功能出发，描述了五岁的小孩子的
语言模式，即语言的功能在儿童大脑里形成的印象（image），从
而提出了与教育相关的语言观。首先，工具模式，也就是语言
的工具功能在儿童大脑中形成的印象。小孩子使用语言的工
具功能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语言的工具功能通常是以“I
want”的形态存在的，“See Spot run. Run, Spot, run”这样的句子
与工具模式关联性很小，对小孩子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不
容易接受。规约模式的发展是通过家长的不断重复和强化实
现的，孩子们因而意识到语言能够控制人的行为，并逐渐尝试
使用语言去控制别人，这样一来，规约模式不断扩充。至于儿
童语言的互动模式和个人模式，他们通过语言建立和维系社会
关系，同时建构个体性。虽然只是在初学阶段，他们能做到多

数大人做不到的事，那就是在听说过程中将语言内化，并且他
们既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因此，在这个阶段，让小孩子多多与
他人互动对语言的发展是必要的。儿童还可以通过语言来探
索世界，语言的启发模式由此而来，采用的方式是问问题,在这
一阶段孩子已经能够使用简单的元语言，比如 question, answer
等等。伯恩斯坦（1970）认为一问一答的话语模式在家长与孩
子的交流中有重要的意义，家长对待孩子提问的认真程度与孩
子早期学习的成败关系密切。因此在该阶段若能正确对待儿
童的提问将对其语言发展和知识储备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对
于正在学习读写的孩子来说，传授一些元语言是必要的，有助
于发展语言的启发模式。以此为基础，儿童逐渐形成了语言的
想象模式和信息模式。

与布龙菲尔德注重语法句型的操练不同，韩礼德（2004：
271）认为，“当孩子的语言能力欠发达的时候就教给他们语法
规则是不对的，就好比教一个饥饿的人怎么用刀叉一样。”他并
不否定语法规则的存在和其重要性，但是在上述情况下语法和
教育的关联性不强。孩子对语言的认识是直观的，他们使用语
言是出于自身的各种需要。教师们应该做的是从孩子们的直
观经验出发，了解孩子的语言模式,与儿童的语言认知保持同
步，否则教师的语言观与教学任务关联性会减弱。比如，儿童
自出生以来就与周围的人通过口语互动，这就是儿童建立起来
的对语言的直观认识，而传统的教学方法强调先教读写，这就
无法将教学与儿童的经验结合，自然不会收到好的效果。我们
对于语言的认知必须包含上述所有语言模式才能满足孩子的
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孩子的需求，考虑到他们自
身的经验。同时，韩礼德认为，儿童与他人的交流互动在帮助
儿童构建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为儿童达到
社会所要求的语言能力做准备。

5结论

本研究综述了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杰肯道夫和韩礼德
对婴幼儿语言发展的研究，分别从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神经
学和功能主义角度管窥这一过程。研究表明，语言学家对早期
幼儿语言的研究反映了他们各自对语言的不同定位，其观点虽
各有侧重，但是在创造良好的语言互动环境、增加语言输入、语
言学习的临界点、为语言学习创造鲜活的语境等方面趋于一
致。语言学家就这一问题的多样化观点可以给婴幼儿语言开
发和教育带来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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