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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确定 ! 词 汇选择 ! 在 交际中掌握信号代码

) c.c.F:ie: 的外语教学观及其对中国外语教学的启示
赵清丽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福建厦门 36一005 )

摘 要: c .c FrieS 不仅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 , 而且在语言教学理论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概述他的外语

教学观点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评论 , 以期对他的理论有更为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 希望对现代外语教学能有所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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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代表 , 人们会说

起布隆菲尔德和萨王尔 , 其实 e. e. Fries (ehar一es

Carpenter FrieS, 1887一1967) 也是与他们并驾齐

驱的结构主义领军人物 "但是与其它的结构主义语

言学家相比, FrieS 的语言学理论和语法理论有很

大的不同 , 而且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应用语言学家 ,

在语言教学界也是著名人物 "
Fries 是美国语言学协会创始人之一 , 并于

1939 年担任协会主席 , 1941 年创办了著名的密歇
根英语语言培动]学院 (Eng一1Sh Language Insti-

tu tC ) , 并担任第一任院长 , 专门研究把英语作为

外语教学的问题 , 编写了大量的外语教材 , 与同事

一起创办 了 5语言学 习 ) 应用语言学季刊 6
( La ngua ge lea rn in g一 A Qu a rter ly Jou rna l of

Applied L ingu isties ) , 交流语言教学问题 , 这

是 /应用语言学 0 (Applied Linguisties)这一术

语的首次公开使用 "简而言之 , Fries 是一位伟大
的应用语言学家 , 在研究语言的同时 , 他把当时的

语言学理论以及心理学理论一起应用到教学中去 ,

一生致力于教师培训 , 教材编写 "
国内对 Fr ieS 的介绍不多 , 且侧重于对他的语

言学理论引入与评介(见杨信彰代刘承宇12,;陈蔷伙
杨林秀[4] ), 只有辛志英 15,讨论了他的应用语言学教

学模式 "鉴于 Fries 对语言教学理论的巨大贡

献 , 本文将概述他的外语教学观点并对其进行分析

和讨论 , 以期对他的理论有更为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

一 C # C # Fries 的外语教学观
C. C. Fr ies 的外语教学观有其独到之处 , 注

重语境确定; 强调词汇选择; 把外语学习过程看作

是掌握新的信号代码 , 建立一套新的语言习惯; 强

调交际 "下面笔者就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
(一 ) /语境确定 0 在外语学习中至关重要

Fries 认为语言是我们人类所有经验的重要组

成部分 , 语言又从经验中获得意义 "操持不同语言

的对话双方在言语交流中要达到理解与被理解需要

语境确定 (eontextual orienation ) "语境确定
指的是促使交际双方产 出言语的情景 ( Situati-

ons ) , 正如 Fries 所说 /我的语言形式就是我所
使用这些语言形式的情景 0 16,P57 "

掌握一门外语就是要掌握说这种语言人的所有

生活经验 , 即使用语言形式的具体情景和场合 , 尽

管我们不可能完全进入他们的生活 , 但是我们可以

运用想象力 , 对语言产生的环境细节保持敏感的态
度 " 因为经验是一个整体 , 它的各个部分相互影

响 , 所以我们要想理解任何一部分 , 必须试着理解

整个语境的类型 (patterns "r the wh川e con-

tC xt ) " /关注人们生活经历的知识 0 不应该只是

语言学习课程中的一个附属部分 "只有做到语境确
定 , 才能真正掌握一门外语 "

(二 ) 选择性的掌握词汇

Fries 认为即使母语学习者也不可能完全掌握

自己语言中的词汇, 意义是随着经验的丰富而增长

的 "对外语学习者来说 , 对词汇的掌握会受到实际

经验的限制 , 需要时间, 完全掌握一门外语的词汇

没有捷径可走 "外语学习者要掌握的是在特定情景

下一定数量的有用的词汇而不是一下子吸收目标语

中全部的词汇 "

一个词汇至少有四层意义: 词汇意义 , 即词典
上定义的词汇内容; 句法意义 , 即词序; 词形意

义 , 即词的形式所体现的 意义 ( 如 ma n * mc n,

kill 什kille d 表达的意义不同) ; 语调意义 "一
个单词可以表示多种意义 , 目标语与母语的词汇意

义之间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 翻译或是找出两

者的对等词是不可行的, 应该列出词汇使用的不同

情景特征 "Fries 认为词汇的掌握是为培养学习者

的英语语音系统和结构系统习惯服务的 , 前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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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词汇选择必须是言语表达所必须的 , 在后期

学习阶段要扩充到特殊领域的词汇"
(三) 外语学习过程即掌握新的信号代码 , 建

立一套新的语言习惯

学习外语要学习哪些内容 , 怎样才算掌握 了一

门外语呢? 一般会认为掌握了词汇就等于掌握 了这

门外语 , 但在 Fr ies 看来 , 语言形式是传递意义的

信号 , 外语学习过程即掌握新的信号代码 , 因此除

了词汇 , 外语学习中更重要的应是成为我们无意识

习惯的东西 , 即母语操持者在儿童时代所习得的两

个无意识习惯 "一是掌握语言的语音系统 ) 理解

语流 , 分辨出区别性的语音特征 , 逐步准确的发 出

这些语音; 二是掌握组成语言结构的排列特征 "所

以, 外语学习者要掌握目标语就是要能够如何对 目

标语的语言系统和语言结构的排列特征形成本能的

反应 "Fr ies 17.对这两方面习惯的形成进行了论述 "
要想很好的掌握外语的语音系统 , 需要从两个

方面着手进行 "首先要对组成英语系统的独立语音

段进行描写性分析 "确定 目标语中具有对立性特征

的语音; 抛掉下面的误解: /除了少数几个音外 ,

目标语 中的大部分语音与母语 中的一样 0 , 实际

上 , 目标语中的每一个语音都会在某个方面区别于

母语中的任何语音 , 学习者必须把目标语中的每个

单音发准 , 建立起一套新的系统习惯; 找出目标语

与母语 中对立的语音模式 ( patterning or the

sound ) , 重点练习那些在母语中不用来区分意义
而在目标语中用作区分意义的语音模式; 找出构成
音节与单词结构模式的辅音及元音连缀 "

其次 , 有必要对为对立音段提供 总体框架的

/整体式模式 0 , 即语调模式和韵律进行描写式分

析 "英语中语调的升降变化体现了情感意义 , 语言

表达的方式与内容同样重要 , 所以外语学习者应该

掌握语调的基本模式"

英语中一般有四种音高 区分: 极高调 eXtra

high (1 ) , 高调 h igh (2 ) , 平调 medium (3 ) ,

低调 lo w ( 4 ) , 不同的语调变化模式表达不同的

意义 "例如: /Tom has gone 0 , 如果句子末尾语

调以低调终止 , 则有语义结束的意义 , 表示汤姆 已

经离开了; 如果句子末尾语调音高为平调 , 句末表

示的意义不是结束而是期望语义继续 , 表示汤姆已

经离开了, 但可能回来 "
韵律说的是重音和语速问题 "英语 口语表达的

一个显著特征就是: 不同的重音波段之间的时间间
隔几乎相等(当然与说话者的言语节拍相一致) , 但

是波峰之间的音节数目可能不同 , 所以重音之间有
多个音节时 , 说话者的语速会加快 , 因而这些音节

的发音就会因弱化而模糊 "正是由于这一点初学者

会感到英语本族语操持者的语速太快 了, 难易理

解 "Fr ies 认为在教授英语的语音过程中, 与减慢

说话的节拍而言 , 把重心放在弱化的那些音节上对

初学者更有帮助 "总之 , 学习者只有掌握了英语的

独立语音段及语音的 /整体式模式 0 , 这样才能充

分理解并产出言语流 "

要想很好的掌握组成英语语言结构的排列特征

即语法 , 需要对形式结构 ! 功能词及次序进行现实

性的描述 "在初学者阶段 , 所教授的结构类型数量

尽量缩减为基本最小值 , 一个情景一个模式即可"
如果以表达为 目的 , 所选结构类型不必是言语中最

常出现的, 达到一般出现率就行; 如果以理解为目

的 , 所选结构类型必须包括言语中最常出现的"可

以让学生把语法变成有意识的知识 , 但是这决不能

代替句型的本身操练 , 因为最终的教授 目的就是通

过足够的重复使语法成为学习者的习惯"

此外 , 在把目标语的语音系统以及语法变成无

意识习惯的过程中, 需要对比分析母语和目标语找

出两者在语音系统与句子结构方面的显著区别 , 因

为这是学习的难点 "一门外语学习的难易程度在于

母语与目标语语音系统以及其语言结构系统排列特

征的异同 , 两者的差异越大 , 目标语学习就会越

难 "根据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 旧的习惯会阻碍学习

新的习惯 , 所以如果母语与目标语用不同的方式表

达一个意思的话 , 学习者会把其母语的表达方式迁

移到外语学习中, 于是错误就产生了, 所以通过比

较母语与目标语找出两者的不同就能对潜在的错误

范围作出预测 "

(四) 口语法是最经济的外语教学方式 , 注重
交际

Fr ies 注重语言的交际功能, 认为语言是意义

交际的工具, 因而认为教学中应采用口语法, 这是
最经济的外语教学方式"Fr ieS 的口语法以Ro bert

Lado 的听说教学法为基础 , 他在 Eng一1Sh Pattern

Pr actice 的前言中指出这本教程保留了 Ro be rt

Lado 书中的成功步骤 1引, 所以口语法基本上就是听
说教学法 , 以心理学的行为主义以及语言学的结构

主义为基础 , 语言被看作一套习惯 , 每个习惯都要

靠反复训练才能养成 "
口语法不同于直接教学法 , 尽管两者都强调目

标语的实际运用 , 而不是脱离语境对规则的记忆 ,

两者都排斥翻译法 , 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直接教

学法完全以目标语授课 , 不讲授语法 , 不进行结构

分析 , 开始阶段借助于实物进行教学 , 阅读占据重

要的地位; 而口语法在必要的时候可借助于母语 ,

语法结构归纳后得出, 阅读要等到学生对 目标语的

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形成习惯后才进行 , 阅读不是

学习的重要部分 " 口语法指的是语言第一阶段学习

的目标 , 即对语言的口语表达和理解养成一套习

惯 , 而不是对达到这一目标所采取方法的限定 "
除了在外语的听说中进行大量的口语练习,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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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的有效性还需要有与语音以及语言学原则相一

致的教材 1日P7 "最有效的教材要对 目标语和母语进

行科学的描述及对比; 对比的结果要在教学中系统

安排并配以适量的具体练习 , 从而使学习者掌握外

语的语音系统 ! 结构以及最有用的词汇 16,Pg"

二 ! C. C. Fr ies 外语教学观的理论基础

C. C. Fr ies 在教学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

作为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应用语言学家 , FrieS 在

进行教材编写及教师培训的过程中注意吸收当时最

先进的科学理论 , 其外语教学观融入 了当时盛行的

行为主义心理学以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最新理论 "

(一) 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基础

Fries 的外语教学观以心理学的行为主义为基
础 ,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第一, Fries 认为外语学习过程即掌握新的信号

代码 , 建立一套新的语言习惯 , 该观点与行为主义

倡导的 /习惯养成的理论就是学习的理论 0相一致"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强调母语在外语学习中的作

用 , 习惯和错误是两个关键的概念 "行为主义心理

学以华生和斯金纳为代表 , 19 30一19505 是其鼎盛

时期"行为心理学认为可以利用 /刺激 0和 /反应 0

来解释所有类型的动物行为 "不同的刺激在学习者

身上产生不同的反应 , 这些反应可能是杂乱无章的,

也可能是规则的"一个特定的反应与一个特定的刺

激之间的关联便形成一个习惯 , 也就是华生 (1924)

与斯金纳 (1957 ) 所研究的规则行为 19,PZ""

行为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习惯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就是它的自动性 , 也就是说习惯是一种无意识自发

行为 "可以通过模仿 (重复刺激 ) 或强化 (对学习

者的反应作出反馈 ) 养成一种习惯 , 习惯养成的理

论就是学习的理论 , 可以应用到语言学习中去"儿

童学习母语的过程就是通过模仿和强化建立语言习

惯的过程 , 外语学习过程同样可以借鉴这种方式 ,

Fries 所持的正是该观点 "
第二 , 语言学习任务的分解说"习惯形成的理论

就是学习的理论 , 在语言学习中同样适用 "如果把语

言学习任务分解成许多刺激反应链 , 每次通过系统的

练习掌握一种 , 我们便可以成功的学会语言 19,PZ上"

Fr ies 的教材设计便是以此为为基础 , 从语音系

统 ! 句子结构和词汇三方面入手 , 把它们详细的分

解 , 分成不同的单元进行 , 他所著教材 Eng 11Sh

pattern practiee 便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
(二)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在 (( The Strueture of Eng一ish)) 一书中 ,

Fr ies 指出他所采用的语言学方法有别于传统的学

校语法 , 他要在句子结构研究中充分运用当代语言

学研究的最新原则 1上",PZ"Fries 所说的当代语言学

研究指的是以萨王尔 !布隆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结

构主义语言学 , 采用描述性而不是规定性的角度来

分析语言 "

Fr ieS 提到萨王尔语言观的两条原则对他印象

深刻 , (1 ) 在不同语言中, 同样的语音差别可能

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构价值; ( 2 ) 结构系统自身具

有力量 "控制某人母语的习惯不是把语言项 目看作

孤立的项目, 而是把对立性项目看作有序的结构类

型系统的功能单位 1川Pi一山"布隆菲尔德 的 5论语

言 6 引领美国的结构主义有了当时的成就 112] P63 "

不同于传统语法 , 结构主义的语言观由以词项

为中心转向以结构为中心; 强调语言结构单位之间

的对立性特征; 气流/声音是构成语言的基本物质

基础; 任何语言的语音自身没有难易之分 , 难易在

于语言的发音方式; 儿童母语习得过程中, 可以自
然的区分区别性特征而忽略非区别性特征; 语言的

功能单位建立在对比性特征的基础上 , 而不是单位

的简单相加 "Fr ies 的外语教学思想强调了结构主

义语言学理论的以上方面 "
(三) FrieS 的交际语言思想和信号语法基础

FrieS 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 , 在接受了萨王
尔和布龙菲尔德观点的基础上 , 形成了区别于他们

的语言理论 , 即交际语言思想和信号语法 , 表现在

下面两个方面 "

首先 , Fr ieS 的交际模式不同于布龙菲尔德的

模 式 "在 ((The sturcture "r Eng一ish )) 一书中,

Fries 提出了s* r* s* R 的语言交际模式 1上",P32一35"图

中大写的 S 表示对说话人产生刺激的情景 , 大些的

R 表示受话人作出的实际反应 , 小写的 r 表示说话

人发出的声音 , 小写的 S 表示受话人听到的声音 "
从表面上看 , FrieS 的模式与布龙菲尔德十分相

似 , 都 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基础 , 认为人类行为从

本质上说是一种 /刺激* 反应 0 的心理过程 , 但表

面相似的背后却是本质的不同 "
布龙菲尔德认为语言的科学研究只涉及到言语

事件 (S,,r ) 的描写 , 而不考虑言语交际的情景

和意义 1上3,P26"当然不同的语言学家对语言研究的角
度不同 , 布龙菲尔德的研究方法无可厚非 "但在

FrieS 看来 , 任何言语信号的意义都既包括对说话
人产生刺激的情景 , 又包括受话人所作出的实际反

应 , 由此可以看出FrieS 重视言语交际的情景和意

义 "既然 S * R 是规律性出现的 , 所以在 FrieS 看

来语言具有提供准确的社会合作工具的功能 , 也就

是说尽管我们无法预测说话者的言语 , 但是说话人

可以准确地预测出自己的言语声音可能会使受话人
作出何种反应 "

其次 , 把语言看作是意义交际的工具是 Fr ies

语言观的核心 1上们P63"在分析句子结构时关注意义 ,

意义始终是他研究语言的一个目标 , 他认为 /所有

的语言都和意义有关 "也许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

关注意义 , 都将语言当作掌握理解 ! 使用和交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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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工具 ., 1上2,P97"Fr ies 指出布龙菲尔德主义者一

直强调不能忽视意义 , 只是他们认为对意义的分析

会导致不科学的步骤 1上2.P96"

F:ies 的语法常被称作是 /信号语法 0 "他运

用结构语言学的方法 , 把语言形式看作是传递意义

的信号 , 对英语的语法结构做了深入的描述 " (详

细论述参见杨信彰 11] " ) 语言作为信号代码 , 本身

没有意义 , 但它可以通过三个层次传递意义 , 即词

汇意义 ! 语法结构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 "语言中储

藏的意义是靠构成语言代码的信号交流传递的, 学习

/说话 0 的过程就是学习语言特定信号代码的过程 "
F:ies 的外语教学观正是根植于他的交际语言

思想和信号代码 "

三 ! 7r ies 的外语教学观评述及其对中国外语

教学的启示

FrieS 的外语教学研究以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理

论为指导 , 把外语的学习过程看作是学习者掌握新

的信号代码 , 养成一套新的语言习惯的过程 , 强调

词汇以及语境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 注重交际, 有
独特的教学方法 , 精心设计的教材 "下面笔者就在

评析 FrieS 外语教学观的基础上谈谈对当代中国外

语教学的启示 "
(一) 重视外语学习中的 /语境确定 0 有其进

步性

把语言看做人类的经验, 任何表达都是使说话
人产生这种表达的情景体现 , 所以学习一门外语就

相当于接受另外一种社会文化生活 , 这种观点除了

在当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时代极具进步性之外 , 在

语言习得理论方面也很超前 , 与 John Sch um an n 的

文化移入模式相似 , 在该模式看来 , 成功的学习意味

着文化移入 , 即成为目的语文化的一部分 1上5.P淤"
但是 , FrieS 在这里只是强调 了通过目标语的

社会文化语境知识来达到掌握目标语的目的, 并没

有考虑到母语的社会文化输入在夕卜语学习中的作用"
总之 , 在中国的外语教学中教师要注重为学生

提供语境 , 对比母语与目标语文化的异同 , 强调文

化的输入势必会提高外语的教学效果 "
(二) 选择性的掌握词汇在外语教学中有其借

鉴意义

词汇是建筑一座语言大厦所必需的物质材料 ,

是其血肉, 没有词汇 , 就构不成语言 "当然 , 掌握

词汇并不等于掌握了一门外语 , 正如 Fr ies 强调的

/除了知道一种语言是词汇之外 , 掌握该语言一定

还意味着别的什公 , 16,PZ"他看到 了词汇在外语学

习中的重要性 , 但没有把学习外语等同于学习该外

语的词汇 , 对词汇的掌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所以

所授词汇要有一定的选择性 , 要能为培养学习者对

目标语语音系统和结构系统形成习惯所服务 "

FrieS 把词汇看作人类经验的一部分 , 与情景

紧密相关 , 因而目标语与母语的词汇意义之间不是

简单的) 对应关系 , 这种观点于韩礼德的功能主

义语言观极为接近 1上日"系统功能语言观认为 , 语言

识解经验 , 经验的范畴和关系不是 自然赋予我们

的 , 不是消极的反映在语言中 , 而是有语言通过词

汇语法积极构建的 , 语言作为层次化的符号系统可

以把经验转化成意义 "Fries 在当时脱离语境研究

语言的结构主义盛行的年代提出该观点有很大的进

步性 "

这为外语学习者指明了方向 "在当代中国外语

教学中 , 教师要明确词汇在外语学习中尽管很重

要 , 但并不是全部; 所讲授的词汇要以培养学生对

目标语语音系统和结构系统形成习惯所服务 "既然

词汇的掌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教师要采用螺旋式

循序渐进的方式 , 新词汇的讲解伴随着旧词汇的反

复出现; 并且需要把词汇放在具体的目标语语境中

进行 "而且 , 教师在词汇讲解时, 要兼顾其四个层

次的意义 , 即词汇意义 ! 句法意义 ! 词形意义和语

调意义 "只有对词汇四个层次的意义全面掌握了,

学生才有可能真正地对词汇灵活运用 "
(三) 外语的学习即掌握新的信号代码 , 养成

一套新的语言习惯有其合理性
尽管该观点受到了后来者 , 尤其是乔姆斯基的

批驳 , 但笔者认为有其合理的成分 "Fries 看到了

母语与目标语学习的相似性 , 他的局限性在于没有

看到母语与目标语学习的差异 "在他看来学习一门

外语就是掌握一套新的信号代码 "在语言交际中只

有对代码的刺激养成无意识的习惯 , 才能注意语言

表达的意义 "

记忆在语言的使用中起着很的作用 , 而使用第二

语言时, 记忆的广度不如使用第一语言的时候宽 7巧2P/ "

研究证明 /语言表达形式在听众头脑中只暂存 3一4

秒 , 这也正是字词聚集起来构成一个概念所需要的

时间, 又是这些字词各 自的词义消失而只留下意思

的时间 ., 13] "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 , 在 日常交流

中, 受话人所关心的不是语言形式 , 而是讲话人通

过语言这种形式表达什么意义 , 所以在如此短暂的

3 一4 秒之内, 受话人如果不熟悉新的信号代码 ,

不能对语言形式的刺激作出无意识的反应 , 而是经

过思考才能理解代码在传递的意义 , 这样必然会阻

碍意义的理解 "如在收听外语广播时, 连贯的理解

取决于对语言形式的无意识反应 "假如由于遇到生

词或者较难的语言形式停下思考时, 势必没有时间对

下面的语言形式做出放反应, 从而影响整体的理解"

当然 , 尽管 FrieS 所提倡的句型转换练习有意

义成分在内 , 总的来说他的操练方式是机械的 , 但

是我们不能因为练习的方式机械就去否定他的指导

原则 "如果学习外语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养成

一套新的语言习惯过程 , 那么教师只有让学生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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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形成一套 习惯 , 他们才有可能对其掌握 "而任

何 习惯的养成都离不开反复练习, 所以英语教师在

课堂上要做的是如何改进练习的方式 , 使其变得有

意义 , 不再机械 "教师可以借助于多媒体工具 ! 模

拟目的语的现实生活情景 ! 利用多种课堂活动方式

等来分解学生对反复操练的枯燥感 "
(四) 口语法影响深远

现在纯粹的口语法 , 也就是听说教学法在课堂

上已经很少见 , 但它的成分在当代的课堂教学中仍

很常见 , 它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 比如强调 口语和

口语练习"教师喜欢 口语法方式的一个原因在于它
能提供一个清晰的工作框架 , 对下一步要做什么了

如指掌; 此外 , 语言某些方面的教学采用口语法效

果很明显 , 比如语音教学的 /解释 ! 模仿 ! 提示 !

对比 ! 练习 ., 五步骤就很受教师的欢迎 1上5,P上吕3"
FrieS 注重交际 , 强调了方法 ! 教材 , 但是忽

视了学生的个体因素 , 比如他们的学 习动机 ! 学

能 ! 学习策略 ! 年龄和个性等; 也没有考虑到教师

在教学中的主观能动性 , 比如教师了解学生的个人

因素对采用正确教学方法的意义 "但总的而言 , 口

语法是培养学习者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有效方

式 "所以在中国外语教学的环境下 , 教师在某些技

能培养方面采纳 口语法还是很有效果的" 当然在具

体的课堂教学中 , 教师要把教学方法与学生的个体

因素以及教师在教学中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 "
综上所述 , 作为语 言教学届的著名人物 ,

FrieS 注重语境在外语学习中的重要作用 , 提倡的

口语法的成分因其有效性在当代的课堂教学中仍很
常见 , 提出词汇的 4 种层次意义及对其选择性的掌

握在当今的外语教学中也具有实质性意义 , 而且他

的语言即习惯观在某种意义上有一定的合理性 "

FrieS 的语言教学观在他的那个时代是前沿的 ! 进

步的 , 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 , Fr ies 的教学观不可

避免的会有其局限性 , 例如忽视了学生的个体 因

素 , 也没有考虑到教师在教学中的主观能动性 "简

而言之 , 尽管 FrieS 的外语教学观有其时代局限

性 , 但其精华部分对当代的外语教学与学习还是有

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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