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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通过探究以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者在进行语法学习过程中受影响部分，结合二语习得者在

中文语法方面的学习痛点，进而得出认知语言学中影响因子在中文语法学习过程的作用，探求二者关系，

进行总结。最后根据结果，对未来语法学习的方向和国际中文教学模式的优化提出建设性意见，以优化

二语习得教学模式，促进教育文化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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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ffected part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Chinese grammar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combine the pain points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in Chinese grammar, so 
as to find out the rol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fluence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Chinese 
grammar,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make a summar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grammar learning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mode, so as to optimize the teaching mod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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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一名语言学习者，笔者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发现认知语言学对语法的学习有着较大的影响，但

通过大量论文的查阅，笔者发现，认知语言学中的影响因子在中文语法学习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尚未

有人研究。因此，笔者开展了此次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中文语法学习的调查研究——以中文作为第二语

言习得者为例，探求其二者之间的影响，并旨在进一步提升个人语言学习能力，优化二语习得教学模式，

促进教育文化事业发展。 
本文将通过文献综述法(通过大量阅读知网论文以及期刊文献，总结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语法学习的效

果，通过了解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语法学习的研究的可行性、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应用价值、在语言教学研

究中的作用和意义，摸清中文语法学习的痛点来完善整篇论述)、实地观察法(笔者在校期间作为留学生助

教对其学习汉语的课堂进行观察并与他们进行课后一对一交流，记录他们身为留学生在学习中文语法时

遇到的难题类型和语法痛点，并以此展开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语法学习带来的影响因子具体有哪些内容)、
访谈法(对在校的对外汉语教师进行了访谈询问。笔者分别与三名在校对外汉语教师开展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的访谈，通过询问“您在教授时会结合具体语境吗？”、“您在具体教学中是如何设置语境的？”等

问题了解到语境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成为影响因子之一的缘由。)等方式对在校留学生

(以中文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者)学习中文语法时遇到的困难开展调查，最后结合自身已有的认知语言学、二

语习得理论，得出相关分析。 

2.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中文语法学习的研究 

2.1. 认知语言学概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语言学学派，它主要研究的是语言的普遍性与人的认识规

律，即认知语言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逐渐兴起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热潮，我国也在二十一

世纪初对认知语言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认知语言学以其共同的哲学基础，迅速地向

社会语言学、应用认知语言学等领域扩展开来，包含了多个如语言学、人工智能、心理学等领域，提出：

认知能力是人类语言学习的根本。 

2.2.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语法学习的研究的可行性 

语法是语言的基本要素，是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无法回避的一部分内容，也是学习语言的基础。语

法的学习可以提高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和思维能力。研究发现，无论是母语学习者还是二语习得者在学习

中文语法时，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样的困难表现在二语习得者身上尤为明显。因此，为了让

二语习得者更好地掌握中文语法，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在阅读大量文献并结合《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入门》《认知语言学教程》等相关书籍后笔者发现，由于认知语言学是目前国际上一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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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研究方法，其理论和方法都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且在语法教学方面有重要作用，因此，笔

者展开了相关研究。 
认知语言学是以认知为基础研究语言现象的科学，它强调人是一个主动的、能动的、有目的的存在，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对语言现象和语言规律进行研究。因此，认知语言学理论可以为我们在语法教学方面

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首先，语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的认识水平。而认知语言学则是以人类的思考过程和认知方

式为基础，按照认知学派的理论，研究语言的理解、习得和运用等多个层面。 
其次，认知语言学向多领域学科辐射展开，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论，而是许多理论的合称，其在各方

面都有体现。在英语的语法教学应用中，体现了认知语言学的特点，如英语教学的重心在“教学”上，

也就是教授非本族语，也就是“输出”，二者都以语言的语法和词汇为基础，具有强烈的社交交互作用，

这些都是认知语言学和语法研究的前提。 

2.3.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应用价值 

认知语言学会对二语习得者在进行语法学习及二语习得时产生多种积极影响，这十分有利于我们用

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对二语习得进行研究。 
一方面，认知语言学为语法提供了更多的切口和思路。换而言之，语法的实现正是需要认知语言学

的加入，进而实现良好的教学目标。“习得”是进行二语研究的侧重点，也就是对第二语言的学习与把

握，是输入与输出相结合的过程。因此，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借鉴其内容方式与思维逻辑探索语法

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以二语习得者在分析长难句、复杂句为例，部分学生在能读懂汉字或外语单

词的条件下也无法对整体语句进行理解、分析与翻译，而另一部分学生却能够通过自身所谓的“语感”

而快速进行重难点语句分析。这其中的“语感”，便也是认知语言学对语法学习的其中一个影响因子。

因而习得者需善用认知语言学来降低语言学习的难度，运用所谓“语感”(即探究中的影响因子)增加两者

语言之间的互通，增强两者之间的联系，对中英文语法差异进行深入了解，从而避免在交流中出现语义

错误。 
另一方面，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发现英语语法与中文语法相差较大，更加注重学生对语言的认

知能力，因此在非中文母语者学习中文语法时，负迁移(指两种学习之间的相互干扰、阻碍)，会对中文习

得者学习语法产生一定程度的困扰。因而其中的迁移也是一种认知语言学中的影响因子，只不过其分为

正迁移与负迁移，因此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和指导下，我们需要善用正迁移，减少负迁移，从而减少学

习中文语感的阻力，提升学习效率。故认知语言学为语法学习提供了参考，而语法的研究为认知语言学

的深化提供了议题，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 
由此可见，认知语言学会对二语习得者在进行语法学习及二语习得时产生多种影响因子，这也就需

要我们身为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希望能优化未来二语习得的教学模式。 

2.4. 认知语言学在语言教学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 

语言类教学的基础理论涉及的面很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语言学。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学习

者的目标不仅仅在于积累一定数量的语言词汇，会读会写，还在于建立众多目标语言词汇间的联系，更

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灵活运用。 
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类教学的作用有：指导作用，有助于确立教学目标，如应当采取的教学方法和技

巧以及如何安排教学内容的先后顺序；提供启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按照目标语言学习的规

律和特点制定具体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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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一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我们未来致力于国际中文教育。其中师生关系一直是教学的核

心问题之一。而认知语言学指导下的语言学习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并侧重关注学生在学习外语时的认知

模式，并检验认知语言学既有理论模式是否对外语习得具有实际的正面效应。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认

知语言学对语言教学及第二语言语言教学具有启示性意义。 
综上所述，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外语教学更具备科学性、高效性、综合性。因此，本研究从认知语

言学视角下汉语语法学习的研究出发，探讨其与语法学习的关联，进而全面提高习得者的语法水平和交

际能力，优化教育模式，促进教育文化事业发展。 

3.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中文语法学习的痛点 

3.1. 量词 

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代词这类实词，中英文皆有，介词、连词、叹词、拟声词这类

虚词也如此，这为我们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便利，然而，中文凭借其特有的一类词——量词，让中

文习得者在学习中文语法时望而却步。量词，由物量词和动量词两类组成的用来表示人、事物或者动作

的数量单位的词，是中文习得者学习中文语法时最大的痛点之一。然而，在英文中并没有量词这个说法，

因而量词的学习也成了汉语国际教师和中文习得者共同面临的难题。 
运用实地观察法，作为留学生助教在观察中文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笔者发现量词对他们而言是一个

较难掌握的点。孟国(2011: 258)在《对外汉语语法难点的偏误研究》中也详细论述了对外汉语量词的偏误

研究。由于量词的用法灵活，数量丰富，他们可能会在汉语学习中被一头牛，或者是一只牛还是一匹牛

的量词搭配所困扰。这些我们习以为常，脱口而出的量词，在他们的认知中却十分陌生，进而无法正确、

迅速地匹配。 
这就需要对外汉语教师在教授中文习得者时注意两种语言的语法差异，对习得者在量词方面的认知

结构进行确立和建构，基于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把日常经验看作是语言学习的基础。

教师需要在教育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到联系日常实际，通过学习内容的生动新颖，教学方法的

灵活多样，创设具体语境，通过引起学生的好奇心和引发求知欲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例如，在引导

汉语学习者学习量词时，可以注重引导学习者找到汉语量词用法的规律；在课堂教学中，对近义量词做

好辨析，如“条”与“根”、“片”与“张”、“双”与“对”；在课堂互动中多要求学生在造句过程

中加入量词；多运用直观的教学法，可以运用实物教具、多媒体等方式呈现某物品或图片让学生造句，

注意引导学生分析量词所在句子的语境；举行趣味比赛、小组讨论来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汉语中的量词。 

3.2. 汉语语法的稳定性 

在汉语语法学习中，语法是具有很大稳定性的。词序的固定是汉语语法稳定性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之

一。主语位居在前，修饰语在被修饰语前，动词在宾语之前，数千年如一日从未改变[1]。纵使在先秦时

期的文献当中，也存在一些与基本语序不一致的情况，如：“宴尔新昏，不我屑以”、“不患人之不己

知”、“尔无我虞”、“君奚为不见孟轲”，这些都是有一定规律的异常语序。当然，在众多基本语序

不一致的现象句中，一部分是作者进行临时性的移位，另一部分是语法规律使然。所以，汉语语法的稳

定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我们辩证看待。 
然而与英文语法相比较，中文语法就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就名词方面而言，中文名词没有复数形态，

英文中则有复数形态及其变化、中文主动句多，英语被动句多等。在如此极具稳定性的语法面前，身为

一名对外汉语国际教师应该如何引导中文习得者进行学习？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对外汉语教学心理学的

探究。因为心理活动也正是心理认知的一部分，同样是认知语言学中的影响因子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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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认知语言学给语法学习带来的影响因子 

语言的习得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活动过程，学习外语也是如此。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受规律支

配的系统，学习并掌握语言并不是学会某个特定的句子，而是运用规律去创造和理解新句子，规则性和

创造性是语言的两个重要特征[2]。乔姆斯基创造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在语

言学研究领域占有主导地位，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学派。认知语言学、认知语法理论的兴起和不断发展，

改变了这种状况。因而有人说：认知语法的形成与发展是现代语言学研究中的“认知转向”。 
那么，在这样的“认知转向”中，同样离不开汉语教师的引导和认知语言学影响因子的作用，接下

来笔者将讲叙述部分影响因子。 

4.1. 语境 

语境一般分为语言语境和情景语境，是语言单位出现时的环境。汉语在汉语中的具体应用，不仅要

考虑到汉语自身的结构和意义，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汉语的交际主体以及其所处的语境。语言离不开语

境，而语境也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着语言。在教学时利用语境理论，能更好的帮助学习者学习汉语语法。

因此，国际中文教育教学应重视语境在汉语语法教学中设计，为便于学习者真正掌握汉语交际能力[3]。  
因此，在理论意义方面，本研究尝试从语境理论切入，力求探索语境在国际中文教育语法中的设计

与应用，为我国国际中文教育语法教学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丰富语境理论与国际中文教育语法教学理论。

在国际中文教育的课堂中，因材施教，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切入，直击中文学习者学习中文语法的痛点。 
在实践意义方面，本研究将语境应用于国际中文教育语法教学中，可以让汉语学习者在语境中充分

理解汉语语法，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与运用语法。句子的上下文就是语境。句与句中既有词义上的匹配，

又有语法上的组合，因此对此熟悉的习得者可以从前面的句子预期后面的词汇，或是从后面的词推想前

面的词。例如在 HSK 的考卷中，难免会出一些难词，这就需要考生熟练运用认知语言学，也就是认知语

言学中的影响因子(上文所述“语感”)，通过考生调动脑海中已有的词汇认知并凭借上下文去判断句子情

感色彩或是猜测词义。 
运用访谈法，为更进一步了解日常生活中汉语国际教师在具体教学中如何设计语境的，笔者对 3 名

在校的外国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教师进行了访谈。通过线下访谈与线上交流的

形式，笔者整合出的访谈结果如下：1)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您会在教授语法时结合语境吗？三名教师表

示在课堂中都有通过语境来进行语法点的讲解和教学，并且他们都认为通过结合语境，留学生在学习时

能对语法知识点更清楚明了，印象深刻。2) 在课堂中，您是如何设计语境的？三名教师都表示在语境内

容设计时最重要的是贴近生活，必须是学习者比较熟悉的，如校园环境、家庭生活、留学生活日常等，

便于学习者理解与记忆。其次语境内容一定要符合学习者的目前语言水平，以便达到学生学习的最近发

展区。3) 在课堂中，您通常使用哪些方式来呈现语境? 三位教师表示他们通常使用 PPT 制作、视频、图

像等等。 
为进一步得出结论，笔者又对留学生进行访谈。在访谈中，他们普遍表示结合语境的语法教学更方

便理解，牢固记忆。 
对比师生的访谈结果，结合与应用语境的语法教学课堂对学生的学习有积极影响，能够其提高学习

兴趣，也能帮助二语习者学习中文语法，这也更加印证了认知语言学对语法教学带来的这一影响因子不

容忽视。 

4.2. 一词多义 

一词多义现象一向是认知语言学界研究热点之一，同样也是中文习得者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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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进行中文语法教学时的一个影响因素。 
有些词汇在产生之时也许只有一个或几个核心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或词汇使用数量的增长，这

些词汇的词义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列的不同变化，如词义的扩大、词义的缩小、词义的迁移。而中文国际

教师就需要帮助中文习得者构建“一词多义”(从本体的表象到其背后成因和动因分析)的认知历程。 
很多情况下，汉语中的隐含意味很难得到恰当表达。这就是中英文之间一词多义和隐喻义最大的不

同，这也是我们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中碰到的又一大难题。英汉引申词义在反映人们的基本认知方面基

本相同；而在进一步引申反映较复杂的人际关系认知方面，汉语相应词的义项比英语使用频率高且复杂，

这部分体现了文化的独特性[4]。 
那么，对外汉语教师在面对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语言时，需要在教学前提前比对词语各义项的

异同，在帮助中文习得者构建“一词多义”的认知历程之外，还要从学习者个体出发，针对不同国家的

文化背景知识引导学生学习中文语法。 

4.3. 认知风格 

不仅如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认知风格同样是认知语言学中的影响因子作用的结果，由于认知风

格不同，不同学生往往会选择不同的学习策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必要对不同认知风格的学生施以

对应整体、科学、有效、完善的教学方法。现如今，汉语教学已经从传统的研究“怎么教”转向“怎么

学”，学者和教师的研究视角也在向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学习心里以及认知风格等研究方向进行

转变[5]。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表示：场依存或场独立认知风格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影响力愈发明显。 
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如场独立型和场依存型、整体型和分析型、冒险型与保守型、简约认知型

与复杂认知型，是指学习者在认知与学习中所表现出的外在表达行为模式，同样也是个人所偏好的信息

加工模式。下文将详细围绕场依存型和场独立型认知风格展开。场依存与场独立型认知风格最先是由美

国心理学家威特金在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其研究发现:受到环境及背景影响较大或对外界依赖程度较

高类型的人属于场依存型，反之属于场独立型。 
从中文语法的学习上来看，笔者发现，场依存学习者识记中文语法结构更倾向于记忆句子结构中的

主语、谓语与宾语，如在学习中文语句“我们学生一定要学好中文”中，他们会偏好记忆“学生学中文”，

他们抽离出句子的主谓宾，强调整体句子中的主干部分。而场独立型学生更偏向记忆定语类的词，如“我

们”“一定”“好”。不仅在学习语法方面，认知风格在学生学习中文词汇方面也有着重要影响。学习

者的认知风格不同对词汇意义和形式的提取结果也会不同，场独立学习者比场依存型风格的学习者更倾

向通过介词或副词来学习短语。这个研究也充分印证了笔者的观点[6]。此外，王添淼对这两种认知风格

的学生学习汉语的行为有比较清晰的描述[7]。 
由此可见，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时，教师必须清楚了解每一位学生个体的认知风格。由于认知风格

对学生学习语言起着重要的影响，加之语法学习在第二语言学习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不同认知

风格的学生，教师需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只有在了解学习者的认知风格后，才能有针对性地

进行中文语法教学，通过结合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因材施教地展开教学活动。 
具体来说，场独立型学习者认识事物时，其受外界因素或背景环境等影响较弱，而认知风格属于场

依存型的人则受环境或外界影响较大。以下，我们具体来分析场独立和场依存两种不同认知风格的学习

者在学习过程中不同的行为体现和对外汉语教师在教授第二语言时应注意的事项： 
场依存型学习者具有借助外部参考物来处理新知识的能力，更倾向于与别人一起学习、交流。另外，

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很容易由于外部的不稳定因素而对自己已经有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动摇，从而从众。

所以，在教学中，针对场依存型学习者，老师要鼓励他们进行多角度的思考和小组讨论，尽量降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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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因素，比如有权威的人为因素对他们的语法学习造成的影响。 
场独立风格的学习者因其更偏向于根据自身的已有的认知结构来处理问题，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能

够较好的排除外界的干扰刺激，也更愿意独立学习，进行自我研究。与此同时，他们更倾向于不断编辑、

整理自己已有的内部认知信息，以达到个体提升。所以在该类学生进行语法学习时，教师要努力引导学

生进行新知识与旧知识的连结，从而在学生脑海中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第二语言语法体系。教师也可以

较多采用练讲法，先练后讲。教师以重、难点的讲解为主，利用此类学生较强的综合归纳能力，进而进

行个体信息的加工和整合。 
那么，从认知风格与课堂教学方法的关系、认知风格和语法学习的关系，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认知风格与课堂教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是相对而言的，它们有一定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如

何处理好其中的关系，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仔细观察、勤于思考分析，并根据教学实践加以监控和随

时进行调整，以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我们对外汉语教师需掌握自己教学对象的特点，以利于采取相应的教学措施，提高教学效果。学习

者的认知风格与课堂教学方法的运用，有着内在的联系。场依存性与场独立性等不同的认知风格表现在

对教学方法的适应上也是各不相同的。教师在教授语法知识的同时也要兼顾不同学生各自的认知风格，

以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为指导，做到因材施教。 

5. 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研究以中文作为第二语言进行语法学习时，认知语言学所产生的部分影响因子

的作用。研究中，笔者结合认知语言学视角下中文语法学习的痛点，发现语境、一词多义、认知风格为

中文语法教学中较为主要的影响因子。 
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与各国的合作不断深入，在国际上形成了只增不减的“汉语热”。作为

一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我们需要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语言来看待，在知晓认知语言学给语

法学习带来各种影响因子的情况下，能够熟练运用认知语言学相关领域知识，对学生语言能力尤其是语

法知识学习能力进行提高。 
若此篇综述能对促进国际中文教学模式的优化、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带来一些微薄的帮助，是本人莫

大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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