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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给养理论在外语教学领域的应用研究近年来受到了国际应用语言学界和国内外语界的广泛关注。本

文运用系统性综述方法，对国际和国内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旨在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

势。分析发现，生态给养理论在外语教学领域，理论边界不断拓宽，研究方法呈现跨学科融合趋势，研

究主题持续扩展。然而国内在该领域，理论层面宏观探讨居多，细分议题挖掘不够深入，实证研究存在

空白。文章最后对国内生态给养理论在外语教学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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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Affordance Theory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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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in applied linguistic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his paper employs 
a systematic review methodology to synthesize and analyz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iterature, aiming to elucidate the current research landscape and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this 
field. The synthesis reveals that within foreign language pedagogy, the Ecological Affordance The-
ory has witnessed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its theoretical boundaries, a growing trend toward in-
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a sustained 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h themes. 
However, domestic research in China predominantly focuses on macro-level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with insufficient exploration of nuanced sub-topics and notable gaps i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The paper concludes by proposing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advancing the application of Eco-
logical Affordance Theory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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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二十多年来，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社会文化及语境因素在语言学习者成长

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从生态视角剖析语言教学活动，将教学环境视作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

统里，语言学习绝非孤立、简单的行为，而是一个涵盖多方面、不断变化且持续发展的复杂过程(Van Lier, 
2004) [1]。生态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突破了传统研究的局限，将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社会和环境

等要素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整体。这种全新的研究视角，为外语教学理论

的发展提供了独特且极具价值的研究范式，促使教育者以更全面、更深入的方式去理解和优化语言教学

过程。基于此，本文将对生态给养这一重要概念进行深入解读，详细阐述其定义的内涵与外延、梳理其

发展脉络，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客观评价，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和实践提供

有益的参考。 

2. 生态给养的定义及发展 

生态给养(ecological affordance)概念源于研究视觉心理学的专家 James J. Gibson 与其夫人 Eleanor J. 
Gibson 共同研发的生态心理学研究。生态心理学派的建立主要得益于 Gibson 夫妇，并在吸收多元思想后

发展成熟。Gibson 于 1966 年在著作 The Senses Considered as Perceptual Systems 中首次提出这一术语，后

于 1979 年通过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进一步完善该概念。Gibson 指出，在其提出

的生态心理学理论中给养是感知的目标：环境为有机体提供行动的可能性，并将“生态给养”定义为“环

境为其中的个体给予、提供和配置的内容，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what the environment offers the in-
dividual, what is provides or furnishes, either for good or ill, Gibson, 1979: 127) [2]，感知给养即为感知生态意

义，也就是感知周围的环境与能动者的能力有何种关系。根据 Gibson 的理论，给养并非环境的静态属性，

而是环境特征与生物体感知及行动能力共同作用所生成的行动可能性。具体而言，环境中的物体或情境

为生物体提供特定的功能导向，但其有效性的实现依赖于生物体的生理结构、认知能力及行为意图。比

如，椅子因其高度与平坦表面，为具备坐立能力的个体提供“就座”的给养；门把手的形态(如圆形或杠

杆式)为人类手部动作提供“抓握与转动”的给养；平坦地面的物理属性(如硬度与延展性)为行走提供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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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支持。 
给养理念表明，有机体所感知的环境并非仅仅是被动承载意义的物理实体，而是一个蕴藏着丰富行

为可能性(action possibilities)的生态位(niche)。依据这一理念，当有机体感知给养时(Michaels, 2000) [3]，
实际上并未创造给养。给养作为“有机体–环境”系统中固有的构成要素，体现着有机体之间特定的关

系模式。能动者在与环境持续不断的互动进程中，会持续探测各类信息并加以积累，这些信息共同构成

了给养的内涵。换言之，生态给养在有机体和环境之间搭建起互动的桥梁，打破了二者之间传统意义上

的二元对立格局。生态给养的客观存在，会因有机体在感知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的差异，展现出截然不

同的价值。并且，有机体在感知和利用生态给养的过程中，也会对环境产生反作用，这充分体现了“有

机体–环境”系统所具有的双向互动特性与持续演变的动态发展过程。且给养既不是环境独有的固有属

性，也并非个体天生具备的特质，而是在环境与个体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 “涌现”(emerge)出来的。

给养理论的提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不仅革新了生态心理学与认知科学领域，更因其对“环境–

行为”互动本质的深刻揭示，迅速引发了跨学科研究的连锁反应。在心理学与人机交互领域，Donald Nor-
man (1988)将给养概念引入设计研究，提出“感知给养”(perceived affordances)，强调人工制品的功能需

通过直观的物理或符号特征向用户传递行动线索(如按钮的凸起设计暗示按压可能) [4]。与此同时，教育

学界开始关注给养理论对学习环境设计的启示，尤其在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与情境学习(situated 
learning)框架下，学者们试图解构教室空间、教学工具与学习者身体经验的动态耦合关系(Lave & Wenger, 
1991) [5]。 

在此背景下，应用语言学领域学者敏锐地捕捉到给养理论与语言教育研究的潜在契合点。荷兰应用

语言学家 Leo van Lier 受 James Gibson 给养理论的启发，于 20 世纪 90 年代将生态学视角系统引入语言

教育研究。van Lier (1997)认为语言学习并非简单的“输入–输出”过程，而是学习者通过感知、行动和

参与获得的潜在给养(potential affordances)，因此他倡导从生态视角开展语言学习研究，主张“学习者与

教师、教材、物理空间等环境要素构成动态互动的有机网络”(1997: 784) [6]。结合社会文化理论和生态

语言学来探讨语言学习，van Lier (2000) [7]通过批判 Krashen 的“输入假说”(Input Hypothesis)中单向度

的语言输入观，将 Gibson 的生态给养理论创造性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提出以“生态给养”(ecological 
affordances)作为分析语言学习过程的新单元。他认为语言不是“由教师向学生传输的固定符号”(a fixed 
code)，而是“包括身体、认知和社会活动的复杂过程”(van Lier, 2000: 147) [7]，而“给养”这一概念将

感知、行动与社会互动连接起来(van Lier, 2000: 252) [7]。van Lier (2004)将给养(affordance)被定义为“what 
is available to the person to do something with”“个人在采取行动时所能获得的东西”(2004: 91) [6]。换言

之，即环境给行事者所提供的机会或可能性。他进一步强调语言学习者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能够创造学习

机会并触发有效学习。Van Lier 指出，语言学习中的生态给养转化过程涉及感知(perception)、解读 (inter-
pretation)和行动(action)的互动：学习者通过感知获取资源，通过解读理解其意义，并通过行动将其应用

于实际情境中，这一过程循环往复，推动学习的不断深化。 
笔者查询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和中国知网关于生态给养理论在外语教育领域研究的相关文献。首

先，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采用主题(TS)字段检索策略，以“TS = ((second language or foreign 
language) AND affordance*)”为检索式，结合布尔逻辑运算符与通配符，确保检索全面性。同时，将文献

类型限定为“article”、“early access”和“review article”，聚焦“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Linguistics”、“Language & Linguistics”三大研究领域，语言设定为英语，最终检索到 381 篇文献。

接着，在中国知网中，于主题字段输入检索关键词“生态给养”或“给养”，学科范围限定为“外国语

言文学”，时间跨度设定为自建库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同时将文献类型聚焦于学术期刊、学位论文

及会议论文，最终获得论文 112 篇。对初步检索结果进行人工筛查，剔除与外语教育关联度低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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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文献共计 94 篇，其中 CSSCI 和北大核心文章达 20 篇。文献分析显示，生态给养理论在外语教学中

的应用研究主要包括理论探索和教学实践两方面。因此，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回顾近 30 多年来生态给养

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实际应用情况，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 

3. 生态给养理论在外语教学领域的应用 

自 Van Lier 将“给养”概念引入二语习得领域后，这一理论在语言教学和研究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生态语言学范式的理论基石，“给养”(affordance)概念深刻揭示了语言教学系统中主体与环境的多

维互动本质。本章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将现有研究归为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两大范畴，重点解析其核心

议题、方法论特征及学术贡献，为该领域发展提供参考。 

3.1. 理论研究 

从理论研究维度出发，相关研究着重于给养理论概念阐释、特征归纳、类别划分、框架构建，同时

探究其在外语教育领域的实践意义与价值导向，并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综合评述。 
国外关于给养领域的理论性研究自 van Lier (1997)首次将给养概念引入二语习得领域后逐步兴起并

得到深入发展[6]。笔者重点关注给养理论应用于语言研究领域的奠基性研究，逐一甄选并梳理以下理论

性研究核心成果：van Lier (2000)从生态学视角系统阐释了“给养”(affordance)与“输入”(input)的本质

区别，提出给养是学习者主动感知环境资源、解读其潜在价值并转化为行动的动态过程，并清晰地将给

养与二语习得结合起来，丰富了给养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的理论基础[7]。Kramsch (2002)从生态视角探讨

了探讨语言习得和语言社会化的过程，强调了学习者与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以及语言作为社会文化现

象的复杂性[8]。Larsen-Freeman (2002)引入复杂动态系统理论(Complex Dynamic Systems Theory, CDST)，
主张语言习得是学习者、认知系统与社会情境非线性互动的动态适应过程，挑战了传统线性因果模型，

为语言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9]。其理论虽未直接关联给养理论，但为后续学者整合动态视角与

生态语言学奠定了基础。Lantolf (2006)探讨社会文化理论(SCT)在第二语言习得(SLA)中的应用，系统追

溯其理论根源，并细致探讨各微观理论分支，为生态给养理论与社会文化理论的兼容性研究开辟了新路

径[10]。Thorne (2009)将研究范围扩展到语言习得与技术应用相结合，探讨了互联网兴趣社区和在线游戏

中的语言使用、社会化和学习，揭示了这些数字环境如何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丰富的语言社会化机会，并

强调了技术在促进语言学习中的重要作用[11]。Kress (2010)聚焦多模态教学领域展开深入探讨，提出多

模态写作亟需引入创新模式以实现教学革新与效能提升[12]。 
国内理论性文献较早引入给养理论的包括吴文(2011)；贺斌、祝智庭(2012)；韩军(2013)。吴文(2011)

系统梳理了二语习得理论从传统模式向社会文化理论，再到生态语言教学观的演变历程，认为生态语言

教学观结合了社会文化理论与生态学元素且克服了传统理论的极端化倾向，为语言教学提供了更全面的

框架[13]。贺斌、祝智庭(2012)对“给养”内涵的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创新性地提出环境给养生态框架，

并归纳出给养设计的原则与流程，详细阐述了该理论在多个领域的应用情况，为学习环境设计提供了极

具价值的参考。这些研究成果为学习环境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14]。韩军(2013)概述了生态语

言学的定义与背景，区分了豪根模式与韩礼德模式两种研究路径，接着梳理国内研究现状并指出国内研

究存在的问题，最后强调了生态语言学的重要性，呼吁保护语言多样性，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15]。 
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理论研究发现，生态给养理论在外语教学领域的理论解读日益丰富。国外研究

聚焦于理论体系的精细化构建，并通过剖析其在多元教学场景中的应用机制。相较之下，国内研究多聚

焦于“给养”概念的引介与阐释，梳理其核心内涵与发展脉络。然而，研究在理论本土化创新、内容深

度拓展及应用场景细化等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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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证研究 

目前已有许多研究通过实践对二语学习环境下的给养进行了探索。为探索二语给养研究的发展，笔

者整理了相关文献，并将现有文献归纳为以下几类：(1) 课内外语言学习；(2) 信息技术辅助教学；(3) 学
习者研究；(4) 教师研究等。 

国外，从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对“生态给养”研究关注的话题发展历程来看，最开始采用“生态给养”

视角开展的二语习得研究是有关课堂语言教学的相关研究，随后出现课内外语言学习研究。Thoms (2014)
的研究从生态视角切入，聚焦文学课堂中的师生话语互动，探讨了教师重述(revoicing)在课堂环境中的

“给养”(affordance)作用及其对学生参与的影响，并具体阐释教师与学生如何动态互动的问题[16]。之后

有学者关注信息化教学，Thoms & Poole (2017)分析学习者在虚拟环境中协作阅读西班牙语诗歌时的互动

情况，并探讨数字注释工具(eComma)在促进协作阅读中的教学意义，研究共发现三种给养类型：语言给

养、文学给养和社会给养[17]。这一阶段也涌现出了生态给养视角下的身份研究(包括教师和学习者身份)，
将给养与学习者动机、能动性、自主性等方面结合到一起。Kim (2013)将 Dornyei 的第二语言动机自我系

统和 Engestrom 的活动理论框架结合到一起分析了两名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发现学习者的敏感度和包容

性态度可以将二语学习环境转化为有意义的给养，且给养可能对维持理想二语自我和应当二语自我产生

积极的影响[18]。近年来，外语学习情感研究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因此也有少量研究者探究给养与学

习者情感的关系。 
国内，相关实证研究大部分关注课堂教学研究，秦丽莉和戴炜栋(2015)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访谈、

观察和文本分析等手段收集数据，调查大学英语学生在社会文化情境下对学习资源、互动契机的感知与

理解，并探究学生如何通过具体学习行为，将上述要素转化为促进语言习得的有效给养。研究旨在揭示

大学英语学习环境中给养的动态生成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为优化大学英语教学环境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

指导[19]。少数研究聚焦于人际互动，彭念凡(2019)基于哈特森四个维度的给养结构，结合外语学习者因

素，以探究二者之间从知觉–行动的生态耦合，并在最近发展理论基础上构建大学英语学习平台人机交

互协同模型。极少数研究从生态给养视角对学习者情绪的动态发展进行了调研[20]。夏洋和陈雪梅(2022)
探究 CLI 课堂环境下课堂给养感知、控制–价值评价与无聊情绪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学生对 CLI 课堂

给养感知较高，控制评价处于中等水平，价值评价较高，无聊情绪整体水平较低[21]。课堂给养感知与控

制评价和价值评价呈显著正相关，控制评价与无聊情绪呈正相关，价值评价与无聊情绪呈负相关。大部

分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大规模的量化研究，目前研究对象超过千人的课堂教学生态给养研究主

要体现在秦丽莉等的研究中。 
综合来看，国内外二语习得领域的生态给养研究呈现显著差异：国外研究主题多元，注重技术赋能

与理论创新，方法上强调生态效度与动态追踪，但实践转化率较低；国内研究聚焦课堂教学与人际互动，

以质性分析和应用导向为主，却存在样本规模有限、技术敏感性不足的局限。国内外实证研究在成果应

用和局限性分析方面均有所欠缺，国外研究未充分探讨如何将实证结论更好地应用于教学实践，以及研

究结论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国内研究在样本选取、研究方法的全面性等方面存在不足，但未深入分析

这些问题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4. 结语 

综上所述，生态给养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国际学界经过近 30 年的研

究，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并积累了大量实证成果。研究视野较为全面，不仅深入调查学习者，

还关注教师；不仅聚焦语言学习本身，还涵盖学习者的动机、态度和情感等多方面内容。研究范式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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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从理论综述、框架构建到课堂实验，将给养理论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实践，为后续研究提供

了更多可操作性建议。随着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技术应用也逐渐融入给养理论研究。 
相比之下，国内研究起步稍晚，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在理论框架构建和本土化探索上取得了

一定进展，但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宏观概念探讨，对细分议题的理论挖掘仍显不足。实证研究虽日益增多，

但也存在很多空白及不足之处。首先，关于反馈研究，国际上这一方向的生命力还是很充足的，目前在

国内从生态给养视角开展的反馈研究却非常少见。其次，进入 21 世纪后，国际上开始有学者结合积极心

理学理论来探索语言学习的生态给养，在这一领域，国内学者对此方向研究较为罕见。最后，整体上来

看，国内研究存在方法单一、样本局限等问题。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生态给养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的应用：首先，针

对反馈机制、积极心理学与语言学习结合等细分议题，开展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填补现有研究

空白；其次，采用更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如质性研究、混合研究等，扩大研究对象和样本规模，提高实证

研究的质量和深度，加强对不同年龄段、不同语言水平、不同学习背景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同时，加强

生态给养理论的本土化探索，结合中国教育环境和文化背景，开发适合本土的语言教学策略；此外，深

入研究教师在生态给养环境中的角色和作用，通过教师培训提升其引导能力；还应关注学习者个体差异

对给养感知和利用的影响，满足不同学习者需求；最后，推进生态给养理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探

索语言学习的新模式和策略。通过这些研究方向的探索，推动生态给养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的深入发展，

为语言教学实践提供丰富有效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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