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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学习模式下语言形式学习的可行性研究 

— — 以 “互动假说’’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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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 “互动假说”的理论框架下讨论移动学习模式运用于语言形式学习的可行性，发现移动学习模式 

可以灵活运用文本的编排功能，以及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媒介进行强化型和结构型输入，能够在促进学习者 

理解意义的同时将其注意力吸引到语言形式上，比教材中单一的文本型输入更加灵活有效。基于网络的移动学习 

平台不受时间、空间和课堂环境下干扰因素的影响，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更多、更自由的交流互动机会，当交流以 

目标语作为媒介时，学习者能够更容易关注到语言形式。移动学习平台为学习者提供了口头和书面输出语言的机 

会，通过双向交流和集体协作的互动模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者口语化输出和正式文体输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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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外语教学以语言形式为纲，接受此类教学 

的学习者善于掌握语法规则，却难以在日常交流中 

自如运用。二语习得研究发现，不同母语背景的成 

人二语学习者在学习同一种语言的时候，遵循相同 

的语言习得顺序，经历相似的语言发展路径 儿 。 

这对传统的外语教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不少学者 

据此认为二语教学无需关注语言形式。其中最有代 

表性的是 Krashen 提出的 “可理解性输入假说”， 

该假说反对一切语言形式教学，认为有意识“学得” 

的语言与无意识 “习得”的语言分别储存在大脑中 

不同的位置，只有习得的语言知识能够在线灵活运 

用，学得的语言规则只能在交际压力不大的情况下 

对语言运用起到监控作用，使之更加完美。语言习 

得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充足的可理解性输入。受此 

影响，各种轻形式、重意义和交流的语言教学法诞 

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沉浸式教学，倡导用目的语 

开设课程、以意义为中心、通过体验的方式来学习 

目的语。 

教学实验研究表明，尽管沉浸式教学能比传统 

的教学方法更有效地提高学习者语言表达的流利 

度，但是它在提高语言表达准确度方面却不如传统 

教学方法有效，易导致严重的中介语石化现象 。 

沉浸式教学实验的失败使语言形式教学再次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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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起来，Long在批判 Krashen假说的基础上，提出 

“聚焦于形”(Focus on Form 简称 FOF)的教学方 

法，即在以意义或交际为中心的课堂上，学生的注 

意力有时会被某些不经常出现的语言形式吸引，从 

而开始关注这些语言形式 。为便于研究和操作， 

后来他对这一概念做了重新界定：FOF是指在语言 

教学过程中，教师或学生由于理解或表达困难而提 

出并引起大家对语言形式特征的关注 。FOF消除 

了传统教学中只重视形式不重视意义的弊端，同时 

也较好地规避了交际教学中只重视意义不重视形 

式的缺点，成为当前语言形式教学倡导的新模式。 

随着语言教学理念的时代变迁，语言教学技术 

和手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计算机网络的飞 

速发展 “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平等的、自由的、开 

放的学习环境，而且网络的智能化、交互性特点使 

学习者可以控制信息、改变信息组合过程，从而更 

能够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当前，以 4G 智能 

手机为代表的移动设备不仅具有传统的通讯功能， 

还能方便人们随时随地通过无线网络获取各种信 

息和知识，从而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模式——移 

动学习。移动学习具有移动性、无线性、便携性、 

资源共享性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学习 

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局限性 。移动学习模式使排 

队、等车、旅行等一切零碎时间用于学习成为可能， 

满足了人们在移动过程中随时随地学习的需求。移 

动学习对传统的课堂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 

语言形式教学带来了许多启示和可能。本文将在 

“互动假说”(Interaction Hypothesis)的理论框架内， 

从可理解性语言输入、互动式对话以及可理解性输 

出三个方面论证移动学习模式用于语言形式教学 

的可行性。 

1互动假说 

Long。。̈ 提出的 “互动假说”理论主要包含 

输入、互动和输出三个要点，其中可理解性输入是 

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通过对话进行的互动则能增 

强输入的可理解性，可理解性语言输出能够帮助学 

习者从语义加工到句法加工的转换。换言之，单纯 

的语 言输入 并不能保证 语言 习得 ，这也 是对 

Krashen假说的批判。该假说同时强调了互动和输 

出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产生交际 

障碍时，交际双方的互动能够促使学习者关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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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特征，从而实现意义交流中的 “聚焦于形”， 

并为可理解性的语言输出创造条件。简言之，可理 

解性语言输入是确保语言流利性的前提，而交际互 

动中的意义协商则有助于学习者关注语言形式，从 

而确保语言输出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 

1．1可理解性语言输入 

作为互动假说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可理解性语 

言输入源 自Krashen 的 “可理解性输入假说”它 

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没有输入，肯定不可能有 

习得，但不是只要有输入就一定有习得。如果输入 

的语言难度远远超出了学习者的现有水平，导致学 

习者无法理解输入的信息，那么这样的输入自然是 

无法产生习得的：相反，如果输入的语言过于简单， 

都是学习者 已经掌握的知识，也不会产生新的习 

得。按照 Krashen的理论，语言输入应该对学习者 

现有语言能力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又不能高出 

现有水平太多，即所谓的 “i+l”(其中 “i”代表学 

习者现有水平，“1”就是对学习者设置的挑战)。 

尽管该假设因其可操作性受到学界的批评，但是输 

入的重要性从没有受到质疑。其实，笔者以为对于 

这个假说的理解不必过于刻板，学习者的现有水平 

完全可以通过测量工具来获知，教学一线的老师也 

可以根据教学经验来把握；至于 “1”则没必要理 

解成某个固定的值，可以看成是新的语言形式占总 

输入的比例，对于不同程度的学习者，不大可能存 

在一个固定的值。另外，影响可理解性输入的因素 

也不会局限于新语言形式所占的比例，还包括输入 

的频次、呈现的方式等等，我们将在后文具体阐述。 

1．2互动式对话 

对话既是语言学习的目的，也是语言学习的手 

段。从社会文化理论 的角度来看，学习本身就是 
一

种社会活动，语言学习尤其如此，因为语言是人 

际沟通的桥梁，更是调节人际关系的纽带。在以意 

义为导向的互动式对话中，往往会出现因为语言形 

式使用不当而引发的理解困难，这种现象会经常发 

生在本族语者和非本族语者的交流中，在外语课堂 

中也不鲜见。围绕着理解困难而弓I发的意义协商以 
一

种多产的方式把语言输入、学习者内在能力和语 

言输出连接起来 ，能够更好地让学习者在意义交 

流中习得语言形式。在意义协商的过程中，高水平 

者为低水平者提供的帮助和提示也构成了可理解 



性输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低水平者在高水平者的 

要求下所做的澄清、解释、说明等便成了可理解性 

输出的重要表现。所以，互动式对话一方面是衔接 

输入和输出的中间环节，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由输 

入和输出组成的。 

1．3可理解性输 出 

除了可理解性输入之外，Long 在修订版的 

“互动假说”中指出，可理解性输出同样可以促进 

语言习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输出比输入更重要， 

因为它是检验各种二语习得假说的途径，它能够提 

高语言的流利度和自动化程度，培养学习者的元语 

言意识n 。国内也有学者强调输出在语言教学中的 

重要性，提出 “输出驱动假设 ”儿H ，认为输出比 

输入对外语能力发展的驱动力更大，能更好地培养 

学习者的说、写、译等表达技能，以输出为导向的 

综合教学法比单项技能训练更富有成效。不过输出 

驱动适用的群体是中、高水平学习者，他们具有一 

定的语言基础，通过输出可以盘活过去积累的 “惰 

性知识” 。总之，输出是语言习得成效的主要体 

现，也是语言习得的主要 目标。 

2移动学习与互动假说的契合 

移动学习 (M-Learning)是指使用移动设备， 

利用无线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学习者提供学习资源并为 

师生提供双向交流的一种学习方式 。由此可见， 

移动学习强调在交流互动中学习，与互动假说的精 

神实质是一致的，而且交流互动的主要媒介就是语 

言，所以移动学习模式也应该适合语言学习。 

与课堂学习相比，移动学习具有以下优点：首 

先，移动学习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灵活性。通过移 

动学习平台发布的学习资源能长久保存，学习者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地安排学习时间和地点。其 

次，移动学习具有自主性。没有了老师的监督和家 

长的督促，移动学习完全由学习者自己掌控，学习 

资源和任务的使用频率和完成进度都由学习者 自 

己来定。第三，移动学习的交流互动与课堂互动相 

比，具有延迟性的特点，可以给互动双方更多的思 

考时间，也能避免面对面交流可能产生的尴尬和紧 

张情绪。第四，移动学习并不局限于双向互动，也 

可以进行多向互动，例如微信、QQ 等平台可以实 

现多人同时会话，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多平等交流的 

机会，打破了课堂教学中互动机会的局限性。第五， 

移动学习内容可以回访。由于网络的存储功能，学 

习者可以随时重温先前学习和交流的内容，增强理 

解，这是即时的课堂互动所无法比拟的。第六，移 

动学习模式更有利于学习者关注语言形式。移动平 

台上的互动主要是以文字和语音作为交际媒介，学 

习者要参与其中必须先理解这些语言形式所表达 

的意思，然后还要产出恰当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 

的意思，这个过程自然会促使他们对语言形式的关 

注。 

总之，移动学习体现了互动假说理论的本质内 

涵，能够突破课堂互动的局限。移动学习模式下的 

互动更加便利和自主，更加凸显了语言形式。通过 

移动设备与人保持沟通和交流是当前人际交往的 

常态，这也是移动学习模式用于语言形式学习的现 

实基础，下面我们从互动假说的三个要点出发来分 

析如何将移动学习模式用于语言形式教学。 

2．1移动学习模式中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 

在课堂教学中，输入的可理解性可以简单理解 

为教材的难度，即生词、新的语法结构和用法占总 

输入的比例，但是决定输入的可理解性绝对不止这 
一

个因素。同样的输入内容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学 

习者的理解往往并不一样，这也是基于输入的 FOF 

研究的核心内容。根据互动假说，学习者只有注意 

到目标结构才可能习得相应的语言形式，所以仅有 

输入是不够的，必须设法让学习者注意到要学习的 

目标结构，有效的做法有强化型输入 (enhanced 

input)和结构型输入 (structured input)等。 

强化型输入就是通过加着重号、粗体等手法使 

目标结构在输入中突显出来，以便学生更容易注意 

到目标结构 。现在部分英语教材已经采用这种方 

法将课文中出现的生词以粗体的形式呈现以提高 

学生的注意度。但是教材只能给所有的使用者一个 

统一的标准，教师很难根据学生的水平和教学的实 

际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强化型输入。除 

非教师自己另外印发材料，那么这势必会增加教学 

的成本，这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很多现实条件的制 

约。这种课堂教学的窘境在移动学习模式下可以迎 

刃而解，教师可以通过 QQ、微信等公共交流平台 

来发布学习材料，而学习材料的编排完全由教师掌 

控，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对输入中的任一目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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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进行强化，不同的目标结构可以用不同的强化手 

法，或者相同的内容可以多次呈现，但每次强化不 

同的目标结构。这一切在移动学习模式下都可以轻 

易实现，而且不受其他现实条件的制约。 

结构型输入是指一切促使学习者对 目标结构 

进行加工处理的课堂教学活动 。结构型输入就是 

要让学习者关注和处理 目标结构并获取相应的意 

义。VanPatten u 认为输入加工策略不受环境因素的 

影响，所以结构型输入活动也不局限于课堂教学环 

境，完全可以运用于移动学习模式。常见的结构型输 

入分指称类 (ref~'ntia1)和情感类(a ve)两种 。 

指称类活动主要包括对错判断和选择，例如让学生 

选择一个恰当的名词短语 (一个选项为名词的单数 

形式，另一个选项为名词的复数形式)来描绘一幅 

图，如果学生能选择正确的选项，则可以说明他们 

已经注意到名词数的标记并理解其表达的含义。而 

情感类活动则要求学习者对某事表明自己的观点 

和态度，例如让学生在听／读完一段话后，在“同意” 

或 “不同意”的方框内打勾以表达自己的态度。结 

构型输入活动大多体现在课文配套练习中，数量有 

限、形式固定。如果通过移动学习平台进行结构型 

输入，可以实现输入形式多样化，以微信公众号为 

例，它可以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以及各种 

组合来发布信息，增强学习者对目标结构的理解， 

与课本中以文字为媒介的结构型输入相比，具有明 

显的优越性。 

总之，从提高输入的可理解性来看，基于网络 

的移动学习模式可以灵活运用文本的编排功能、以 

及多种媒介进行有针对性的输入，能够在促进学习 

者理解意义的同时将其注意力吸引到目标结构上， 

比教材中单一的文本型输入更加灵活有效。 

2．2移动学习模式中的交流互动与聚焦于形 

课堂教学中的交流互动主要表现为师生互动 

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两种形式。根据互动假说，互动 

双方在遇到交际困难时进行意义协商能够使语言 

输入更容易理解。此时的 “输入”既可以指课堂学 

习的内容 (如某篇课文)，又可以指主体间进行交 

流时，各 自的讲话内容所构成的语言输入。不论是 

哪一种情形，交际双方进行意义协商时，必然会关 

注到语言形式，以及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联接。但是， 

课堂教学由于受到时间和教学任务的限制，这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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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协商型的交流互动会非常有限。 

移动学习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为意 

义协商提供机会更多、更 自由的交流平台。微信和 

QQ 等社交工具都提供双向交流和群聊的功能，其 

中双向交流就如同课堂上教师和单个学生之间的 

互动，或者两个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群聊则如同 

课堂上的小组讨论。所以，课堂上所有互动类型都 

可以在移动学习平台上实现。如上所述，移动学习 

没有课堂环境下的干扰因素，更有利于学生进行有 

意义的交流互动。如果交流使用的文字就是所学习 

的目标语，学习者在参与互动的时候就必须要先理 

解语言形式，如果理解出现了偏差，交际的双方就 

会自然关注到语言形式及其所表达的意义。所以， 

基于网络的移动学习平台不仅能够为学习者创造 

更多的、有意义的交流机会，同时也能促使学习者 

更好地关注语言形式。 

2．3移动学习模式中的可理解性输出 

语言的输出分口头和书面两种类型，在移动学 

习模式下，语音和文字都可以作为交流的媒介，所 

以两种输出类型都可以实现。输出可以表现为独 自 

完成的写作、演讲和翻译等，这些类型的输出显然 

是语言学习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是由于缺少互 

动，输出的可理解性得不到检验。最理想的可理解 

性输出应该出现在交流互动的环节，不过这种语境 

下的输出多口语化，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正式文 

体的表达能力。在移动学习模式下，如何将口语化 

输出和正式文体输出有效结合起来并让学习者关 

注语言形式呢? 
一

种方法是让学习者独 自完成习作或翻译等 

输出型任务，然后将各 自完成的作业发送给另外一 

个同学评阅，评阅的同学如果发现任何表达不当的 

地方，都可以通过移动学习平台和原作者进行双向 

互动和协商。如此一来，学习者既经历了正式文体 

的输出，又通过口语化的输出来协商语言形式及其 

表达的意义，从而使两种文体的输出能力都得到锻 

炼。 

另一种有效的做法是仿效词语接龙游戏让学 

生集体创作。该方法与王初明瞳“ 提倡的“读后续 

写”法有异曲同工之处，“读后续写”在课堂教学 

实验中被证明为有效的。但是，该法主要局限于学 

习者的个体行为。移动学习平台上的集体创作，不 



仅要求单个学生的 “读后续写”，而且还可以促进 

学习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精 

神。具体操作起来可以让学习者通过移动学习平台 

集体完成一篇小说的创作 (可以参照 “读后续写” 

法给出故事的开端)，按照抽签顺序，每个人写一 

段，这样一来，每个同学在完成 自己任务之前必须 

要先看懂前面同学的创作，这会促使他们注意到前 

面创作中的用词、时态、语法结构等，从而会更加 

注意自己创作中的语言形式。如果某同学对前面同 

学的创作有理解困难的地方，就应主动去交流协 

商。所以，这种以任务驱动的输出活动反过来会促 

进学习者之间为协商意义而进行的交流互动。 

结语 

综上所述，从 “互动假说”的视角来看，通过 

移动学习平台组织的语言形式学习不仅可行，而且 

与课堂教学相比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一方面，移动 

学习平台为语言输入提供了灵活多样的方式，能够 

有效提高输入的可理解性，为学习者提供更多、更 

自由的双向和多向交流互动；另一方面，通过移动 

学习平台组织的各种双向和集体的输出活动，能够 

综合培养学习者正式文体写作和口语化表达的能 

力，并能有效促进学习者在进行意义协商的同时关 

注语言形式。但是移动学习模式缺少了课堂环境下 

的老师监控，并不能确保学生会用 目标语进行交流 

互动。在群聊的环境中，如果有老师的参与，可以 

促进学习者使用 目标语进行交流，但是这又有可能 

给学习者造成交际压力。如何确保学习者在移动学 

习平台上积极使用目标语进行输出和交流，是我们 

今后研究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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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asibility Study on M obile Learning of Form—Focused Instruction：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CHEN Zhong-Yi ， CHEN Jing 

(Graduate School，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Fuyang Normal University，Fuyang 236037 Anhui) 

Abstract：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nteractive Hypothesi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mobile learning to 

form—focused instruction．W ith the flexible functions of text man agement an d various media of pictures，sound and video，mobile 

learning has some advantage in offering enhanced and structured input，which help to focus learners’attention Oil lingu istic forms 

and the meaning as well，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single textual input in the textbooks．The Intemet-based mobile learning 

platform s are free from the restrictions of time and space as well as the distractions in the classroom．Th ey can provide learners with 

more chances of free interaction，either in oral or written form，where attention to the lingu istic forms can be achieved in the target 

lan gu age．Interactions of two—way communication or team work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oral and written output of learners． 

Key words：mobile learning；the Interactive Hypothesis；form —focused instruction；focus on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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