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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Siwen Yi 

湖南信息工程大学通识教育学院  湖南长沙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英语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在世界各地被广泛使用。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和地

区英语教学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差异，大学生英语教育面临诸多挑战。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提高他们

的英语水平，教师需要找到更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此背景下，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范

式，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是基于儿童母语习得而开展的第二语言习得

研究和实践，它以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为支撑，对第二语言的教学和学习进行深入研

究。在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Cruise 等人的输入假说、Stephen Krashen 的互动视角以及 Stephen Glatt 的自然

流利假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教学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义。本文主要从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角度分

析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希望本文能为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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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English has been widely used as a communication tool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Englis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faces many challenges due to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cultural contexts of English teach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order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teachers need to find mor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In this context,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paradigm, provides an 

important guiding principle for teaching English at university.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is a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ased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ldren's native language. It is supported by 

theories from several disciplines, including anthropology, psychology, and linguistics,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a second language. Among the theori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ruise et al.'s 

input hypothesis, Stephen Krashen's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and Stephen Glatt's natural fluency hypothesis have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and they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and hopes that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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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不断加强，掌

握一门外语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

于大学生来说，学习英语是一项必备技能。因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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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效地对大学生进行英语教学成为一个备受关注

的课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提出了各种提

高学生英语水平的方法，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就是

运用双语习得理论。本文旨在探讨如何更科学、合

理地运用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从而为大学英语教学

提供更好的指导和参考。 

2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概述 

2.1 语言习得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语言习得理论是研究人类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

程，以及如何在不同情境中有效地学习语言的重要

学科。它起源于 20 世纪初的心理学领域，并随着时

间的推移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早期人类

学家认为语言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自然现象，这种

观点被称为“生物进化论”。然而，后来的研究表

明，语言并非由遗传基因决定，而是通过社会环境

和社会互动形成的。这一发现引发了人们对语言习

得理论的重新思考和探索。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

代初，语言习得理论开始兴起。当时，许多学者提出

了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新的理论框

架，试图解释语言是如何学习和使用的。其中最著

名的理论之一是乔姆斯基的结构主义理论，该理论

强调语言具有内部结构和规律性，可以通过大脑中

的语法模块进行理解和处理。近年来，语言习得理

论的发展更加注重实用性和适用性。例如，一些研

究者尝试将二语习得理论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以

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同时，也有研究者基于计算

机技术提出了新的语言习得模型，旨在更好地模拟

真实语言环境中的学习。总而言之，语言习得理论

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其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深入

了解人类语言习得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2.2 语言习得理论的基本思想 

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人们常常会注意到某些模

式和现象。语言习得理论研究这些模式和现象。语

言习得理论是研究人类如何通过经验获取知识的学

科之一，主要研究人类对语言的理解、使用和创造。

语言习得理论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视角：自然语言理

论、认知心理学和社会文化因素。自然语言理论认

为语言是一种自然现象，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符号

系统（魏才，2021）。认知心理学强调人类思维和记

忆机制在语言习得中的重要性。社会文化因素是指

语言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会影响

我们的语言习得过程。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需

要将语言习得理论应用于实践。首先，我们可以从

自然语言的视角帮助学生理解语言的本质和特点，

从而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英语。其次，我们可以从认

知心理学的视角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语言学习策

略，提高学习效率。最后，我们还需要考虑社会文化

因素的影响，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环境，让他

们更深入地体验不同的文化背景。总而言之，语言

习得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能够对我们的大

学英语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只有充分理解和掌握

语言习得理论的基础知识，才能引导学生进行有效

的学习。 

3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现状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二语习得理论是一种重要

的应用方法。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日益

频繁，越来越多的学生需要掌握一门外语以适应未

来的工作和社会环境。已经学习过一门语言的学生

可以通过将第二语言与第一语言进行比较和对比来

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因此，将二语习得理论应用

于大学英语教学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目前，

国内外高校将二语习得理论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的

情况差异很大。在国外，许多高校已经采用了这种

方法，例如美国的耶鲁大学和英国的剑桥大学的教

授们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在中国，虽然一些高校

已经开始尝试这种方法，但由于教育体制和学生自

身的特点，这种方法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然而，

尽管国外高校在二语习得理论的应用方面较为成

熟，但在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挑战。例

如，如何选择合适的教材、如何设计有效的课程内

容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此外，教师的专业素质也

是影响二语习得理论应用的重要因素，只有拥有高

素质的师资队伍，学生才能在良好的指导下获得良

好的双语能力。总之，二语习得理论在大学英语教

学中的应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涉及教学方法

的选择和实施，还涉及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未来的

发展中，我们应该继续探索新的应用方法，不断改

进现有的方法，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和更高

的语言水平。（张欢，2021）。 

4 二语习得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4.1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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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至关

重要。只有当学生对所学内容产生浓厚兴趣时，才

能真正有效地提高他们的语言水平和能力。因此，

教师需要运用各种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

而促进他们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取得更好的成绩。

首先，教师可以利用生动有趣的课程设计来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例如，可以采用互动式教学方法，让学

生参与课堂活动，这不仅可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所学内容。此外，还可以

利用视频、图像和音乐等多媒体技术来增强课件的

吸引力。其次，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需求和兴趣，为

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例如，在课堂上设置

小组讨论环节，或鼓励学生自由交流自己的想法和

观点，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和沟通能力。同时，

教师还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制定具体的教学计

划，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和兴趣。最后，教师应注重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通过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

估和反思，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所在，并改

进自身的学习方法。此外，教师还应给予学生一定

的自由，让他们选择适合自身学习风格和学习进度

的学习材料和教材，以更好地适应学生的个性化需

求和兴趣。总而言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但只要教师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

技巧，就能不断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兴趣水平

（Bardovi-Harlig K,Comajoan-Colome,Lloren,2022）。 

4.2 创造真实的语言交流环境 

营造真实且富有挑战性的交际环境是大学英语

教学中提升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手段。在这种

环境下的互动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所学

知识，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因此，如何有

效地营造这样的情境成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一个重

要课题。首先，教师应利用课堂内外的机会，提供与

生词相关的实践场景。例如，组织小组讨论或角色

扮演活动，可以让学生有机会在交际中使用生词。

此外，还可以通过实地考察或在线视频会议等形式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加

深学生对生词的理解，还能让他们更有信心地面对

各种情况。其次，教师还应注重营造开放包容的教

学氛围。这要求教师尊重学生的意见和想法，鼓励

他们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避免过度的批评

和谴责，以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促进学生的进步。

最后，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及时发现并

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例如，如果学生表现不

佳，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帮助其克服困难。同样，如

果一些学生表现出较高的潜力，也应该给予适当的

支持和鼓励，以激发其进一步发展。总而言之，创设

真实的语言交际情境是大学英语教学中一项非常重

要的任务。只有运用有效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

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从而取得更好

的教学效果。（Zhang Y，2021 年）。 

4.3 加强学生的自我监控 

加强学生的自我监控至关重要。首先，要让学

生了解自己正在学习的内容和需要掌握的知识点，

才能明确学习目标和方向，并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

其次，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例如小组讨

论、角色扮演等。这些活动不仅能促进学生之间的

交流互动，还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学习动机，让他

们更积极地投入学习。此外，还可以使用 Quizlet、

Anki 等在线工具或应用程序来帮助学生进行自学和

测试。最后，要加强对学生的反馈和指导，及时发现

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供建议和帮助。 综上所述，

加强学生的自我监控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它能让学

生全面了解自身的状况和发展状态，也能为教师提

供更多的参考和数据支持，从而更好地调整教学内

容和方法，从而提升教学效果（李胜，2021）。 

5 结论 

本研究对二语习得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

用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通过分析现有研究成果和实

践经验，我们认为该理论对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效

果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

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我们发现二语习得理论可以

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学生的语言学习过程，从而制

定更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例如，我们可以将学生

的认知结构与二语学习目标相匹配，从而更好地指

导他们的学习过程。此外，该理论还可以为教师提

供有效的评估方法，以便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并及

时调整教学策略。其次，我们还发现二语习得理论

可以促进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通过了解不

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学生可以更好地适应不同的社

会环境，在国际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该理

论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使他们更愿意

参与英语学习活动。最后，我们还认为二语习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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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虽然它提供了一些

有益的见解，但是否适用于每个具体的教学场景仍

需要具体分析。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

据自己的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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