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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第二语言问题已经成为全球规模的社会问题。

最近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先端科学技术展示会（NextFesta）的开幕式上，该市市

长询问在场的众多学生能否听懂西班牙语，结果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举起了手，于

是他致完辞后便开始用西班牙语发言。在美国拉丁语系人口急速增加，加州南部

的很多居民甚至西班牙语说得比英语还好。而美国关于识字率的统计通常亦以母

语为对象，并不一定是指英语的识字率。 

OECD（经济合作开发机构）的预备调查显示，移居到另一个国家时，掌握该

国语言的程度与该移民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有关。移民在移居地的沟通能力直

接关系到其事业发展的好坏，这更是无可置辩的事实。语言能力也是全球化进程

中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在日本等国家出生率下降、人口老

龄化的问题越来越严峻，在不久的将来，极有可能需要从国外招聘从事护理工作

的劳动人口。到时候，必须推广有效的新的学习方法，帮助他们学习日语这门第

二外语。 

我们日本人不擅长说英语也已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与世界

各国开展外交工作、进行商务谈判或参加学术会议时，英语能力十分关键。同时

在国际社会上发挥日本的作用时，英语作为促进沟通和交流的手段也非常重要。

我认为，日本人教授英语会话的方法可能一开始就陷入了误区，所以必须进行彻

底的改革。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文法理论主张世界上的多种语言都存在着共通的语法

（普遍语法）。语言之所以不同，是由于几种“开关”之间的相互切换和词汇相

异。在母语的环境中出生成长的人，初始开关就设定为母语。但说话的时候每次

都要进行言语开关切换的话，就会出现类似日本的英语教育那样的结果。我们举



一个例子，“我想在书店买花的相册”。日语语序为“本屋で花の写真集を買い

たい”（逐语翻译为中文的语序时“书店在花的相册买想”）。用一般的英语来

表达，语序就会完全相反，需要对六个位置作出调整，变为 “I want to buy a photo 

album of flowers at a bookshop”（即“我想买相册的花在书店”）。这种语

序转换方式就是所谓“转换 head position的开关”。如果我们需要依赖这种转

换进行翻译的话，即使是如此简短的句子，也会在短时间内给大脑造成巨大的负

担，因此可以断言，在以毫秒为单位进行语言表述时，人们是不可能有充裕的时

间来进行反应和处理的。因此一旦开始说外语，我们就必须把头脑中的开关直接

设定为既定目标语言，这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倡的“用英语思考”的理念。 

  世人对神经语言学和双语现象做了大量研究，但出人意料的是针对第二外语

的研究却仍然少之又少，因为语言学家通常对语言教育毫无兴趣，而对研究语言

教授法的学者来说，令第二语言即外语水平接近母语才是他们的目标。其实我们

并不需要把外语说得地道得足以和母语相媲美，只是把它当作和外国人进行沟通

和交流的一种必要工具而已，所以目前的研究必须彻底改变旧观点，拓展新思路，

积极推动有关语言教育的研究。世界上已经有近 50种语言教育方法，尚未出现最

合适的版本。但如果考虑到脑科学的制约因素，一种全新的最优教学方法极有可

能应运而生。 

  我曾经跟乔姆斯基先生谈到此事，他说：“生成语法的理论好比物理学中的

素粒子论，我对它能否应用在语言教育上并没有把握……”最近，我再次到研究

室去拜访他，他的观点仍未有太大的改变。的确，语言学和语言教育学是两门似

近实远的学问。但我是不会因此而放弃的，我期待着有一天可以自豪地汇报说∶

“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已经成功地运用于语言教育的实践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