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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式语法视阈下的语言创新能力研究
黎宇珍　黄小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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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教学基于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强调语法规则习得的重要性，忽视了人类的认知能力与具体的语言交际场景

对语法知识建构的重要性，而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是句法形式、语义解释和语用功能三者的结合。构式语法语阈下的语言教学应

强调形式与意义并重。本研究旨在探讨构式语法视阈下的语言教学创新路径，指出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归纳各种构式，并通过营

造多模态的真实交际情境引导学生运用构式进行大量语言创造性练习，同时教学中还需要遵循从具体构式到一般构式、从原型构

式到非原型构式、从简单构式到复杂构式的循序渐进过程。教学实践证明，基于构式的语言教学能够促进学生的语言产出能力，

学生对各种词法、语法、句法构式的积累有助于语言创新能力的提升。此外，在目前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教师应充分利用教育技

术进行辅助教学，对学生的构式模仿进行及时指导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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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能力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人们借助语言进行理解

和表达的能力。语言创新能力是思想、概念和表达方面的创新。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创新能力是区别人与动物的重要特征，

但他认为创新能力的表现在于人天生基于对有限的语法规则的习

得，然后运用规则创造出无限句子。他提出的生成语法理论强调

了语法规则习得的重要性，也一直被视为传统英语教学方法的指

南。这导致传统的教学过于重视语法规则教授，而忽视了人类的

认知能力与具体的语言交际场景对语法知识建构的重要性，也导

致了目前国内英语教学实践中教师满堂灌输语法和词汇，教学中

听读等输入性训练过多，说写译输出性训练少的情况。这样的英

语教学带来的弊病是学生被动学习居多，死记硬背居多，不利于

发挥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无法让学习者体验进行真实语言交际

与创新的成就感，从而失去语言学习的乐趣。

构式语法认为语言不是经过规则转换而产生，任何构式和

构式之间都不存在转换或推导关系。使用构式语法理论进行语

言创新教学，与生成语法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在教学中引入构

式的概念来教学生进行语言创新，构式强调形式与意义的结合，

将语言的最小学习单位看作是形式（语音、形态和句法）和意

义（语义、语用和语篇）的统一体，同时注重语言的使用原则。

与此同时，构式的数量有限，记忆负担不大。每种语言的构式

数目都是有限的，说母语者可以从具体语言应用中概括掌握，

然后就可以进行无限的语言表达创新，说出和理解以前从来没

有遇到的句子。因此，运用构式进行语言教学有利于语言创新

能力的提升。本文主要研究构式语法在学生语言创新中的实践

途径以及作用分析。

一、研究背景

构式语法理论最早由 Langacker（1987）提出，她提出基

于使用的模式去寻找“涉及语素和更大的成分的组合”，即语

法构式。Fillmore、Kay 和 O’connor et al 紧接着以 let alone 为

例提出了构式语法的概念。A.Goldberg 强调任何一个构式都是

形式和意义的对应体。

构式语法理论将构式做出了如下分类：

（一）实体构式和图式构式

其中，语素、词、复合词以及全固定的习语叫作实体构式，

这些构式在词汇上是固定的，即其组成分子不可替代，而半固

定习语以下的构式都被称作图式构式（Fillmore，1988）。

（二）母构式与子构式

一个具体构式可能来源于多个图式构式，图式构式称作母

构式，具体构式称子构式，子构式继承多个母构式的形式和语

义信息（ Goldberg，1995）。

（三）简单构式与复杂构式

具体构式源头的图式构式越多，具体构式越复杂。体现多

个图式构式的复杂构式继承每个图式构式的部分形式和语义特

征，在复杂构式的形成过程中，其多个来源图式构式之间相互

作用。

（四）原型构式与非原型构式

图式构式的几个甚至无数个实例构成一个范畴，其中最典

型的实例为原型构式，非典型的构式为原型构式的引申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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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构式提供了基本的外在形式和中心意义。从原型构式引申

出的其他实例（ 非原型构式） 与原型构式具有家族相似性。

因此，根据构式语法的理念，语法构式的教学应遵循从具

体构式到一般构式、从原型构式到非原型构式、从简单构式到

复杂构式的教学方法。

近几年来，国内在应用构式语法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

成果，如：李小华和王立飞 (2010) 论述了构式理论在二语习

得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了构式习得的路径。林正军和刘永兵

（2012）论述了构式语法视域下英语语法教学的内容和方法。

王初明（2015）提出构式语境概念。文旭（2016）阐释了构式

的语用问题。陈满华 (2019) 提出要树立二语教学的构式观。

三、研究问题

目前国内构式语法理论的应用研究，特别是外语教学的应

用研究引人注目，但总体看来，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在：

（一）实证研究比较缺乏，构式语法在学生的语言创新过

程中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需要更多的实践研究。

（二）学生外语学习时，需要培养学习者对母语构式和目

标语构式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的意识。

（三）急需创建一个常用构式储备库，供外语教学使用。

（四）多模态互动（眼神、面部表情、手势等）在运用构

式语法理论进行外语学习语言创新过程中起到多大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由于构式语法相对于生成语法具有形式与意义相结合，语

义与语用相结合，语言系统与非语言系统相结合的特点，更符

合人的认知与记忆规律，分析构式语法在语言创新与教学中的

作用非常有意义，本研究的假设为：

1. 基于构式的语言教学能更好地提高学生对英语各种复杂

句型的理解，模仿和创造能力。

2. 基于构式的语言教学能帮助学生提高对各种英语构式的

语用语境意义理解，引导学生在恰当的语境下正确使用构式。

3. 基于构式的语言教学能帮助学生提高多模态语言学习意

识，在进行语言模仿与创新中，不仅仅重视语素、词、句子、

话语篇章等语言符号系统本身， 更重视言语交际中眼神、面

部表情、手势的配合。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某高校大一新生 500 人为研究对象，实施基于构式

的语言教学。具体研究方法有： 1. 问卷调查法。通过收集学

生的问卷了解学生的满意度。运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了 6 个

题项，分别就构式库简单构式、课文复杂构式、段落构式、篇

章构式、构式授课方式、构式活动的效果设问。 2. 实验法。

通过写作考试成绩进行前后测成绩对比，用 Spss Statistics 25

软件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三）研究过程

遵循构式语法理念的指导，本研究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了循

序渐进、课外自学、课内答疑、点评的方式。具体来讲分四步

走。第一步学生课后自学简单构式，培养学生结合语境的构式

意识，项目组从各类教材中选取了 60 个大学生感兴趣的话题，

并围绕话题给学生提供常用的构式框架和常用词语，鼓励学生

课后进行模仿和语言创新操练。

第二步课上归纳和操练复杂构式，教师从课本中挑选长难

句，引导学生提炼出构式（参见以下示例），并进行课堂模仿

和语言创新练习，老师再运用超星学习通平台进行实时反馈和

点评；

示例 1：构式：How + adj+ to be + adj /do sth. 做某事多么 ......

示例 2：To do sth，you should do sth 为了做某事，你应该

做某事

第三步归纳段落、语篇和修辞构式，课后运用学习通小组

任务和批改网进行语篇练习。

表一　示例 3：表建议的段落构式

一、段落要素构式 + 语言构式

1. 建议的精炼概括——祈使短句

2. 为什么要有这个建议，建议的背景

（1） 承认问题与现状 

语言构式 1：be 句型  语言构式 2：复合句，长句

语言构式 3：while 引导从句表示情况的对比  语言构式 4：Even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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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议的特点 ——be 句型  

（3） 解释问题与现状的原因   

语言构式 1： be 句型   语言构式 2： means

3. 具体化建议的内容：

（1） 正面说

语言构式 1：祈使句 do 或者 don't 语言构式 2：to do，you should do while doing  语言构式 3：a way to do  语言构式 4：avoid doing

语言构式 5：Consider doing sth 语言构式 6：One’s technique is to do

语言构式 7：Find ways to do sth and do sth 语言构式 8：If .../in the event of  语言构式 9：Another idea： 语言构式 10：whether...or 

（2）举例细化建议 

语言构式 1： In the event of  语言构式 2： be 句型 

4. 建议的好处或者重要性

（1） 反面假设  语言构式：if 条件句 （2） You’ll 正面预测

（3） The more...the more 预测 （4） Besides doing sth，you’ll also 预测

二、学习通分组任务 基于课文，模仿扩写表示建议的主体段  

三 、批改网布置作文 How to learn College English Well.

写法提示：第一段：描述现象 + 点题；第二段：分述建议的具体的内容；第三段：总结

五、研究结果

通过一个学期在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数理与土木工程学

院、航空学院 2019 级大一新生（有效样本数为 429 人）大学

英语课程上的教学实践，得出研究结果如下：

（一）通过 spss 统计软件对写作前后测成绩进行 T 检验

发现，后测相较于前测的写作成绩均有显著提高，显著水平为

1%。证明运用构式教学的方法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句子写作和

段落写作能力。

表二　写作前后测配对样本 T 检验

配对 平均值 标准差 t 自由度 Sig.

前后测 -2.0617 3.3431 -7.849 428 000

（二）通过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交叉验证，发现运用构式

进行教学的效果同样显著，满意度调查发现反对者仅在 5% 以

内，大部分同学认为自己通过学期学习掌握了记叙文、说明文

和议论文的篇章构式和课文复杂构式。

（三）从学习通平台保留的学生造句和小组活动的参

与率和参与质量来看，学生对构式进行教学的方法积极性

较高，从批改网作文的成绩来看，平均分 78 分，证明教学

效果较好。

六、讨论与分析

通过两个学期的教学实践，发现构式语法对学生的语言创

新能力的提高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英语学习自信心增强

学生从简单构式到复杂构式，从句型到篇章构式循序渐进

直至逐步掌握，从刚开始的不敢造句和表达到后面积极造句，

甚至敢于模仿构式写长句，敢于用构式表达自己所思所想，学

习自信心显著增强。

（二）英语学习积极性提高

体现在课堂参与方面积极参与课堂语言创新活动，除了句

子模仿写作外，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其他创新表达活动，如小老

师、新闻播报、个人演讲、无领导小组讨论、辩论，戏剧表演等。

（三）学习效果明显

从问卷调查来看，学生对构式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持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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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从前后测的成绩比较的结果来看，学生在学习构式后语

言创造能力显著提高；从课堂参与的数量、质量和学习兴趣的

提升来看，基于使用的构式语法应用于英语教学能提高学习质

量和学习兴趣；从小组任务和批改网作文的写作质量对比来看，

学生经历了一个从掌握简单构式、到复杂构式、篇章构式、各

种构式变体的过程，学生直接将构式同个人生活场景结合，进

行造句和篇章写作练习，最大程度发挥了构式的基于使用的特

点，有利于学生英语思维的形成。

七、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构式语法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有利于学生

的语言创新能力的提高，主要反映在学生在口语输出和笔头

输出的质和量上均有提高：一方面，学生对基于构式的语素、

词、句子、话语篇章等语言符号系统掌握更加全面，表现在

书面表达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构式基于语言使用的特点

也令构式学习的过程更加愉悦，学生能基于个人生活实践来

创造性使用构式，能通过多种多样的口头参与方式如戏剧、

辩论等体现构式本身所具有的语用特征，学生在参与构式为

基础的练习活动中，更加重视言语交际中眼神、面部表情、

手势的配合。

此外，构式语法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也有利于学生的英汉

语思维的比较分析，学生在语言创新过程中，以构式为基础的

模仿创新有利于学生摆脱母语思维的干扰，比以往传统基于语

法规则的教学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

最后，基于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教学对构式语法应用于大

学英语教学有重大促进作用。超星学习通的互动、主题讨论、

分组任务、问卷调查、投票等功能能够让教师对学生的构式的

使用情况进行及时反馈和课堂实时点评，批改网的作文自动评

分系统给学生提供了反复修改的机会，节省了教师的工作量，

同时也有利于教师进一步快速了解学生对语篇构式的掌握情

况。

总的来说，构式语法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与传统的基于生

成语法的教学两者可以互为补充，后续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对构

式进行归类和细化，形成规模更大的构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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