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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rashen’s “i + 1”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which has 
a positive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both teachers’ teaching and foreign students’ acquisition.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i + 1” theory in teaching Chinese vocabulary as a foreign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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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克拉申的“i + 1”理论是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对教师的教学还是留学生的习得都具有

积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从教师和学生两个角度，分析“i + 1”理论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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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拉申理论概述 

美国语言教育家克拉申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对第二语言习得提出了一系列假说。1985 年在其著作《输

入假说：理论与启示》中正式归纳为习得与学习假说、自然顺序假说、监控假说、输入假说和情感过滤

假说等五个系列假说，总称为输入假说理论[1]，其中“i + 1”理论就来源于输入假说。 
输入假说被认为是第二语言研究中最有意义的假说，它是用来解释人们是如何习得语言这个问题的。

这一假说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克拉申认为人们只有理解了信息才能获得语言，也就是说吸收我

们能理解的输入内容才能习得语言知识。人们注意力关注的重点不是语言的形式，而是输入的信息。如

果我们将人的语言能力看作一块海绵，语言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向海绵里注水的过程，当这块海绵充分

吸收了输入的信息，并且当水分即输入的信息使得这块海绵达到饱和甚至按压就会溢水的状态，语言结

构也就习得了。语言结构是在自然的语言交际过程中习得的，如果输入的信息没有意义，或者由于内在

外在原因学习者不理解，那么这样的交际就是无效的。第二，输入的语言信息既不要过难也不要过易，

克拉申用“i + 1”来表示。i 代表学习者目前的语言水平，也就是在第二语言习得顺序上所处的某个阶段。

i + 1 则是下一阶段应达到的语言结构的水平，即稍稍高出学习者目前的语言水平，让他通过上下文、一

定的语境或借助于图片、教具等非语言手段，来理解 i + 1 的信息，从而也就习得了该信息所包含的下一

阶段的语言结构[1]。“1”是衡量输入语言水平的标准，因为“+2”超出了学习者的能力导致其无法理

解，“+0”则没有给学习者留有发展其语言能力的空间。 

2. “i + 1”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体现 

如果将语言学习的过程视为建构房子，那么词汇便是这间房子的一砖一瓦，没有砖瓦就不能盖房子，

没有词汇就不能造句子。因此词汇习得是二语习得的重要基础。虽然克拉申的“i + 1”理论主要是运用

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但是我们发现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课堂上，汉语教师在进行词汇

教学时同样运用到了这个理论。 

2.1. “i + 1”理论在总体词汇教学中的体现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i 指的是学习者目前的语言水平，i + 1 指的是下一阶段学习者应达到的水平。对

外汉语词汇的教学也是针对学习者的水平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又各有侧重[2]。初级阶段词汇教

学的重点是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词汇及其常见的用法。一般情况下教师只教授词汇的基础义项，不会对

词语进行扩展教学，有些词学生能够认读即可。当学生掌握了一些基本词汇，有了一定的汉语基础进入

到初级阶段的学习时，词汇教学的重点便是增加学生的词汇量，不仅要教授词汇的基本义还要扩展到词

汇的文化意义。除了讲解词汇的一般用法，还要讲解词汇的搭配、近义词、反义词等，帮助学习者构建

二语词汇网络。到了高级阶段，词汇教学的重点又随着学习者水平的提高而变化。高级阶段的学习者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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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了一定量的汉语词汇，基本具备了用汉语交际的能力。因此，教师应提高学生熟练、准确运用这些词

语的能力。有些词语的义项有很多，初中级阶段学生只学习了一些常用的义项，高级阶段的学生可以作

为扩展学习来习得另外一些义项。如，动词“打”有 17 个义项，初级阶段只教学生“殴打、打人”这个

义项，这就是 i，到了中高级阶段教学生“发出；从事；表示某种方式”这些义项，就是 1。 

2.2. “i + 1”理论在单个词汇教学时的体现 

在克拉申的“i + 1”理论中，i 到 i + 1 阶段的跨越是学习者通过上下文、一定的语境或借助图片、

教具等非语言手段实现的。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上下文、语境、图片和教具等这些教授词汇的中介

就是“1”。 
从上下文的语境来帮助学生理解词汇的具体做法是，教师在讲解某一个词语时，不是直接告诉学生

这个词语的含义，而是将这个词语放在具体的语境中，让学生自己感知词语的基本内涵，自然而然地习

得该词。比如：对于“代沟”一词的学习，可以放在这样的语境当中： 
迈克：爷爷，你觉得这首歌好听吗? 
爷爷：这唱的是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懂！ 
迈克：爷爷，这是周杰伦的歌，我们同学都喜欢听他的歌。 
爷爷：爷爷老了，跟你们年轻人喜欢的歌不一样。 
迈克：爷爷，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代沟。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语境来帮助学习者理解“代沟”这个词的基本含义。因为迈克和爷爷年龄相差很

大，所以在价值观念、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心理距离，这就是“代沟”一词的基本含义。 
借助图片来引导学生掌握新词的做法是，教师在介绍一个新词时可以利用图片展示的方法，让学习

者直观地感受这个词所代表的含义。比如：在讲“龙”这个词语时，教师可以展示一张中国龙的图片，

让学生观察中国龙的形态。因为中国的龙和西方的龙所代表的文化含义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教师还

可以展示一张西方的龙的图片，让学生对比一下两种龙有什么不同。比如：西方的龙通常有翅膀，而中

国的龙没有；西方的龙能喷火，中国龙会喷水，等等。由此可见，教师不仅借助了图片来解释词汇，还

利用词语的文化内涵，使得学习者对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这就是“1”的具体应用情况。 

3. “1”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选择 

在克拉申的“i + 1”理论中，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输入的信息必须是学生可理解的信息。所谓“可

理解信息”就是学生可以接受的信息。如在上文提到教师在讲解“代沟”一词时，讲其放在具体的语境

中让学习者自己感知。不难发现教师设置的语境中出现的词语、句子都是学生所熟悉的，贴近生活的，

因此学生可猜测出词语的基本含义。这说明教师要设置可理解的词汇教学材料。 
“1”的趣味性也是学生能否由“i”进入到“i + 1”的重要因素[3]。语言的学习既是枯燥的，也可

以是有趣的。毋庸置疑有趣的课堂氛围和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学习具有促进作用，那么如何才能让学生既

感到有趣又尽可能多的习得词汇是考量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指标。在上文中提到讲解“龙”这一词语时，

引入了文化的因素。正因为东方的龙与西方的龙不一样，所以才会引发学生的讨论，在学生们讨论的过

程中必然会引发出一系列有关文化的词语。可见，文化的导入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增加了

学生的词汇量。这说明教师要增加词汇学习的趣味性。 
克拉申还强调听力活动是第二语言习得的重要因素，语言的习得是通过听力理解来实现的[1]。有些

儿童在刚来到第二语言的新环境时，他们往往很沉默，不会主动开口说话，而是通过听来吸收可理解的

输入，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解能力。因此教师要鼓励二语学习者多跟中国人交流、课下多听中文歌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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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电视电影等，通过听力吸收词汇。 

4. “i + 1”理论的优势与不足 

克拉申的“i + 1”理论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理论的运用不仅为汉语教师词

汇教学的方式提供了指导，而且充分锻炼了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但是这个理论也并非百利而无一害，

克拉申认为“说”的教学没有必要，只提供给学生可理解的输入，学习者通过听来吸收这些输入，便能

自然而然地学会表达。这一观点对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是不利的，检验学习者是否完全掌握了词汇的最

有效方式就是考察学习者是否将这些词汇准确地运用到交际话语中。如果不开口表达，教师就无法发现

学生的错误，更不能有针对性地帮助学习者解决问题。语言学习应该是听说读写四项技能齐头并进的过

程，忽略了哪一环节都会影响到最终的学习效果。而且“1”是一个不确定的值，到底输入多少才是合适

的、有效的，我们无法衡量。“i + 0”无法发挥其语言能力，“i + 2”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学生难以

理解。那么如何科学地输入“1”就需要汉语教师利用自己的教学经验，根据学生实际汉语水平，适当地

运用，让有限的课堂时间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4]，以求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然而更为重要的也是

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培养学生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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