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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Krashen于1982年提出的监控理论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一大进步，自然顺序假说是监控理论重要组成部分，

克拉申认为语法词素的习得遵循可预测的“自然顺序”。语法是所有语言学习的基础，在语言构建框架

中，语法起着组织作用，掌握语法可以解决阅读当中语感或词汇不足的问题。文章以人教版初中七年级

英语为例，论述自然顺序假说与人教版初中七年级英语教材编写之间的关系，并就初中英语语法教学现

状总结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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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Krashen’s Monitor Theory, which he pro-
posed in 1982 to further expla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Grammar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language learning and plays an organization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framework for lan-
guage, and mastery of grammar can be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a lack of language sense or vo-
cabulary in reading.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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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seventh grade English textbook of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then summarizes some 
insights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glish grammar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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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法是英语学习的基础，语法使词在规则的制约下组成语言社团所接受的句子[1]。在二语习得中，

学好语法是提高英语综合能力的重要前提，学界对于英语语法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持不同的观点。就

语言本质而言，语言和语法的发展是同步的，没有语法，单凭词汇很难表达复杂的主客观世界[2]。语法

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语法的学习效率和准确度，语法教学是以教授语法为基础，培养学生获得英语内部

结构的一般规则的教学活动[3]。尽管新的语言教学趋势认为语言教学的重心应该是语言的交际性，但是

语法是二语学习者系统有效地掌握所学语言的基础[4]。对于教师而言，语法教学在教学任务中显得举足

轻重，语法教学与语言教学几乎是一对近义词[5]。语法教学可以提高学生语法词素习得的熟练程度和准

确性，并促进其语法系统的内化[6]，直接提高系统语感知能力，间接而有限地促进语言能力[7]。 
Krashen 的监控理论中，自然顺序假说与语法具有紧密的联系，语法的习得是通过自然顺序循序渐进，

这对于目前中小学英语学科教材的编排和教学设计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但是，针对目前中小学英语的教

学，更多的教师的侧重点在于培养听说读写技能，语法教学常常被忽略，且教师倾向于在听说读写中进

行语法教学，没有把语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系统进行教学。本文首先阐述了自然顺序假说的定义和合

理性，并结合该理论与人教版初中七年级英语语法教材进行分析，根据目前初中英语语法教学现状，总

结该理论对初中英语语法教学的启示。 

2. 自然顺序假说 

2.1. 自然顺序假说的定义 

自然顺序假说的提出以中介语理论(Interlanguage Theory)和自然路径(Natural route)为基础，是这两个

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中介语是 Selinker (1972)创造的一个术语，指独立于学生第一语言和学生试图习得的

第二语言的语言系统知识。它是一个独特的语言系统，因为它既不是第一语言，也不是第二语言，但同

时又与两者有相似之处。语言的习得是过渡性的，只要学习还在继续，它就会发生变化。语言习得是系

统的，但又是独特的和过渡性的，这种说法是假设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它通常被称为中介语[8]。鉴于中

介语理论，语言学家 Corlder 在进行二语习得研究时，提出了“自然路径”理论，认为学生在二语习得中，

获得目标语时的顺序具有过渡性，且次序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是相同的[9]。外语学生遵循一个基本固定的

习得顺序，即按顺序逐渐习得语法规则，而具体语法规则的习得顺序可能与它们对学生的困难程度有关

[10]。 
20 世纪 70 年代初，Krashen 在二语习得研究中提出“监控理论”，其中包括自然顺序假说。“自然

顺序”指儿童在习得母语规则和语言项目时遵循一种相似的习得顺序，对于一种特定的语言，一些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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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素往往较早获得，而另一些则较晚。这种顺序似乎与学生的年龄、第一语言背景、接触条件无关，尽

管在研究中个体习得者之间的一致性并不总是百分之百，但在统计学上有显著的相似性，加强了语言习

得的自然顺序的存在。研究表明，学生习得第二语言的过程遵循着一个固定的顺序，而这个顺序是可以

预测的，通常这种固定的习得顺序不受语言教学顺序的影响，也与学生通过学习获得的语法知识无关[11]。
由此得出，语法规律在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中是可以被预测的，学生首先会习得简单的语法规则，之后

再习得更深层次的语法规则。 

2.2. 自然顺序假说的合理性 

对于语法词素习得的规则，最早的语言学家 Brown 在做研究时，在美国选取了三个来自不同城市且

互不相识的儿童，发现他们对于 14 项语法词素获得的顺序大体上相同。早在 1977 年就有 Clark 总结出

学习者在学习第一语言时，语法词素的习得有着大致普遍的次序(表 1 第一列)，对于第一语言习得者来说，

语法词素的习得过程是一种可预见的顺序。 
而对于第二语言语法词素的习得，语言学家 Dulay 和 Burt 在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中，根据不同

学者研究结果，总结了第二语言语法词素习得存在一个共同的自然顺序(表 1 第一列)，认为学生在进行第

二语言语法词素习得时，其顺序是按固定的顺序层层递进的，且交际环境的自然度与第二语言语法词素

学习效果成正比。 
Krashen 在研究不同母语背景的二语习得者时发现，研究对象的第二语言语法词素习得与 Dulay 和

Burt 总结的第二语言语法词素习得顺序的相关性大致相同。Krashen 认为即使学习者的第一语言不同，但

是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是相同，一些语言规则在习得初期就能被轻易掌握，而一些语言

语法规则要到后来才能被掌握[12]。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order of acquisition of grammatical lexemes in first language, second language and Krashen’s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 
表 1. 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和 Krashen 的自然顺序假说语法词素习得顺序比较 

第一语言语法 
词素习得顺序 

第二语言语法 
词素习得顺序 

Krashen 的自然顺 
序假说习得顺序 

1. 动词现在进行时(-ing) 
2. 介词(in) 
3. 介词(on) 
4. 名词复数(-s) 
5. 不规则动词过去式 
6. 所有格(’s) 
7. 不缩写系动词(be) 
8. 冠词(a, the) 
9. 规格动词过去式(-ed) 
10. 动词第三人称单数(-s) 
11. 不规则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如：has/does) 
12. 不缩写助动词(be) 
13. 缩写系动词(be) 
14. 缩写助动词(be) 

1. 名词复数(-s) 
2. 动词现在进行时(-ing) 
3. 系动词(be) 
4. 助动词(be) 
5. 冠词 
6. 不规则动词过去式 
7. 动词第三人称单数(-s) 
8. 所有格(’s) 

1. 动词的现在进行时(-ing)，名词复数

(-s)，系动词(is) 
2. 助动词，冠词(a，the) 
3. 不规则动词过去式 
4. 规则动词过去式(-ed)，动词第三人称

单数(-s)，所有格(’s) 

 
表 1 为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和 Krashen 的自然顺序假说的语法词素习得顺序比较，可以发现，Krashen

提出的自然顺序假说中的语法词素习得顺序，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语法词素习得顺序从大体上来说是

相同的，虽然有细微的差异，如名词复数(-s)的习得顺序不一致，但是整体顺序是相似的。也就是说，

Krashen 提出的自然顺序假说具有依据证明该理论的合理性，因此该假说对于语法教学具有指导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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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教研人员在语法教学教材设计时，又或是教师在课堂进行语法教学时，都可以参照 Krashen 的自

然顺序假说中的语法词素习得顺序进行。 

3. 人教版初中英语语法教学教材分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初中七年级上下册。人

教版教材的编写理念主要以任务型教学为主，促使学生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学习，教材知识体

系比较系统。每册书大致有 10 到 12 单元，每单元由六个部分组成：Topic-Function-Structure-Target 
Language-Vocabulary-Recycling，每个单元首先由 Topic 部分引出本节所要学习的主要知识，之后的

Structure 语法部分也主要围绕课文展开讲解并搭配少量练习，对于巩固学生语法知识具有很大帮助。从

教材编排可以发现每个单元的语法点是从课文主题出发，使学生在学习 Topic 部分课文时能够初步了解

本单元即将学习的语法点，到学习语法点时能够进一步理解课文，最后能够掌握语法点并运用到听说读

写中。 
 
Table 2. Knowledge points of grammar in the upper and lower books of grade 7 of the NPCE version 
表 2. 人教版七年级上下册语法知识点 

上册 下册 

Unit 1 形容词性物主代词；系动词 be 的一般现在时形态 Unit 1 情态动词 can 的用法 

Unit 2 指示代词；名词复数；人称代词 Unit 2 What time 和 When 的区别；频度副词；点钟表达法 

Unit 3 指示代词；名词性物主代词 Unit 3 How、How long 和 How far 的用法；介词短语表示

交通方式 

Unit 4 Where 引导的特殊疑问句；介词 on, in, under 的用

法；连词 and/but 的用法 
Unit 4 祈使句，肯定句和否定句的用法；can 表示请求允

许的用法；have to，must 用法 

Unit 5 一般现在时和动词三单变化；have 的用法；

do/does 的用法 
Unit 5 Why, What, Where 问句；Because 用法；形容词的

用法 

Unit 6 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可数名词变化规律 Unit 6 现在进行时；动词现在进行时变形 

Unit 7 基数词的用法；How much 的用法 Unit 7 现在进行时；How, What 问句 

Unit 8 序数词的用法；名词所有格的用法 Unit 8 There be 句型；表示位置的介词 

 

Unit 9 形容词；选择疑问句 

Unit10 Would like 用法；some/any 用法 

Unit 11 
Unit12 一般过去时 

 
表 2 为人教版初中七年级英语语法知识的编排，通过表 2 与 Krashen 提出的自然顺序假说比较可以

发现，人教版初中七年级语法词素的教学顺序基本与 Krashen 的第二语言语法词素习得顺序大致相同。

表中带有下划线为两者的重合部分，表示教材中语法词素编排的合理性，但是在人教版初中七年级英语

教材编排中，也有几处差异，如冠词(a, the)和助动词这类相对较简单的语法词素在小学阶段习得过后，

在初中七年级并未进行复习和进一步的习得。总的来说，人教版七年级英语这一版教材编排具有逻辑性

和顺序性，是一版值得学习和研究的教材。 

4. 初中英语语法教学现状分析 

4.1. 灌输式为导的教学方式 

高分数为指挥棒衍生出灌输式教学方式，无形中给教师和学生在语法习得上都造成了压力。针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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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语法教学现状，初中阶段语法具有繁多、抽象、枯燥等特征，若教师采用单一“灌输式”的教学方

式，就会逐步消磨学生学习语法的热情，不利于学生真正掌握语法，甚至会使学生出现“考完就忘，用

完就扔”的尴尬情况[13]。在灌输式教学方式下，死记硬背成为大多数初中学生的语法学习方法，如在人

教版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的语法知识点教学上，大多数教师只让学生牢记 supposed to 和 excepted to 后

面动词用原形，但对于语法点的运用却不要求掌握。 

4.2. 教师实际教学截然不同 

在观察众多初中教师的教学设计可以发现，有些教师为了自我教学的方便，会不按教材顺序或将几

个单元的语法点融汇在同一节课堂进行教学，偏离了语法词素习得的顺序。其次就是初中英语教学大多

缺乏自然语言环境，为了应对应试为主的教育，教师们都希望每一名学生能够理解和牢记语法词素，进

而在考试中取得优秀的成绩，分数为论的教育过于强调语法作为规则的作用，忽视语言使用的具体环境

和目的，使语法本身的表意功能失去意义[14]。部分教师在英语语法词素教学时，会使用母语进行第二语

言语法词素的讲解，导致大多数学生都会使用母语思维进行英语语法词素的习得，最后对于语法词素的

习得只牵涉到表面结构，一旦学生脱离课堂到日常环境中就会觉得语法词素的实际运用困难。 

4.3. 教师教学素养参差不齐 

英语作为如今大部分中国初中生的第二语言，也是许多英语教师的第二语言，许多教师的知识和教

学水平一般，对英语语法词素的习得顺序知识了解比较少，所采用的教学方式也较死板，布置的语法任

务也大多数是机械性的替换练习，这些都不利于学生语法词素的习得。教师作为教育的引导者，教师可

以在进行语法教学时，不断扩展自我知识和更新教学方法，教师的教学素养和工作水平直接决定着语法

教学本身的质量和效果[15]。 

5. 自然顺序假说对初中语法教学的启示 

5.1. 语法词素教学应遵循自然顺序 

学习是一个从易到难、从浅到深、从直观到抽象的过程，特别是对于第二语言语法词素的学习，学

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掌握语法词素的结构和用法。根据 Krashen 提出的自然顺序假说，虽然语法词素习

得的顺序大致是固定不变的，但是课堂的语法教学可以促进或抑制语法词素习得的速度和效果。语法词

素的教学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螺旋式教学，使学生在学习新的语法词素时能够复习到已经学

习过的语法词素，加深对语法词素的理解和掌握。 
语法词素的教学是初中阶段的重点和难点，教师在此阶段应注意到语法词素习得的客观性，每一阶

段有其独自的特点，不同的语法点在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应该有所不同，要进行针对性的教育。英语教师

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学习语法教学的最新理论和教学方法；提高自身的教材整合能力，灵活运

用教材[16]。当前有部分教师在进行语法教学时常常会略过或者为了自己的教学便利，把几个语法知识点

集中在同一个课堂里讲授，不考虑学生语法习得的顺序，使学生在语法词素习得的过程中产生困难。为

此，教师应结合教材编排中的语法教学顺序与 Krashen 提出的自然顺序进行教学，使学生能顺利地从一

个语法词素阶段进入到下一语法词素阶段。 

5.2. 语法词素教学的教材编排应遵循自然顺序 

根据笔者在本文第三部分总结的人教版初中七年级英语教材的语法编排发现，教材中的语法词素习

得遵循自然顺序是具有必要性的，因此无论是哪个版本的教材，都应该要充分考虑语法词素习得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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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材中的语法词素部分编排中，除了需要遵循语法词素的自然顺序，也需要考虑到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把各个语法词素连贯起来。 
在教材编写中，语法词素这一部分通常由知识点呈现和操练两个部分组成，参考本文分析的人教版

教材，语法词素的编排首先以归纳法呈现本单元的语法词素，之后是机械模仿练习，最后由学生运用新

的语法词素。也就是说，对于语法词素的习得，教材的编排需要按照自然顺序假说编排，且在学习某个

语法词素时也要遵循自然顺序，首先要习得语法词素规则，再继续进行操练，最后鼓励学生将语法词素

运用起来。教材是教师教案编写和上课的参考资料，语法词素教学的教材应该由具有充足的教学经验和

博学多识的教研人员和教师进行编排，以确保教材的合理性和真实性。 

5.3. 营造适合语法词素习得的自然环境 

目前，英语作为大多数中国学生的第二语言，我们周围并没有形成习惯性地把英语作为沟通语言的

自然语言环境。只有当所教授的语言结构最接近学习者在自然语言环境中所能习得的语言结构时，学习

者对所学的语言结构做好充分的心理和语言准备时，语法教学才能促进语言的自然习得[17]。因此，教师

必须营造适合学生学习英语的自然环境，依此来提高学生习得英语语法词素的效果。在课堂上，教师可

以坚持全英教学，要求学生回答问题时所采用的语言也应该是英语，营造一个沉浸式的自然环境，避免

在学习第二语言时出现母语的使用。 
对于语法教学，Krashen 认为只有在足够真实的自然环境下，学生才能更好地习得语法词素。如果学

生能够在相对完整和真实的语境中接触、体验、理解和学习语言，他们将能够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含义和

用法，并更好地掌握语言的形式[18]。如在人教版八年级上册“Unit 6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情景教学法，在课堂中设置描述将来的具体交际情景，使学生在情境中描述将

来要发生的事情，在操练中主动运用一般将来时，从而能内化语法知识点。教师可以创设贴合学生现实

生活的学习情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参与度，利用自然语言环境进行语法教学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供学生更多的机会操练语法。 

5.4. 语法词素教学时应尊重个人差异 

由于遗传和环境等因素的差异，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学生的学习吸收速度、学习方法、

学习习惯等都不同，因此每个个体的语法词素习得速度与程度也会不同。根据 Ellis 构建的个人框架结构

图发现，个人差异、学习者策略和语言学习成果是相互联系且相互作用的[19]。对于同一语法词素的习得，

有的个体习得速度快、掌握程度深和运用灵活度高，有的个体习得速度相对较慢、掌握程度可能只在表

层或只会刻板运用该语法词素。除此之外，对于同一词素的习得，有的个体在较小的年龄就能习得该语

法词素，但是有些个体则需要在较大的年龄时才能习得。 
针对不同的个体，教师必须意识到个体身心发展的差异性，教师要在充分了解学生个体差异和不同

需求的基础上，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做到灵活多样，力求使每个学生都有所收益

[20]。教师在教案设计时，应考虑到大多数个体的特点，教学任务可以按等级分类，使语法词素习得快的

个体能够挑战自己的同时又不会因教学的简单枯燥而对英语学习失去兴趣，语法词素习得慢的个体能够

巩固语法词素基础的同时又不会因教学的复杂刻板而对英语学习失去信心。 

6. 结束语 

笔者在进行 Krashen 自然顺序与其他学者提出的语言语法词素习得顺序比较后发现，“自然顺序假

说”存在其合理性，对于二语习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而且对不同教材的语法词素编排顺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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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教学具有参考价值，笔者还通过对人教版七年级英语语法词素编排的剖析，肯定了其编排符合学生

对第二语言语法词素习得的顺序。但鉴于目前初中英语语法教学的现状的不足，还需要结合自然顺序假

说理论，运用到实际语法词素教学上。总的来说，语法作为英语的基础，只有学习好语法，才能确保在

第二语言输出时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无论是英语教材编排的教研人员还是语法课堂教学的教师，都要

在遵循语法词素习得顺序的前提下，以最大限度促进学生语法词素的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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