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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academic discourse socialization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is paper is a review of studies related to second language (L2) oral academic discourse 
socialization. The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main assumptions of language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then present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major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findings relating to L2 oral academic discourse socialization. Also discussed are future research 
possibilities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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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社会化是近年来学术语篇研究的一个新兴研究角度。本文聚焦第二语言口头学术语篇的社会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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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概括语言社会化理论的核心理念，然后对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研究的主要研究课题、研究方法

和研究成果进行述评。最后，本文讨论了该领域今后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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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术语篇(academic discourse)是指学术界特有的思维以及运用语言的方式[1]，研究者、学习者通过它

掌握知识、传递信息，学术机构则借助它建立研究阵营、引领研究潮流。近年来，学术语篇的社会化开

始受到语言学研究者的重视，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语言社会化(language socialization)理论视阈下，

学术语篇不仅仅是一套相对稳定的修辞、体裁或话语规约，更是特定情境下的一种社会构建。学术共同

体(academic community)的新成员通过参加学术实践和学术互动，被引入到特定的知识、信念、认同等体

系中，能够表达自己的声音、身份和能动性，就是学术语篇的社会化[2] [3] [4]。 
迄今已有不少研究者探讨书面学术语篇的社会化过程和特点(如[1] [5])，但是对于口头学术语篇社会

化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对第二语言(以下简称“二语”)使用者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的研究则刚刚拉开帷幕。

由于当今教育和学术领域国际化的日益发展，二语口头学术交流互动愈来愈普遍，二语学习者口头学术

语篇的运用能力被视为其学术素养的重要指标[6]，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的社会化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

的关注。本文将介绍语言社会化理论的核心理念，然后对国内外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的研究进行述

评，介绍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以及今后的研究趋势。 

2. 语言社会化理论的核心理念 

语言社会化理论关注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认为语言具有社会组织、

文化传承、塑造心理等多种功能，而语言学习过程就是将社会语言活动转化为个体言语的过程，亦即学

习者实现个体的社会化的过程[3] [4]。根据语言社会化研究的先驱 Bambi Schieffelin 和 Elinor Ochs 所作的

定义[7]，社会化是每个个体(尤其是新手)终生经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通过语言实践和社会互

动，在学习语言知识和提高语言能力的同时，被引入到特定的知识、信念、情感、角色、认同等体系中，

成为有能力的社会成员。 
在语言社会化理论视阈下，语言学习不仅是接触、纳入和构建语言知识的过程，而是一个包含着更

多内涵的过程，比如对语言的实际运用、被目标语言共同体(target language community)所认同、身份的构

建以及社会文化体验等[8]。概括而言，语言社会化理论的核心理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语言学习和文化习得同步进行。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和文化知识彼此构建，互为生存环

境，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9]。语言是文化知识得以交流、协商、论证乃至变迁的象征性媒介，而以文化

为基础的社会活动、社会环境及社会行为准则是语言传授和语言学习过程中最强有力的影响因素。因此，

语言习得与社会文化知识的习得是同步发展的。学习者通过语言逐渐社会化并且在社会化过程中学习语

言，在语言实践和社会互动中，不但能获得语言知识、提高语言使用能力，还能习得并内化该语言所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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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从而实现个体的社会化。 
其次，社会环境在语言习得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语言社会化理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互相依

存关系出发研究语言，认为语言习得是在高度情景化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如 Watson-Gegeo (2004: 340)
所言：“没有凌驾于环境影响之上的学习”[10]，社会环境是学习者认知发展的重要资源。语言学习者带

着不同的先前经验、需求和偏好，进入由教师和同伴构建的学习共同体，在共同体内沟通与交流，分享

学习资源，完成学习任务，在合作与互动中掌握语言能力和文化意识，逐渐从新手成为熟练的语言使用

者。因此，语言社会化研究非常关注家庭、社会群体、学校及工作场所的社会文化环境对语言学习者的

交际行为产生的影响。 
第三，交际互动是语言习得的重要渠道。语言社会化理论深受 Vygotsky 的学习理论的影响[11]，认

为语言符号首先是社会的，然后才是心理的。言语能力是高级的心理机能，是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社

会文化环境中通过具体的交际行为创造、习得、使用并传播的。社会互动过程是语言形成和发展的社会

基础，语言学习过程是将社会语言活动转化为个体言语的过程。没有语言符号的社会互动过程，即使有

言语的先天潜能也不能转化为现实的言语能力。 
第四，语言学习的过程即为学习者在实践共同体中构建“成员身份”的过程。语言社会化理论与情

景学习理论一脉相承[12]，非常关注学习者在实践共同体中“成员身份”(membership)的构建过程。情景

学习理论认为，学习(包括语言学习)的本质是一种情景性的社会实践，是通过学习者的合法的边缘性参与

而实现的(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A model of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图 1.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模型 

 
最初，学习者是实践共同体的新手，没有能力参与共同体中所有的活动，而是作为某些活动的参与

者，即“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者”。通过一段时间的参与和实践，学习者从比较边缘的、外围的体验和参

与逐渐发展到更为核心的、实质性的参与，不断从实践共同体中的专家或前辈那里获得经验、价值、信

念与规范，构建自己在共同体中的“成熟成员”的身份和地位。 
第五，学习者的自我主体性调控语言社会化的过程。Vygotsky 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认为人

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一个从社会心理层面到个体心理层面的过程，只有积极主动参与社会文化环境

中的互动活动才能够实现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11]。与 Vygotsky 的观点一脉相承，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

学习者不是没有动机和情感的符号加工体系，而是具有丰富的心理倾向性的个体。他们在社会化的过程

中不会完全被动地吸收或内化目标文化的交际规范和行为范式，相反，他们会调动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

自身语言社会化的构建过程。学习者的自我结构、动机信念、期望等因素能激发、调节和维持语言学习

过程、并影响其习得的语言形式、习得速度、甚至是习得哪一种语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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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社会化理论的指导下，研究者在学术语篇的社会化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

究成果(如[3] [9]。近年来，由于学术领域国际化趋势的发展，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的社会化研究成为一个

备受关注的课题。 

3. 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的主要议题及研究成果 

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的社会化研究关注的中心议题是：二语学习者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新成员，如何通

过参与学术实践和学术交流互动，成为共同体中有能力的成员，能够表达自己的声音、身份和能动性[2]。
根据相关研究侧重点的不同，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评介。 

(一) 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的学习需求和态度研究 
早期的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的社会化研究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探讨学习者的交际需求以及他

们对课堂口语互动的感受和评价(如[14] [15])。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二语学习者在学术环境下的理解、记忆

和记笔记的能力，以及教师课堂话语的语言特征。比如，Ferris 等学者从需求分析的角度[14] [15]，通过

大规模问卷调查，研究二语学习者在口头学术语篇学习和使用中的困难及需求。他们发现，受调查的学

生普遍认为自己在聆听教师授课、参与小规模的小组讨论等方面基本没有问题，但是高达 65%~75%的学

生表示他们在使用第二语言进行口头演示汇报、参与人数较多的讨论和辩论时，“总是”或者“时常”

觉得有困难。 
除了问卷调查，研究者也采取民族志研究的多种方法，如访谈、课堂观察等，深入了解学习者对外

语课堂中师生口头互动的信念和态度[16] [17]。例如，Morell 的研究显示，学习者认为影响他们在课堂上

用第二语言进行交流的主要因素是：课堂活动的类型、话题的趣味性、教师的鼓励和推动、以及课堂气

氛的活跃程度等[17]。Morell 指出，只有充分考虑学生、教师和语境的因素，才能有效促进课堂二语互动、

提高学生的口头学术表达能力。 
上述研究主要探讨二语学习者口头学术语篇的学习需求，尚未涉及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的具体过程。

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聚焦高等教育阶段的二语学习者，通过现场观察、录音、访谈等手段收集数

据，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学习者学术身份的构建过程、及其实现社会化的媒介等课题进行探讨(如[18] 
[19] [20] [21])。 

(二) 二语口头学术语篇与学习者学术身份的构建研究 
学术身份构建指的是个体通过与学术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动态互动，在共同体中的定位逐渐从边缘、

新手的位置向核心、专家的位置移动的过程[22] [23]。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口头学术语篇能力发挥的作

用不可小觑，是专业学术身份构建的重要保障。 
为了揭示二语学习者口头学术语篇能力的发展和学术身份的构建过程，研究者往往整合民族志、社

会语言学、语篇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19] [23] [24]。不少研究者以到英语国家学习

的外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考查他们在课堂教学环境中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的发展及学术身份的构建过程

(如[19] [20] [25])。比如，Morita 以在加拿大学习的日本女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她们参与课堂讨论的情况

以及影响其口头学术交流的因素[19]。Morita 发现，有诸多因素影响受试在课堂上的表现，比如受试对自

己身份的定位、以及任课教师和同学对她们的定位。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受试在课堂讨论中展现出不

同的主体性，最终导致她们英语口头学术交流能力的发展不尽相同。 
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学习者通过语言实现社会化并且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学习语言[9]。二语学习者

口头学术语篇的社会化过程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比如，Ho 以在美国攻读英语教育专业硕士学

位的研究生为研究对象，研究他们在课堂小组讨论中口头学术语篇的社会化过程[25]。Ho 发现，受试会

运用多种策略在小组讨论中建立自己的专业身份。比如，在他们不具备英语教学的实际经验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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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使用“身份迁移”策略，把自己作为外语学习者的经验迁移过来，以佐证他们对于外语教学的某

些看法和观点。此外，受试在小组讨论中会借助认知标记词(epistemic markers，如“I think”)来构建自己

的学术权威性，正如 Ochs 所言：“掌握认知标记词是语言社会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因为新手必须学会使

用恰当的表达方式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以此获得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认可”(Ochs 1993；转引自 Morita 
2000: 289) [19]。 

上述研究聚焦课堂环境下的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过程，重点考查二语学习者在各种学术交流活

动中(如口头演示、小组讨论等)为构建学术身份、融入学术共同体而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高等教育环境下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的社会化研究，也有一些学者关注专业技术人员的二语口头学术

语篇的发展、及其专业身份的构建过程(如[3] [24])。Vickers 以在美国进修的外国工程师为研究对象，对

他们在项目讨论会中的参与情况及其所展现的专业能力进行了分析[24]。他发现，技术能力更强的学员最

初承当了信息提供者和诠释者的角色，接受技术能力稍弱的学员的询问和求助。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

能力稍弱的学员通过观察和实践掌握了更多的技术、增强了信心，也逐渐成为了信息提供者，并且“像

熟练的工程师一样思考、设计和谈话”(Vickers 2007: 637)。Vickers 还发现，二语口头学术语篇能力的发

展与学术身份的构建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有的学员在自己的学术表达能力还未发展到专家水平之时，就

已经把自己作为学术共同体中“有能力的、专家级的、核心的”成员来行事了(ibid)。 
(三) 二语学习者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的媒介研究 
毋庸置疑，二语学习者是实现语言社会化的主体。他们作为共同体中的新成员，在更有经验的成员

的帮助下，逐渐增强语言能力，同时被引入到共同体所认可的知识、信念、行为等体系中。因此，语言

社会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探讨学习者实现社会化的媒介(agents)，即帮助学习者实现社会化的团体

和个人。 
研究者普遍认为教师在二语学习者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但是这方面的实证

研究尚不多见。近几年来，一些研究对任课教师和导师在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中的媒介作用进行了

探讨。比如，Eriksson & Makitalo 以瑞典某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一位教师及其指导的一位外国学生为研究

对象，对他们一对一的专业指导进行了多模态话语分析，揭示了教师如何通过援引和分析该领域的相关

文献，引导学生逐步理解、掌握并能使用该领域惯用的思维逻辑和表达范式[26]。Chang & Sperling 的个

案研究也发现，课堂教学中，教师在学生发言结束后，会经常重复学生的发言内容，并进行一定的延伸，

以此给学生进行示范，帮助他们在发言中内容更为全面、论证更为充分、语言更为得当[27]。 
教师虽然是二语学习者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的重要媒介，但是学习者和教师交流的机会通常有限。

相比之下，二语学习者在课堂内外均有大量的机会和同伴进行交流互动，因此同伴也是学习者实现口头

学术语篇社会化不可或缺的媒介[18] [21]。Kobayashi 以在加拿大学习的日本本科生为研究对象，运用交

际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查他们完成期末团队合作项目的过程[18]。这些受试通过反复的讨论和预演，互

相学习、协同合作，最终不但成功地完成了团队项目、在课堂上进行了英语演示，也收获了语言社会化

的经验。 
为了对二语学术语篇社会化的媒介进行全面的描述，近年来研究者们更加关注学习者所处的社会网

络及其在社会网络中的互动方式，提出了“个人实践网络”(individual network of practice)的概念[21] [28]。
Zappa-Hollman 和 Duff 指出，学习者置身于社会化过程的中心位置，其所处的实践共同体以及与其发生

互动的个体，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作用于其语言社会化的过程，共同构成了学习者的个人实践网络

[21]。他们对三位在美国留学的墨西哥籍大学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个案研究，运用访谈、个人日志、问卷

调查等多种方式收集数据，绘制出三位受试在学术语篇社会化过程中的个人实践网络图。Zappa-Hollman
和 Duff 认为，个人实践网络能够深入揭示个体社会化的复杂过程，是对语言社会化进行定性的精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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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手段[21]。但是，目前对于二语学习者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中个人实践网络的研究还比较鲜见，亟

待研究者探索和挖掘。 
(四) 网络环境下二语学术互动研究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多媒体设备的广泛使用，互联网成为学术交流的前沿阵地，人们可以

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获取最新的学术信息、分享学术成果。目前网络环境下的二语学术互动以文字形

式的居多，比如研究者或学生在网络学术论坛、课程中心论坛上进行的讨论等。由于网络环境下的二语

学术交流具有即时性、口语化的特点，本文也将其纳入进行讨论。 
Yim 研究了加拿大某所大学的几门硕士课程中，计算机辅助交际(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简称 CMC)系统的使用及其在培养二语学术交流能力中的作用[29]。通过 CMC 系统，师生们可以传递知

识、发表见解、寻求帮助，因而涉及到一系列的言语行为，比如问候、致谢、道歉等。Yim 发现，有的

老师要求学生的语言必须学术化、措辞严谨、并紧扣课程内容，导致学生交际压力大、交流的内容少，

有的学生甚至对教师的要求产生了抵触情绪。反之，有的教师则营造了较为宽松、非正式的互动氛围，

激发了学生的主体意识，愿意进行交流互动，从而更有效地掌握更为多元化的语用表达方式、融入到由

课程师生共同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中。值得一提的是，教师虽然也提供了语言上的指导和帮助，但是 Yim
发现大部分学生是通过观察同伴的互动风格和表达方式学会如何在 CMC 系统中参与讨论的。 

同样，Potts 的研究也发现，无论学生是母语使用者还是二语使用者，他们在网络课程中心的论坛中

参与讨论互动时，都会努力调整自己的定位和表现，以融入到课程的学术共同体中，建立自己专业、博

学的学术形象。由于学生对课程所要求的学术范式还不熟悉，因此他们在论坛上发言时，会刻意的注意

同学的发言，并分析、借鉴、模仿同伴的发言。Potts 指出，这是学生共同实现学术语篇社会化、构建学

术身份的表现[30]。 
如 Duff 所言，现代社会中网络上的互动合作、以电子设备为媒介的教育方式已经成为常态，因此研

究学习者如何参与各种形式的在线讨论、以及在线讨论在学习者学术素养和语篇社会化中所起的作用具

有重要的研究价值[3]。 

4. 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研究展望 

如前所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的社会化进行探讨，在理论探索和实际运用

方面均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研究还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尚有很多

未知的领域亟待探索。 
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目前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的研究大多以在英语环境下的英语二语学习

者为研究对象，以在外语环境下的英语学习者为受试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而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在汉语

环境下英语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的研究则更为鲜见。研究者指出，语言社会化不仅能发生在母语和目标

语环境下，也能发生在外语环境下[6] [23]。以英语为例，除了在英语国家的学习者之外，世界各地有大

量的人群学习英语，因此外语环境下英语作为二语的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其次，现有的研究主要探讨较为正式的学习环境(如课堂环境)下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过程，研究

者对于课堂之外的二语学术语篇的社会化研究涉猎还不多[3]。在现实环境中，学习者除了课堂中的学术

交流互动之外，往往还同时面对其他学术交流场景(如与导师单独讨论、参加学术会议等)、需要完成多元

化的学术任务。在这种复杂的语境中学习者如何实现口头学术语篇的社会化、构建自己在学术共同体中

的身份，无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领域。 
第三，研究者指出(如[3])，语言社会化是个体终生都在经历的过程。目前的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社会

化的研究大多为长效研究，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研究的期限往往较短，大多为一年或两年。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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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社会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今后的研究应该探讨更长的时间区间内，二语学习者口头学术语篇的社

会化过程。 
此外，学术语篇的社会化是一个动态的、与社会文化因素密切相关的过程[3] [13]。但是，现有的研

究主要探讨学术语篇社会化的过程及策略，尚未考察跨文化能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此外，口头学术交

流活动作为一种典型的语言交际活动，往往涉及到大量的套语(formulaic language)，比如固定句型、短语

搭配等，这些语言结构可以减轻语言使用者在实时交际中的认知负载，并能使语言使用更加地道、符合

规范[31]。迄今为止，还鲜有研究涉及套语的学习和使用在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中的作用。 
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语言社会化研究强调在自然的状态下通过细微的观察获得研究所需的语料，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的分析和研究[13]。就二语口头学术语篇社会化的研究而言，研究者通常采用民族

志研究的方式，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通过现场观察、录音、受试的语言学习日志、和研究者对受试的

访谈等手段收集数据，并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学习者在二语学术交流中所使用的语言，从当事人的

视角描述语言社会化现象，揭示学习者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语言发展和变化趋势。一般而言，这类定

性研究选取的受试对象数量有限，语言聚焦点较小(例如聚焦于语音、句法、符号)，研究者主要对数据进

行归纳性的描写和分析。这样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内部效度，但由于其主观性较强，其信度受到了一些学

者的质疑。另外，研究者指出[6] [13]，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

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如何将宏观和微观这两个

层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也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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