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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ＥＦＬ课堂元语言的界定 

燕　莉

（湖南农业大学 国际学院，湖南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

摘　要：从元语言的普遍性特征出发，ＥＦＬ课堂中基于教学内容的语言为元语言，是描写和解释语言的语言、具有自然语
言形式的人工语言、突显语篇特征的语言及兼顾语言知识和能力的语言。这不仅是元语言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有助于外语

课堂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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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ｌｆｒｅｄＴａｒｓｋｉ将语言分为两层：用来谈论周围世
界的语言为第一层，即“对象语言”（ｏｂｊｅｃｔ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用来谈论语言本身的语言为第二层，即“元
语言”（ｍｅｔ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狭义上的“元语言”限于人
工语言范畴，不是日常语言；［２］而广义上的元语言

是“关于语言的语言”，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

“不仅仅是语言学家或其他逻辑学家使用的行

话”。［３］笔者认为，应该重视元语言的普遍性，而

ＥＦＬ（英语为外语的）课堂元语言研究不仅是元语言
的重要课题，而且有助于外语教学的发展。

　　一　ＥＦＬ课堂元语言

ＥＦＬ课堂的语言可以区分为基于教学行为的语
言与基于教学内容的语言两部分。前者包括对教

学主体的问候、反馈、评价等，后者包括对于教学目

的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等部分的提及、描写和解

释，后者即是ＥＦＬ课堂元语言。

　　二　ＥＦＬ课堂元语言的特征

（一）描写和解释目的语的语言

一方面，元语言作为描述和解释的工具，在外语

教学中必不可少。外语教学中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

可分为两部分，一是 “使用”，二是“提及”。对语言描

写和解释即是“提及”。如果片面强调“使用”，忽略

外语教学中语言描写和解释的必要性，就偏离了外语

教学的目的。另一方面，描写结合解释才能优化教学

效果。除目的语的形式外，教师要用课堂元语言诠释

目的语的意义（如语言的深层结构或文化意蕴等其他

信息）。以教学生英文地址的写法的元语言为例：通

常教师会“描写”，指出英文地址是从小到大的顺序

来写，是与中文写法相反的。但是如果只描写不解

释，学生就只会当成语言知识来识记。如果“解释”

深层文化根源（因西方重具体细节，所以多将具体的

放在最前面），那么学生对语言知识的记忆就上升到

对文化的理解层面上了。

（二）具有自然语言形式的人工语言

ＥＦＬ课堂中，教学活动主体由教师、学生构成，
教学资源为课本和相关材料，教学互动行为是主要

产出形式。没有自然的目的语语境，学习中须由教

师创设类似于目的语的环境，这一过程中，语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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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自然语言形式为主。例如，常见的问句 “Ｗｈａｔ
ｄｏｙｏｕｍｅａｎ？”等都是日常用的自然语言形式。

但是 ＥＦＬ课堂元语言的人工创设性是不容忽
视的。ＥＦＬ课堂是特殊的社会活动场所，它具有特
殊的教学目的。即使是课堂上学生参与的各种活

动，不管是练习语法形式，还是尝试使用各种功能

的表达方式（如问候、道歉），它们都不是具有真实

目的的语言运用。［４］教师需要通过创设语境来达到

教学目的。课堂元语言的特殊性有几点：首先，ＥＦＬ
课堂元语言有别于日常自然语言的交际目的，目的

不同决定了内容与日常自然语言的不一致。其次，

课堂中出现具有人工语言性质的释义元语言或特

殊表达式的频率更高。如“Ｔｕｒ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ｉｎｔｏｐａｓｓｉｖｅｆｏｒｍ”，“Ｗｈａｔ’ｓ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ｄ？”等这些含语法和语义解析词汇的
句子是教学中常有而日常不太用的形式；又如教学

中常用的填空式句型如“Ｉｔｍｅａｎｓ　　　？”等。再
者，从语篇角度来说，教师为解释和描写某一语言

现象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创设语境，虽然不如词典

释义元语言固定，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具有创造

性的人工活动。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ＥＦＬ课堂
元语言是具有自然语言形式的特殊的人工语言。

（三）突显语篇特征的语言

ＥＦＬ课堂元语言从语言单位来看可区分为以下层
次：一是元语言词汇，如ｍｅａｎ等高频使用的词语；二是元
语言语句，如“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ｉｔｍｅａｎ？”等语句。封宗信所作
的研究中就多关注词汇和语句层面。［５］笔者认为，还有第

三个层面值得注意———元语言语篇，即对于某一具体教

学内容，所用的元语言语篇的适用性和差异性。在ＥＦＬ
课堂里，元语言语篇体现了特有的互动形式及描写和解

释手段，是值得课堂元语言甚至元语言学领域关注的重

点，也是理想教学状态下突显的元语言手段。如课堂实

录中的例子：Ｔ：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ｇｏｏ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ｍｅａｎ？／Ｓ：Ｉｔ
ｍｅａｎｓ“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Ｔ：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Ａ“ｇｏｏｄ－ｌｏｏ
ｋｉｎｇ”ｇｉｒｌｉｓａ“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ｇｉｒｌ．以这一元语言语篇完成的
元语言解释比一个词的解释“ｇｏｏ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ｂｅａｕｔｉ
ｆｕｌ”或一个句子的解释“Ｇｏｏ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ｍｅａｎｓ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更为生动，更能巩固教学效果。

（四）兼顾元语言知识和元语言能力的语言

外语语言课堂这一语域的特殊性决定了 ＥＦＬ
课堂元语言这一概念不仅包含描写和解释语言的

规则（元语言知识，ｍｅｔ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而且
包括依靠语言规则去描写、解释语言的能力（元语

言能力ｍｅｔ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ＥＦＬ课堂元语言包含元语言知识（语言形式或结

构的知识如关于语音、词汇、语法的知识等）。而对于

外语学习者来说，课堂是元语言能力培养的最重要的

场合。正如 Ｇｌｅａｓｏｎ指出，“具有元语言知识和意识

的儿童具有用母语思考的能力，能理解词汇的意义，

甚至能定义这些词汇”，［６］这种能力即元语言能力。

因此，在课堂中元语言知识和能力是不可分割的。

“元语言既是知识又是能力”。［５］（例：Ｔ：Ｔｈｅｒｅ’ｓａ
ｐａｉｒｏｆｒｅａｄｉｎｇｇｌａｓｓｅ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ｐｌａｎｔ．（句 １）／Ｓ：Ａ
ｗｈａｔ？（句 ２）／Ｔ：Ｇｌａｓｓｅ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ｇｌａｓｓｅｓｔｏｓｅｅｔｈ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句 ３）／Ｓ：Ｇｌａｓｓｉ？（句 ４）／Ｔ：Ｙｏｕｗｅａｒ
ｔｈｅｍｔｏｓｅｅｗｉｔｈ，ｉｆｙｏｕｃａｎ’ｔｓｅ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ｇｌａｓｓｅｓ．
（句 ５）／Ｓ：Ａｈｈａｈｈｇｌａｓｓｅｓｔｏｒｅａｄ，ｙｏｕｓａｙｒｅａｄｉｎｇ
ｇｌａｓｓｅｓ．（句６）／Ｔ：ｙｅａｈ．（句７）［７］）由上例可以看出，
句１、句２表示教师解释ｒｅａｄｉｎｇｇｌａｓｓｅｓ创设语境，句
３表示教师使用元语言传授给学生知识，解释ｒｅａｄｉｎｇ
ｇｌａｓｓｅｓ；句３至句５表示通过师生之间的元语言交流，
使学生掌握元语言知识；句６、句７即学生通过元语言
反馈，展示已内化了的元语言能力。整个师生互动的

元语言语篇实际上就是元语言知识的传授、掌握和元

语言能力的培养、获得的过程。这也表明，ＥＦＬ课堂
元语言既要包含元语言知识，又要包含元语言能力。

ＥＦＬ课堂元语言的界定是元语言理论研究和外
语教学研究领域的有益尝试。值得注意的是，ＥＦＬ
课堂元语言的特殊性不仅体现了元语言描写性和

解释性在外语教学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反映了人工

语言创设与自然语言形式在外语课堂中的合理交

融，突出了以元语言语篇为主要课堂语言单位的特

点，还兼顾了元语言知识和能力的外语教学目标。

因此，对这一特殊的元语言形式的探讨将成为考察

ＥＦＬ课堂教学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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