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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留学生论文专家    世界第一流的师资力量  10 多年的服务经验 

探讨大学英语学习中的模糊容忍性的各种变因 

摘要:  在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中  ,英语学习者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许多心理因素的困扰  ,特别是模糊容忍程

度的高低往往能决定学习的最终效果。传统的观点认为模糊是指对词和句产生两种以上的不同理解  ,它阻

碍学习者的正确学习;而认知心理学家却指出  ,外语学习过程就是从模糊到确定的逐步递进的过程  ,对模糊

的容忍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标志着认知的发展。针对这一现象  ,在具体分析英语学习者的认知学习风格、  语

言学习策略以及自我关注等因素的基础上  ,对模糊容忍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结合当今中国大

学英语教学现状  ,对大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模糊容忍性的各种变因进行了探讨、  分析  ,并提出在英语教学

中  ,要充分考虑模糊容忍性的平衡关系  ,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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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模糊容忍的概念 

 

       模糊容忍(tolerance of ambiguity)  是指语言学习者在认知方面主动地容忍、  接受同他的知识结构、  价

值观等相冲突的思想、  概念  ,从而为进一步的学习、  认知奠定基础[1 ]。作为情感因素的变量之  —,模糊

容忍在学生的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  ,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认知心理学家认为  ,语言学习是一个复杂的内化过

程  ,在这个过程中  ,模糊容忍性在语言的输入、  融合中决定语言过滤的多少、  语言学习的速度和质量  ,甚

至影响语言的最终习得结果。学习者的模糊容忍程度越高  ,情感状态越放松  ,习得的效果越好;反之  ,模糊容

忍程度越低  ,压力越大  ,对语言输入也越少  ,甚至无法完成语言的建构。因此  ,作为一个重要的情感变因  ,

模糊容忍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不容忽视。瑞士认知心理学家让•  皮亚杰(Jean Piaget)指出  ,认知的发展是

从一种怀疑、  模糊、  不平衡的状态向确定、  平衡的运动;而后  ,再发展为进一步的怀疑、  模糊、  不平衡、 

再次确定的永恒运动[2 ]。由此  ,认知心理学认为外语学习过程就是从模糊到确定的逐步递进的过程。模糊

容忍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不可避免  ,模糊容忍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标志着认知的发展。 

 

      二、  影响模糊容忍的因素 

 

      基于模糊容忍的研究理论  ,本文从学习者的认知学习风格、  语言学习策略以及自我关注等因素进行分

析  ,对模糊容忍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 

      1.  认知学习风格 

      认知学习风格分为  “场独立”  和  “场依存”  二种风格[3 ]。  “场依存型”  的语言学习者在认知上

依赖外在参照  ,受外在环境影响较大  ,喜欢与人交往  ,属于感性型学习者。这类学习者通常拥有较高的模糊

容忍性  ,使他们能较容易接受更多的语言输入  ,从而有利于语言的习得。 “场独立型”  的语言学习者在学

习上独立性强  ,属于分析型学习者  ,具有较好的推理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这类学习者的模糊容忍较低  ,造

成语言输入的不足或阻碍认知的建构完成  ,最终导致语言学习的失利。 

      2.  语言学习策略 

      由于语言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语言学习策略  ,也会导致对语言的模糊容忍的差异。

一些语言学习者依赖自己的母语进行外语学习  ,过分强调语法。他们通常要把第二语言翻译成母语。在这

一过程中  ,他们努力在母语中找到准确的对等语  ,但这常常无法实现。这类学习者的模糊容忍程度较低  ,常

常有沮丧感  ,不能较顺利地完成语言的建构。此外  ,这些学生不断监察自己的语言输入、  输出  ,缺乏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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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  ,在正常的学习过程中  ,不断地抑制自己  ,无法流畅地运用语言表达自己  ,导致无法实现语言的实际交

际功能。相反  ,模糊容忍程度高的学生则倾向于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下学习语言  ,也就是说  ,学习者不受母语

的影响进行语言习得  ,强调交流、  解决问题、  完成任务等  ,忽略不重要的错误  ,避免过度的语言监控  ,从

而顺利完成语言的习得。但对模糊过度的容忍也会造成对两种语言不加区分  ,甚至产生洋泾浜语而引起误

解。   

     3.  自我关注因素   

     自我关注实际上是自我意识对外语学习者影响的体现。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自尊、  负面自我评价、  焦虑

和考试心理障碍深刻地影响着语言学习者的模糊容忍度[4],如担心所出的错误受到嘲笑,担心自己得到否定

的评价,被类似于 “我不行”  的观念所束缚等,而使自信心降低。这些综合因素最终导致了学习者的模糊容

忍度低,无法完成认知建构;反之,学习者语言模糊容忍度较高就会表现得自信、  开朗、  活跃、  善谈、  焦

虑水平低,能充分利用语言的交际作用,促进第二语言习得。 

 

      三、  对大学生模糊容忍的分析 

 

      同其他的语言学习者相比,模糊容忍对大学生的外语学习的影响尤为突出。在高中阶段,由于传统的教学

观念和过分强调的应试教学,要求学生们掌握的是记忆性的、  机械化、  绝对化的  “正确答案”  。在这种

情况下,答案是惟一的,模糊是不存在的。因此,学生已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学习语言可以像数学一样,学习者只

需记住一些结构、  语法、  词汇就够了。但在大学阶段,学生们必须面对一个从中级语言学习者变为高级语

言学习者的飞跃,他们要学习更多的语言知识、  更高的语言交际技巧。这就要求他们挑战自己的学习习惯,

如像从前一样不能容忍模糊,就无法适应大学的语言学习。因此,从对模糊的不容忍转变为有较高的模糊容忍

就成了他们在大学学习过程中的首要任务。笔者依据  Christopher M. Ely的模糊容忍性的调查表[5],对东北大

学  2000、  2001  级的  262  名非语言专业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具体分析多组数据后(见表 1) ,发现他

们在英语学习中,过多的生词、  复杂句子、  背景知识缺乏、  害怕被误解、  对习语的误解等,都可能是引发

大学生语言模糊容忍的原因,而模糊容忍程度的高低又直接影响学生的语言习得的结果。 

 

     从分析调查问卷可知  ,大多数学生被模糊容忍问题所困扰。在充分的分析调查问卷后  ,将引发大学生语

言模糊容忍的原因 1、  2概括为词汇语法能力  ,原因 7、  4、  5概括为文化背景知识  ,其他原因归纳为交际

策略能力。 

      1.  词汇语法能力 

      在中国  ,大学生通常是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培养的  ,英语学习被限制在课堂、  书本、  语法的学习之中。

英美留学生论文专家    世界第一流的师资力量  10 多年的服务经验 



www.51lunwen.org                                                     英语论文网                                                    qq: 949925041 

英美留学生论文专家    世界第一流的师资力量  10 多年的服务经验 

大学生接触自然语言输入的机会很少  ,必须依靠正规教育的途径来习得英语。而英语教学方法过于单一  ,

大纲为考试而定  ,造成重视语法忽视对综合素质的培养。对模糊绝对不容忍  ,答案的绝对化  ,对常犯的一些

词汇误用、  语法错误的不宽容等  ,这一切都造成进一步的语言习得障碍。另一方面  ,学生的学习重点只放

在语言知识本身  ,其目的只为了通过考试  ,这些都导致了在语法连接和语句层面上产生较低程度的模糊容

忍。语言学习者  —  旦置身于真正的交际场合中  ,就会因缺乏对词汇语法的模糊容忍能力而导致交际失败  ,

使得学生在学习十多年后  ,仍无法进行正常的语言交际。 

      2.  文化背景知识   

     文化背景知识被认为是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同模糊容忍息息相关。在学习英语时,大学生不但要面

对来自英、  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系所产生的语言障碍,还要面对更大的文化障碍。一些学生文化背景知

识薄弱,性格上倾向于保守、  内向、拘谨,不易接受与自己语言、  文化、  价值观念相冲突的东西,对所学语

言格格不入,而产生较低的模糊容忍度。同时,由于欠缺对英语社会的语言、  文化背景及礼貌常识的了解,造

成他们在交际活动中缺乏积极主动,害羞,自信心差。这样一来,由于对模棱两可的事情缺乏忍耐性,假设能力

弱,在学习英语时,特别是在语言交际的场合中,他们不能以较强的模糊容忍度来保持信息交流渠道的畅通

[6]。     反之  ,如果大学生拥有较深厚的文化背景知识  ,就会大大提升学习者的模糊容忍度。即使在遇到语

言障碍而出现失误或错误时,也不会惊慌失措,或是抑制自己,采取回避;而是积极面对,通过常识性的文化知

识解决问题,完成交际任务。 

      3.  交际策略能力 

      交际策略能力是一个人对语言的使用能力。在实际学习中,大学生除了面临上述的语言知识的欠缺、  语

言文化冲击、  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等不足之外,还要面对更多的第二语言交际策略能力不足的困难。在语

言使用过程当中,如果大学生掌握一些交际策略,如避免、  直译、  转化、  模拟、  求助等,会进一步提高他

们的模糊容忍水平,克服词汇语法能力、  文化背景知识的不足,促进语言的输入学习,从而在英语学习的过程

当中形成良性循环。较高的模糊容忍能使学生熟练地运用交际策略,为语言交际服务;而高超的交际策略也提

升学习者的模糊容忍度,促进语言习得。相反,如果大学生模糊容忍度较低,则不能克服交际策略能力不足等

因素的限制而遭受挫折或失败,久而久之对自己的语言能力产生怀疑,最终导致语言习得的失败。 

 

      四、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  ,模糊容忍是语言学习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模糊容忍的出现是语言学习的必然。因

而  ,要求语言学习者对模糊容忍既不能采取简单的一味吹捧的态度  ,也不能采取一味抵触的态度  ,而应对

其有一个清醒、  全面、  正确的认识。不应该因模糊容忍忽略错误、  歧义、  不合语法而遭到完全的否定  ,

片面强调语言间的不同  ,阻碍进行正常的语言输入  ,最终阻碍第二语言习得;也不应该因模糊容忍 “有利交

际、  交流、  培养自信”而片面夸大其对语言学习的促进作用  ,必须意识到过度的模糊容忍会导致对两种

语言不加以区分  ,甚至产生母语与英语的混乱、  混合使用的洋泾浜语而引起误解。  因此  ,在英语教学中  ,

必须强调模糊容忍的平衡关系。 

      值得欣喜的是  ,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大学生开始关注模糊容忍性这一情感变量因素在第二语言习得中起

到的重要作用。他们在英语学习特别是英语语言交际当中  ,因人而异  ,因具体语言环境等因素而异  ,不是一

成不变地固守自己的模糊容忍  ,而是随着英语语言学习的过程适当调整自己的学习风格  ,提高学习效果。在

大学语言学习阶段  ,大学生应坚持以语言交际能力培养为重点。一方面  ,他们应该继续保持传统的在英语语

法上的学习优势  ,增加自己的英语语法与词汇知识的积累  ,夯实语言的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  ,为未来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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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质的飞跃奠定基础;另一方面  ,注重对语言交际策略性知识的训练  ,加强关于英语文化背景知识教

学  ,提高运用语言的实际交际能力  ,让学生学会如何主动获取知识  ,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语言适应环境能

力  ,即如何首先通过语言融入、  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语言学习者应依据不同的学习阶段、  学习

状况、  学习目的、  心理条件等  ,不断调整模糊容忍程度  ,控制第二语言习得数量与质量的平衡关系  ,提供

最佳的条件  ,以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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