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婴儿出生后 的第一声啼哭
,

他们就 开 启 了 与人 交往 的 生命旅

程
。

掌握语言这一人类交流的主要

工 具
,

也 成 为儿 童 的一 项 重 要 任

务
,

而这项重要的任务对于年幼儿

童来说似乎非常容易
。

从 个月的呀

呀学语开始
,

到 岁时能够说出完整

的句子
,

他们很快并且非常有效地

掌握 了 自己的母语
。

而且
,

全世界

的儿童几乎都遵循着同样的发展历

程
,

儿童 为什么会具有如此惊人的

语言能力 他们是如何在短时间内

取得这 么大的成就呢 这些 问题成

了很多研究人员感兴趣的课题
。

言语知觉能力一 , 发展的基石

世界上的语言包含许多基本的要

素
,

大约有 个辅音和 个元音
。

但是
,

每种语言拥有的仅仅是由大约

个不同音位所构成的独特体系
,

这

些音位所构成的大量词汇成为交流的

基本要素
。

婴儿学习语言的一个重要

任务就是形成这 个左右的母语音位

范畴表征

来自婴儿言语知觉技能的研究表

明
,

个月的婴儿能够分辨几乎所

有的语音范畴对比
,

他们对于音位范

畴间临界的声学变化非常敏感
,

即使

对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过的语言也是如

此
。

特里赫布测试了来自讲英语家庭

的婴儿
,

考察他们辨别出现于捷克语

中但却不出现在英语中的某些语音对

比的能力
。

研究发现
,

这些 个月

的婴儿能够进行辨别
,

而讲英语的成

人则在辨认这些对比时表现出很大的

困难
。

为什么这些婴儿在没有什么语

言经验的情况下
,

能够分辨出几乎所

有的语音范畴
,

而成人却很难呢 比

较可信的解释是
,

婴儿从一出生就具

有了这种分辨细微差别的能力
,

这种

能力对于语言的获得是非常重要的
。

在自然环境中
,

婴儿会听到各种

各样的声音
,

比如 不同讲话者的声

音
、

不同速度的声音以及不同情境中

的声音
。

婴儿必须要学习将他们听到

的不同声音在知觉上进行归类
,

将在

声学特征上不同的刺激认同为同一音

位范畴
,

这就是范畴化
。

研究表明
,

婴儿在两个月时就具有了这种能力
。

这种能力不仅在言语知觉 中十分重

要
,

而且在儿童今后的语言模仿中也

十分关键
。

如果孩子想要使自己发出

的语音与妈妈发出的语音完全匹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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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无法成功的
。

但正是具有了范

畴化的能力
,

儿童才能轻松地模仿成

人
,

学习说话
。

但是
,

对粟鼠和猴子的研究发

现
,

它们也能在设置了语音边界的语

言中切分出声音
。

所 以
,

范畴知觉

能力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能力
,

范畴性的听知觉能力可能是一种一般

的听觉能力
。

但是
,

我们通过听觉所

得到的粗糙的
“

基本切割
” ,

会影响

我们对于语言中具有语音特点的声音

的选择
。

对于不同语言中语音边界的

精确定位以及经常接触某种特定的语

言
,

会使儿童对那些语言具有重要的

声音高敏感
,

对具有语言特点的语音

边界附近刺激的知觉更加敏锐
。

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
,

婴儿一出生就像一个
“

世界公民
”

一样
,

做好了在各种自

然语言中分辨不同语音差异的准备
。

建立母语语音范畴 一 发展的方式

婴儿这种普遍的言语知觉能力会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
。

沃克及

其同事的研究表明
,

个月的时候
,

正在学习英语的婴儿可以很容易区分

出印地安语和萨莉希语 中的语音
,

但是到 个月时
,

这种区分能力显著

下降
,

他们已很难区分出英语中不使

用的语音了
。

我们很难说这种变化是

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步
。

因为此时
,

婴儿区分母语语音单位的能力开始增

强
,

他开始从一个
“

世界公民
”

变成

一个
“

受文化约束的听众
”

了
。

为什么在 个月之间
,

婴儿

言语知觉能力会发生变化 一种假设

认为
,

婴儿会分析他们所听到的语音

的统计分布属性
。

虽然不同语言中包

含的元音数量不同
,

但是我们都会发

出一定范围的声音
。

正是这种声音的

分布模式
,

造成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

异
。

当儿童对言语的声学特征进行分

析的时候
,

特定语言的音位范畴处就

会出现调值
,

而范畴之间的边界上的

声音分布频率却很低
。

因此
,

声音的

分布模式提供了知觉语言音位结构的

线索
。

如果婴儿对所听语言中音位分

割的相对分布频率比较敏感
,

对调值

附近的所有语音都做出反应
,

就会有

助于母语语音的范畴学习
。

库尔及其同事对来 自美国和瑞

典的 个月的婴儿进行了元音原型测

查
。

结果表明
,

个月时婴儿对母语

元音原型已经表现出强烈的知觉磁体

效应
。

美语婴儿多将美语的元音变式

知觉为同一范畴
,

而瑞典语婴儿则多

将瑞典语中的元音变式知觉为同一范

畴
。

这一结果反映出婴儿对其母语中

声音分布属性是敏感的
。

而且
,

这一

效应是人类所独有的
,

需要具有一定

的语言经验才能表现出来
。

婴儿除了对语音分布进行分析
,

还能够从分布模式中学习
。

研究表

明
,

婴儿从分布模式中学到了语言的

音韵模式以及用来构成词汇的音位顺

序的规则
。

个月的时候
,

孩子能够

将母语中经常出现和不常出现的音位

顺序区分开来
。

对于母语中语音分布

模式的统计学习为婴儿的语音学习提

供了支持
。

沃克 年的一项研究表

明
,

说英语和 日语的妈妈教孩子说话

时
,

用来区分元音线索的分布存在差

异
,

这些语言输入中所包含的线索分

布特点会支持婴儿对母语的学习
,

对

母语语音分布特点的学习是婴儿建立

母语语音范畴的重要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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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往一 一 发展的环境

社会交往对于人类语言学习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
。

在被剥夺了社会交

往机会的儿童身上
,

可以看到社会交

往的缺乏对于语言的发展具有严重的

消极影响 如 年在印度发现的狼

孩
、

美国加州的伊莎贝拉等
。

近期

的一些研究和理论认为
,

语言学习植

根于儿童对他人交流意图的理解
、

对

共同视觉注意的敏感以及模仿语言的

愿望
。

库尔 年发表在 《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刊 》上的一项研究揭示出社

会交往对婴儿语言学习的影响
。

在

研究中
,

个母语为普通话的成人给

个月的美国婴儿读书 共 个单元
,

每个单元 分钟
,

并和他们谈论呈

现出的玩具
。

随后
,

这些美国婴儿接

受了普通话音位对比的测试
,

而这些

音位在英语中是没有的
。

结果表明
,

与学习英语的控制组中的儿童相比
,

这些孩子在真实的交往情境中具有了

一定的普通话音位知觉
。

为了进一步

探察婴儿的这种学习确实依赖于真实

的人际交往
,

库尔还选择了另外一组

婴儿
,

这些儿童从电视屏幕上看说话

者说普通话或者通过扬声器来听他们

的讲话
。

在真实交往和电视化交往的

条件下
,

说话者都采用妈妈语 以 幼

儿为对象的言语 对婴儿说话
,

婴儿

听到语言的声学统计线索也都是相同

的
。

研究结果
,

在电视化交往的条件

你一定难以

相信
,

妈妈的一

个微笑对婴儿学

习语言发挥粉什

么样的作用
。

下
,

婴儿分辨音位对比的得分并没有

高于控制组的婴儿
,

这两组婴儿的得

分都显著低于真实交往条件下婴儿的

得分
。

显然
,

婴儿不是自动计算加工

语言的机器
,

他们在学习 自然言语的

时候需要有社会交往的参与
。

古德斯汀等 年的另一项研究

也表明
,

社会反馈可以调控年幼婴儿

话语的数量和质量
。

在研究中
,

研究

者对妈妈给予婴儿言语的反应进行了

控制
。

在一段时间的正常交流之后
,

有一半的妈妈按照要求立即对婴儿说

的话进行反应
,

向婴儿微笑
、

坐得离

婴儿很近并且抚摸自己的孩子
。

另一

半的妈妈对婴儿说话的反应是相同

的
,

但是做出反应的时间由实验者来

控制
。

研究的结果是
,

立即接受妈妈

反馈的婴儿说出的话语要比另一组婴

儿多
,

而且话语也更像成人
,

更为成

熟
。

以上这些研究都说明
,

社会交往

无论是在言语知觉还是言语产生中都

具有重要作用
。

言语发展的正常环境不仅仅是指

某些语言要素机械地作用于婴儿
,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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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正常环境中
,

婴儿与成人 言语交

往的动力过程
。

在这一交往过程中
,

成人可以把很多生活中的行为和内容

用 言语形式表达 出来
,

使婴儿在语

音
、

词汇和意义之间建立联系 从另

一方面来看
,

社会交往也是婴儿学习

语 言时的一扇门
,

可以保护婴儿不受

无意义信息的影响
,

社会交往将会确

保儿童将学习的焦点集中在自己生活

环境中的语言上
,

而不是其他来源的

信号

母语大脑神经专职化一一发展的结果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 了语言经

验对于大脑的影响 随着研究技术

在婴 儿和幼儿身 的应用
,

我们可

以观察到由正常 言语和非正常言语

倒述 所激活的 个月婴儿的大脑

活动
。。

研究发 现
,

个 月 的婴儿 和

成人在听到正常 言语时所激活的脑

区是相同的
,

但是婴儿和成人对于

倒述 言语 的反应却是不 同的
。

为什

么我们获得 的语 言能力会随着时间

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呢 库尔在

年提 出 了母语大脑神经专职化的假

设
,

对早期语 言经验与未来语言学

习 的关系做出 了具体的预测
。

这个

假设认为
,

言语学习产生 了规定母

语 言语模式编码 的神经 网络
。

对母

语音位范畴的统计分布属性和韵律

规则的神经专职化
,

促使儿 童在未

来更高水平 的语
一

言学习 中应用这些

模式
。

同时
,

神经专职化也 干扰 了

与这些 已习得的模式不一致的外语

语音模式的加工
,

表现出对非母语

音位范畴感受性的下降
。

因此
,

婴

儿最初对所有语言都具有很好的开

放性
。

随着学习语 言过程的展 开
,

这种天生的状态必然会被外界语 言

信息的输入所改变
。

婴儿和幼儿言语的发展仅仅是人

类语言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瞬间
,

但却

给我们展开 了一幅令人兴奋的画卷
。

虽然有人曾借用邱吉尔的话
,

将幼儿

如何习得语 言描述为
“

某个谜团内一

个充满着神秘气氛的谜
” ,

但是这幅

迷人的画卷会引领我们走进谜团
,

继

续探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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