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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论与 ＴＴ中的元语言阐释①

胡启海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４１０２０５）

摘　要：元语言是语言交际中一种重要且普遍的话语现象。在ＴＴ（教师话语）中，教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元

语言，并在师生交流中通过元语言进行交互调整。从顺应论视角来看，ＴＴ中对元语言的选择与顺应是对各种语境关系

的顺应。ＴＴ中的元语言功能，除了自然语言的一些常规功能外，还具有解码释义、认知模式化以及衔接标识等多种功

能。因此，英语教师在ＴＴ中应增强元语言意识，充分发挥其在英语课堂教学中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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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断的、有意无意的、受语言内或语言外因素左右的语言选择过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

言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其中，顺应性（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也可称为适应性，它是指语言使用者从范围不定的一系列可能的语言项目中通过协商作出判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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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方式来满足交际需要的特性。为了顺应交际的目的，语言使用者不仅选择语言形式，而且还选择使

用策略。语言使用者对这些选择的自返意识（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极其重要，其重要性表现在，从某种程
度看来，所有的语言交际都具有自指性（ｓｅｌ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换句话说，语言使用都意味着语用的和元
语用的功能发挥过程间的不断调整［１］１８７－１８８。元语用学中的这种“元语言”（ｍｅｔ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概念就是语言

学研究中极其重要的描写手段或语言学家的“行话”［２］２９４。

元语言是言语交际中一种既重要又普遍的话语现象。近年来，元语言备受关注，很多学者开始研究

元语言对外语教学的影响，正如巴黎语言学家ＦＣｉｃｕｒｅｌ所说，“语言是学习的对象，也是学会语言（语言
自身，作者注）的桥梁，这就是外语课堂中的言语的特殊性”［３］１５。然而，尽管元语言的研究在教学许多

方面已经展开，但对教师话语中的元语言现象研究还有待深入。实际上，在英语课堂的教师话语

（ｔｅａｃｈｅｒｔａｌｋ，简称ＴＴ）中存在着大量的元语言现象，教师会有意或无意地运用元语言，元语言在英语课
堂教学中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本文试图从顺应论的视角对 ＴＴ中的元语言的功能及其选择
与顺应进行合理的阐释。

一　ＴＴ与元语言及元语言能力的内涵
ＴＴ（教师话语），又可称为教师言语，是指教师在课堂上为组织和从事教学所使用的语言。根据《朗

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的解释，ＴＴ（教师话语）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语言，为了达到与学
生交际的目的，教师往往把语言简化，使它带有许多外国话的特征或其他简化语言的特征［４］４７１。也就是

说，ＴＴ是指教师为使教学内容更易被学生理解和掌握而对自己的语言进行适当调整的一种简化语言语
域。本文中的“ＴＴ”主要是指英语教师在组织和实施课堂教学中所使用的各种言语。

元语言作为ＴＴ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于教师话语的各个环节中，它的作用是任何语言形式
都无可替代的。ＴＴ中的元语言对课堂教学内容的传授、课堂教学的组织与实施以及对学生的语言习得
过程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的教学目标可以通过元语言体现出来，教学计划也是通过元语言来

帮助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ＴＴ中的元语言是保证顺利实施教学计划的决定因素之一。
“元语言”这一概念最早由波兰语义哲学家塔尔斯基（Ｔａｒｓｋｉ）于１９３３年提出，它是指用来对目的语

进行描述、解释和评论的语言。元语言具有其独立性，是“谈论语言的一种语言”和“描写自然语言的语

言”［５］３０３。人们用来谈论周围世界的语言为第一级语言———“对象语言”，而用来谈论对象语言的语言

为第二级语言———“元语言”。例如，“血是红的”是描述客观事实的句子，是对象语言。“‘血是红的’

是个陈述句”就是元语言，因为该句谈论、解释对象语言“血是红的”。元语言的特征主要是它的自指性

和自返性，即语言符号的意义和所指是语言符号本身。

关于元语言的定义，说法不一。《语言学百科词典》中所定义的元语言，也叫做“纯理语言”或“符号

语言”，它与“对象语言”相对，指描写和分析某种语言所使用的一种语言或符号集合。用汉语来解释英

语，英语为对象语言，汉语为元语言；用英语来解释英语，英语不仅为对象语言，也是元语言［６］４２。在辞

书编纂和语言教学时，用来解释术语、概论定义的语句可称为元语言，在语言研究中为描写和分析语言

成分特征使用的一套符号和术语，也属元语言。Ｃｒｉｓｍｏｒｅ（１９８９）把言语交际分为基础话语和元语言两

个层面［７］８０。基础话语表达关于话题的命题信息，由主题和指示意义组成；元语言主要是告诉读者如何

理解、评述关于话题的命题信息，由主观态度、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等组成。

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元语言进行过研究，虽然观点大致相同，但仍存有些微的差别。我们认为，

元语言主要是一种工具性的语言形式，这种工具性的语言主要用来描述和解释对象语言的语言。例如，

我们可以用“颜色”来谈论一种大自然的颜色，也可以用“颜色”一词来谈论“颜色”这个语言符号。元

语言形式具有多样性，它可以是一种自然语言本身，也可以是一种自然语言解释另一种自然语言（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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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解释英语：“Ｈｏｗａｒｅｙｏｕ？”是个问句），也可以是各种符号系统（如用逻辑符号表示自然语言）等
等。元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性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意识，对于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元语言能力是指具有元语言意识的人所拥有的反思性理解、描述和使用语言的能力［８］。跟一般的

听说读写的语言能力相比，元语言能力是在对元知识深刻感悟基础上的一种理性能力、解释能力和描写

能力。在语言学习中，如果一个语言使用者能根据句法规则表达出合格的语句并顺利地进行交际，我们

就可以说他具备了该语言的语言能力，但不能说明他就具有了元语言能力。具有元语言能力的语言使

用者往往能主动掌控语音、单词、句法、语义和语用因素。元语言能力不像一般的语言能力那样容易获

得和掌握，需要在更高层次上加以培养。

二　ＴＴ中的元语言功能
元语言功能是语言的一项基本功能，我们可以谈论“谈话”，思考“思维”，还可以用这种语言来回答

“交际”、“思维”、“做人”有什么意义。元语言这个概念的范畴和内容十分宽泛，它不仅在一般交际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ＴＴ表述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Ｄ．Ｃｏｓｔｅ（１９９４）曾提出，在外语课堂

上师生间话语交际中比较完整的元语言现象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元语言事实［９］。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元

语言除了自然的对象语言所能充当的功能之外，还呈现出以下三个显著功能。

（一）解码释义功能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认为，当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受者需要确认他们是否使用同一个语码时，他们的话语焦点

就聚在“语码”上，这时，元语言就发挥了解释的功能［１０］３５６。这种对语码的解释体现了元语言的自返性。

元语言的自返性也就是指语言不但可以用来谈论语言以外的内容，还可以谈论语言自身，那么它就具备

了这种自身解码的功能。

元语言是ＴＴ的一部分，教师运用元语言教给学生语言知识，既能增加可理解性输入，又能鼓励可
理解性输出。特别是在外语课堂中，语言的讲授往往离不开对语言的描述和解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

据元语言才能实现。教师通过ＴＴ中的元语言来描述语音、解释词语、分析句法结构、阐释句子意义等，
这就充分体现了元语言的解码释义这一独特功能。教师为了培养学生英语思维的习惯，会利用元语言

让学生理解某一词语、复述某一句型、解释某一语言现象等，元语言行为的目的及价值就在于学习和分

析目的语［１１］。如果在语言教学中没有ｒｅｆｅｒ，ｍｅａｎ，ｄｅｆｉｎｅ，ｔａｌｋ，ｉｍｐｌｙ，ａｄｍｉ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ｅｌｌ，ｐｒｏｍ

ｉｓｅ等这些常见的涉及语言自身的概念，课堂教学就难以展开。因此，在外语习得过程中，教师应充分利
用元语言这种有效工具来解释和阐述对象语言，使学生置身于对象语言的语境中，透彻理解并掌握目的

语言，提高语言学习效率。

ＴＴ中的元语言是语言输入的一种主要途径，而且还起着目的语的示范作用，特别是元语言具有确
定专业知识的功能，而专业知识就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 ＴＴ来传递的。教师通过灵活运用元语言使信
息得以准确传达，避免对于专业知识的语言输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提高课堂目的语言输入的

质量，增强外语课堂教师话语的示范性。

（二）认知模式化功能

对于语言的认知作用，学者们已有颇多的研究与探讨，而在元语言的认知作用方面仍很少被提及，

尽管元语言所行使的认知功能被看作是元语言的重要特性之一。元语言的认知功能主要体现在，它是

帮助我们了解现实和表达对现实的了解的方法与手段。元语言是一种能够让人们在科学认知活动中交

换信息、保存信息以及得到相关科学研究对象的新信息的工具。由于元语言在认识与思维过程中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这种认知功能被认为是元语言中的主要功能，这种功能决定了元语言是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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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现实的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及人的内心世界长期认知的结果。

由于元语言是一种工具化的语言，它具有抽象、形式化、纯粹的、超越客观所指对象的形式语言特

点，这使得元语言能将相应学科的概念和概念体系进行科学模式化［１２］。模式作为强有力的认知工具，

它和理论在反映客体的方式上的不同在于，“理论”的内容是通过对彼此间的逻辑规律和专业科学规律

相互联系的判断来体现的，而“模式”的内容则是对某些典型的情景、结构、图式（ｓｃｈｅｍａ）进行理想化、
简化而得到的客体的集合。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通过元语言对外语课堂中出现的新概念的定

义和命名以及新思维的产生和发现，来进行适切的模式化表达。有了这种元语言的模式化功能，我们对

事物和现象就会有更深刻、更丰富的认知。

（三）衔接标识功能

在英语课堂教学过程中，为了让课堂教学进程过渡自然、连贯有序，教师和学生都会采用各种衔接

手段和方式来组织话语结构，使师生课堂交流得以顺利进行。语言中的很多词汇元话语就是元语言标

志性功能的体现。在英语元话语的研究中发现，一些话语中所使用的语符，诸如副词、连词、语气词、焦

点标记等，它们所表达的内容并无实际词汇意义，却是语言表达中不可缺少的功能标识词，是信息输出

者为了使表达内容准确流畅而无意识使用的一种必要的辅助工具。如果在表达句子时缺少这些功能标

识词，会使句子缺少连贯性，且使句子的语用含义产生变化。这些功能标识词的使用可以使语言表达增

强主观性，而没有功能词的句子仅是一种客观叙述。如英语的话语连接词 ｈｏｗｅｖｅｒ，ｓｏ等，副词 ｐｏｓｓｉ

ｂｌｙ，ｐｒｅｓｕｍａｂ１ｙ，ｏｂｖｉｏｕｓ１ｙ等，语篇推进词语ｎａｍｅｌｙ，ｆｉｒｓｔ，ｎｅｘｔ等，具有语篇衔接作用的介词短语ｆｏｒｅｘ
ａｍｐｌｅ，ｌｉｋｅ和ｓｕｃｈａｓ等，以及标识语篇的基数词和序数词等都属于词汇元话语。ＴＴ中的这些元话语一
般不含较强的词汇概念意义，它们的功能主要是调节语篇、衔接连贯句子。

三　ＴＴ中元语言的选择与顺应
不论是在日常交际还是在课堂教学环境中，交际双方为了达到最佳交际效果，都会对语言形式进行

选择，这种选择以语用策略选择为基础，并根据不同的语境因素对语言的选择作出相应的调整。其中，

语用策略运用是否适宜，关系到言语交际的成败。英语课堂活动中的 ＴＴ“不仅是教师执行教学计划的
工具”［１３］１８９，而且决定课堂教学的成败以及学生语言能力的习得效率。教师在课堂的言语行为中或多

或少地会应用元语言，这也是外语课堂的特点所决定的。

广义的元语言既是对象语言的描述工具，也是“解释”或“核对”语码的工具。人们除了能用语言描

述和解释语言，还能把语言作为谈论和思考的对象，从而把用语言表达的命题转换成分析和批判的对

象。英语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元语言的运用来表达自己对学生课堂行为的态度、意图或希望，掌

控学生的课堂活动，ＴＴ中对元语言的这种选择是对各种语境关系的顺应。比如，在语言学理论课程教

学过程中对相关术语进行解释和语义分析时，往往需要借助于元语言这种工具语言的讲授，因为术语概

念比较抽象，而元语言的使用就能对语言现象进行高度精确的概括或描述。这时，教师只有运用元语言

对其进行阐释才能最大程度地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１４］。例如，在语言学概论课程的课堂上，几乎所有

的教师都倾向于使用元语言来分析对象语言的语义特征：比如这组英语词“ｇｉｒｌ，ｔｉｇｒｅｓｓ，ｈｅｎ，ａｃｔｒｅｓｓ，

ｍａｉｄｅｎ，ｍａｒｅ，ｄｏｅ，ｅｗｅ”的意义，教师可以选择元语言［＋Ａｎｉｍａｔｅ］＆［＋Ｆｅｍａｌｅ］ｏｒ［－Ｍａｌｅ］对它们进
行描述和阐释，同样教师也可以用［＋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ｏｄｙ，＋Ｃｏｎｔａｃｔ］来解析 ｈｉｔ，ｋｉｓｓ，ｔｏｕｃｈ，ｃａｒｅｓｓ，
ｅｍｂｒａｃｅ，ｆｅｅｌ这组词的逻辑意义。当教师话语运用元语言对这些自然语言的意义符号进行解释时，元
语言就发挥了重要的解释功能。

在语言实践活动中，教师除了根据语境选择适当的元语言对相应的教学内容作语义解释，让语言学

习者在目的语境中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对象语言，还可以使用元语言的表现形式提出一些带有明显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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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问题，这样不仅让学生理解教师提出的问题，同时也使学生能够用目的语来回答教师的问题，完

成教师与学生间的课堂对话。通过元语言的使用能帮助学生克服语言交际障碍，顺利完成师生间的课

堂话语交际。比如，英语课堂的ＴＴ中经常出现的一些元语言表达形式，如“Ｐａｒｄｏｎ？ＷｈａｔＩｓａｉｄｍｅａｎｓ
……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ｉｔｒｅｆｅｒｔｏ？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ｍｅａｎｂｙｔｈａｔ，Ｗｈａｔａｒｅｙｏｕｇｅｔｔｉｎｇａｔ？Ｗｏｕｌｄｙｏｕｌｉｋｅｔｏｓａｙｔｈａｔａ
ｇａｉｎ？”等问句，可以启发学生理解问题，引导学生参与交际活动等形式，促使课堂话语交际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ＴＴ中存在着大量的元语言现象，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元语言的使用与语言教学目标的
实现有着重要的关系。ＴＴ中教师对元语言的运用，可以从顺应论角度得到合理的阐释，ＴＴ中对元语言
的选择主要是顺应了课堂上各种语境因素。元语言与作为对象语言的自然语言一样，在使用中也行使

着一定的功能，但同时又因为元语言自身的特点，它还实施解码释义、认知模式化、衔接标识等多种特殊

功能。在语言教学活动中，教师对元语言的恰当运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课堂

教学目标的实现。因此，元语言在ＴＴ中所发挥的优越性是其他任何语言形式所不具备的，我们期待从
事外语教学的同行和专家对ＴＴ中的元语言给予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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