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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学生习得英语时体的实证研究》包括16章。前两章为全书奠定研究背景，分别介绍时体理论和
综述国内外时体习得研究，以将实证研究置于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开阔的研究视野之上。此后的14章均
为组织有序的实证研究。英语时体习得的难点伺在，这是广大师生都关心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可
以通过教学经验，也可以通过分析学习者语料库。但第3章另辟蹊径，从学习者感知的角度对此进行
了问卷调查。第4、5两章分别用中国学生的语料检验了两个重要的假设一情状体假设和语篇假设，且
都包括互为补充的两个实证研究。第6、7章考察的都是中国学生对多种英语时体类型的掌握情况，但
着重点不同，前者关注的是句法结构的影响，后者则比较了形式和意义的习得情况。此后的7章均为
时体类型的分项研究，每章着重分析一种时体类型的习得：第8章是现在时，第9、10章是过去时，
第11章是进行体，第12、13章是现在完成体，第14章是过去完成体，最后的第15、16两章研究的是汉
语对我国学生习得英语时体的影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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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时体的二语习得研究回顾　　2.1 引言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时体习得始终是二语习
得领域热点之一。虽然人们都能够自然习得母语中的时体系统，但在二语学习过程中，时体却是非常
困难的内容之一（Bardovi—Harlig 2000）。因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时体习得进行了大量研究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Bardovi—Harlig（1999，2000）将时体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动词形态
研究，包括词素研究（morpheme studies）和音系研究（phonological studies）；后期的时间性
（temporality）表达研究，包括形式导向研究（form-oriented studies）（从意义到形式，即某一时体意
义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意义导向研究（meauing-oriented studies）（从形式到意义，即某一种语言形式
在学习者语言中的分布状况及其意义）。这两个阶段的区别在于：早期阶段仅把时体的形态视为形式
，而后期研究把时体形态看做深层语义系统的表面反映。Bardovi-Harlig关注的研究都属于功能主义的
范畴，其中还应包括时体的变异研究，具体应算做意义导向的研究。这里的“意义”指较为宽泛的时
间概念，如过去、现在或将来，所以该类研究称为“广义意义导向研究”。而时体变异研究中的“意
义”通常指某种时体类型的意义，所指较窄，故称之为“狭义意义导向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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