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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只能按照翻译的方式学，对英语思维无比崇拜。后来听到

小宝说英语才知道，不同的语言，需要的都是对应情境。只

要大脑中存储着一个情境下的表达方式，再次出现类似情境

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流出来，无需其他语言的帮助。 回国以后

，尤其是安妮英语俱乐部成立以来，和国内家长的交流日渐

增多。很多家长跟我说：孩子上小学之前就开始报英语班，

级别过了不少，但是见到外国人，很难和人家真正交流。有

的甚至跟了好几年的外教，但是到了小学高年级之后，忽然

间口语提高就很难了。而语法方面，低年级的时候应付自如

，但也是级别越高，越觉得困难。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在哪

里？有人说是英语思维的问题。关于英语思维，我记得在我

们上学学英语的时候好像就有人提出过。的确，现在让不懂

英语的人说，大家也会觉得能用英语思维当然好啊。但是，

怎样算是英语思维呢？怎样才能做到英语思维呢？这个问题

似乎很神秘，甚至神秘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一代人两代人都

过去了，还没有真正地解决它。 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和安妮一样的小孩子出国以后，在没有母语帮助的情

况下，可以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听懂老师讲课，并且开始

输出？为什么同样是十二岁在中国学英语的孩子，有的孩子

出国后可以免修ESL课程，而有的却听不懂老外说话，甚至连

学前班的原版读物都读不下来？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 一个

孩子，到了国外，不管是上幼儿园还是小学，老师为了让不



懂英语的孩子能听明白，往往都会使用夸张的肢体语言。把

图片用到极致也是国外的教学特点。记得安妮所在的教室里

有很多挂图，比如说孩子们各种表情的脸，然后每张图下面

是对应的单词。老师在讲这些词的时候，往往是强化声音，

而且动作对应得都非常到位。 国外老师讲故事也是一样。比

如国外有大量的绘本，很多绘本的图都画得非常好，和单词

的对应关系非常清楚。而老师在讲解的过程中也把这些对应

关系处理得非常到位。记得小宝上亲子班的时候，老师自制

了非常多的教具，在带领大家唱儿歌的时候，手上的对应动

作都很到位。 当时，我以为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增添乐趣，现

在才明白，原来这是基于孩子语言学习特点的科学教育方式

。 最近我看到一篇资料，说有研究表明，儿童的语言形成是

左右脑互相配合的结果。当儿童接触一种语言的时候，首先

听到的是它的语音信号，然后就要寻找对应的图形信号。回

想一下孩子学习母语的过程，我觉得这一观点是可信的。最

初，我们和孩子说话的时候基本都是用实物和名称来对应的

。婴儿最初接触的图书，也都是一个名称一个图，或者叫看

图识字。 而在老师和孩子互动的过程中，也同样体现了这个

特点。比如小宝上幼儿园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能用完

整句子表达意思的，基本上都是在幼儿园和家里都发生过的

场景。比如吃饭的时候向前推一下凳子，咳嗽了用手把嘴捂

上，玩滑梯的时候提醒别摔倒，过马路之前提醒先停下观察

等。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场景：一次小宝和爸

爸在北京坐地铁小宝一直对地铁情有独钟，有机会就要求坐

。上了车，小宝异常兴奋，高兴地对爸爸说

：Daddy,thisskytrainissooooooooobig(温哥华的地铁叫Skytrain



，因此小宝回国后把北京地铁也叫Skytrain)。这个时候，旁边

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大男孩儿很是惊讶，说这么小的孩子英语

怎么这么好啊。然后就很好奇地蹲下身来和他说话。接下来

的对话是什么大家应该都能想得到：What

’syourname?Howoldareyou?小宝一听，立刻不说话了。 这也

让我想起一位博友在评论中说的话。他说他想给三岁的儿子

找英语环境，于是带孩子去英语角，看到一个小老外，上去

就和人家说：What’syourname?Howoldareyou?人家吓得直躲

，首战以失败告终！是啊，能不失败吗？孩子们要有实际内

容的交流，我们学到的那些句型，国外的孩子在一起玩的时

候，谁说啊？！ 小宝的状态，就很好地说明了孩子学习英语

的过程：孩子不是因为他先知道了中文，然后听你说中文了

，再去翻译成英文。其实，他是在看一种场景。如果这个场

景和他在幼儿园见到的一样，知道在那个场景下，老师怎么

说的英文，他就对应上了。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说很多孩

子的口语问题。有位英语老师说，她接触过很多孩子，在你

和他说话的时候，头两句还可以，你能感到那个句型他很熟

悉，能够脱口而出。但是往下说，孩子就要磕巴，从这个磕

巴的过程你就能感受到，他在想中文的说法，然后再翻译成

英文。 是啊，孩子的情况，不是和我们大人一样吗？有的时

候，我想说一句话，不知道英文怎么说，也知道翻译过去会

很别扭。这个时候，我就问安妮，我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怎么说好。百分之百，她的说法和我翻译过来的不一样。 为

什么我会想要翻译过来？不是我想翻译，是因为我脑子里的

储备不够用，我没有储备足够多的英文场景。如果不翻译，

我就说不出来。这是产生中式英语真正的原因。所谓的思维



，需要对应的就是场景。当你对一种场景下的表达熟悉的时

候，你脑子里有的是现成可用的句子，根本不用翻译。而如

果没有这样的场景，脑子中都是孤立的单词和句型，那就只

能用单词套句型，最后就是翻译出来的中式英语。 有人说，

我不在国外，怎么能有场景呢？就像我刚才举的小宝的例子

。如果在国外，自然而真实的场景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

果不在国外，一样可以弥补。 弥补的方式之一，就是看动画

片。动画片中有很多口语表达方式。孩子看多了，自然就能

脱口而出。当然，场景是需要积累的。靠某一部或者某几部

动画片去训练口语，与过去背句型的方式也有相似的地方。

只不过，这种做法比背句型可用的范围更宽一些罢了。 另一

种弥补的办法是看有大量场景的英文故事。正如我前面所说

，国外的儿童英文读物，非常多的都是孩子们日常生活中的

那些事吃什么、玩什么、生日party、掉牙、学校生活、幼儿

园活动、交朋友等等。基本上国外孩子真实生活中的场景在

书中都有体现。 也许，孩子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对一些表达

还会觉得陌生，但是一旦读了几本之后，发现这是一种通行

的表达方式，再遇到类似的情形，孩子很自然地就会联想，

很自然地就会脱口而出，再也不必进行什么翻译了。 前几天

，俱乐部的一位妈妈特别兴奋地告诉我，她女儿现在可以和

国外亲戚的孩子用英语交流了交流的媒介就是共同看过的英

文故事书。虽然她女儿的表达还谈不上自如，但是至少，对

方知道她在说什么，而且她们说的都是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这样交流的结果，就是两个孩子越聊越有兴致，即使交流中

有些瑕疵，但双方都觉得很有趣。 过去，我们的英语学习是

在课堂上进行的，没有人注意过需要给语言提供一个情境对



应的机会。所以，那时的英语学习就是中文和英文的对应。

如果我们想想母语的学习，大家在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帮助的

情况下，是不是用的都是实物和声音的对应？拿着一个苹果

或者是苹果的卡片，告诉孩子这是苹果。所以当我们教孩子

英语的时候，一样没必要非得把汉语意思告诉他。让孩子大

脑中的英语和汉语自成体系，自己去寻找自己对应的情境就

好。 按照母语的方式，用最自然的方法学习英语，从声音和

图形、场景的对应来学习英语，才有可能摆脱中文思维的控

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大量情境的积累。在这个过程

中，阅读的作用要比看动画片更广泛、更持久些。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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