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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此机会为俞理明博士和Elizabeth Yeoman博士这本颇有价值的专著作序，我深感荣幸。
这本专著系统探讨加拿大的第二语言浸入式教育经验同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双语教学之间的联系
，这样的尝试还是第一次。
作者很清楚，把任何一种教学模式直接从一种环境搬到另一种环境是不会带来很大成效的，因为它们
在课程、评估和测试程序、语言结构以及广义的文化方面存在的诸多差异使这种“迁移”不具可行性
。
但是，可以从一种环境应用到另一种环境的是理解。
我们从40年来对浸入式语境下法语学习的研究中学到了什么？
是什么样的教和学的规则造成加拿大浸入式法语教育项目的结果（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
这些研究发现和理论原则对其他环境中的教和学有什么启示？
　　对我来说，对加拿大浸入式教育研究历史的回顾同时也是对我个人生涯的回顾。
我是和浸入式同步“长大”的，我的学术生涯也是随浸入式教育发展而发展的。
我于1974年在阿尔伯特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主要研究法语浸入式项目中的一种。
30年来，作为一名研究者和家长，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浸入式教育打交道。
我的个人经历也突出表明浸入式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现实，即这一类型的项目其实由来已久。
作为一个20世纪50年代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成长起来的孩子，我在7岁的时候“浸入”在所谓的“全
爱尔兰语”的学校里，这些学校80％的时间使用爱尔兰语（盖尔语），而使用英语（当地环境的语言
并且是大多数爱尔兰人的本族语）的时间只有20％。
这些旨在复兴爱尔兰语的教育项目自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在爱尔兰正得以扩展，尽管他
们仍仅占所有学校的一小部分。
　　因此，尽管“浸入式教育”一词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盛行于加拿大，被用来描述把法语作为媒介
来向母语为英语的学生教授法语的一种革新项目，但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
就像Johnson和Swain（1997）所指出的，在整个正规教育史上把第二语言作为教学媒介已是一种惯例
而并非什么特例。
然而，加拿大的浸入式教育项目是第一个进行长期深入研究评估的项目，尽管之前在其他环境中已有
一些大型的研究（e.g.Macnamara，1996；Malherbe，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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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双语教育论：加拿大浸入式教育对我国高校双语教育的启示》回顾了加拿大语言浸入式教育的
历史，对其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加拿大浸入式教育对我国双语教学启示。
由上、下两篇组成，上篇共8章，全面、系统、深入地介绍了加拿大浸入式教学模式的经验；下篇共4
章，将加拿大浸入式教育与我国英语教学，特别是大学英语的实际教学相结合，探索浸入式教育对我
国双语教学的启示。
《双语教育论：加拿大浸入式教育对我国高校双语教育的启示》还附有二语习得以及中、加语言教育/
教学和学习的中英双语对照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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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加拿大浸入式教育的实证研究（1）：基础研究　　5.1 引言　　我们在第1章和第3章说过，法
语浸入式教育可能是在加拿大所有的教学革新中被研究得最为透彻的。
早期和晚期浸人式教育项目在全国的普及为研究者们提供了肥沃的研究土壤，增进了我们对儿童和青
少年语言学习和双语教育的理解。
虽然这些浸入式项目最初是为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是以研究为目的开展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
一项大型实验，研究者也已利用这一空前的机会对此进行研究。
本章将讨论伴随浸入式教育项目的实施而开展的一些早期研究和近期所进行的一些后续研究。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浸入式教育研究的鼎盛时期，大家对法语浸入式教育的未来也都持乐观
态度。
产生于这段时期的一些研究结果往往是比较积极的。
至少这种乐观局面产生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早期接受浸入式教育的学生群体一般具有较强的学科能力
、非常强的动机以及父母的大力支持。
他们并不是普通在校生中的随机抽样。
在了解加拿大早期研究时，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
在了解一些针对中国的英语浸入式教育的近期研究时也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因为它们的研究群体相
对学生总体来说也可能是非典型的。
　　加拿大浸入式教育早期研究中很多是集中在以下四个领域：早期和晚期浸入式教育的对比、浸入
式学生的语言水平、总体的学科成绩以及浸入式学生和他们家庭的态度。
这就是本章所要涉及到的主要问题，在第6章将要探讨加拿大浸入式研究中的最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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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双语教育论：加拿大浸入式教育对我国高校双语教育的启示》是双语教育研究领域的宝贵资料
，对从事双语教学实践和研究的教师，教学管理者和研究者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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