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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生态学原理、生态哲学价值观、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教育生态学等理论，试图探索中国
外语教育生态发展的途径与方法。
所谓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和环境之间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关系的一门科学。
从生态走向生态学，大致经历了萌芽与积累期、创建与发展期、深化与创新期三个阶段。
现代生态学有三个特点：第一，生态学理论不断完善，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生
态位等一些富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概念；第二，研究重心由中观水平向微观与宏观两个方向、两个深
度拓展与延伸，催生了一批新的前沿研究学科；第三，交叉渗透力逐渐增强，现代生态学在理论与应
用研究中与许多学科发生新的联结，产生了许多新的生长点，派生了大量分支学科，使自身迅速成长
为最活跃的前沿学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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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1.4.2 研究思路近年来，学界关注教育范式的研究，生态学范式就是其中一种。
生态学范式研究者从认识自然环境或组织生态系统出发，忠实地观察生态系统内部隐含的要因，探究
生态系统的整体环境效果。
生态学范式是指向质性研究的范式。
人们期待这一范式研究能够弥补量化研究难以探究复杂的教学效果要素的不足，并成功地分析出不同
阶段的影响要素。
换言之，人们期望生态范式研究能够克服行为科学研究的弱点，能够在语境或是生态这一整体的时空
环境之中分析存在问题的真正原因。
外语教育是十分复杂和多样的，它具有系统性、阶段性、实证性、关联性、互动性、层次性等特点，
因而外语教育研究的范式具有多种形态。
譬如，整体性与系统性研究取向，是以辩证的思维关照外语教育的内部与外部关系、整体与局部关系
；阶段性与延续性研究取向，是关注回归形态、螺旋上升形态的延续与各自阶段性特点，关注“一条
龙”的衔接问题；实证性与实验性研究取向，是运用认知科学与脑科学理论，去验证外语学习和习得
的假设，探索外语教育教学的规律，为教与学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关联性与稳定性研究取向，是研究
外语教育政策改革的稳定性与关联性问题，探讨外语生态中不同环节的联系性问题；对话性与互动性
研究取向，是通过倾听与对话，解决和理顺外语教育教学中的各种矛盾，诸如教与学的矛盾、教师与
学生的矛盾、外语与其他学科的矛盾、学校与社会的矛盾，等等；层次性与结构性研究取向，是从外
语教育的宏观生态、中观生态和微观生态三个层次，考虑教育教学的科学性、协调性、平衡性和有效
性问题。
外语教育研究范式的多种形态，在本研究中均有一定的体现。
从总体结构看，本书分为上篇和下篇。
上篇属于整体性和层次性的研究取向，分析和梳理外语教育的生态环境及其内部结构，注重理论上的
阐释和实践中的探究。
根据教育生态的内部结构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把外语教育分为宏观生态、中观生态和微观生态三
个层面，在中观生态与微观生态中，设计了一个过渡章节（外语教学生态），不同层面生态结构不同
，研究的取向和内容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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