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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生态友好语言研究−以“What’s the Forest 

Doing”在大学英语教学设计中的应用为例 

Study on Eco-friendly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inguistics-

A Teaching Practice of “What’s the Forest Doing”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蔡绵绵1* 

Mian-Mian Cai 

 

 

摘要 

生态语言学为探索语言的生态因素以及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语

言体系、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必须以维护人类社会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出发点和终结

点。本文将生态语言学理论结合 COCA 语言库检索数据，应用于大学英语课堂教学

实践，启发学生分析不利于生态和谐的语言表达，并思考其背后所蕴含的语言策略和

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从而寻求构建生态和谐的语法表达，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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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inguistic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tudying the ecological elements of 

language as well as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ecology. Language 

system,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should aim at maintaining a healthy and 

pleasa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applies the theory of Eco-linguistics into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with data support form COCA. This paper hopes to enlighten 

students on the analysis of English expressions not aligned with ecological harmony and the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strategy and ideolog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seek ecologically harmonious language expression,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and explore a path of eco-friendl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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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海洋是对以往天气的记忆；冰川是对以往气候的记忆；土壤是对以往人类对环境

影响的记忆（崔桂华，2016）；语言，也是记忆的一种方式。语言与现实之间是能动

的关系，语言反映现实，同时也参与构建现实。英语语法把空气、水、土壤等能源定

义为不可数的，无界的，人类可以通过“一桶”水和“一车”土等量词，自由取量能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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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辛志英与黄国文，2013）。人类将自身视为大自然的主宰，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

展，可以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然而，地球上每种生命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

值，随意践踏地球上的生命，导致人类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而紧迫的全球

环境问题。作为生态语言学学者，通过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去宣传生态理念，唤醒

人们生态环境的意义，义不容辞。 

 

2. 生态语言学简介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将生态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的新兴语言学分支学科。这个新

兴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论指导、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研究途径和不同的研究范围

（黄国文与陈旸，2017）。当下，主流的两大模式分别是“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

前者向语言内涵渗透，后者向生态外延扩张。 

“豪根模式”将语言和言语社团的关系比喻为生物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其主要研

究的是“任何特定的语言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该模式通常被理解为“语言的生态

学”；而“韩礼德模式”则把语言的体系和语言的运动与自然生态联系起来，尝试用语

言学解决环境问题（何伟与魏榕，2018）。韩礼德于1990年在希腊举行的国际应用语

言学大会上发言，讨论了语言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特别强调了语言与增长主义

（growthism）、种类特性以及物种形成之间的关系，告诫应用语言学家要关注等级

主义（classism）、增长主义、物种灭绝、污染及其他类似的问题。韩礼德的观点鲜

明，使大家想起了语言学家要有“社会责任”（黄国文与陈旸，2017）。 

生态语言学的本质就是：质疑那些维护不可持续文明的故事，披露导致生态破坏

和社会不公的故事，寻求在当今世界环境下更可行的新故事（阿伦·斯提比与李佳，

2018）。通过语言研究，反思、推崇、鼓励、批评或抵制语法中存在的非生态因素，

积极寻求构建生态和谐的语法表达；通过改变人类的意指方式左右人类对生态的影

响，实现语言在生态和环境问题上的构建作用。 

本文将生态语言学与语料库工具相结合，并将生态语言学理论和语料搜索分析

结果应用至教学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从生态语言学角度，发掘英语语法中不和谐的

语法表达，从而唤醒大众的生态良知，宣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 

 

3. 生态语言学在大学英语教学设计中的应用实例 

3.1 语料库的选择 

语料库在词汇、语法使用、监控和验证语言输出的正确性方面有着突出表现（董

洪学与初胜华，2010）。为了真实、有效地发现语法中有违生态和谐的语法表达，选

择一个库容大、语料丰富、检索方便灵活的语料库尤为重要。 

本教学设计应用采用的是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COCA是目前最大的免费在线英语语料库，由包含10亿词的文本

构成，涵盖美国近30年五大体裁类型的语料：口语、小说、流行杂志、报纸以及学术

文章。与传统词典相比，COCA具有以下优势：文本实时性比较强，每年还会进行至

少两次的数据更新，以反映最新的语言变化；提供单词的词频信息，有助于用户了解

该单词在实际应用中的出现频率，从而实现准确用词。COCA语料库为英语研究者和

英语学习者共享美国英语资源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充分利用COCA语料库，可以获

取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数据。COCA语料库的界面主要是为语言学家和语言学习者了解

单词、短语以及句子结构的频率及进行相关信息比较而设计的，而词频数据几乎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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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实说话的一个体现（汪兴富等，2008）。因此，将COCA语料库应用于大学英语

课堂教学设计中的数据分析，具有可行性。 

 

3.2 教学过程 

本堂课教学目标包含两个方面：一、分析forest的施事能力和undeveloped所修饰

的名词搭配；二、发现英语中存在的不利于和谐生态环境的语言现象。 

 

3.2.1 导入：提出问题，引入施事（Agency）概念 

教师以韩礼德的经典例子“What’s the forest doing？”导入，并辅以该问句在

COCA语料库的搜索结果为0来证明该问句不符合英语表达规范。教师引导学生分析

原因：这句话不符合英语表达规范的原因在于森林并不具备施事能力。在现象学中，

施事（Agency）指主动的、有意向的主体与其他施事主体的互动，对物质环境中出现

的客体所提供的信息（如对感觉器官互动的明显特征和可能性）作出回应（胡壮麟，

2019），而森林明显并不具备成为施事主体的特征与能力。 

使用COCA语料库的collocates（搭配）检索功能，输入表达式the forest is _v?g，

跨距设置为（0L，1R），提取the forest is后只接一个ing形式动词的搭配情况。检索

结果显示，最常见的搭配为the forest is being，共出现了13次，并且多用于被动语态，

如：the forest is being eaten up, cleared, chopped, forklifted, cut, converted, destroyed等，

如图1所示。 

 

 
图 1. 检索 the forest is being 的 13条语料 

 

结合语料库检索结果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英语中将森林视为施事对象（即受事

者），而对这一施事对象所进行的活动多为砍伐、转变、清除、破坏等行为。事实上，

乱砍滥伐森林已引发严重的后果，如森林的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许多生物失去原有

的栖息地而出现濒危现象；加剧水土流失，引起土地荒漠化，引发沙尘暴、龙卷风等

自然灾害；乱砍滥伐后人为开采土地，造成除草剂、化肥等有害成分的积累，污染水

质等等。 

同时，使用被动语态，刻意模糊了作为行为施事主体的人类。这种语法表达能给

人类自身留有更多推卸乱砍滥伐责任的空间。由此可见，人类对于乱砍滥伐森林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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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性认识不足。然而，事实证明，推卸责任并不意味着后果会消失，最终自食其果的

也只能是人类自身。 

 

3.2.2 深入：结合COCA语料库分析undeveloped后的名词搭配  

develop一词在剑桥词典中的定义为：to (cause something to) grow or change into a 

more advanced, larger, or stronger form。仔细剖析这一定义，不难发现，develop暗含

施事对象达不到人类的标准和要求，因此需要人类介入加以改造，以使其变得“更好、

更强”，从而实现为人类服务的目的。其派生词undeveloped意指“未开发的”，同样暗

示施事对象需要人类的“帮助”和“介入“才能变得更好。 

在COCA语料库的collocates检索功能中输入表达式undeveloped _nn*，跨距设置

为（0L，1R），提取undeveloped 后只接一个名词的搭配情况。考察高频词分布的搭

配，截取前十个高频词，如图2所示： 

 

 
图 2. undeveloped后接名词搭配的前十个高频词 

 

由语料库检索结果可见：排名第一的搭配名词为land，频次高达147，远远超过

排名第二的areas（频次为41）。土地本是自然的产物，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人类

发现了土地的价值，并通过人类活动引起了土地性质的变化。不管是地上空间、地下

层还是地下层，人类将自身置于大自然管理者、拥有者和主导者的地位，对土地加以

开发利用，例如填海造陆、围湖造田、开挖矿产资源、开采地下水等。这一检索结果

也充分证实了人类对土地资源的定位：待开发、待利用的施事对象。 

接着，在COCA语料库的chart（视图）检索版块输入undeveloped land，检索该表

达在不同体裁出现的情况。结果显示，undeveloped land在新闻报道中出现频次高达

64，其次为杂志、学术期刊，频次分别为23和18（如图3所示）。 

分析检索结果，可得出结论：undeveloped land这一表达广泛地应用于受众面广

且具有权威性和认可度的杂志、新闻报道以及学术期刊中。这一语言现象会引导读者

理解土地资源开发是天经地义的，是被广泛接受的，是人类享有的权利。这样的语言

表达限制了人类用更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如此，人类在

自然界资源的主宰者地位，潜移默化地植入读者的意识形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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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检索 undeveloped land 在不同体裁中的频次 

 

3.2.3 批判性思考 

综合以上案例，教师启发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这些不利于生态和谐的语法表达

背后所蕴含的语言策略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对于生态环境会有什么样的

影响？ 

不管是森林、土地，还是水、空气抑或其它自然资源，人类都将这些自然资源视

作施事对象，而人类则处于毋庸置疑的主宰者地位，可以对自然资源进行改造、利

用、开发等人类活动。更重要的是，人类通过杂志、新闻报道、学术期刊等媒介进行

宣传，从意识形态上建立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主导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世世代代延续下

去。然而，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其实是在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最

终受伤害的还是人类自己。大自然不需要人类，人类需要大自然。我们应当珍视有限

的资源，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4. 结语 

语言体系、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必须以维护人类社会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出发点

和终结点（黄国文，2016）。在生态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笔者将生态语言学的理论

应用于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实践，并结合语料库语料分析，使学生更直接、更客观地了

解语言和和生态和谐之间的关系。作为生态语言学者以及语言教学工作者，我们切不

可忽视语言在不断增多的环境问题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要推动语言的和谐、健康发

展，启发学生发现语言现象中不利于生态和谐的表达，思考其背后的根源及造成的影

响。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生，应积极发现、反思、批评语法中存在的非生态因素，

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培养生态意识，寻求构建生态和谐的语法表达，构建环境友

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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