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言语概述 

一、语言和言语的含义 

（一）什么是语言和言语 

1.什么是语言 

 

 

 

 

 

 

语言按层次结构进行组织。语言表达的基本形式是句子，句子可分为短语、单

词、词素和音位等不同层次。每个层次包含着一定的语言成分，并将这些成分组织

起来的语言规则。 

 

2.什么是言语 

 

 

 

 

 

 

 

 

 

 

（二）言语与语言的关系 

1.言语与语言的区别 

（1）语言是社会现象，言语是人的心理现象； 

（2）语言是交际活动的工具，言语是交际活动的过程； 

（3）言语能力的欠缺，不是语言的缺陷。 

2.言语与语言的联系 

（1）言语离不开语言； 

（2）语言离不开言语。 

 

语言 

语言是以词为基本单位，以语法为构造规则的符

号系统。符号代表着一定的事物，它是由人们共同约

定创造出来，并为大家所认同的。 

言语 

言语是指运用语言工具进行思考和社会交往的

行为过程。通过言语活动过程来理解对方语言和利

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过程。人们之间的

交际过程，既包括说话、书写等表达思想或感情的

过程，也包括听说、阅读等感受和理解对方思想与

感情的过程，因此，言语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心理上

的活动。 



二、语言和言语的特征 

（一）语言的特征 

 
 
 
 
 
 
 
 
 

1.语言的创新性 

语言具有两种组织水平，一个是无意义的声音水平，另一个是有意义的声音水

平，即词、词的片断和词的组合。 

语言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人们使用有限数量的词汇与合并这些词汇的语法规

则，从而产生了或理解了无限数量的句子，这些语句可能是他们以前从未说过的或

听到过的。 

2.语言的结构性 

语言的创新性受到语法的制约，任何语言符号都不能够离散地、孤立地存在，

例如，自造的文字，颠三倒四的表述，显然是不能为人们所理解，为社会所接受。

因此，语言是作为由语法规则组织起来的有结构整体存在的。 

3.语言的意义性 

语言的意义又称为语义，任何一个词汇或一个句子，都具有一定含义，并需要

传递一定的意义，语言的意义性特征，使得人们之间通过言语交流能够相互了解和

理解。因此，那些不能传递任何意义的语言都不能称为语言。     

4.语言的社会性 

语言是随着劳动过程而产生的，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具有社

会制约性。 

语言的社会性还体现在人们只能使用社会上已经形成的语言，以及那些约定俗

成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情，否则就会失去作为人际交流功能的作用。同时，

语言又是一种个体活动，带有许多特定色彩。 

 

（二）言语的功能和特征 

1.言语的功能 

（1）言语的交际功能 

言语的交际功能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言语活动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表达感情的过程。

它是言语活动的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功能。 

语言的特征 

社会性 创新性 

结构性 意义性 



（2）符号功能 

言语的符号功能是指言语中的词总是标志客观事物的一定对象或现象。任何民

族，在其语言中的某个词与它所标志的对象或现象之间的关系，是人们在长期的互

相交往过程中确定与固定下来的，它们为本民族的人们所了解，并具有相对稳定性。 

（3）概括功能 

言语的概括功能是指言语不仅标志客观事物的个别对象或现象，还可以标示某

类事物的许多现象。人类借助词才有可能进行抽象思维，从而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

掌握客观事物发展发展的规律。 

 

2.言语的特征 

 

 

 

 

 

 

 

 

 

（1）言语的目的性 

言语具有目的性特征，盲目的言语活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人们使用语言，正

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满足某种交际的需要。 

（2）言语的开放性 

言语的开放性特征，是指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使用种类繁多的句子，每个句子都

是由声音和单词构成，因此，言语活动中就有无限扩展的语言信息的特点。 

（3）言语的规则性 

言语具有规则性特征，任何具有意义的言语活动都受到语言规则制约。人们在

说话、写作、交际时，只有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才能正常顺利地进行，否则就会无

法理解双方的思想和感情。 

（4）言语的离散性 

言语具有离散性的特征，说话时所运用的语词，实质上是由一系列离散的数种

有限的单元所构成。 

（5）言语的个体性 

言语具有个体性特征。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但是，

言语则是个体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是一种心理现象，具有个体差异性和多变

性。 

 

言语的特征 

目的性 

开放性 

规则性 离散性 

个体性 



三、言语的种类 

言语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外部言语和内部言语。 

 

 

 

 

 

 

外部言语服从于交际的目的，因而结构比较严谨、连贯、完整，关键是能够正

确地传递信息，有效地实现自己与交际对方的思想与感情的交流。因此，外部言语

需要做到前后连贯、意思完整，并且必须严格遵循语法规则，以及使用词汇的准确

性。外部言语又分口头言语和书面言语两种。 

 

 

 

 

 

内部言语的特点是不针对别人，只对自己，可以配合自己的思维和促进思维活

动的有效进行；不发出声音，具有内隐性，尤其是言语的结构不定型，因此具有高

度的简缩特点，结构比较松散，往往是不连贯，不完整，并不受语法规则的约束，

词句的随意性较大。内部言语是在外部言语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的，外部言语在一

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内部言语。同样，内部言语也可以外化为外部言语。 

 

（一）外部言语 

1.口头言语 

口头言语是指在大脑言语运动中枢的调节与控制下，个体的发音器官发出的旨

在面对面与他人交谈或演讲的表达思想和感情的言语活动。 

口头言语包括对话言语和独白言语，其中除了语言成分外，还包括了增强语言

信息和语义内涵的语调、节奏、停顿等超音的韵律成分。因此，口头言语活动比较

灵活，可以根据交际对方的反应随时调整自己的言语内容和表达形式。 

（1）对话言语 

对话言语是指由两个或几个人直接进行交际的言语活动，如聊天、座谈、辩论、

质疑等都属于对话言语。对话言语是人类最基本的言语形式，人们在劳动中，由于

交际的需要，以及知识经验的交流，产生并发展了言语，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产生

了其它形式的口语和书面言语。 

对话言语具有四个特点： 

外部言语 

外部言语是指用来与他人进行交际的言语，表现

为外显的，他人看得见或听得见的语音或文字符号的

言语。 

内部言语 

内部言语是指伴随着思维活动产生的不出声的

非交际言语。 



q 合作性； 

q 情境性； 

q 简略性； 

q 反应性。 

（2）独自言语 

独白言语是指由个人独自进行并完成的言语。讲演、授课、作报告等，都是独

自言语。 

独自言语是在对话言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于系统表达自己的思想具有

重要的意义。独自言语和对话言语不同。首先，独自言语要求连贯，前后呼应，语

法结构严谨、完整、具有逻辑性，这样才能系统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其次，独自言语主要是说话者自己吐露语句，谈论自己欲说的主题或想法，没有交

谈者的应答支持。最后，独自言语要求说者事先具有某种准备和计划。 

独自言语与独白言语不同。独白言语是一种非交际性的、没有他人在场时的言

语，是个体在言语发展过程的某个时期出现的自言自语的现象。 

2.书面言语 

书面言语是个体以文字形式表达思想和感情的言语。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书

面言语是在口头言语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一个人的书面言语是经过专门的训练

逐渐掌握的，一般是从小学阶段开始，儿童对书面言语的学习和掌握主要包括识字、

阅读和写作等方面。识字是儿童从口头言语过渡到书面言语的起始和基本环节，是

阅读和写作的重要基础，也是系统学习与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前提。 

书面言语具有三个特征： 

q 展开性。书面言语由于无法借助于身体的表情动作来加强其表现力，因此

除了需要借助言语本身的丰富外，还需以充分展开的形式和适当的修辞加

以表述，读者则是根据上下文言语来体验作者的思想和情感的。 

q 随意性。人们在写作时，允许字勘句酌；阅读时，可以反复琢磨，因此，

书面言语可以随意地加以控制和调节来感知书面言语。 

q 计划性。书面言语的计划性是指在述说某些思想或表达某种感情前，在脑

中的酝酿与计划，这些重要作用常体现在提纲或腹稿等形式中。 

 

（二）内部言语 

内部言语是一种伴随个体思维活动和感情的不出声的言语。内部言语是和逻辑

思维、独立思考、自觉行动等众多联系的高级言语活动，具有非交际性、隐蔽性、

语法不规范、表达简练和不连贯等特点。 

内部言语有两大特征： 

1.隐蔽性 

内部言语的最显著特征是不出声。因此，隐蔽性成为内部言语最重要的特点。

人们在考虑问题、打腹稿时运用的就是内部言语。 



2.简约性 

与外部言语用完整的语句表达思想和感情进行直接交流不同，内部言语不是用

来直接交际的。因此，它很少有修饰或解释的成分。内部言语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

往往可以简略或压缩至某个词或某个短语来代替一系列完整的句子。 

 

四、思维与言语和语言的关系 

（一）思维与言语的关系 

思维与言语的关系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目前关于思维与言语的关

系存在着不同观点：一是主张言语决定思维，思维离不开言语，没有言语就没有思

维；二是主张思维和言语各自独立，否认两者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三是主张思维和

言语是一回事，否认两者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1.语言与思维的联系 

语言与思维是不可分离的。 

2.思维和语言的区别 

思维和语言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两者存在着重要的区别。 

（1）本质特征上的区别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概括的反映，是包含着物质内容的心理现象。语言

则是由一定物质形式、由概括了的内容所构成的信息符号系统，是包含着精神内容的物

质现象，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或思想的直接现实。这是思维和语言的根本区别。 

（2）生理机制上的区别 

思维的器官是人脑，语言的器官主要是眼、耳、喉、口腔等感觉器官或效应器官。

语言器官的损伤或先天发育不良会使人丧失语言能力，但不一定或根本不会使人丧失思

维能力。 

（3）与客观事物关系上的区别 

语言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标志与被标志的关系，它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

的联系。思维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

内在的联系。 

（4）构成因素上的区别 

语言的基本构成要素是词，思维的基本构成要素是概念。但是，同一个词可以表达

不同的意思，同一种思想也可以用不同的词来表达。 

（5）规律上的不同 



语言的语法规则会因民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具有民族性；思维的思考规律则不然，

不论任何民族，其思维规律都是由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过程，又从理性认识

能动地过渡到实践，以达到既改造主观世界，也能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 

 

五、言语的生理机制 

言语活动需要专门发音器官的参与和配合，听、说、读、写是言语活动的四种

形式，不同的形式参与的言语分析器活动也有各异。 

 

（一）言语的发音机制 

 

1.呼吸器官； 

2.喉头和声带； 



 

3.口腔、鼻腔和咽腔。 

 

（二）言语活动的中枢机制 

说或写主要是通过言语分析器活动实现的言语运动或表达，听则是言语感受的

过程，主要是通过言语听觉分析器来实现的。读和写则是涉及的言语分析器就比较

多,既有依赖视觉的,也有通过听觉与运动觉的参与的。 

 

迄今为止，通过研究发现，人类的言语中枢具有异常复杂的脑机制，大多数言

语活动都需要不同的大脑皮层的整合作用。但是，目前认为与言语活动相关联的大

脑皮层中枢有以下几个：位于大脑左半球额叶的布洛卡区（Broca＇s area）是言语运

动中枢；位于颞上回的威尔尼克区（Wernicke’ area）是言语听觉中枢；位于顶-枕叶

的角回区是言语视觉中枢。 



1.言语运动中枢—布洛卡区； 

2.言语听觉中枢—威尔尼克区； 

3.言语视觉中枢—角回区。 

 

（三）大脑两半球功能不对称性与言语活动 

大脑两半球功能不对称性又称为大脑半球功能专门化或大脑优势半球，是指大

脑功能趋向一侧化，即某些功能偏向左半球，有些功能则偏向右半球。 

严格来说，大脑两半球从结构到功能都不完全对称，这种不对称是由于连合纤

维，主要是胼胝体的联系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在正常人身上很难体验到，但是，

对胼胝体切开的割裂的脑病人来说就非常明显。布罗卡曾经观察到左半球额叶受到

损伤时会导致言语障碍，患者不能讲话，而与右半球对应的区域受到损害时则不会

影响其言语的表达。因此，大脑左半球在言语功能中扮演着言语活动的特殊角色，

即右利手的人，其左半球擅长言语书写、逻辑等抽象思维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