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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语写作是学生综合运用能力强弱的具体表现，母语的负迁移是中国学生提高英语写作水平的主要障碍。

文章介绍了语言迁移理论的概念及起源，探讨了母语负迁移在英语写作中的表现：词汇层面的迁移，句子层面的迁移，话

语层面的迁移。针对英语写作中的母语负迁移现象，提出：模仿和阅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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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第二语言习得中学习者的母语所起的作用吸引了众多教育界专家的关注［１］。

迄今为止，人们已经认识到语言的迁移作用在第二语言习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２种不同的潜在
的学习过程，一种是正迁移（也称作促进），另一种是负迁移（也称作干扰）。这２个术语分别指的是迁
移是否能产生某种正确或错误的结果。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中出现的负迁移是本文要探讨的主题。

写作能力是语言学习的四大基本技能之一，也是学习者觉得最复杂和最难学会的技能。对于英语

学习者而言，写作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思维过程，它涉及很多因素，诸如他们的外语写作能力、外语能力和

第一语言。近年来，大学生在全国大学生英语水平测试———大学英语四级和六级考试中取得的成绩和

对英语的精通程度大幅提高。然而，学生们的英语写作能力还很欠缺。令人困惑的是，虽然许多学生对

语法和词汇掌握得相当好，但却不能写出语法正确并且有意义的句子。而且，对他们来说，要将这些句

子组织成符合逻辑的篇章看起来更困难。如果能将这些主要问题找出来并在教学中提出相应的解决方

法，就有可能减少学生们在写作中出现的语言负迁移的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因此，发

现负迁移问题，分析问题，找出成因，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是提高教学与学生写作能力的最有效方法。

１　语言迁移的文献综述
在过去的１００多年间，关于语言迁移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在“二战”后的那几年。而在

过去的几年间，语言迁移的重要性不再一成不变。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语言迁移在第二语言习得中非常
重要，当时拉多的对比分析假说在这个领域占主导地位。后来，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盛行，它否定了语

言迁移现象的存在，因此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教师们对语言迁移的兴趣逐渐减弱。然而，中介语理论的
发展和心理语言学的繁荣最终确认了第一语言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重要作用。

１．１　迁移的定义
行为主义认为第一语言（母语）的习惯会影响第二语言的习得习惯。虽然后来这个理论饱受诟病，

迁移的概念却再次被人们接受，而且成为了第二语言习得中最根本的概念。凯勒曼想要制造一个精确

的迁移，他建议这个术语被限制在“那些引导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元素合并的过程”。奥德林提

出了他自己对迁移的思考，“迁移是一种影响，来自于目标语和其他已习得的语言（也许掌握不是那么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２８
作者简介：李文纲（１９７６－），男，湖南长沙人，中学一级，主要从事高中英语教学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６年第８卷

好）之间的相似点和不同点。”［１］但是奥德林也强调，这个定义只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

中的许多术语有问题。因此，“迁移”可以被视为一个概括性的术语，涵盖除了第二语言之外的其他多

种语言的影响。

１．２　关于迁移的争辩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世界范围内许多研究者和教育专家们，甚至还有心里语言学家们已经对第一

语言在第二语言中的迁移现象做了大量的调查。对语言迁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他在第二语

言习得领域的相关学科的发展和进步。基于这些发展，对迁移的研究可以分为３个时期：行为主义的观
点，精神论者的观点以及认知和心理学的观点。一是行为主义的观点。早期对语言迁移的研究可以上

溯到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那时的行为主义在语言领域占主导地位，倾向于按照习惯形成来解释一切学
习行为。弗里斯（１９４５）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他提倡将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作比较，然后给
出对学习者的目标语的科学描述。拉多（１９５７）认为母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看上去是导致第
二语言学习失败的主要原因［２］。他提出一个对比分析假说（ＣＡＨ）。据此理论，操第二语言的人的生产
和相应的技能受到他们自身的第一语言的模式和意义的影响，在语言和文化层面上都是如此。在拉多

的核心概念中，迁移是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间的相同和不同点的概念，预示着第二语言学习中的难易程

度。他的ＣＡＨ理论可以被认为是区分语言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的准则，因此能预测第二语言学习中的
困难所在和语言产出的错误。二是精神论者的观点。拉多所宣称的对比分析的预测力以及第一语言和

第二语言认知之间的关系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受到了挑战。由乔姆斯基语言学派发起的第二语言习得研
究对早期的语言迁移观点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乔姆斯基学派认为，孩子与生俱来就储备了一种特

定的、独特的知识用来进行语言学习。这种知识是一个天生的机制，叫做语言认知机制（ＬＡＤ）。杜雷
和贝特（１９７４）声称孩子的第二语言认知与他的第一语言认知是相似的，这就是“Ｌ２＝Ｌ１假说”。他们
发展了“创造性建构假说”，这个假说解释了孩子们根据他们听到的言语逐渐建构规则的过程，这个过

程由普遍的先天机制指引，让他们制定某些类型的关于习得的语言系统的假设，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他

们所接触到的和他们产出的之间发生不吻合的情况得到解决。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杜雷、伯特和克莱森

（１９８１）断言第二语言习得在本质上与孩子的母语习得无异，这显示出语言习得的普遍性。因此在这一
时期，精神论者阵营的学者们竭力证明母语在二语习得中不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语言迁移的功能在外

语教学中被淡化。三是认知的观点。虽然反对迁移的理论众多，但对语言迁移理论关于第二语言习得

的研究一直在进一步完善。语言迁移的研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晚期和８０年代早期进入了认知时期。
学者们在对语言迁移是行为主义的一部分的假说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迁移应当被视作一个创造性的过

程，与认知的其他部分一样。沙克特（１９８３）认为迁移是一种“策略”，它在假设的建构和测试的普遍过
程中起到作用。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第一语言的使用被视作一种学习策略的要素，更是一种交际策略。

２　中国学生英语写作中的负迁移
２．１　词汇层面的迁移

既然英语和汉语分属于不同的书写系统，迁移自然不会以单词形式出现。然而中国的学生经常讲

单词或短语的意义转换，如在下列句中所示：

１）Ｈｅｔｅａｃｈｅｓｍｅｈｏｗｔｏｄｏａｎｈｏｎｅｓｔｍａｎ．（他教我怎样做一个诚实的人。）
２）Ｔｈａｔｂｏｏｋｈａｄｂｅｅｎｂｏｒｒｏｗｅｄｏｕｔ．（那本书已经借出去了。）
３）Ｓｍｏｋｉｎｇ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ｗｉｌｌｄｏｈａｒｍｔｏｏｕｒｂｏｄｙ．（吸烟对我们的身体有害。）
４）Ａｆｔｅｒ４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ｙ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４年以后，他们大学毕业了。）
５）Ｓｏｍ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ｏｉｌａｎｄｃｏａｌｗｉｌｌｂｅｕｓｅｄｕｐａｆｔｅｒ５０ｙｅａｒｓ．（５０年后像石油、煤等一

些自然资源会被用光。）

６）ＪｕｓｔｏｐｅｎｔｈｅＴＶｓｅｔ，ｙｏｕｃａｎｋｎｏｗ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ａｎｄｗｏｎ’ｔｈａｖｅｔｏｇｏｏｕｔｏｆｄｏｏｒ．（只要打开电视，你
就知道这一切，不用再出门了。）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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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ＴＶｃａｎｗｉｄｅｎｏｕｒｅｙｅｓ．（看电视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
在上述例子中，迁移几乎都出现在词语层级，包括名词短语、副词、介词等等。举例来说，“ｄｏ”这个

词出现在“ｄｏａｎｈｏｎｅｓｔｍａｎ”（成为一个诚实的人）中；“ｏｕｔ”被用在“借出去”（借）这个表达中。在中文
中，“ｈｏｕ”（后）被广泛运用于表达方向、序列这样的意义，然而在英语中不同的场合要使用不同的表达。
以第四句和第五句为例，应该用副词“ｌａｔｅｒ”来表达过去的时间，而不是“ａｆｔｅｒ４ｙｅａｒｓ”。与之不同的是，
如果某事发生在将来，“ｉｎ”才是表达这个时态的合适的词，所以“ａｆｔｅｒ５０ｙｅａｒｓ”应该被替换为“ｉｎ５０
ｙｅａｒｓ”。中国学生喜欢在任何场合下将英语单词“ａｆｔｅｒ”等同于中文的“ｈｏｕ”，而事实上这两个词在有些
情况下是对等的，而它们各自在两种语言中又有特定的搭配。语言学习者违反搭配规则会导致误解甚

至闹笑话，正如在表达“ｗｏｍｅｎｙａｏｔｉｃｈａｎｇｗｕｊｉａｎｇｓｉｍｅｉ”（我们要提倡五讲四美）时，一些中国学生将
它翻译成“我们要提倡５个演讲和４个美人”。“Ｂｅａｕｔｙ”可以作为一个可数名词来表示“美丽的女人”，
难怪外国人要问了，“这４个美人是谁呢？”这些学生用错了语言表达的形式，是因为他们依赖于自己的
母语知识。塞林格将这种现象称作“一种交际策略”，通常是学习者的中介语产物，属于认知研究的领

域。学生们使用的这些表达是他们直观上认为的与中文对等的翻译，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短语是

不是运用恰当。

２．２　句子层面的迁移
句子层面的迁移可以出现在句子结构中。举例来说，中文可以在一个句子中同时使用几个动词而

不乱，但是在英语句子中只允许出现１个主要动词，其他动词必须是非谓语动词。中国的学生通常会造
出下列句子：

１）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ｉｎｋｇｏｔｏｔｈｅｍｏｖｉｅｗｉｌｌｃｏｓｔａｌｏｔｏｆｍｏｎｅｙ．（人们认为去看电影会花费许多钱。）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ｉｎｋｔｈａｔｇｏ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ｍｏｖｉｅｗｉｌｌｃｏｓｔａｌｏｔｏｆｍｏｎｅｙ．

２）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ｔａｋｅｐａｒｔｉｎｓｐｏｒｔｓｎｏｗ．（现在有很多人参加运动。）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ｔａｋｅｐａｒｔｉｎｓｐｏｒｔｓｎｏｗ．

３）Ｎｏｗｐｅｏｐｌｅｇｏａｂｒｏａｄｉｓｎｏｔｅａｓｙ．（现在人们出国不太容易。）
Ｉｔｉｓｎｏｔｅａｓｙｆｏｒ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ｇｏｔｏａｂｒｏａｄｎｏｗ．

中国的学生受到母语思维模式的影响。这种思维模式不仅表现在两种语言的结构差异上，而且也

体现在文化差异中。研究者经常将“第二语言的学习”比作“学习用那种语言思考”，暗指如果学习者不

用第二语言来思考的话，就会一直将母语当作认知活动的参照点。这个结论在中国学生的英文写作句

法层面上的语义转换中部分是对的，如下列句子所示：

４）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ｈａｓｔｗｏｓｉｄｅｓ．（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
Ａｓａｃｏｉｎｈａｓｔｗｏｓｉｄｅｓ…

５）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ｈｅｈａｓｎｏｔｃｕｌｔｕｒｅ，… （虽然他没有文化。）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ｈｅｉｓａｎ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ｅ，…

６）Ｂｅｃａｕｓ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ｎｅｒｇｙｉｓｍｕｃｈｎｅｅｄｅｄ．（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需要大
量的能源。）

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ｎｅｒｇｙｉｓｍｕｃｈｎｅｅｄｅｄ．
７）Ｉｆｎ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ｗｅ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ｎｏＴＶｔｏｗａｔｃｈ，ａｎｄｎｏｒａｄｉｏｔｏｌｉｓｔｅｎｔｏ．（如果没有电，我们就不能
看电视，也不能听收音机。）

Ｉｆ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ｗｅ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ｎｏＴＶｔｏｗａｔｃｈ，ａｎｄｎｏｒａｄｉｏｔｏｌｉｓｔｅｎｔｏ．
２．３　话语层面的迁移

亚洲人与美国人在说话的直接程度上有区别，这种差异有时反映在亚洲学生的写作上。卡普兰发

现亚洲的非母语的英语课程的话语“具有迂回的特征”，海因兹也持类似观点。他说在日本、韩国和古

代中国，人们看待交际过程的方式不一样。在日本努力去理解说话者或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倾听者

或读者的责任。海因兹指出，在读者负有责任的语言中（如日本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包容陈述的模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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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性和不准确性，而对作家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英语国家的作者会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草稿直到最后

的定稿，而日本作者的初稿常常就是定稿。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Ｃｈｅｎ（１９９７）对中国和美国的写作方
法进行了对比，“美国式写作非常直接和公式化”。写作者首先必须清楚地了解论文的主题或目的，然

后用特定的论据支撑论点［３］。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作者喜欢用迂回的方式，他们使用暗喻来表示观

点之间微妙的、暗含的联系。例子要非常小心地切入，这样观点之间的关联就不会太过明显或直接。

３　减少中国学生英语写作中的负迁移的方法建议
正如凯勒曼所说的“经验影响学习者建立起来的临时类型学。这意味着在任何特定时刻，某些母

语的特点会对给定的目标语言转换有效，而另一些就不能”。中国学生写作中的负迁移现象，是我们英

语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为了处理这些迁移错误，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我们提出两种最佳办法：一种

是帮助学生养成用英语思考的习惯，另一种是帮助他们认识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

３．１　模仿
笔者认为模仿也是一种教学手段，能帮助学生更清楚和准确的使用目的语。有两种模仿方式可以

采用：口头模仿和书面模仿。前者意味着学生对获得的资料进行口头模仿，如表演一段对话，或者英语

剧本。后者意味着模仿写作材料，比如构建一段对话，写一篇作文。笔者认为，模仿很有效果。首先，它

是一个清晰的教学手段，强调对词汇、语法和结构的教学。它是一个系统的，循序渐进的句法和语法归

纳教学的体现。其次，它能激励学习者通过实践学习语言。如海姆斯所说，没有语言运用的规则，语法

规则就不起作用。学生需要学会如何在实际情境中运用语法规则。再次，它是一种使用简便的方法。

教师运用例句可以对语言点和语法给出清楚的解释，然后让学生造出相似的句子，这样能有效帮助学生

在实践中掌握目的语。最后，这种教学方法能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在学习中扮演了一个

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必须将语法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３．２　阅读
模仿的方法是帮助学生认识到英汉语之间的差异，除了这一方法，阅读也能帮助提高学生语感和逐

渐养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一般来说，中国学生通过学习英语语法，通过课本上的一些语言点来获得一

些英语的基础知识。但他们能将教师教的所有语言点都运用上吗？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记住语法规则

并不难，而要灵活运用这些语法规则是很难的。因为学生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于课本，有限的知识限制

了学生的语言熟练度。这可能是导致中国学生在英语写作中出现语言负迁移的一个原因。好的语言学

习者应该尽量拓展第二语言的知识，最终可以用这种语言进行思维。通过长时间大量的接触这种语言，

学生们能够逐渐养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这将有助于减少母语的负迁移。就阅读方式而言，可以分为两

种：精读和泛读。精读一般速度稍慢，文章长度稍短，比泛读要求更高程度的理解。泛读意味着大量阅

读，目的是对所阅读的材料有一个概略性的了解。具体来说，阅读具有很多好处。首先，它是在情境中

学习词汇的好方法。其次，阅读是一种与具有正确表达的英语建立关联的好办法，也是潜移默化地学习

英语语法知识的好办法。再次，写作是模仿阅读的。阅读给写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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