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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视角下的二语写作母语负迁移研究 ①

唐晓蓉
（湖南文理学院 芙蓉学院，湖南 常德４１５７００）

摘　要：母语迁移是指学习者已经存在的母语语言知识影响其二语习得和发展的现象，可分为母语正迁移和母语负
迁移。以顺应论为理论框架，从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及顺应的动态性等几个方面对英语写作中母语负迁移现象

进行定性分析发现，二语写作母语负迁移问题是由于语言使用者忽视了二语写作的语境、语言结构以及文化习惯等因素

的顺应而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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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人们对于英语学习越来越重视，但在学习过程中，“听、说、

读、写”四项技能无一不受到母语的干扰，即“母语迁移”现象。学习者对于母语的使用习惯会对二语的

学习起到促进或干扰作用，如果能够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我们称之为母语正迁移；若是影响和阻碍第

二语言的学习，则被称为母语负迁移，在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学习中，学生的二语写作尤其容易受

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这也是导致学生英语写作不顺利的原因之一。本文尝试从顺应论视角分析母语

对非英语专业英语写作负迁移的影响，并就此提供相应策略。

１　关于语言顺应论
１．１　顺应理论的含义

为了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语言的使用，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 Ｊｅｆ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１］在１９９９年提出
了语言顺应理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他认为，人们在交际时所使用的语言必须顺应当时
的环境和对象。要根据环境和交际对象，选择适应的语言，这意味着，交际者所使用的语言实际上是在

使用过程中不断地被选择。语言的使用有三大特点：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变异性使得人们可以选

择语言，并且把这种选择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协商性使语言的表达更灵活富有弹性，免除了语言的机

械表达；顺应性可通过人们的协商和选择，最终达到理想的交际目的。

语言的变异性和协商性为语言顺应提供条件［２］，语言的顺应性则是在这个基础上在一定的范围内

选择交际所需要的语言，让沟通得以顺利进行。在交际中所使用的语言必须动态地进行调整，以满足实

际的交际需要，即顺应。顺应理论指出，顺应性是语言使用的核心，这一特征使得人类在使用语言时可

以从备选项中做出最恰当的选择，以满足交际需要。

１．２　顺应理论与二语写作的关系
众所周知，二语写作是一个连续的语言选择和顺应过程。二语写作必须在顺应论的指导下进行。

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１］指出，对语言使用的描述和解释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
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３］，同时，语言的使用

要从语言结构（语音、形态、句法等）和语境等方面，动态地根据不同的心理意识程度而做出顺应。二语

写作的过程也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它不仅包括词汇、短语、句式的选择，也包括语篇和语体等方面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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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因此，二语写作就需要从词汇、句法、语法、语境、篇章结构、思维方式、文化背景等方面进行语言

顺应。

２　顺应论视角下二语写作母语负迁移分析
通过对我院２０１２级非英语专业学生作文中出现的错误进行收集、整理和分类，笔者从顺应论的视

角分析母语负迁移对英语写作的主要影响。

２．１　忽视对语境关系的顺应
顺应理论指出［１］，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的选择必须与语境顺应。语境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

境。前者包括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后者也称信息通道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上下文。在写作

中，语言选择应对当时的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进行顺应，也就是要顺应交际时所处的位置、时

间、社会场所、社会交际规范、交际者的个性、情感、愿望、意图等因素。如果忽略了对语境的顺应，就会

写出有歧义的句子来。例如“龙”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有崇高的位置，有关龙的成语非常多，且含有褒义，

如“龙飞凤舞”“龙腾虎跃”等，所以学生在用英语表达“望子成龙”时，很容易写成“ｈｏｐｅｔｈｅｓｏｎｔｏｂｅａ
ｄｒａｇｏｎ”。殊不知在英语文化中，龙是传说中的一种怪兽［４］，通常指凶暴的人、严厉的人，明显是带有贬

义的。“ｈｏｐｅｔｈｅｓｏｎｔｏｂｅａｄｒａｇｏｎ”这样的表述在中国这个社交世界里是合适的，心理世界也是善意
的，但是忽略了这些语境对选择的限制性，放在英语环境里，表达的意思则会有悖于自己的初衷。

２．２　忽视对语言结构的顺应
忽视对语言结构的顺应就是忽视对语言构建成分的选择，具体体现在词汇、固定搭配、句型等方面。

搭配方面的错误比如：学生会把ｆｌｏｏｒｅｘｅｒｃｉｓｅ（自由体操）写成ｆｒｅ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把ｔｈｉｃｋｆｒｏｇ（浓雾）写成 ｂｉｇ
ｆｒｏｇ，甚至还有的把ｒｅａｄｂｏｏｋｓ（看书）写成ｌｏｏｋｂｏｏｋｓ。学生在习作中句法层面的错误也比比皆是，比如
很多学生会写出以下错误句子：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ｎｌｉｎｅｂｒｉｎｇｓｕｓｇｒｅａｔ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ｂｕｔｉｔｗｉｌｌｎｏｔｔａｋｅ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这样的句子很明显是受了中文句式“虽然……但是……”的影响，而没有了解
到英语中诸如“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ｂｕｔ”此类的关联词只需要使用其一即可。再如学生作文中曾经出现这样一个
句子：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ｌｏｔｈｅｓｏｎｌｉｎｅｉｓｎｏｔ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ａｎｄｃａｎ’ｔｔｒｙｏｎ．（网上衣服的质量得不到保障而
且也不能试穿），由于汉语只讲求意合，一句话中可以有不同的逻辑主语而不需要一一点明，但英语是

形合语言，强调注重句子的完整性和逻辑性，而这个并列句前后的逻辑主语是不一致的，完全不顺应英

语的表达。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句法上的错误，例如主语缺失、主谓不一致、时态搭配不当等等。这些错

误的出现，根本上是由于学生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汉语句型和语法结构对写作的负迁移，影响了他们对英

语句法结构的掌握和灵活运用。

２．３　忽视对篇章结构的顺应
汉语是意合语言，体现的是一种发散的思维模式，语篇是句与句的直接组合，形式和结构上显得比

较松散，语义比较含蓄。而英语是一种形合语言，体现的是一种直线式的思维模式，语篇结构形式多为

句与句的有序排列，以简单句居多。英语的写作方式通常是开门见山，直接切题，并且遵循主题句 －发
展句－总结句的段落结构模式，而且英语写作形式上首尾呼应，注重逻辑性，结构严谨，篇章中一般会使
用可传递篇章结构信息的过渡词、关联词等。笔者通过对学生习作的长期跟踪和收集整理，发现他们的

作文中存在着很严重的汉语语篇的痕迹，句式没有变化，句与句之间缺乏衔接，逻辑性不强，语义不连

贯，忽视了对篇章的顺应。因此，在英语写作过程中，教师应让学生了解英语写作特点，尽量摒弃母语写

作中篇章结构的影响，动态地调整语言的选择，从而使写出的文章质量更高、更符合二语写作习惯。

２．４　忽视对文化习惯的顺应
中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有着巨大的差异，如果学生没有了解英语表达习惯的精髓，通常就会将骨子里

的中国文化生搬硬套到英语写作中，造成理解障碍。比如，学生在中文写作时喜欢使用成语，所以理所

当然地认为把汉语中的成语直接翻译成英语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殊不知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这样直译的中式成语往往不地道，甚至让人无法理解。如学生在表达“健壮如牛”时会写成“ａｓｓｔｒｏｎｇａｓ
ａｂｕｌｌ”，实际上，英国历史上的游牧生活让他们的文化赋予了“马”与中国文化中“牛”同等的意义，所以
这个成语就应该改成“ａｓｓｔｒｏｎｇａｓａｈｏｒｓｅ”。又比如说，学生在习作中曾写过“Ｈｅｒｉｓｅｓｕｐａｓｅａｒｌｙａｓｔｈｅ
ｃｏｃｋ”（他起得像鸡一样早），其实地道的表达法应该是“ｒｉｓｅｕ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ａｒｋ”。以上的错误，都是因为
学生忽视了对文化习惯的顺应，没有选择合适的语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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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顺应论视角下应对二语写作母语负迁移的策略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母语的负迁移对中国大学生二语写作的干扰是客观存在的，而如何减少

母语负迁移对学生二语写作的影响，是教师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不仅要求学生在平时学习中夯实

基础，勤学多练，广泛阅读，积累素材，转变思维模式，还要求英语教师在教学中对教材、教法等方面不断

反思，找到能促进学生语言顺应性的教学方法，以求达到最理想的教学效果。

３．１　注重基础，学以致用
写作作为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主要表现方式之一，需要学生有扎实的基础，然而扎实的基础来源于

平时不断的积累，这就要求学生不断地扩充词汇量，掌握同一词汇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最好能灵

活使用不同的词汇，避免单调重复。与此同时，学生还需牢记多种表达法和固定句型，注重语言基础知

识的积累，以便在二语写作过程中能够做到信手拈来，游刃有余，不犯低级错误。

３．２　扩展阅读，积累素材
二语写作是一个语言输出过程，而输出是以输入为基础的。所以学生必须增加自己的输入，扩大阅

读量，积累素材，尤其是阅读英语原著或报纸，以培养学生的语感及其语言的敏感性，同时也是丰富文化

知识，体会和培养西方的思维模式。从顺应论角度看，语言的选择要与具体语境顺应，所以在二语写作

中要想写出地道准确的语言，就必须通过大量阅读去了解感知二语文化，否则很容易造成词不达意。

３．３　加强文化背景知识学习，培养英语思维习惯
中西方文化有着不同的内涵，因此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为了让学生在二语写作中写

出地道的英语句子，顺应正确的英语表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给学生讲述相关的英语背景知识，

引导并鼓励学生更多地去了解英语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各方面知识，加强英汉对比学

习，了解中西文化差异，这样可以让学生开拓视野，并在写作过程中充分意识到英汉差别，转变思维模

式，避免中式英语。

３．４　创设英语教学环境
顺应理论认为［１］，语言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语言顺应过程。由于国内英语课堂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

使用中文进行教学的现象，造成汉语思维频繁介入，没有给学生营造一种地道的用英语思维的教学环

境，这样更加重了学生对汉语的过度依赖，干扰了学生语言顺应性的产生。因此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中

尽量营造英语环境，因材施教使用英语来组织教学，让学生浸泡在英语的氛围中，逐步提高学生对英语

的感知，慢慢养成英语思维习惯，推进学生的二语习得和顺应，从而提高他们的英语写作水平。

４　结语
综上所述，如果在二语写作过程中学生忽视了对语境关系和二语文化背景的顺应，就会写出不符合

二语逻辑的语言，如果忽视了对语言结构的顺应，就会产生词汇、句法等方面的母语负迁移。同时，学生

如果没有遵循二语直线式、形式化和逻辑性的语篇思维模式，就容易产生汉式语篇结构，造成语篇构思

上的母语负迁移。因此在二语写作教学中教师应强化英汉对比和顺应理论的教学，从而更加有效地避

免错误，提高写作水平和质量。总之，顺应理论是一个具有指导意义和运用价值的理论［５］，为二语写作

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把语言顺应理论运用于教学将对学生的二语写作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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