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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利用语言迁移现象进行语言教学
马立玲 

（伦敦中医孔子学院，英国伦敦 SE10AA；

哈尔滨市呼兰区第一中学校，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本文通过将三个语言学习案例，结合语言迁移理论进行分析，提出语言教学中应该结合语言迁移现象促进语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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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

案例一：2021 年 9 月，我入职到一所国际学校担任汉语教师。 

我承担的课程当中有一门课程是选修课，是一门兴趣课程。参加这

门课程学习的学生是 2 名 12 年级的学生，一位是意大利女孩 P，一

位是日本男孩 W。因为两个孩子有明确的学习目的，也就是希望和

周围的中国学生交流，所以每节课我让他们自己选择想要学习的话

题，目前为止，我们一起探索的话题有中国元素，中国旅游城市，

教室物品，爱好，地点，交通方式，学科和中国经典音乐等。

意大利女孩儿 P 学习过一册《快乐汉语》，已经能够做一些

简单的日常谈话，基础相对好。而日本籍男孩 W 只是学习了一些

拼音知识。教学之初，了解到他们的基础差异之后， 我还很担心

如何合理安排两名学生的教学内容使之同步的问题。可是，几个

话题下来，我惊讶地发现， 日本男孩竟然和意大利女孩接受的程

度相差无几，他们俩在一起上课毫无违和感。有时，在对前一节

课内容的考核中，日本男孩儿的掌握程度竟然超过了意大利女孩

儿！我不禁感叹日本男孩的聪明才智，对其刮目相看！

昨天，他们来上课时，刚好我前一节课给 IB 学生上课的板书

还在，上面有十个词语，没有拼音。我想充分利用一下资源，也

让他们对 IB 语言课程的学习程度有所了解。于是我说：“你们两

个看看这些词语你们认识不认识？”看到他们一时沉默，我想我

是给了他们过难的任务，让孩子长见识是好的，让孩子尴尬就不

好了。 于是，我说：“这些都是专门学习汉语了两三年的学生学

习的内容了 .”顺手就拿起板擦，想要擦掉这些汉字。这时，日本

男孩儿 W 说，“我能知道他们的意思 . ”“真的吗？ !”我惊讶！ “那

你试试？”于是 W 挨个说了十个汉语的意思，其中只有两三个是

他说不出来的！他说完之后 P 也陆续想起来一些。我和 P 都惊讶

了！我们俩一起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当然是以英语询问。

他说，英语字形和汉语字形很相似。我说，“P，我们要不要看看

日语和中文的相似程度，究竟有多相似？”随后我们请 W 来到白

板处，写下了对应汉字的日语文字。他说，“看字形我能够知道

意思，但是听读音我就不太懂。”于是我说，那你给我们读一下呀？

他读出来的读音真的是我完全不理解的。我惊叹于日语文字和汉

字字形的相似程度。于是，我明白了，日本籍男生 W 除了聪明之外，

还获益于日语和中文字形的相似。

案例二：笔者在教授英语课程的时候，遇到过一种情况。那

是在教授初一学生的第一节英语课。那个时候学生们在小学还没

有开始学习英语。在初中才开始开英语课。学生们很兴奋，渴望

这学习这门新的距离他们很陌生的语言。上课之后，我分别教他

们早上， morning， 好， good。 然后我说， 同学们，你们来试一

试用英语问好吧！学生们脱口而出 morning good. 我也并不意外，

在我学习英语教授英语学习语言学理论之后，自然知道英语汉语

语序不同这一语言现象。也是借此向学生们说明了英语汉语这一

差异。但是对英语的掌握不是懂得一个理论就可以克服的。这需

要日积月累。在我向学生们说明了语序不同之后，这种语言顺序

差异的影响会在学生们初学英语的很多年都伴随着他们。常见的

例子比如说， I very like bread. 比如说： I in the classroom read book.

后边定于后置，状语后置，定语从句，主语从句等等都是学生需

要克服的语序障碍。 在中国人说英语的时候，我也总是想要把每

个音节清晰且重的发出来，有些总是按照汉语拼音的发音来做，

而英语本土人说英语的时候，发音更加流畅一些，这也是中国式

英语的一个发音上口音上的特点。

案例三：在教授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学习英语的时候，我先教

授他们问候语。在教早上好的时候， 我问学生们，猜一猜早上是

什么意思？学生们说 good。 也就是说学生们按照英语问好的 good 

morning 来推算，认为英汉语言该是一一对应的。后来在教授你多

大？的时候，当问学生单字你的相应英文意思的时候，学生说： 

How old，这明显又是受到英语 How old are you 语序的影响。在给

学生们取中文名字的时候，学生默认的状态就是把名字写在前面，

然后在去写姓。这一点总是需要反复强调。

案例评析：

在案例一中，由于这名男生的母语也就是日语当中有很多字

的字形和中文字形相似，所以在理解书面汉字的时候对他极有助

益。在他看到汉字时，很多情况下他都能理解意思，对他汉语的

学习也减少了很多困难。尤其是在理解阅读材料时，很快他就能

将阅读材料转换成母语进行理解。周艳梅在她的《谈日本学生学

习汉语时母语中的汉日同形词迁移现象》一文中，列举了几位语

言工作者统计的汉字和日语形义相同词在同形词中所占的比例。

尽管几位学者统计范围、方法和结果略有出入，但“从这些统计

数据可以看出，汉日同形词中词义相同或部分相同的占多数，词

义完全不同的占少数”。这里以其中一位学者曲维的统计数据为例。

其统计的汉日同形词中词义基本相同的有 1805 个，占 87.53%；

完全不同的有 52 个，占 2.52%2。如此大量的同形同义词，给我

们启发，在教授日语为母语的学生汉语时，在词汇和阅读的教学上，

汉语教师就可以借助两种语言的同形同义现象来帮助学生实现语

言词形上语义上对以日语为母语的学生在学习汉语的时候进行有

效利用这一优势。案例一中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词形的相似促进

了男学生汉语的学习。

而在案例二中，由于学生的母语汉语和所要学习的新语言也

就是英语，两者语序不同，这导致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使用既有

知识，也就是既有的汉语语言顺序来安排理解这门新语言，英语

语言的输出。

案例三中则是相反的情况。学生们将既有语言体系，英文的

语言顺序理所当然的套用到了汉语的语言使用当中。使得他们在

记住单字意思的同时还是要再继续努力不断克服原有语言顺序在

漫长语言学习当中对他们的干扰。

二、语言迁移理论

（一）语言迁移理论的发生发展

迁移（transfer）源于行为主义心理学，这一概念是指学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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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他们对于已有的知识或技能会对新知

识或新技能的学习和掌握产生影响。

语言迁移理论最初兴起于 20 世纪 40 到 60 年代，当时一些美

国的语言学家认为母语语音、语义以及语法体系会影响到第二语

言的习得。在语言迁移理论刚刚兴起的时候，它在第二语言习得

中的理论和那个时候比较盛行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还有结构主义语

言学联系密切，共同构成了母语和目标语进行对比分析，推进其

在语言学习中的理论基础。进入 20 世纪的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中

期，随着语言学家对于错误分析所进行的研究的深入，外语学习

者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经常会被看作是只是在学习过

程中出现了问题，而并不是语言迁移现象起了作用，并且还有很

多语言学家著书立说针对语言迁移理论进行批评，导致语言迁移

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低谷。自从 20 世纪的 70 年代末开始的十年之间，

伴随着认知心理学这一领域研究的发生发展，迁移策略渐渐地成

为了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一种重要的学习策略，人们开始从心理

学、语言学及社会学的全方位视角对迁移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进

行了全面地探讨，从而认识到迁移过程是一个复杂并且会受到诸

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一种认知过程。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语言迁移理论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地位迅速地得到承认，并很快

地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成体系的理论。随着认知语言学协同心理语

言学的跨越式地发展，语言迁移的研究最后突破了传统语言学中

对于语音学、语义学等表层的探究，逐渐深入到对于语言理解的

概念，对于语言心理变化的过程研究中。

（二）语言迁移理论的研究现状

就可迁移性研究来说，随着 ScottJarvis 和 AnetaPavlenko 合著

的有关于可迁移性的研究著作《语言与认知中的语际影响》一书

的出版，对于语言可迁移性研究的重点逐渐地从对语言迁移本身

的研究转移到了对于可迁移性上的重大转变。研究者开始不只是

单纯地记录语言迁移的具体案例，而且针对某些语言特征的迁移，

开始研究导致这些语言迁移发生的基本原因相关的要素。按照影

响迁移的因素进行重新归类，一共总结出五大类因素，其中包括：

语言和心理语言因素；认知、注意以及发展因素；累积的语言经

验和知识；学习环境以及语言使用。

就迁移方向研究来看，语言迁移可以被分成三个大类别：第

一个类别是母语对目标语的正向迁移（forward transfer），目标语

对于母语的反向迁移（reverse transfer）以及第二语言对学习者所

学习的第三语言、第三语言对于第四语言等过渡语之间的侧向迁

移。在这三个大类别当中对于反向迁移的系统研究表明了迁移是

在各种目标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母语的

专权，从而从范围上拓展了迁移理论在语言学领域中研究的空间。

因此，这种理论的研究者采用多因素分析模式，对于各因素的影

响进行综合考察以及考察各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

第三方面是关于概念迁移的研究。“概念迁移”这一术语的

正式提出标志着概念迁移这一新动态出现。它的基本内涵包括两

个方面：首先，它吸收了“概念研究法”还有双语表征研究的一

些基本的成果，进而形成了在语言行为、语言习得、语言表征等

与语言迁移相关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第二是在语言行为、语言习得、

语言表征等相关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概念迁移研究者提

出了一个解释语言迁移的理论机制并且进而从这一机制出发以开

展实际的语言迁移研究。语言习得中的迁移现象和理论研究的迅

速发展既得益于新构建的理论，又反过来为这一研究以及其在实

际教学中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范式和理论指导，促进理论发展的

持续性。

三、语言迁移理论下的案例分析

在这一案例中，日本男孩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他的母语日

语由于对他外语的学习产生了语言迁移现象。由于这名男生的母

语也就是日语当中有很多字的字形和中文字形相似，所以在理解

书面汉字的时候对他极有助益。在他看到汉字时，很多情况下他

都能理解意思，对他汉语的学习也减少了很多困难。尤其是在理

解阅读材料时，很快他就能将阅读材料转换成母语进行理解。结

合上述理论可知，这时一种语言的正向迁移。如此大量的同形同

义词，给我们启发，在教授日语为母语的学生汉语时，在词汇和

阅读的教学上，汉语教师就可以借助两种语言的同形同义现象来

帮助学生实现语言词形上语义上对以日语为母语的学生在学习汉

语的时候进行有效利用这一优势。案例一中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

词形的相似促进了男学生汉语的学习。教师在语言教学应该充分

发掘所学语言和目的语之间的同构元素，帮助学生建立起母语和

目的语言的联系，帮助学生更加快速地掌握目的语。

在案例二中，英语中副词在后，介词短语表地点等等相对于

汉语的后置现象，导致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在组词成句的过程中

容易出现错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使用既有汉语语言知识，也就

是既有的汉语语言顺序来安排理解英语语言的输出，结果导致了

顺序的错误。汉语为母语的人在说英语的时候，既有的语言当中

的语音体系也在影响着汉语学习着发音。这两种情况分别属于汉

语的语序和语音体系影响了英语的学习。结合上述语言迁移理论，

这属于语言的负迁移。也就时既有语言知识阻碍了学生对语新语

言系统的建立，干扰了学习者对于目的语的学习。

案例三中则是相反的情况。学生们将既有语言体系，英文的

语言顺序理所当然的套用到了汉语的语言使用当中。使得他们在

记住单字意思的同时还是要再继续努力不断克服原有语言顺序在

漫长语言学习当中对他们的干扰。在语言迁移理论框架之下，这

也是属于语言迁移中的负迁移。

四、结论

根据以上对于三个案例的分析，由于日语和汉语在字形字义

上的大量相似，致使日语母语的学习者学习他的第三语言汉语时

到了母语的助力，受到语言正迁移的影响，加速了他对汉语学习

的进程。而由于英语这种形合的文字和汉语者中意合的文字，以

及发音系统的差别，导致汉语母语的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中，则受

到了母语语序和语音的干扰，阻碍了他们学习英语的进程，干扰

了他们语言系统的建立。在外语教学实践中，反之亦然，以英语

为母语的学习者在学习汉语的时候，也是想当然的将英语的语言

顺序应用到汉语的理解上，这无疑会影响他们对汉语的学习进程。

教师应通过有意识地比较母语和目标语，预见学生在学习外语过

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可能得到的积极影响，从而选择并确定学

习的难点和重点。充分利用两种语言系统的相似性，发挥学生母

语的优势明确教学侧重点。充分意识到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在

教学中有针对性的操练，帮助学生克服语言负迁移带来的影响，

然后针对这些困难考虑相应的有助于学生提高，并且在语言迁移

理论视野下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和措施，促进学生语言学习的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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