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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母语思维对二语习得的正面影响 
◆顾  倩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550001）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学习外语，在传统的思维方

式中，人们认为人们的母语思维会对人们的外语学习产生一定的负面影

响，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是片面的，母语思维对于二语习得来说负面影

响，但也具有正面影响，人们不能一概而论，本文首先讲述了母语思维

对于二语习得具有正面影响观点的提出，其次讲述了语言和思维对于母

语思维的重要性， 后讲述了语言的共同性对于母语思维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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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们的固有观点是不会在一朝一夕之间改变的，人们对于母

语思维理解的片面性同样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供人们消化与理解，
在传统的观点中，人们普遍认为母语思维的存在导致人们阻碍人
们学习其他语言的步伐，不利于第二语言的学习，但是，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人们原有的观念是错误的，片
面的，人们要形成对事物完整的认识，以便更好的认识到母语思
维对于第二语言的学习的促进作用。 

一、母语思维对于二语习得具有正面影响观点的提出 
在人们学习外语的过程中都可以体会到母语思维对于外语

学习的影响，也都知道外语学习必须依赖母语思维，在双语研究
和二语习得领域内进行了大量的实践研究，充分证明了母语思维
对于二语习得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在传统的语言观点中，人们
认为母语思维对于人们的二语习得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母语思
维干扰了二语习得的进程。文秋芳和郭纯洁通过研究小学生的作
文成绩得出母语思维对于二语习得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小学生
的母语思维越严重，作文成绩就越低。但是，这种联系研究只是
一种表面现象，没有将二语习得和母语思维之间的关系准确的表
达出来，没有反应语言的本质特征。对此，母语思维对于二语习
得具有负面影响的观点是片面的。人们利用母语思维进行二语习
得，能够帮助学习者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学习目标，在学习过程
中，借助母语思维进行二语习得是学习者的一种策略同时也是学
习者学习的必经途径[1]。 

二、语言和思维对于母语思维的重要性 
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语言和思维都是人们独有的极其复杂

的学习能力，在对语言和思维的漫长研究中，人们发现的问题越
来越多，对于问题的解答带给科学家们极大的挑战。到如今，对
于语言和思维的具体答案还没有出现，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大
多数科学家都普遍认为思维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看不见摸不
着的东西，思维的存在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反应，是当今社会的
产物。语言，则是人类独有的特征，在人们诞生之初，人们就已
经拥有了这项独特的技能。语言同时也是区分人类和动物的基本
方法，语言的存在，让我们成为地球上 为成功的生物，人们通
过语言将思维表达出来，展现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自我认识。 

思维和语言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思维先于语言，思维的存在
是人类语言的基础，思维创造了语言的表达，但是语言同时也对
思维产生一定的反作用，语言表达思维之后，可利用思维的方式

进行固定，帮助思维方式的不断前进。语言和思维之间存在着密
切的联系，思维产生语言，促进语言的发展，语言也同样对于思
维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反作用[2]。语言和思维都客观存在的，都具
有一定的规律特征，两者不可能离开对方独自的生存与发展。在
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表达的思维与语言也是不尽相同，观察社会
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环境铸造不同的人群。虽然人们处
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但是人们的语言与思维之间存在着一定的
共性与个性，不同的生活环境造就具有独特个性的语言与思维，
但是人们运用语言进行组织的方式和思维的表达方式具有一定
的共同性。 

研究母语思维对于二语习得的影响不能离开社会环境这一
方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展现自身在母语思维的影响下对于二
语习得的成就是人们学习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具有母语思维特征
的二语习得是不存在的，是不可能的。语言的存在是人们在社会
生活中存在的基础，语言是社会的反应，人们对于二语习得的成
果也是要在社会生活中展现的。语言的存在肯定离不开社会环境
这个大背景，对于社会的环境的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对此，在
语言教学中，要注重将语言与自身周围的环境密切的连接起来，
不能忽视周围环境对于语言的影响，采用母语思维学习二语习得
有利于学习者能够很好的将二语融入到社会生活中去。 

三、语言的共同性对于母语思维的促进作用 
世界上语言的种类非常的丰富，但是语言虽然复杂多样，但

是语言大多数存在着一定的共性。语言与人们的思维具有一定的
联系，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共性。语言的共同性主要
分为两种共性，一种是绝对共性，比如说语言的抽象形与语言的
词汇性质等，这是语言中不可避免的同性。第二种共性是语言的
相对共性，在复杂的语言中，各种语言之间存在着相对的共性，
这种共性不是所有语言都具有的。语言的共同性为一样的学习提
供了一定的基础保障，对此，语言的共同性对于语言当然学习具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结束语 
在当今社会，学习一门无语已经成为一种学习的趋势，语言

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人们的思维也存在密切的联系，人们在
进行二语习得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母语思维，母语思维的运用有
利于促进二语习得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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