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西昌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罗
·

,

从母语负迁移看英语写作中连接词的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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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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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母语迁移理论与英汉连接词对比分析
,

主要探讨了在母语的影响 下
,

二语学习者在其英语写作中经常出现

的连接词误用现象
。

通过对学生作文中错误的摘录
、

分析
,

分别详述 了在母语阻碍性和介入性干扰下的连词误用情况 阻碍性

千扰下的连词缺少
、

介入性结构干扰下 的对汉语连接词搭配结构的套用和介入性语义干扰下的对汉语连接词语义关系或功能

的套用
。

最后
,

基于以上连接词误用现象
,

提出了两条教学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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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语言学家
、
曾说过

“

任何一个二语习得理

论如果没有描写母语迁移都是不完整的
” 「 。

而作

为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内一大热点的二语写作
,

更是

少不了母语迁移的影响
。

从词汇到句法再到语篇
,

学生在二语写作中由母语负迁移弓起的错误分析

较早就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

本文主要聚焦

于学生作文中经常出现的连接词误用现象
。

连接

词是指起到连接词与词
、

短语与短语以及句与句的

作用的词
。

语言学家 曾把连接词比作为人们

指路导航的
“

路标
” 「 ,

因为它们以其特有

的方式帮助人们了解句子之间的语义关系
,

在英语

作文中起着很重要的衔接作用
。

然而
,

很多学生在

二语写作中往往受其母语思维的影响
,

忽略了英汉

连接词使用的差异
,

如英语
“

形合
”

及汉语
“

意合
”

的

差异
,

英汉连接词语义及结构的差异
。

这就使他们

在写作中常常缺少或误用连接词
,

导致整个篇章显

得不连贯
,

语义跳跃或逻辑性混乱
。

所以
,

通过作文

分析以及英汉对比
,

本文试图分析学生英语作文中

受母语负迁移影响的连接词误用情况
,

并提出相应

的教学建议
。

二
、

母语负迁移下的英语连接词误用

美国应用语言学家 认为
,

语言迁移是指
“

一种影响
,

这种影响源于目的语和已习得 或未完

全习得 语言之间的相似或差异
” 「 。

二语习得者在

学习外语前
,

早已形成了大量的母语概念
,

也就是

说已经存在一种母语的思维模式和语言习惯
。

在

而后的二语习得过程中
,

他们会很 自然地用母语知

识去帮助理解和运用外语
。

然而
,

如果他们总是按

母语的思维方式来学习外语的话
,

反而会阻碍外语

的表达和理解
。

这就是负迁移现象
。

笔者对
“

母语

负迁移
”

定义为
“

因不恰当地运用母语思维而引起

的母语对二语表达和理解的干扰
,

这种影响源于目

的语和母语的差异
。 ”

基于对 比分析假说
,

负迁移

包括阻碍性干扰和介人性干扰
。

文中
“

阻碍性干

扰
”

指外语中存在而母语中缺少的东西对外语学习

造成干扰
“

介人性干扰
”

指外语中没有而母语中存

在的东西对外语学习造成干扰
。

其中阻碍性干扰

源于缺位思维
,

即因母语思维中缺失而引起的忽略

或错用外语中存在的知识 介人性干扰源于错位思

维
,

即在二语习得中错误地套用母语思维
。

以下就

是由这两种母语干扰引起的连接词误用
。

一 母语阻碍性干扰下的连接词误用

如上文所述
,

阻碍性干扰是由缺位思维 引起

的
,

也就是说学生在二语写作中沿用母语思维
,

然

而英语 中存在而母语中又恰好不存在的某一知识

对二语写作造成干扰
。

在这种干扰下
,

最常见的连

接词误用情况是缺少连接词
。

而其根源在于汉语
“

意合
”

与英语
“

形合
”

的差异
。

汉语重
“

意合
” ,

即句子间或段落间

的语义关系不靠连接词作为纽带直接显现出来
,

而

是通过句子间或段落间的逻辑关系以及语句的先

后序列间接地表现出来
「 ,

注重意义的隐性连接
。

而英语倾向于
“

形合
” ,

即在大多数情况

下依靠连接词对语篇中的语义关系进行连接
,

注重

形式的显性连接
。

由于
“

意合
, ,

与
“

形合
”

的差异
,

汉

语作文中连词出现的频率远远低于英语作文
。

汉

语常常省略连词
,

用逗号来连接几个完整的句子
。

因而
,

汉语多流水句
。

所谓流水句是
“

由一系列语

法完整的句子组成的
,

其间连接词较松散
。

因此
,

这种句子会一直持续不断地接下去
,

而不会分成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
” 「 。

然而
,

英语作为一种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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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

必须用连接词衔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
,

不能像汉语一样简单地使用逗号而忽略连接词的

作用
。

许多学生受汉语的影响
,

在英语写作中也出

现了大量的流水句
。

如

例
,

、

正
,

例
、 , '

正 巧
, '

例
' ,

正
' ,

以上三个学生的例句都属于流水句
,

仅使用逗

号而非连接词衔接两个句子
。

第一句和第二句均

缺少因果连词
。

第三句缺少转折连词
。

通过分析

整理学生 的连词错误
,

发现学生 习惯用
`

, 二
·

二 ”

这样的流水句
,

分句之间或用逗号
,

或用句号隔

开
,

极少用到连接词
。

这就是典型的母语阻碍性干

扰
。

重悟性的母语思维对连词的依赖比较小
,

由于

缺位思维
,

中国学生就容易忽视英语写作中连词的

重要性
,

因此他们往往少用连接词
,

造成句子层次

和逻辑的混乱
,

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

二 母语介入性干扰下的连接词误用

如上文所述
,

介人性干扰是由错位思维引起
,

指外语中没有而母语中存在的东西对外语学习造

成干扰
。

也就是说尽管母语的表达方式并不适合

英语
,

却被套用到不存在这一用法的英语中
。

介人性结构干扰
。

这里的介人性结构干扰主要是指学生在写作

中套用汉语的连接词搭配结构
。

在形态结构上
,

汉

语中单用连词和成对连词数量差不多
,

而英语中单

用连词多
,

成对连词少
口 。

有时为了表达同一语义

关系
,

英语中用单用连词
,

而汉语用成对连词
。

如
“ ,

印
” “

虽然我提了很多建议
,

但是没有结果
。 ”

首先看两个学生的错误例句

例 讥
,

正 和 去掉一个

例
,

·

正 和 去掉一个

学生犯这样的错误
,

显然是受母语思维 的影

响
。

在汉语中
,

成对连词出现频率比较高
。

关联词
“

虽然 …但是 …
” , “

因为 …所以 …
”

都属于从属连

词
,

可 以成对出现
。

但在英语里
,

情况就不同了
。

这 里
“ 、 ”

是从 属 连词
,

其 结构 是
“

主句

从句
”

或
“

从句 主句
” 。

而
“ 、 。 ”

是并

列连词
,

其结构是
“

第一分句
、 。
连接 的第二分

句
” 。

如果 和
、
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

,

就

成了
“

引导的从属句
、
连接的并列句

”

这

样的混搭结构
,

很明显是一种矛盾 出现了从属句

而没有主句
,

出现了第二分句却没有第一分句
。

所以以上两个例子显然是病句
。

另外
, “ ”

和
“ ”

不能连用也是这个道理
。

这里
,

学生直接把母

语的成对连词用法套用到英语中
,

显然是错位思维

导致的母语介人性干扰
。

介人性语义干扰
。

这里的介人性语义干扰主要是指学生在写作

中套用汉语连接词的语义关系或语义功能
。

如下

面的这两种连词误用就是典型的介人性语义干扰
。

例 淘
,

而
,

这里
,

学生想表达的是
“

我不仅性格很好
,

而且

很会照顾小朋友
” 。

所以这里应该用表语义补充的

并列连词
,

然而他误用了
“ 。 。 ” 。

实际

上
, “ 。 。 ”

属于转折连词
。

正如

和 所述
,

转折连词的基本含义是
“

与期望相

反
” 「 。

这就意味着转折连词所衔接的前后论点之

间应该是相对的关系
。

很显然这个例句中并不存

在相对的关系
,

因此不应该用
“

…
。 ”

这对连词
。

然而这对连词在学生作

文中错误率颇高
。

究其原因
,

是因为学生将其和汉

语的
“

一方面 …另一方面
”

搞混了
,

这样一来
,

学生

就想当然地把
“ ”

当成语义补充的增

补连词
。

这里学生 因为错位思维不 自觉地给
“

。 ”

赋予了不存在的语义关系
。

例 误
,

巧

为了语篇的连贯通顺
,

表语义补充的增补连词

在作文中是必不可少的
。

然而
,

并不是所有的增补

连词都有着一样的用法
。

比如这个例句
,

乍一看可

能觉得是对的
,

这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母语的介人性

干扰
。

我们总 以为
“ 、 ”

的语义功能和汉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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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
”

一样
。

然而
“ 、 ”

的使用范围不如
“

除此之外
”

广
。

虽然我们可 以用
“

除此之外
”

引出

一个和前面所衔接句子的内容没有太大联系的新

观点
,

但是
“ 、 ”

没有这个用法
,

它局限于
“

对前

面句子已经提到的同一论点的补充
” 「 。

如
, “ ' 、

, '

” 。

因此
,

例 中的
“ 、 ”

就用错

了
,

因为这里
“ ”

和
“ ”

不属

于同一论点
。

这个错误显然就是母语干扰造成的
。

很多中国学生在英语写作过程中
,

并不是运用

英语思维
,

而是用母语思维构思
。

他们往往习惯把

脑子里的中文一字一句翻译成英文
。

这样一来
,

他

们的作文很明显受到了中文思维的干扰
,

读起来比

较拗 口
。

同样
,

连接词的使用也受到了母语的阻碍

性和介人性干扰
。

由于学生 的缺位思维和错位思

维
,

以及他们对汉英连词差异的忽视
,

往往导致学

生少用或错用连词
,

严重影响句子甚至语篇的逻辑

性和连贯性
。

三
、

教学建议

为了减少母语思维对学生连词使用的干扰
,

提

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 重视英汉对比教学
,

减少母语负迁移

负迁移源于学生对英汉差异的忽略
,

所以教师

应该鼓励学生通过对 比分析英汉连词的差异
。

首

先
,

笔者认为学生应该了解英语形合与汉语意合的

差异
,

从而重视英语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
,

选择正

确的连词 其次
,

教师应该通过分析学生的作文
,

摘

出学生常错的几个连词
,

对比分析其汉英连词语义

上的细微差异
,

避免直接套用汉语用法 最后
,

鼓励

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用英语思考
。

二 设置适当的连接词练 习
,

提高学生对英语连接

词的认识

目前很多教师在批改学生作文时往往只是划

出学生的语法错误
,

并没有重视学生在语篇连贯方

面的不足
。

这就导致了学生对连接词正确使用的

忽视
。

因此
,

教师可以设置一些连接词练习
。

如用

适当的连接词合并句子
,

或是在文中空格处填写合

适的连接词
,

又或是修改文章中用错的连接词
。

总

之
,

连接词练习可 以采取多样的形式
,

但一定要给

学生提供丰富的语境
,

让学生在上下文中体会句子

之间的逻辑关系
,

从而选择正确的连接词
。

四
、

结语

连接词往往在作文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

把语篇有条理地衔接起来
,

使整篇文章流畅自然
、

语义连贯
。

因此
,

要写出一篇好的英语作文
,

学生

需要正确地使用连接词
。

然而
,

学生在写作中往往

运用母语思维
,

因此连词的使用会受到母语负迁移

的影响
。

通过列举一些学生作文中频繁出现的病

句
,

笔者分析了母语阻碍性和介人性干扰下的连词

误用情况
,

详述了学生少用连词
、

套用汉语的连接

词搭配结构和套用汉语连接词的语义关系或语义

功能
。

最后
,

笔者提出了两条教学建议
,

以期减少

学生作文中因母语负迁移所引起的连接词误用现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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