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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彝族是一个总人口达776.23万人的少数民族，

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这么大的一个

民族的学生英语学习状况并不乐观：由于自然条

件、社会环境及历史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彝族学生

开始接触和学习汉语的时间比较晚，而且汉语在课

堂学习和实际生活中使用分离，所以彝族学生的汉

语水平普遍较差。当前对彝英语教学的普遍现状

是汉英双语教学模式，这种现状增加了彝族学生学

习英语的负担和困难。因此彝族学生对英语教师

语法的解释有时似懂非懂，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

度，他们几乎都不喜欢学习语法。“语言体系具有民

族性。各种语言的结构体系除具有普遍性外,都有

自己的民族特点。学习和掌握一种语言,特别要注

意它的特点。”[1]所以在彝族学生的英语语法教学

中，彝语语法的作用应受到充分的重视。

在美国，沃尔夫（B.L. Whorf）是最早提出“对比

语言学”的，其背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

外语教学的需要，行为心理学对外语教学理论的影

响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这三种历史潮流

相汇合，也就是说对比语言学是在与语言教学特别

是外语教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比语

言学是语言学上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

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

的异同,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

于其他领域。[2]在对比语言学中，对比分析多用于

应用性的对比研究，其结果的目地之一就是把对比

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外语教学，为外语教学提供充分

的信息和依据，使课堂教学更具有科学性，更有成

效。作者在本文中仅以彝英语法对比研究的成果

来探索彝族学生的英语语法教学。

二 对比分析对彝族学生的英语语法教学的
指导意义

正如前面所说，行为主义心理学对对比语言学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此理论中，母语所占

的位置是怎样的呢？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的语言

学习模式在外语学习中可以解释为由于学习者已

经养成了母语的语言行为习惯，因此在学习外语的

过程中，新的语言习惯的形成会受到旧的语言习惯

的影响，也就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迁移规律的约

束。甘斯（Gass）和史林克（Selinker）认为语言迁移

就是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对母语在某些方面以不

确定的方式的利用。[3]为什么外语学习者能把母语

的某些语言特征应用于外语的学习中呢？安得生

（Anderson）是这样回答的：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

中，如果母语的某些语法结构和形式会经常出现，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据此归纳推出一些第二

语言的语法结构和形式，这就是语言迁移的结果。[4]1954

年哈里斯（Z.S.Harris）发表的《转移语法》中把转移

语法看作是从一种语言的话语生成另一种语言话

语的手段。[5]这主要是来源于行为主义的刺激-反

应联想学习原则：外语学习过程是一个逐步在已学

过的语言(母语)与新的学习任务(外语)之间建立起

联想的过程。Kellerman也有同样的观点，那就是学

习者对母语和目标语特征的理解一致性会影响目

标语的学习。[6]迁移理论认为，新知识的习得是建

立在旧知识的基础上的。迁移包括有害迁移，有益

迁移和零迁移。对比分析的目的正是试图通过对

比，在外语教学中促进有益迁移，防止和纠正有害

迁移。在Lade的《跨文化的语言学》中他认为：我们

假定，学生在接触外语时，会感到其中一些特征易

学，有些难学。那些与本族语相似的要素，他们感

到简单；而那些不同的要素，他们会感到困难。教

师如果将他们的母语与他们所学的外语相加比较，

那么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真正的学习困难所在，并

能更好地组织教学。[7]由此产生的外语习得理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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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模式，即外语习得主要是从一个母语习惯

向外语习惯迁移的过程。当母语和外语的结构不同

时，会出现有害迁移；当母语和外语的某些结构相同

时，会出现有益迁移。外语教学的目的就是促进有

益迁移，同时克服有害迁移，并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

形成新的外语使用习惯。该教学模式的具体应用方

法是对比分析：外语教师把母语和他们所学的外语

进行比较，让学生了解两种语言的异同。该教学法

有效地防止了因母语影响而产生的错误。

在认知心理学这一对语言教学理论的重要指

导思想中,R.Ellis对掌握英语否定句的研究表明:不

同的母语的学生在学同一种外语时,对某一语法结

构的掌握程序并非完全一致,有些不同显然是受母

语的影响。[8]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迁移可以解释这一

认知过程。因为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 在

认知发展过程中,新的学习任务是在已经掌握的知

识的基础上进行的。认知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是假

设验证,我们可以把学生在外语学习过程中所出现

的语言迁移现象,解释为学生根据自己已掌握的母

语知识来对所学外语的语言规则提出假设。 由此

产生的外语习得理论是创建性建构模式,错误分析

法则是建立在该教学模式上的。错误分析最重要

的环节是对错误作出解释。只有找出错误的原因,

才能真正使学生认识到错误的根源,帮助他们纠正

错误。而母语干扰是导致错误产生的重要原因之

一。在外语习得的过程中,母语的作用不仅表现为

干扰错误,而且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回避和过少使用

与母语相差较大,学生感到较为困难的一些语法结

构,这种回避现象在Schachter的研究中有报道。[9]母

语的作用还可以表现为有益迁移:母语与外语在结

构上的相同或相似性可以加快学习者对某些结构

的习得。母语与外语在形式上的某些相似性,也有

利于学习者学习和掌握那门外语。总之,正如R.

Ellis所指出的,“现有确凿证据表明,母语是影响外语

习得的一个主要因素。”[10]彝英语教学迫切需要将彝

语和英语直接联系起来,对这两种语言进行比较研

究。有些学者对两种语言的语法进行了详细的对

比分析，其揭示了彝英两种语言语法之间的异同,这

对于彝族学生的外语教学, 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意

义。

三 对比分析在彝族学生英语语法教学中的
应用

对比分析给我们指出了两种教学模式：对比分

析和错误分析。怎样把这两种教学模式应用于彝

族学生的英语语法教学将在这一部分讨论。

（一）对比分析对彝族学生语法课堂教学的指导

彝语属于分析性语言，其语法手段主要是词

序和虚词，有少量的重叠和内部屈折形式，语言结

构之间的关系要通过助词来协调。英语是屈折性

语言，语法结构通过语序和词的屈折变化如性、

数、格、时、体的变化来表现。[11]据向小红,黄静的

研究《论彝英语法之异同》和曹幼兰的《彝语和英

语句法对比研究及对英语教学的启示》及向小红，

曹幼兰的《彝语和英语的语法比较研究》，我现将

彝语语法和英语语法的不同点、相似点、相同点做

如下总结：

⑴ 相同点

在词类方面，英语中的形容词性物主代词，人

称代词的单复数，连词和定语在句中的位置和彝语

中的用法一致；在句法方面，SV句型彝英相同。彝

语和英语中做主语的词类是相同的，这当中就有非

谓语动词作主语的用法，这对彝族学生来说就不难

理解了。主语补语在彝语和英语中都有相似的表

达法：英语中用be，而彝语中用的是（m）。彝语形容

词通常放在名词之后和英语中的形容词后置这一

特殊用法一致。这些相同点是彝族学生学习英语

的容易之处。

⑵ 相似点

在词序上,彝语形容词，数量词和英语形容词，

数量词都可以修饰名词,彝语形容词，数量词通常放

在名词之后,而英语形容词，数量词通常放在名词之

前；介词和名词连用时,彝语介词放在名词之后，而

英语介词放在名词之前。在句法方面,英语中的

SVC/SVO句型跟彝语中的SCV/SOV句型相似,但词

序是不一样的,彝语中的主语补助语/宾语放在了谓

语动词的前面。英语的SVOo句型与彝语中的SOoV

句型相似,彝语中的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放在了谓

语之前,跟英语正好相反。SVOC句型中也是此情

形。SVOA句型在彝语中转换为SOAV,即在彝语的

句型中宾语一般放在谓语之前的,而在英语中宾语

一般放在谓语之后。在使用英语说写时有80%的

彝族学生感到难以记住把宾语放在谓语之后的这

种句型。在倒装句中,主谓倒装在英语中可以表达

愿望,疑问,让步,虚拟,回应,存在等,在彝语中可以把

做谓语的动词或形容词放在主语的前面,并重复该

动词或形容词,相当于英语中的if 或although引导的

从句。另外在英语中可以用指示代词作逻辑主语

来表达前面句子的意思,而彝语中则可以省略此类

主语,所以彝族学生常常写出无主语的错误句子。

彝语中的被动语态很少使用,所以彝族学生就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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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使用它。英语中的状语通常放在中心词之后,而

彝语中状语通常放在中心词之前。至于定语的位

置,英语中一般是单个的单词放在所修饰的词前,词

组和句子放在所修饰的词之后。而彝语中名词,人

称代词,疑问代词放在所修饰的词之前,数量词,形容

词,指示代词,代数量,性质状态的代词放在所修饰的

词之后。 在句法方面在彝语中只有名词可用作主

语补足语,而英语中除了名词性主语补足语，还有形

容词和副词主语补足语。前面我们谈到了彝语中

没有单复数的表达法,但是名词表达人的时候,有单

复数的形式,只是要注意彝语的复数中有两个的专

门表达法,而英语中没有。

⑶ 不同点

英语中的动词有时、体、数、格等的用法,而彝语

中动词却没有这些变化。另外虚拟语气也是彝族

学生的一大难点，因为含有时、体的变化,彝族学生

感到难以记住这些变化。同样的对于名词而言，英

语中有性、数、格的变化，而彝语却没有。这一部分

很早就出现在了人教版初一的Unit 1，Unit 2，Unit

3，Unit 6和Unit 9中，也是这一册的语法重点，应该

是学生的一大难点。英语冠词的用法对彝族学生

也是完全陌生的知识。在英语中有形式主语it的用

法和存在句型 there be的用法,这在彝语中是没有

的。英语中的人称代词作宾语时,有格和数的变化，

而彝语中却没有。另外形式宾语it的用法在彝语中

也是新的知识。学生经常避免使用。彝语中有专

门的两者表达法，英语没有。彝语中数量一可以省

略,而英语中却不可。SVOC句型在彝语中为SOVC，

宾语补助语并没有放在谓语的前面,那就是说彝语

的谓语可以直接跟形容词，这在英语中是不行的。

另外在彝语中形容词,名词可以做谓语,这在英语中

也是不允许的。这些相对于自己的母语完全不同

的新的东西，对于彝族学生而言会感到困难，老师

应花较多的时间在其上。

⑷ 教学应用

当我们归纳了彝语语法和英语语法的相同点、

相似点和不同点之后,我们对彝英语法的差异就有

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在英语课堂上我们就可以来

确定课堂教学的难点,正如Lade所说学生在接触外

语时,会感到其中一些特征易学,有些难学。那些与

本族语相似的要素,他们感到简单;而那些不同的要

素,他们会感到困难。那么彝英语法的不同点就成

了彝族学生学习英语语法的难点。教师在课堂上

就应做的重点讲解。这类语法知识因与彝族学生

的母语没有联系,所以其呈现不用借助彝语。可采

用的教学方法有演绎法,归纳法等来呈现,如先对这

些语法规则进行讲解,学生理解之后，可进行大量的

练习,让学生得到巩固;或者是通过大量的例子的呈

现,让学生自己理解该语法点的用法,然后老师再归

纳总结的方法;或者是两者综合使用。

其次彝族学生的英语教科书和汉族学生的是

一样的,一些需要对彝族学生解释和练习的重点不

可能详细地在教材中反映出来,这就需要教师在课

堂上来增加讲解的材料和相关练习。比如当英语

教师遇到跟彝语相似的语法点时,可利用对比分析

教学模式,即无不例外地指出彝英的异同,以及受彝

语的影响而出现的一些常见错误。例如彝族学生

在学习英语时常会犯下面的错误:在英语中我们表

达 I like apples ,而彝族学生则易写成I apples like;

My father is a teacher.--I father is a teacher.那都是彝

语语法的影响而造成的。像这些由彝语影响而形

成的错误,多是由于彝英语法的相似点的影响而造

成的。另外教师可利用错误分析教学模式对学生

的错误作出分析和解释,找出错误的原因,使学生认

识到错误的根源,帮助他们纠正错误,并做相关练

习。使母语的干扰减少到最少。回避和过少使用

与母语相差较大,彝族学生感到较为困难的一些语

法结构是教师应引起注意的地方。如被动语态的

用法和虚拟语气的用法等。Krashen 认为，真正解

决母语的负迁移在于大量的输入可理解性材料。[12]

英语教师可提供大量的、丰富的、真实的可理解性

输入材料，在课堂上最大限度的给学生提供充分的

英语语言模式，让学习者更多的接触这些语法结

构。同时利用课外的第二课堂，英语角等活动提高

学生练习这些结构的机会，从而养成使用它们的思

维习惯。

古人说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是指学习中的正

迁移现象。迁移产生的原理是客观事物之间普遍

存在的必然联系, 以及客观事物之间具有互相制约

作用。所以迁移的方法就是通过类比推理, 沟通新

旧事物之间的联系。迁移教学法是教师依据“迁移

规律”设法为新知识的生长提供“认识桥梁”,通过迁

移来发挥旧知识在学习新知识中的铺垫作用。其

基本原理在于当学生具备从事每一新的学习任务

所需要的认知先决条件越充分,他们对该学科的学

习兴趣就越浓, 即学生对原有知识掌握得越丰富、

越清晰、越牢固, 就越能更好地学会新知识, 学习也

就越有信心。培养知识迁移途径和方法是进行有

意义的学习, 避免机械性学习,提高对所学知识的理

解程度, 构建具有清晰、概括、包容性的认知结构。

蒋明荣，朱阿依：在对比分析中探索彝族学生的英语语法教学 ··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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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彝英语法中的相同点为彝族学生学好英语,

提高学习兴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老师可以在课

堂上利用彝英语法中的相同点来让学生把母语的

旧知识和英语的新知识联系起来,让学生触类旁通,

充分发挥旧知识在学习新知识中的铺垫作用, 更好

地学会新知识, 学习也就越有信心。所以在英语课

堂中,我们应该充分应用彝英语法中的相同点来实

现彝语的正迁移。

（二）对比分析对彝族学生英语语法测试的指导

另外彝英对比分析的结果还可以应用到英语

语法的测试中去。James指出,外语测试的基本要求

之一是应该具有有效性,也就是说能正确反映学生

的外语能力。[13]而测试项目的选择通常是学生感到

困难的地方,这种困难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造

成的,一个是外语本身的特殊性,另一个是母语与外

语的差异。所以对比分析可以帮助我们选择和确

定测试的重点和范围。[14]通过对彝英语法的对比分

析,我们发现彝英语法的不同点和相似点应是彝族

学生容易出错的地方,应成为测试的重点。在确定

了测试的内容后,我们还可以借助对比分析的结果

来设计具体的试题,特别是一些单项独立的试题,如

改错或单项选择:

单项选择题

1. The windows near the ground ________ by the

boys who are playing football.

A. break B. are broken C. was broken D.

broke

在这个英语句子中, 彝族学生总是避免使用被

动语态,并且时态也是他们的一大难点,学生容易误

选D答案,而不是正确的B答案。

2. 改错

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 is my faith。

彝族学生受母语的影响,不知道英语中不可以

省略指代前面句子的意思的指示代词,就会看不出

此题的错误。

三 总结
彝英语法对比分析揭示了彝族学生学习英语

语法的易难点,为英语教师确定其课堂教学语法的

重难点和测试的重点提供了有利依据。对比分析

对彝族学生的语法教学提供了两种教学模式:对比

分析教学和错误分析教学, 这丰富了彝族学生的

课堂语法教学,同时也降低了彝族学生学习英语语

法的难度，克服了彝语的有害迁移,促进了有益迁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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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形式因素之间的必然联系为基础的，是这种联

系的主观映像和现实的复现。现实形象的形式因

素虽然存在于具体，个别的现实实物本身，它们之

间不存在艺术与现实那样的反映与被反映联系，但

却有着另外一种关系，就是物象形式之间的共同点

和相似性决定的必然联系。许多事物不都同样具

有某种色彩、线条、结构，但都包含有同样的形式规

律。这些事物虽有异，但它们的形式因素相同，这

就有如出现一条细带，将它们联系起来。

了解了形象之间的形式美关系，也就容易弄清

楚一定形式与情感之间的关系。形式是具有表情性

的，例如青色有冷感，红色有暖感，深色有沉重感，浅

色有轻柔感；白色纯洁，蓝色冷静；粗短线笨拙，细长

线秀丽；圆形柔媚，方形端庄。但这种表情为什么能

够产生？原因正是在上述联系的作用。我们知道，

任何具体的现实事物都有一定的形状、色彩、性质，

能够给人一定的刺激，造成一种印象，从而形成一种

感觉性质。同时，这种事物也总与人存在一种关系，

决定着它的态度，这又是一种情感性质。

当然，一定形式与现实的联系具有朦胧、广泛

和不确定的特点：人们通过一种形式对现实进行联

想时，往往并不自觉，并不存在一个明显的反思过

程。从对象看，形式似乎毫无内容；从主体看人们

似乎不假思索，仅仅从形式本身得到一种美感。但

在实际上，这种形式因素与广泛的现实内容之间的

联系，以及主体意识对这种联系的反映不仅存在，

它们还直接决定着形式因素的表情和美感性质，成

为形式美脱离形象内容而又并不沦为纯粹形式美

的根本保证，这是每个从事美术创作的人都应值得

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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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r learning. So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Yi language grammar and English grammar has a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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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English grammar can be predicted.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teaching model and error analysi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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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Yi students’English grammar teaching an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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