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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分析儿童习得母语不同阶段不同特点的基础上，总结儿童二语习得过程中母语迁

移在语音、词汇和语法层面的影响，分析并提出教学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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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英语学习在全

球范围空前盛行。而国内儿童的英语学习也越来

越低龄化，尤其是在经济较发达的大中城市，甚

至在幼儿时期就开设了英语课程。儿童的二语习

得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过去人们一

直认为外语学习无非是母语习得的延续，但在长

期对语言探索和实践中，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语

言研究的深入，人们已经认识到二语习得中语言

迁移 （/0123024 56017846）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在借鉴该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对第二

语言 （英语）习得过程中的母语 （汉语）迁移现

象分别进行简要分析，并对儿童语言教学实践进

行了探讨。

一、基础理论

!、语言的迁移理论

行为主义认为 9 “新知识的学习是建立在旧知

识的基础之上的 9 前一项学习任务的完成会影响后

一项学习任务的进行。促进新知识学习的迁移被

称为 ‘正迁移 ’ , :;7<5<=4 56017846 - 9 阻碍新知识学

习的迁移被称为 ‘负迁移 ’ , 14205<=4 56017846 - ”

, >;?17;19 !$$!@ A’ + )$ -。 B & C （DA’ + )$） 而 “语言迁

移” （E0123024 56017846）指的是在第二语言或外语

学习中，学习者由于不熟悉目的语的语言规则而

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母语规则来处理目的语信息

的现象，它多半出现在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的初

级阶段。 B ! C （D&!#）

早在 &’ 世纪语言学家就已经发现了语言间的

相互影响，而语言迁移现象进入语言学家的视野可

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语言学家弗赖伊斯

（FG H6<47）和拉多 （IG /0J;）从行为主义心理学

理论出发，认为学习是刺激与反应的强化，是新旧

知识的联结，因而在外语的学习中，母语这种先前

语言学习的习惯会对新的外语学习产生迁移作用。

他们认为外语学习的困难程度与两种语言的差异程

度是有密切联系的，第二语言中与母语相似的成份

对学习者来说是简单的；与母语相异的成分对学习

者 来 说 是 困 难 的 ， 据 此 ， 提 出 了 对 比 分 析 假 说

（K;17560175<=4 010EL7<7 ?L:;5?47<7）。 B " C , D& + ! -

后 来 M4EE46N01 在 语 言 迁 移 中 应 用 了 标 记 理

论。他认为无标记的成分在迁移的过程中会逐渐停

止。同时认为无标记成分易迁移，有标记成分不易

迁移。无标记成分易迁移现象存在于语言的不同层

次和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的学生的第二语言学习

中。标记理论帮助人们对语言迁移现象取得了更深

的了解，并且解释了一些原来用传统的对比分析无

法解释的现象。 B . C , D&&* -

上世纪 )$ 年代末，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

基 （OG F?;N7PL）通过对儿童在不自觉、无意识的

过程中获得并掌握语言 （母语）能力的研究，提出

了语言习得机制 （E0123024 0KQ3<7<5<;1 J4=<K4）假说

和普遍语法 （31<=4670E 260NN46）理论，他认为人

类 的语 言结 构 存在 着 普 遍性 （E0123024 R E<123<7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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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语言的普遍性与其说反映了人类

的经验过程，还不如说反映了人类获得知识的能力

的普遍性，也说是说，人类生来就有自然学习语言

的能力，它是植根于人的内在机制，即语言习得机

制，这种机制是先天性的，正是人具有这种机制，

才能使人能够利用有限的音位、语素及语法规则转

换生成无限的句子。

!、母语习得过程

在对第二语言教学进行探讨之前，我们先对儿

童母语习得过程进行一个简要地了解。母语习得指

儿童在自然的母语环境中，不经过正式的语言教授

而学会理解和使用母语的基础方面的心理过程。

研究发现儿童的语言发展可分为前语言阶段、

单词句阶段 , )%$-+’ . /0(1 #22’(*$3’) 4、双词句阶段

, 2/0 . /0(1 #22’(*$3’) 4 或电报语到无限句子和基

本成熟阶段。

儿童的语言始于哭喊，这一类哭喊意义十分丰

富。研究表明，婴儿在出生后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内，

就能发出 “*%”、“0#”、“-*”、“5#”及其它许多声音，

代表着婴儿的某种感觉、情绪，反映他们是否饱足、

愉快或痛苦，但婴儿的饥饿、痛苦等等经常是通过啼

哭来表达，而不是 “呀呀作语”来表现。八个月后就

能听到儿童最早的词，儿童最早的词一般都是 6*7
6*8 1*1*8 9*9*。一岁左右，婴儿能生成一些只包含一

个单词的句子。一个 :; 个月的婴儿的词汇包含

“狗”、“灯”、“打”、“饭”等。这时婴儿词汇的语义范

畴比较狭窄，主要来自自己的直接生活经验，而且

单词的语义成份不像成人语法那么固定。因为婴儿

的语言资源十分贫乏，只能用单词句在不同的语言

环境中表达丰富的语义内容和使用功能。

两周岁左右，幼儿的语言能力开始能够输出两

个单词的话语，这个阶段叫双词语阶段。逐步说出

母语的 “单词话语” , )%$-+’ . /0(1 #22’(*$3’) 4 和

“双词话语” , 2/0 . /0(1 #22’(*$3’) 4。<= >’+)0$
,:?@A 4 BC D , E;F 4 研究过 :F 个儿童 , : 岁半至 ! 岁时 4
习得的 CG 个词 8 发现这些单词起的是一个句子的

作用 8 有时，同一个词在不同的环境里 8 伴以不同

的感情和动作有不同的含义 8 如 “妈妈”可以表示

“这是妈妈”、 “我要妈妈”、 “我肚子饿了”

“我要撒尿”等等 8 这就是儿童的 “单词话语”。

在单词话语阶段的后期 8 儿童能把两个或三个单词

连接起来说 8 好像成人打电报时使用的那种语体的

句子 8 亦被称作 “电报句”或 “双词话语”，如

“榔头敲钉子”、 “钉子榔头敲”。

第三阶段时，三到五岁的儿童对语言的掌握从

简单到复杂，他们的话语的语法关系也随之复杂起

来，他们对用法和句型的敏感性增强，觉察到语言

是语法系统的。儿童学习语言并不是对成人语言机

械临摹，而是通过接触语言材料把语言规则 “内

化”，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他们能够把成人的范句

结构应用于新的言语环境来表达新的内容。有时还

能把模仿到的结构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结构。如一

个二岁八个月的儿童听了成人 “小朋友围个圆圈在

做游戏”话后，看见三位教师围在一起说话，说出

了 “三个人围个圆圈讲话”的句子。 B ; D , 9CA 4

第三阶段中，儿童一般已学会本民族的句法，

并掌握了足够的语言运用技能，能够自如地理解并

产生常用的话语。

二、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负迁移

"、语音的负迁移

在二语语音学习中，母语的干扰十分明显。美

国人或英国人一般从别人的发音中能发辨出谁是

“老外”。 B @ D , 9: . :@ 4 研究发现，学生在学习英语所

犯的错误有 C:H 来自母语的干扰。 B F D （9"@ . "F）以汉

语为母语的儿童在学习英语时母语语音知识尚未固

化，但其前期已经学习的母语对其二语学习的影响

也是十分明显的。

汉语与英语分属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英语语

音与汉语拼音在发音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语音音

素数目不同。英语中有元音 !G 个，辅音 !F 个；而汉

语有 !: 个声母（辅音），A? 个韵母（元音）B ? D（9A@8 CF）。因

此在两种语言中，发音部位和方式就不存在对应统

一的关系。但儿童在学习中，易将两种语言中一致

或貌似一致的发音等同起来 8 忽略它们之间的差

异。这时母语对儿童英语语音学习形成负迁移。英

语元音有长短之分，如英语长元音 I JK I 、I %K I 、I
#K I 而汉语却没有长元音的概念，因此这是初学者

的难点。另外 I ! I 、I L I 、I & I 、I # I 的发音儿童会感

到特别困难，会用汉语中的某些音来代替，如把 I ! I
发成 I ) I 8 把 I & I 发成 I # I ，于是许多英语单词的发

音就不准确了：2M*/ 念成了 )*/，2M%$- 念成了 )%$-。

再如英语的 I N I 、I M I 是可以与 I %K I 相拼的，而汉语

的拼音却不可以，于是就把 I %K I 发成了汉语的 ’% 的

音，如 N’’ I N%K I 发成了 N’% ,费 4、M’ I M%K I 发成了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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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 了。又如英语有辅音连缀，而汉语拼音中辅音

除少数鼻辅音，多数以元音结尾，所以学习者常在读

以辅音结尾的单词时习惯性地加一个元音作为结

尾。把 %&’( 读成“%&’(&)”，*%&&+ 读成“*%&&+&)”。可

见，母语对于外语学习中语音层面的迁移作用可谓

不小。

!、词汇的负迁移

词汇的负迁移在儿童英语学习中大量表现，也

是最明显的。词汇的负迁移主要是表现在儿童对于

词义的理解有所偏误。这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

因：

一是母语与英语词汇的概念意义（或外延意义）

不同或所指范围不同而造成的负迁移。例如英语单

词的外延比汉语词汇的外延大，其中典型的例子是

中国的儿童弄不懂 ,)’-+./01&) 到底是指奶奶还是

外婆。因为在中国有奶奶外婆之分，但在英语中就

只有这一个词。

二是词义内涵不同。由于语言文化背景不同，

尽管概念意义相同或相近，但是其内涵却相差很

远。以“狗”为例，汉语中它常带有贬义，以“狗”为喻

体的词都是贬义，如“狗仗人势”、“狗头军师”、“狼心

狗肺”等。然而，英语中“+/,”是褒义。例如，2/3& .&4
2/3& .5 +/, #爱屋及乌 $、’ 267(5 +/,（幸运儿 $等。

"、句法的负迁移

儿童的英语学习中对于句法的接触相对于语音

与词汇来说较少些，主要的句法学习是从初中开

始。由于儿童对于英语的句型掌握不多，在表达目

的语的意义时，往往借助母语的思维，把母语的句法

规则迁移到目的语的表达中，便会产生句法层面的

负迁移。比如以汉语为母语的儿童因为汉语中名词

没有单、复数形式，人称虽然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

和第三人称之分，但对于谓语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初

学英语的儿童对这方面的表达有时会感到无所适

从，造成负迁移。而对于语序，汉语的副词出现在动

词的左边，如“我很感谢你”；而英语中副词常用在动

词的右边，通常在名尾，如“81’-( 5/6 3&)5 .671”。受

母语的影响中国儿童常会写出 “9 3&)5 #.671 $ 01’-(
5/6”这样的句子。

三、对于语言教学的启示

#、提高儿童外语师资素质

教师是学校教育体系中最重要因素。所有其它

要素如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以及教学方法都在不同

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这个因素。一些人认为，小学教

师的水平可以低些，高水平的教师要教高年级。而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王初明教授指出：“低年级更须

要高水平的教师，与其把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投入

到大学英语，不如加强中小学的英语教学，把优秀教

师安排到中小学里，或增加投入，培训中小学教师，

以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基础外语教育的误区，曾经导致了中国式英语、

“哑巴英语”的结果。因此，我们儿童英语教学中首

先要把好师资关，在心理学、教育学以及英语口语水

平各方面，幼师都应具有更高的水平。

!、教材编写形象化

目前，我国大中城市的外语教学多是从小学开

三年级开始，一些发达地区从一年级甚至幼儿园时

期就开始，但使用的都是引进的或是自编的教材，全

国范围内尚没有一套统编、适合有幼儿年龄特点的

教材，这是影响我国早期外语教育的重要原因，它必

将对我国外语教学水平产生重要而浑远的负面影

响。 : ;< = # >?< @ ?A $ 目前使用的教材是基本句型和日常会

话，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缺乏文化背景知识：在

看到“亚洲四小龙”被写成“B/6) C*D’- 0D,&)*”时，孩子

们会问为什么不是“+)’,/-”而是“0D,&)”，老师解释说

“+)’,/-”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来看，有不好的含义如

“恶魔”时，孩子们还是有很大疑惑。在母语对二语

的词义理解的负迁移方面，我们尤其能看出文化背

景知识的重要了。

另外教材的题材和体裁变化小，学生缺少实际

运用机会。可以根据学生的心理要求，选取一些如

歌谣、歌曲和绘画等，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欣赏文学艺

术、发挥想象从而激发学习兴趣。

"、教法多样化、趣味化

儿童的母语习得与二语的习得是有所不同的：

儿童生活在母语环境中，在各种非正式的场合学习

语言，没有正式的语言教师，而掌握了母语；而二语

习得则不同，它是在课堂里通过向专门的教师学习

而获得的，因此教学的方式方法就尤为重要。

从母语的习得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孩子学习语

言最初是在听力辨识的基础上的模仿。那么在二语

习得中是不是也该听力先行呢？比如上海就规定小

学儿童外语教学第一阶段只听不说，第二阶段听说

全学，第三阶段才学字母各音标。我国小学生在母

语的学习中从一年级学习拼音生字，也是有了学龄

李 艳：浅谈母语负迁移现象对儿童二语习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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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的语言基础，汉语学习是这样，外语的学习也

可以参照这条规律。

在母语习得中，成人对儿童的语言称为“照顾式

语言”（5F2-/FT-2 JF)84F8-），因为成人与儿童说话是

儿童习得语言的主要输入，他们无意识地会放慢速

度，注意吐字清楚，并往往伴以十分关怀的情感和耐

心，使儿童感到温暖，把学说话当作一种乐趣，而不

是负担。在二语教学中，教师也应学会使用“照顾式

语言”，对初学者使用一些简单的词汇，提高重复率，

并用微笑鼓励儿童。

在生理上，儿童易于学好发音，并乐于学习发

音，可以通过多读、多说的方法让儿童学好发音。然

而初学的儿童往往从母语发音去听英语发音，忽略

了两种语言的某些语音的差异，不利于标准语音的

掌握。比如一些儿童会用汉字或拼音标注英语读

音，所以必须在教学中反复比较，促使分化，将学生

的发音纳入英语语音系统，再经过多听、多练、多模

仿，从而正确地感觉和实现英语语间音。一般不要

先枯燥地教各种规则，可利用有节奏的朗读和有韵

律的重复，或编成歌曲。如果教师按正常的发音规

范教学生语音，孩子很难分辨出细微的差别，甚至听

不清尾音。所以教师可以利用夸张的方法，对发音

细节酌情夸张，以便学生感知到准确的发音。对于

语调的升降，可以通过教师绘声绘色的读，加上向

上、向下的手势，带动学生一起做，既有趣，又易于掌

握。

同母语一样，在二语学习的初期，电报语也会经

常出现，教师不必大惊小怪，这是使用完整句子前的

过渡，当学生在使用二语交谈时，只要出现的电报语

不影响其交流，就不要轻易打断进行纠正，以免学生

今后“英语在心口难开”。

儿童的语言学习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而且学习

的特点属于玩玩学学 （KJF6 F)3 P’2T /’8-/(-2）的性

质，虽然他们在外语学习有某些优势，但也存在某些

弱点：注意力不集中，外语与母语习惯易混杂，长期

记忆力薄弱。教师可以通过迷语、游戏、儿歌等方式

寓教于乐，让学生在玩中乐，乐中学，让孩子在游戏

的环境中获得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