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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意思是已经获得的知识、技能，甚至学习方法和态度对学习新

知识、新技能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是积极的，就叫正迁移，反之则是负迁移。在外语学习中，迁

移是指先前的语言学习经历，主要是母语学习经历对学习新语言的影响。本文将就这一问题作

一探讨，并就如何对待母语迁移提出一些建议。

1 不同时期的两种观点

结构主义语言学，深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剌激一一反应一一强化等观点的影响，提出这种

主张的学者认为外语学习是新旧知识的联结，是一种习惯的形成，而母语这种先前的语言学习

习惯会对外语学习起迁移作用。并认为外语学习的主要困难是由两种语言的差异引起，因而外

语学习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找出并克服两种语言的差异，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是对比分析。R.

Lado指出，"两种语言对比中有着一把打开外语学习中困难和方便之门的钥匙"，"教师如果把

两种语言比较，就能知道真正的困难，因而更有办法进行教学飞并提出，"最好的教材是这样的

教材，它的立足点一方面对所学外语进行科学的描写，一方面对学生的本族语进行平行的描

写，并加以仔细的比较。"①

然而，以N. Chomsky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进行了强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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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Lado R. 1957.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1一2.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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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驳。该种主张认为语言并不是人类通过对强化或奖赏的条件反射形成习得的，且"人类社会

的语言行为和实验室里动物的行为不同，剌激、反应等只是拿白鼠做实验得来的严格定义的概

念，...... 不能用于研究人类语言行为。人脑有推理、概括、假设的功能。"②他坚持认为，人类生

来就具有学习语言的能力，有一种语言习得机制。"这是以一种通过假设校验(hypothesis test
ing)来处理的语言习得的方式进行的。儿童对于正在学习的语言的语法形式作种种假设，将此

假设与其以一般语法原理为基础的，可能的语法形象的固有知识进行比较。"⑤他们经过长期

的大样本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母语迁移错误在外语学习错误中仅占一个很小的比例，

"第二语言学习者话语里的大多数错误来自学习者习得中使用的策略，来自目标语项目的相互
干扰。"④

2 如何看待母语迁移

到底如何看待外语学习中的母语迁移?结构主义语言学过分看重母语迁移，这有悖于外语

学习的宗旨。外语学习的目的是要学习者学会用外语进行交际，并且母语迁移在不同的学习阶

段有质和量的区别。而转换生成语法?昆淆了幼儿和成人学习语言有着本质的差异，片面地把幼

儿学习语言的规律和成人学习外语的规律等同起来。这也不符合外语学习的规律。笔者认为，

母语迁移在外语学习中是不可避免的，这可从年龄、环境等因素中进行分析。

年龄。成人学习外语与幼儿学习母语有着本质的差异。幼儿学习语言时，脑海中还没有与

任何一种语言建立起任何联系。对他们而言，学习母语的过程是一种思维能力的发展过程。成

年人学习外语时，他们己基本掌握了母语。于是，他们在学习外语时总是在外语和母语之间寻

求等价物。然而，由于各种语言之间极少有完全相同的情况，等值总是相对的。因此，在这种情

况下，就会发生迁移错误。

环境。成人学习外语都是在一种非自然的环境下进行，平时耳闻目睹的大都是母语。在这

种状况下不受母语影响也是不现实的。

另外，教材的编写中很多生词用母语注释，大量的翻译练习，教师的业务水平和对教学技

巧的掌握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学生外语学习中的母语迁移。

3 如何处理母语迁移

既然母语迁移在外语学习中客观存在，外语教师在外语教学中应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笔者

认为z

(1)正确认识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寻求语言之间的共核。语言间的差异会影响外语学习

的速度。同一语系的语言学起来非常容易，这是因为学习者通过母语的词汇、语法和句子结构

②转引自李银麟，吴道平. 1987.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外语教学法研究一-评昕说领先. 语言研究集刊(第一辑). 上海2

复旦大学出版社.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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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理解大量的语言材料。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属同一语系，其中有很多的内在联系。掌

握其中的任何一种语言对学习其它语言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汉语与英语属不同语系，但在语

法结构、修辞的使用、语调方面还是有相同的部分。教师应仔细分析，潜心研究，并贯彻到实际

的教学中去。

(2)使用母语作为学习策略，帮助学生完成交际。不同的语言，不管有多少差异，学习技巧

都具互 通性，尤其是在使用母语作为学习策略方面更是如此。美国著名的外语教育家S.

Krashen认为，使用母语作为学习策略有两大好处:①使说话者显示他们的能力，在习得相关

的"i+l"规则前实现用目标语交际需要;②促成交际，使讲话者参与更多的谈话，这意味着有

更多可理解的输入，习得更多的语言知识⑤。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种使用在初级阶段是可行

的，到了中、高级学习阶段，必须逐渐减少。

(3)分析语言迁移错误，寻求克服语言迁移错误的办法。母语与所学外语的语言之间有三

种关系z①完全等同F②完全不等同F③部分等同。遇到第一类情况，我们可告诉学习者直接把

母语的知识、学习母语的技巧迁移到外语学习中去;遇到第二类情况，教师的任务是帮助学习

者吸收新知识，培养新技巧;遇到第三类情况就比较麻烦，这也就是学生犯迁移错误的地方。对

此应告诉学生同在何处，异在何处，并把典型的错误类型告诉学生，让学生有一种防范意识。

总之，母语迁移在外语学习中是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问题。彻底弄清和解决这个问题还有

待于外语工作者作长期和艰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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