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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第一语言如何在目标语言课堂上发挥积极作用这个问题。文章关注全球范围下多语

言在学校课堂实践的使用，尤其关注在中国国情下的学校，其英语课堂中英语和中文的使用情况，包括

为什么要使用到第一语言(中文)，使用第一语言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等，旨在为中国教师在教学英语

时提供合理的教学理念和可行性高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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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first language can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classroom.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use of multilingualism in the school classroom glo-
bally, especially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China, the use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 including the reasons for the use of the first language (Chines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use of the first language, and so on, aiming to provide Chines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with reasonable teaching concepts and feasible teaching strategies 
when teaching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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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及研究意义 

本文选择讨论学生的第一语言如何在目标语言课堂上发挥积极作用这一话题。在介绍第一语言与第

二语言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旨在说明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习得的积极迁移作用。并且进一步列举了几种

教学方法，以便教师有效利用第一语言的积极作用进行思考，科学有效地指导学生学习第二语言。 
第一语言是指一个人出生之后最先接触并获得的语言。第二语言指人们在获得第一语言以后再学习

和使用的另一种语言([1]穆里埃尔，2008)。学生的第一语言在目标语言课堂中有着积极的作用。第二语

言的学习包含多种情况，可以通过在学校课堂上的学习、与母语使用者的直接对话、明智地阅读大量出

版的资料、经常观看一些电影和用心聆听人物的第二语言对话结构来获得。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

学习英语语言结构可能只是一种深化理解自己文化的心理练习，他们可能觉得这只是对已知事物的一种

学术上的探究。然而，对于英语非母语者来说，学习第二语言需要学习者面对挑战，有意义地、熟练地

理解第二语言的语义成分和句法结构。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涉及多种情境和方法。除了在学校课堂上的

正式学习，学生还可以通过与母语为英语的人进行直接对话来练习语言。此外，明智地阅读大量出版的

英文资料、经常观看英语电影以及用心聆听人物的英语对话结构，都是提升第二语言能力的有效途径。

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还能增强他们对英语文化的理解和欣赏。 
衡量学习者在所有宏观技能(听、说、读、写、看)方面的交际能力的一套既定标准，是基于对语言领

域的充分或大量知识([2] Fontiveros-Malana, 2018)。语言教学实践通常认为，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中遇到的

大部分困难是由母语和英语之间的差异和相互干扰造成的([3] Wikipedia Contributors, 2019)。由于母语的

影响，语言学习者经常会出现句法和发音错误，包括语法模式与第二语言的映射不当、某些单词的发音

不正确或难发音、词汇项目混淆等。例如，他们可能会受到母语语法模式的影响，导致在英语中使用了

不恰当的语法结构；或者某些在母语中容易发音的单词，在英语中可能难以准确发音；又或者，他们可

能会混淆两种语言中的词汇项目。这就是所谓的第一语言迁移或语言干扰。但第一语言并非只有阻碍作

用，只要教师和学生合理、明智地使用第一语言，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语言计划，第一语言同样可以在英

语学习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学生可以利用第一语言的语法规则和词汇基础，来辅助理解和记忆英

语的语法和词汇；同时，教师也可以利用学生的第一语言，来解释和翻译英语中的难点和重点，帮助学

生更好地掌握英语。因此，第一语言在目标语言课堂中的作用，应当被充分认识和合理利用。 

2. 文献综述 

对于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学习的关系，语言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

点，如语言迁移理论和二语习得理论。 
语言迁移，指的是那些双语或多语个体在掌握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将一种语言的特点、习惯、规

则等转移到另一种语言的现象([4] Jarvis & Pavlenko, 2008)。在目标语言中，语言学习者试图用母语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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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语义、语法规则或文化习惯来表达意思。对于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说，这种迁移现象在学习初期尤

为明显。当他们在尝试用第二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往往会不自觉地运用母语的发音、语义、语法规

则或文化习惯。语言迁移一般有两种类型：正迁移、负迁移；有意识和无意识迁移。正迁移，是指母语

的习惯、模式和规则对第二语言的学习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正迁移中，第一语言的习惯、模式和规

则有助于第二语言习惯的形成。例如，如果学习者的母语是英语，他们在学习法语时，可能会发现英语

和法语在某些语法规则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就能帮助他们更快地掌握法语的相应规则。负迁移则是

指母语的习惯、模式和规则干扰了第二语言的学习，使学习者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产生困难([3] 
Wikipedia Contributors, 2019)。当第一语言的习惯、模式和规则干扰了第一语言的习惯和模式，从而阻碍

了第二语言的发展时，就会出现负迁移。例如，某些英语学习者可能会因为母语的发音习惯而影响他们

对英语发音的掌握。在目标语言课堂上，正迁移促进了第二语言的学习，而课堂上的负迁移则阻碍了第

二语言的学习。在课堂上，教师们需要认识到这种语言迁移现象的存在，并尽可能地利用正迁移来促进

学生的学习，同时预防和纠正负迁移。例如，教师可以通过比较和对比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异同，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第二语言的特点。 
语言迁移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有意识的语言迁移是指学习者在使用第二语言时，

试图用第一语言的知识通过猜测和总结来谈论和学习某个知识点。这些学习者并没有学习过这个新知识

点，也没有意识到目标语言的结构和内部规则可能有所不同。即使他们知道结构和内部规则，也没有足

够的技能将其付诸实践。因此，他们往往会求助于自己的母语。例如，学生知道如何根据汉语中不同的

主语来应用谓语，但他不知道英语中主谓一致的规则，于是他就尝试使用他已经知道的格式，看看是否

可行。无处转移原则指的是语言的概念组织而非句法属性。语言被描述为一套无意识的假设，不同的语

言有不同的假设，这决定了说话者如何将经验概念化([5] Littlemore, 2009)。在学习新语言时，如果学习

者对新语言的社会、文化和语言特点并不特别感兴趣，那么他们就很难掌握新语言的构思模式。更好的

办法是寻找语言工具，让他们保持基于第一语言的视角([6] Robinson & Ellis, 2008)。 
双语是指一个人在不失去母语的情况下使用两种语言的能力([7] Beardsmore, 1986)。双语者用两种语

言听、说、读、写，能力各不相同。对于双语者来说，他们需要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切换，这就需要他

们具备良好的语言管理能力和语言认知能力。而对于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说，他们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

和实践，逐渐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最终达到流利的程度。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教师的作用至关

重要。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多步骤的过程，教师需要熟悉这一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帮助学生克服

学习中的困难和挑战，以确保学生成功地学习第二语言。同时，他们还需要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母语和第

二语言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母语的优势，避免母语的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语言的学习并不

是孤立的过程，而是与母语进行动态互动的过程。教师教授第二语言(L2)的过程必须得到第一语言(L1)
的支持。事实上，如果一个双语学生就读于一所双语学校，他或她在学习环境之外可能几乎没有接触过

外语。理解对于确保理解和学习非常重要([8] Dixon et al., 2012)在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中，有一个阶段被

称为“沉默期”，即在语言习得的第一阶段，使用第一语言来辅助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9] Krashen, 2003)。 
一个人的第一语言，是他们使用最频繁的语言，是他们的主要交流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语

言会融入他们的认知系统，塑造他们的语言思维和认知。这种根深蒂固的第一语言系统会极大地影响以

后的语言学习经历。当一个人开始学习新的语言时，这些语言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他的认知环境中。相

反，它们开始与母语的现有结构发生动态互动。在学习者吸收新语言特征的过程中，他们会无意识地将

母语和目标语言进行比较和对照，尤其是当他们发现两者有相似之处时。这种比较和对照有助于学习者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新语言，但也可能导致语言干扰现象的出现。母语和目标语言之间的这种联系会导致

语言干扰现象。语言干扰是指学习者在使用第二语言时，受到母语的影响而产生的错误或偏差。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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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母语根深蒂固的习惯和规则有时会误导学习者对新语言的句法、语法或词汇的理解和应用。因此，

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往往是第一语言干扰的结果。此外，在学习第二语言时，这种无意识的

比较也会导致错误，这种现象归因于第一语言的干扰。这种干扰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学习者可能会

错误地将母语的语法规则应用到目标语言中，或者他们可能会进行直译，但却没有抓住第二语言的实际

含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错误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自然现象，为学习者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有

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新语言。 
然而，尽管语言干扰可能会给第二语言的学习带来一些困难，但这些困难也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自

然现象。学习者应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这些困难，从中吸取教训，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同时，教

师们也应该鼓励学生勇于尝试和表达，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实践机会和反馈，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第二语

言。 

3. 批判性分析 

语言传承理论依赖于在语言习得的早期阶段不断参照母语来建立联系([10] Cummins, 2001)。在语言

传承中，第一语言被理解为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使用，这是语言习得的第一阶段([9] Krashen, 2003)。
此外，发展学生的母语也很重要。事实上，发展母语对于制定过渡到新语言的正确策略十分必要。如果

学生的母语缺乏良好的策略，就会对其过渡到新语言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对其认知发展产生不利

影响([11] Friedlander, 1997)。在向学生教授第二语言时，教师必须使用母语作为教授新语言的辅助手段，

这样不仅能培养学生的目标语言，还能培养他们的认知能力，为将来在学业和职业上取得成功打下基础。

第二语言教师，尤其是双语学校的第二语言教师，其任务是确保学生在整个学年中都能自如地应对学习

内容，这是双语学校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第二语言课堂上，与学生已有的母语知识相比，人

们发现第一语言的使用会促进第二语言层面的理解过程。然而，很难说学生活动的哪些部分是有意识的，

哪些部分是无意识的，因此很难讨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语言迁移对第二语言学习是否有用。 
二语习得理论认为，学习者的第一语言会对第二语言的习得产生重大影响和潜在干扰。这一理论还

提出了所学多种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使语言学习者的外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流利程度，他们(包括母

语使用者)偶尔犯错误也是很常见的。双语学习的环境和交流的文化背景是影响第二语言学习的重要因素。

由于地理和自然环境的不同，交际文化的概念也可以被视为语言系统中蕴含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

代表了一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标准、社会习俗、精神状态和思维模式。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密不可

分，文化差异不仅体现在语言特点上，也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上。来自不同母语背景的人可能会犯与英语

母语使用者不同的语法错误。然而，第二语言中的这些错误不应被视为掌握母语的干扰因素。相反，它

们代表了学习者为理解新语言结构所做的努力([12] Lightbown & Spada, 2013)。 

4. 立场声明 

母语思维对第二语言的学习和理解有积极作用。 
首先，第一语言(L1)在学习第二语言(L2)的过程中起着润滑剂的作用。与目标语言相比，母语对学生

认知能力的影响更大，因此教师应充分发挥母语的积极作用。人们的思想有其共性，反映人们思想的语

言也有许多共性。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普遍性和相似性也能帮助学生认识和记忆目的语中相对陌生的知

识，从而大大提高学习效率。因此，教师可以用母语讲解抽象的问题，让学生对目的语有更深刻的理解。

例如，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可以用母语讲解抽象问题。在讲解英语语法时，用汉语讲解现在分词和过去

分词的区别、从句语气、倒装句等难点。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快速理解英语语法要点，减少学生对学习的

负面影响，最终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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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母语思维可以帮助语言学习者利用大脑中的语言学习能力来理解新的语言知识。理解语言的

产生和生产是前提，母语知识、技能、智慧和经验是第二语言理解的基础([13] Li, 2017)。第二语言学习

者熟悉母语的语言知识和母语的学习过程，这有助于他们学习第二语言。在目标语言课堂上，那些母语

表达能力强、语言反应快的学生，往往在第二语言的表达能力和逻辑能力方面表现突出。把通过母语获

得的对语言共通性的理解运用到第二语言学习中，可以加深学生对第二语言的认知，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例如，对于母语是汉语的英语学习者来说，掌握汉语的内涵和写作技巧对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的提高大

有裨益。在英语阅读中，对于一个长难句，有些新单词可能不认识，但其他单词的意思却很清楚。这时，

根据我们潜意识中的母语思维和上下文，就可以大致猜出这个句子的意思，那几个新单词并不会影响你

对句子的理解。在教低年级学生用英语写作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先用汉语构思文章的内容和结构，然后

大致用汉语写出提纲。甚至可以让他们先用中文思维写作，然后再翻译成英文。 

5. 结论 

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第一语言(L1)与第二语言(L2)之间的共通之处，对于学习者来说，是一种极为

宝贵的资源和一个不可忽视的优势。通过利用这些共通点，无论是语音、词汇、语法结构，还是文化背

景和思维方式，学生可以利用已有知识和大脑中的语言学习能力来理解第二语言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学

习第二语言，提高语言学习的效率和质量。同时，这也为教授者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帮助他们更好

地教授和解释语言的难点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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