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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switch cost is an important field in bilingual research. Language switching is a process in 
which bilinguals transfer languages. This study summarizes and reviews the studies of language 
switch cost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its theoretical modules, research ob-
jectives and mod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The findings obtained from previous studies reviewed in this paper research provide 
useful insights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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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码切换是双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语码切换是双语者在两种或多种语言(或方言)之间转换的过程。

本研究从语码切换代价的理论模型、研究对象及范式、相关实证研究等方面对国内外语码切换代价的研

究进行述评，并对未来的研究发展进行了展望。这些研究成果给二语习得及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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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出于交际和学习等目的，懂得至少两种语言的双语者通常会在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这种

社交现象被称为语码切换。研究者们对语码切换这一术语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李娜[1]指出，Gamperz 将

语码切换定义为“两个不同语法系统或下语法系统中言语篇章中的同一言语转换的置”；而 Cook 认为“语

码切换是指学习过同样两种语言的会话双方在交流时从其中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现象”；

Lightbown 则将其阐述为“说话者在会话过程中系统地交替使用两种语言或语言变体”。语码切换的过程

中通常会出现切换代价，即双语者从一种语言切换为另一种语言时，比起不切换(仅使用一种语言)的情况，

往往会耗费更长的反应时间并且出现更多的错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更长的反应时间和更高的错误

率就是切换代价。此外，当双语者在切换过程中所使用的两种语言水平高低不一致时，所产生的切换代

价的大小会受到切换方向的影响。具体来说，当双语者在语言水平高低一致的两种语言之间切换时，一

般会出现对称性的切换代价；在语言水平高低不一致的两种语言之间切换时，通常会出现不对称性的切

换代价。语码切换代价的研究主要探讨双语者在语码切换过程中对目标语言的选择控制机制，为双语者

的语言表征开拓了新的探索途径。本文通过对 CNKI 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以及部分国外期刊文献中相

关论文的检索，对语码切换代价的研究进行综述。 

2. 理论模型 

国内外研究者们提出了许多研究语码切换代价的理论模型，崔占玲[2]等(2009)指出，目前比较有影

响的是语言特定性选择假说(Language Specific Selection Hypothesis)、语言非特定性选择假说(Language 
Unspecific Selection Hypothesis)、抑制控制模型(Inhibitory Control Model)和双语交互激活模型(Bilingual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 

Costa 和 Mikel [3] (2004)提出了语言特定性选择假说(Language Specific Selection Hypothesis)，该假说

认为在语码切换的过程中，目标语言和非目标语言会同时被激活，并且二者互不干扰。当双语者从非目

标语言切换到目标语言时，非目标语言不会干扰目标语言的激活。因此，双语者切换至目标语言时所产

生的切换代价的大小和切换至非目标语言时所产生的切换代价的大小相似，呈现出对称性的特点。 
Green [4] (1998)提出了语言非特定性选择假说(Language Unspecific Selection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

在语码切换的过程中，目标语言和非目标语言虽然会同时被激活，但是二者会相互竞争并对彼此的激活

产生干扰。相对于水平较低的语言，水平较高的语言具有更高的语言激活基准线(activation baseline level)。
因此，水平较高的语言在语码切换过程中比水平较低的语言更容易被激活，同时，水平较高的语言对水

平较低的语言的激活所产生的干扰更大。当双语者在水平较高的语言和水平较低的语言之间进行转换时，

往往会出现不对称性的切换代价，且切换至水平较高的语言的切换代价小于切换至水平较低的语言的切

换代价。语言非特定性选择假说(Language Unspecific Selection Hypothesis)主要被应用于解释言语理解领

域中语码切换代价的特点。 
Green [4] (1998)还提出了抑制控制模型(Inhibitory Control Model)，该模型主要被应用于解释言语产

出领域中语码切换代价的特点。根据抑制控制模型(Inhibitory Control Model)，非目标语言和目标语言

在语码切换过程中会相互抑制。当双语者从水平较高的语言切换至水平较低的语言时，由于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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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拥有更高的语言激活基准线(activation baseline level)且其被激活所需的时间更短，因此，水平较

低的语言为了保证能够被顺利激活，需要对水平较高的语言进行更强烈的抑制。而当双语者从水平较

低的语言切换至水平较高的语言时，需要耗费更久的时间来解除之前水平较低的语言对水平较高的语

言的抑制。同样，由于低水平语言的语言激活基准线(activation baseline level)较低且其被激活所需的时

间更长，水平较高的语言对水平较低的语言的抑制力会更小。当双语者从水平较高的语言切换至水平

较低的语言时，需要耗费更短的时间来解除之前水平较高的语言对水平较低的语言的抑制。因此，双

语者切换至水平较低的语言的切换代价小于切换至水平较高的语言的切换代价，切换代价呈现出不对

称性的特点。 
Dijkstra 和 Van Heuven [5] (1998)提出了双语交互激活模型(Bilingual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该

模型主要被应用于解释言语理解领域的语码切换代价的特点。该模型认为每种语言都有其特有的语言节

点(language nodes)，在语码切换的过程中，非目标语言词汇表征层的激活会自下而上激活其语言节点，

同时，非目标语言语言节点的激活会抑制目标语言语言节点的激活，从而自上而下抑制目标语言词汇表

征层的激活。同样，由于高水平语言的语言激活基准线高于低水平语言的语言激活基准线，因此，水平

较高的语言在切换过程中对水平较低的语言会产生更大的自上而下的干扰和竞争。当双语者在水平高低

不一致的两种语言之间切换时，通常会出现不对称性的切换代价，且切换至水平较高的语言的切换代价

小于切换至水平较低的语言的切换代价。 

3. 研究对象 

目前为止，语码切换的大多数研究主要针对属于同一种语系(印欧语系)的语言组合，这些语言组合大

多属于拼音文字，如英语和法语、西班牙语和荷兰语、荷兰语和英语等。拼音文字一般是由字母来表示

发音的文字，本身一般没有具体意义，仅表示发音。拼音文字主要包含半音节文字。在研究学习过两种

印欧语系的语言的双语者的语码切换特点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发现双语者的语言熟练水平对语码切换过

程中产生的切换代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Pedro [6]等(2012)以多名西班牙–英双语者为研究对象，

根据他们二语(英语)熟练水平的高低，分为熟练西班牙–英双语者和非熟练西班牙–英双语者。结果表明，

熟练西班牙–英双语者的切换代价呈现出对称性的特点，而非熟练西班牙–英双语者的切换代价呈现出

不对称性的特点。Evelyn 和 Elma [7] (2018)以弗里斯兰–荷兰双语者为研究对象，探究其语码切换过程

中两种语言所产生的切换代价的特点。由于受试者们两种语言熟练水平相当，他们的切换代价呈现出对

称性的特点。以往针对印欧语系的语言组合的研究数量虽然较为丰富，但结合不同语系的语言组合的研

究还是十分匮乏。语言类型也是影响语码切换代价的一个重要因素。Thomas 和 Allport [8] (2000)指出同

一语系的语言具有较高的语言相似性，语言相似性和语言的正字法、语音和语义特征有关。当双语者在

较为相似的两种语言之间进行切换时，语言相似性会降低切换代价并对两种语言词汇表征的激活产生积

极效应。 

4. 言语理解和言语产生中语码切换代价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外研究者们大多探究言语产出领域的双语者在语码切换过程中的语言控制机制，而针对

言语理解领域的双语者的语码切换代价研究十分有限。马恒芬[9]等(2014)指出，言语理解和言语产生是

两个不同的双语者语言加工过程。言语理解是个体将词汇转化为概念的加工过程，而言语产生恰恰相反，

是由概念到词汇的过程，二者的语码切换过程是有明显差异的。研究者们主要采用了五种研究范式：阅

读范式、词汇判断范式、跨语言启动、数字命名以及图片命名。前三种研究范式主要被应用于研究言语

理解领域，而后两种研究范式主要被应用于研究言语产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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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言语理解中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许多研究者通过深入探究双语者在言语理解领域的语码切换过程中的语言控制机制，普遍认

为双语者的语言水平对其语码切换代价影响显著。具体来说，当双语者在语言水平高低不一致的两种语

言之间切换时，往往会出现不对称性的切换代价，且切换至水平较高的语言的切换代价要小于切换至水

平较低的语言的切换代价。而当双语者在语言水平高低一致的两种语言之间切换时，切换代价会呈现出

对称性的特点甚至消失。张积家[10]等(2010)选取了 56 名汉–英双语者为研究对象，期望探究其在言语

理解中的语码切换机制。该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受试切换至水平较高的语言(汉语)的情况，其切换至水平

较低的语言(英语)时会耗费更长的反应时间并产生更多的错误。也就是说，汉—英双语者切换至英语的代

价大于切换至汉语的代价。该研究结果支持语言非特定性选择假说(Language Unspecific Selection Hypo-
thesis)和双语交互激活模型(Bilingual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证实了水平较高的语言在语码切换过

程中会对水平较低的语言的激活产生更大的干扰。王悦[11]等(2013)也以汉–英双语者为被试，研究了双

语者基于短语理解的语码切换代价的特点。该研究也证明了双语者切换至水平较高的语言(汉语)的切换代

价要小于切换至水平较低的语言(英语)的切换代价。张积家和崔占玲[12] (2008)选取了 32 名藏–汉–英

三语者来探究其在母语(藏语)和三语(英语)之间转换的语码切换代价特点。受试的母语(藏语)和三语(英语)
都属于拼音文字且藏语的熟练度要高于英语的熟练度。该研究结果表明切换至水平较高的语言(藏语)的切

换代价显著小于切换至水平较低的语言(英语)的切换代价，再一次证实了语言水平会影响言语理解中的语

码切换代价。 
盛瑞鑫[13]等(2007)研究了语言水平相当的维–汉双语者在言语理解中的语码切换机制。该研究结

果表明语码切换代价呈现出对称性的特点，支持语言非特定性选择假说(Language Unspecific Selection 
Hypothesis)和双语交互激活模型(Bilingual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证实熟练度相当的两种语言在切

换过程中的语言激活基准线相似且互相之间造成的干扰也大致相等。张积家和崔占玲[12] (2008)以 32 名

藏–汉–英三语者为受试，研究了其在母语(藏语)和二语(汉语)之间语码切换代价的特点。受试的母语(藏
语)和二语(汉语)属于同一语系(汉藏语系)且两种语言的熟练度相当。该研究发现藏—汉切换中不存在切

换代价，支持语言特定性选择假说(Language Specific Selection Hypothesis)，即两种语言在语码切换过程

中互不干扰。此外，由于两种语言都较为熟练且熟练度相当，在语码切换过程中均易被激活，因此产生

的切换代价会减小甚至消失。 

4.2. 言语产生中的实证研究 

研究者们认为相对于从语言到思维的言语理解，从思维到语言的言语产生更容易体现出双语者对目

标语言调控和控制的自主性。因此，言语产生领域的语码切换最早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言语产生

中的实证研究同样发现双语者的语言水平对其语码切换代价影响显著。具体来说，当双语者在语言水平

高低不一致的两种语言之间切换时，通常会出现不对称性的切换代价。与言语理解中的语码切换代价不

同的是，双语者在言语产生中切换至水平较低的语言的切换代价要小于切换至水平较高的语言的切换代

价。而当双语者在语言水平高低一致的两种语言之间切换时，与言语理解中的语码切换代价相似，切换

代价同样会呈现出对称性的特点。伍丽梅[14]等(2017)将言语产生具体分成了概念化、制定语言计划、发

音和自我监控四个阶段。由于双语者在制定语言计划、发音以及自我监控时对其目标语言和非目标语言

需要有极强的调控力，因此，言语产生中的语码切换能够充分体现双语者对目标语言调控和控制的自主

性。Prior 和 Gollan [15] (2011)则认为，言语产生中的语码切换实质上是双语者对每种语言的任务策略之

间的切换。言语产生中的切换代价是由于两种语言对应的任务策略对于双语者来说产生难度差异时而产

生的。范琳[16]等(2015)深入研究了汉–英–日三语者在言语产生过程中语码切换的控制机制，该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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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受试切换至水平较低的语言时要比其切换至水平较高的语言耗费更短的反应时间并出现更少的错误

(切换代价更小)，该结果与先前对言语理解中语码切换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支持抑制控制模型

(Inhibitory Control Model)。Green [4] (1998)提出抑制控制模型时曾指出，为了保证水平较低的语言能够被

成功激活，说话者需对水平较高的语言进行强烈抑制，但同时水平较高的语言解除抑制所需的时间也会

延长，而说话者在会话过程中不需对水平较低的语言进行强烈抑制并且只需花费更短的时间去解除先前

对水平较低的语言的抑制，因此水平较低的语言会比水平较高的语言产生更小的切换代价。Michela 和

Kees [17] (2017)探究了荷兰–英双语者在言语产生中的语码切换机制，结果表明切换代价呈现出不对称

性的特点，即受试切换至水平较低的语言(英语)时比切换至水平较高的语言(荷兰语)耗费更短的反应时间

并产生更少的错误(切换代价更小)，支持抑制控制模型(Inhibitory Control Model)。 
与言语理解中的语码切换代价相似，双语者在言语产生中的切换代价同样会呈现出对称性的特点。

王敬欣[18]等(2014)选取 28 名语言水平相当的汉–英双语者为受试，采用图片命名范式，研究了双语者

在言语产生中的语码切换机制，研究表明受试切换至母语(汉语)产生的切换代价与其切换至二语(英语)产
生的切换代价呈现出对称性的特点。该研究结果支持语言特定性选择假说(Language Specific Selection 
Hypothesis)，汉语和英语在语码切换过程中互不干扰，证实了非目标语言的激活不会对目标语言的激活

产生干扰。 

5. 展望 

目前，双语者语码切换代价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研究双语者的语言控

制机制开拓了新的探究视野，还为双语者第二语言习得和教学带来了启发。然而，当前国内外对语码切

换代价研究的某些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究。未来有关语码切换代价的研究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5.1. 多语者的语码切换 

国内外现有的针对语码切换代价的研究大多数是选取仅学习过两种语言的说话者为研究对象，而以

学习过两种以上的说话者为受试的研究数量仍十分有限。出于交际和学习等目的，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已

经掌握了至少三种语言，他们在双语研究中通常被称为多语者。全球掌握第三种语言或更多种语言的人

日益增多，多语者不同语言组合中的语码切换和双语者大不相同。多语者的语言习得机制更为复杂，与

掌握两种语言的双语者相比，多语者的语码切换代价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的

特点，在多种语言的语码切换中，是否会产生交互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检验。通过探讨多语者的语码

切换代价特点来研究多语者的语言控制机制对于多语者多种语言的习得和教学都会带来重大启发。 

5.2. 表意文字与拼音文字之间的语码切换 

以往语码切换系列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拼音文字(如英文、藏文)，对表意文字(如汉字)的研究却很少。

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存在很多差别。拼音文字一般是由字母构成的单词，具有线性结构和形音对应规则。

表意文字是一种用象征性书写符号记录信息的文字体系，不直接表示语音，没有形音对应规则。由于拼

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别，使用不同文字语言的说话者的语言加工方式和策略也会有所差

异。因此，拼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之间的差别是否是影响说话者语码切换代价的其中一个因素？这个问题

也有待探究。 

5.3. 方言之间的语码切换 

方言作为语言的地域变体与社会变体，也是未来语码切换代价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汉语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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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方言最为复杂的语言之一，可以成为未来研究方言之间语码切换代价的重点对象。一般认为，汉

语有北方、吴、湘、赣、客、闽、粤七大方言。此外，每种方言也有各自的次方言，这些次方言彼此之

间的差异也较为显著。不同方言之间的语码切换代价是否也会受到说话者方言熟练水平的影响呢？说话

者在方言熟练水平不同的两种方言之间切换时所产生的切换代价会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对称性还是不对

称性)？这个研究问题也需要未来研究者们来证实。 

5.4. 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语言之间的语码切换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外留学生来中国高校学习汉语，这些留学生的母语和二语大多都属于印欧语系。

汉语的三语教学受到国内外高校的广泛关注。语言类型会影响说话者在语码切换过程中的切换代价。结

合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之间的语言来探究语码切换代价对于我国各高校留学生的汉语三语教学来说具有

重要借鉴意义。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语言之间语码切换代价是否也会受到语言熟练水平的影响？由于汉

藏语系和印欧语系之间的语言差异较大，在切换过程中是否会产生交互作用？这些研究问题对于探究语

言相似性对语码切换代价的影响也有重要意义。 

5.5. 语篇层面的语码切换 

国内外以往语码切换及代价的研究多基于词汇层面，很少基于句子和段落层面，而以语篇为基本实

验材料的研究更是十分匮乏。但语码切换代价研究探讨的是语言整体的转换机制，这就说明，研究材料

不能仅仅局限于词汇层面，更要深入探讨说话者在语篇层面的切换特点。相比词汇层面，基于语篇层面

的切换机制更为复杂。说话者在语篇层面进行切换时，不仅像词汇层间的切换一样要识别单个的词汇，

还需要整合意义并且分析句法和语境。因此，未来语码切换代价的研究者需要着重以语篇单元为材料进

行研究。 
本文主要从语码切换代价的理论模型、研究对象和范式以及相关实证研究进行了概述。语码切换代

价是二语习得中研究语言使用者对目标语言的控制机制的重要突破口，丰富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的二语

习得及教学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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