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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表明!母语迁移是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凉山彝族人学习普
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阐述了母语%彝语&负迁移对第二语言%汉语&普通话习得的负效应!并提出凉山彝族
人学习汉语普通话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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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理论
近几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母语与第二语言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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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的外语教学工作者们最关注的十大问题
之一#*母语怎么影响二语习得+列为第一&有关第
二语言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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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迁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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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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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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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人们才开始真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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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
误分析和语言迁移现象更是许多年来语言学家们普
遍关心的和具有争议的话题&最近一些研究表明#

两种语言的差异越大#迁移也就越大&行为主义学
家认为#错误是母语习惯影响下的负迁移所导致的#

也就是在第二语言中#学习者没有改变母语的一些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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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从语音(词汇等方面来探索凉山彝
族人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

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语言迁
移来实现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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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教育心理学上的
一个术语#指已有的知识或经验对新知识的获取所
引起的作用或影响#它可以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

当已有的知识对即将获取的知识产生促进作用时#

就发生了正迁移.反之#就产生了负迁移#负迁移也
叫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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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与第二语言学习本质
上都是获得一种语言符号系统的过程#只是由于两
种语言学习的年龄起点(学习和使用环境(认知水平
以及动机等方面的不同#才使得两种语言学习有显
著的差异&然而母语负迁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不
可否认#它不仅在语音(语义(句型和语法上进行干
扰#还在思维定势和文化迁移上给学习者以干扰#以
至引发语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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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彝语对凉山
彝族说普通话带来的负效应&

二
!

凉山彝语与普通话的基本概况
彝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

四川(云南(贵州(广西
E

省区&四川(云南两省为主
要分布区#约占彝族总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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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彝语属汉
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旧称罗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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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北
部(东部(东南部(南部(西部(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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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言区#方言
间差异较大#一般通话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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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研究的
主要是北部方言中四川凉山彝语言对普通话习得的
负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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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民族共同语一般是在某一方言的基
础上形成的&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或次方
言"就是基础方言&彝语北部次方言中的*圣乍话+

就是凉山彝语的基础方言&现代凉山彝语的标准语
就是喜德语音为标准的圣乍话#即凉山彝族的*普通
话+&凉山彝语辅音符号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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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较之汉语结构
更为复杂#韵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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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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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汉(彝语两种语言
声(韵母的注音符号及国际音标形式作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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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彝声母对比
汉语声母 彝语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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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彝韵母对比
汉语韵母 彝语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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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普通话习得的母语负迁移
!一"语音负迁移
凉山彝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彝区#汉语基础薄弱#

说普通话不仅受四川方言的影响#而且受本民族语
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影响&故凉山彝族人
的普通话水平相对低下#普通话水平测试过关率不
够理想&基于此#笔者对凉山彝族人在学习普通话
时遇到的困难进行了调查访问#主要有如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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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母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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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读
大部分凉山彝族人在说普通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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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分#由于受母语和方言环境影响#他们常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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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读
大部分凉山彝族人对普通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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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不
清&比如*胡乱+的*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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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翘舌混读
受母语和四川方言的影响#大部分凉山彝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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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音混读或甲误读为乙
例如常把汉语普通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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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彝语里
;;

,

Z

-是个舌间前抵齿
龈的浊擦音.有的凉山彝族人念)*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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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字
就一直念不准#因为彝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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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母方面
凉山彝语的韵母就结构而言#非常简单#都是单

元音#且松紧对立.而汉语普通话的韵母结构较为复
杂#除了单元音韵母外有复元音韵母和鼻韵母#这是
造成彝族人学习普通话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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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增(减韵母的现象较为普遍#后鼻音韵
尾经常脱落,

"

-

&同时由于彝语里有清化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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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分#而且发音比较强烈#因此导
致大部分凉山彝族人在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前后鼻韵
尾区分不太清楚&例如)把*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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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复元音自成音节的字添加了声母&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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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母的音节

常把普通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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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调方面
汉语和彝语都是有声调的语言#且有四个调类#

下面以五度标记法的形式来记录每一个声调的调
值#但他们各自在名称(调值上有所不同#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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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彝声调对比
汉语声调 彝语声调

阴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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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阳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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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去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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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五度标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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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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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次高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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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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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低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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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五度标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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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普通话和凉山彝语调值的不同#所以导致
凉山彝族人发音时声调不准确&主要容易出现以下
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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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和上声不分#常把普通话中上声念为阳
平#例如*九,

&

4%.

)+E

-念成,

&

4%.

!#

-&

!

)

"把普通话中的去声音节误读为阳平&如将
音节*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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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普通话中部分阳平的音节误读为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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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汇负迁移
凉山彝族人在平时的交际中#已经掌握母语的

词汇系统#在学习汉语普通话时#就很容易导致词汇
使用的错误&根据认知理论的观点#母语的使用分
散学生的注意力#从而阻碍第二语言的重建&对凉
山彝族来说#词汇选择的困难主要来自于母语方面
的语义负迁移&例如)

!!

彝族年的时候1妈妈叫我回家做迷信#

其中*做迷信+就是母语负迁移的表现&*迷信+

是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文革期间彝族传统的宗
教仪式活动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活动#后来政策放宽#

彝族便借用汉族的这个*迷信+一词来表示宗教活
动&而在汉语中这是表贬义色彩的词&

彝语中有些表达是汉语中没有的&比如在人称
代词中#表示双数的*俩+#彝语可以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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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成汉语是*父亲母亲俩+#而
汉语中并不能这样说&

!三"语法负迁移
凉山彝语和普通话在语法结构上是不同的&所

以学习普通时常产生语法上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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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主谓宾结构#彝语是主(宾(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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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疑问句表达方法有异&彝语双音节的
动词重叠后表示疑问的句子#而汉语中并没有这样
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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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语)

4

)+

3

4

)+

7%

)+

0

M;

)+

0

M;

)+

-

!!

!

今
!

天
!

开
!

会
!!

会-

汉语)今天开会吗-

!

!

"尽管虚词和词序都是汉(彝语中最主要的语
法手段#但在实际运用时#也有很多不同#汉语在表
领属结构时#常会使用结构助词*的+#而彝语中表领
属的*的+#在人称代词后一般不用*的+&

!!

彝语)

0

M5

##

5

EE

<

5

!!

<6

;

)+

4

!!

9

!!

A%

!!

%

##

#

!!

!

我
!!

父
!

亲
!

书
!

买
!

去
!

了#

汉语)我的父亲买书去了#

!

E

"人称代词的区别&彝语的人称代词有数的
区别#尤其是双数和倍数&表示两人时#只能用双数
人称代词#

!

人以上才能用表多数的人称代词&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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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双数的人称代词#除了表示人的双数外#还可
以表示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D

-

&在汉语普通话
中#人称代词不可以这样用&所以#在普通话的选题
说话测试中#凉山彝族人在语句的表达上受母语负
迁移的影响比较大#语言组织过程中#常易出现逻辑
错误&

!!

彝语)

94

##

M5

!!

5

EE

M

.

!!

0

!!

3

4

##

2

!!

0

/

#

#

!!

!

衣
!

服
!

这
!

件
!

你
!

俩
!

好
!

看#

汉语)这件衣服你穿着好看#

四
!

凉山彝族学习普通话的对策和建议
随着社会的进步#普通话在我们的学习(生活(

工作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学习普通话已成为
全民意识&为了促进凉山彝族提高普通话#现提出
以下建议与对策&

+g

找准学习的重点(难点#注意学习方法
语言作为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包括语音(

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学习汉语普通话必须从这三方
面来进行&可对两种语言进行对比#抓住难点有侧
重地来学习&如声母方面#彝语的浊声母较多#而汉
语普通话只有

E

个!

7

(

0

(

&

(

/

".在韵母方面#彝语没
有复元音韵母(鼻韵母#而汉语有#在学习时#就应重
点地加以学习&同时#学习语言#必须先学习一些语
音知识#通过对语音知识的学习#逐一找准它们的发
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从而学会他们的发音#用正确的
语音知识(发音原理来指导发音实践#既准确又省
力#也可取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因此#彝族学生
在学习普通话时#首先得从最基础的发音开始#注意
有针对性地学习#发准彝语里没有的声母(韵母(声
调#不断加强字(词(句的练习&先从最基本音节的
发音开始#然后到词(词组(句子#逐渐积累&通常汉
语的语音有它对应的规律#如形声字的声旁类推(记
少不记多(辨音字表(辨音字口诀等都不失为记忆(

分辨字词读音的好方法#当然这些好方法也是因人
而异的&一般来说#能读准

!#**

个常用汉字的普通
话读音#并掌握普通话中常见的音变现象#才算基本
掌握了普通话语音&

)g

激发学习兴趣#多听(多说
语言学习始于耳闻#语言的学习主要是通过听&

听(说(读(写几个环节中*听+是首要的&有资料表

明)在语言的习得过程中#有
E#Q

的信息是靠听获
得的#而通过读(写得到的信息则分别占

+BQ

和
,Q

,

,

-

&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听力教学在学习中所占
的重要位置&所以首先要学会听&无论是在学校内
听汉语课(与教师(同学用汉语交流#还是在校外去
商场购物#看电影(电视节目#还是听汉语广播(听汉
语歌曲#都要学会听&其次#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多给
学生使用普通话的机会#尽可能地创设交际情景#引
导他们去想象&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学生兴趣的激
发#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普通话语音训练
机械(枯燥#学生容易产生乏味情绪#教师在教学实
践中要多样化#如词语接龙(语音笑话(把读说训练
转化为听音训练,

+*

-

&在课外呢#也要开展一些实践
性的活动#比如普通话朗读比赛(演讲比赛(开主题
班会进行节目主持(用现代网络光碟等进行教读训
练#还可以运用启发式(讨论式等方法#比较普通话
与方言的差异#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唤起他们说普
通话的热情&

!g

积极利用正迁移
凉山彝族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会受到母语的干

扰#在中小学阶段学生会使用母语进行交际#常常会
根据母语的语言习惯和思维习惯使用第二语言&因
此#普通话教学应该考虑到这个因素&有意识(有针
对性地与他们的母语进行比较与分析#找出其相同
点和不同之处#学生会对要面临的困难有更深入的
了解#从而培养一定交际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应该采用更有效的教学方法#不仅要给学生对于语
言迁移一种正确的看法#使他们认识到)语言迁移并
不仅仅是负迁移#母语的知识技能(学习方法可以应
用于汉语普通话的学习#以增强学生学习普通话的
信心和动机&

母语的负迁移影响第二语言的习得#但是并不
是所有的彝汉差异都会造成错误&因此#学生充分
利用正迁移来帮助学习#尽量避免负迁移&语言学
习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一定要克服主(客观不
良因素的影响#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改变发音习
惯#改进教学方法#增强语言规范#加强语音训练和
兴趣的激发#使凉山彝族人的普通话水平得到提高&

注释!

!

文中的国际音标都采用的是宽式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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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所有汉(彝语对比举例时#彝语音标的注音只考虑所讲问题的差异#忽略其它因素#如提及声母时忽略韵母(与声调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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