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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介语的石化现象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较为常见，它主要表现为个体石化和群体石化两种类型。该现

象的产生因素涉及母语的正负迁移作用、培训转移失误、外语学习策略、外语交际策略以及目的语过度

概括等多个方面。为有效应对这一现象，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克服石化现象的相应策略：减少母语

对目的语的干扰，加强学习策略的训练，提高口语输出的数量，提高二语输入的数量及质量和给予学习

者有效的反馈。 
 
关键词 

中介语，石化现象，初中英语教学，解决方法 
 

 

The Fossilization of Interlanguage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and It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Shuang F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Mar. 22nd, 2025; accepted: Apr. 22nd, 2025; published: Apr. 30th, 2025 

 
 

 
Abstract 
Fossilization in interlanguage is quite common in the process of second-language learning, mainly 
presenting in two types: individual fossilization and group fossilization.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is phenomenon involve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transfer of the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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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ue, errors in training transfe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foreign language commu-
nication strategies, and over-generaliza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On this basis, in order to effec-
tively address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to overcome fossili-
zation: reducing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mother tongue on the target language,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learning strategies, increasing the quantity of oral output, increasing the quantity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econd language input, and providing learners with effective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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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介语和石化现象的定义 

中介语(interlanguage)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由 Selinker 于 1972 年首次提出并系统

阐述。该理论认为，学习者在掌握目标语过程中构建的过渡性语言系统，既独立于母语(L1)又区别于目标

语(L2)，呈现独特的语音、词汇及语法特征。这一动态体系以母语为基础向目标语渐进演变，理论上应随

着认知深化实现完全趋同，然而多数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在达到特定阈值后呈现停滞状态，此现象被定义

为石化效应(fossilization) [1]。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二语习得与教学领域的部分语言学家发现，对比理论和偏误理论难以充分

阐释语言学习者在二语学习时产生的特殊语言状态。这种状态既区别于母语，又不同于目标语，且呈现

出连续性。在此背景下，以 Selinker 为首的语言学家提出了中介语概念。1972 年，Selinker 基于现象学和

认知机制，进一步提出中介语石化假说。该假说指出，无论目标语学习者的年龄大小，也不管其接受目

标语阐释与教育的情况如何，都倾向于长期维持中介语状态。 
中介语石化现象具有以下特性：首先，它揭示了一种难以根除的、不可逆的缺陷语言结构；其次，

该现象具有普遍性，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均可能出现类似的中介语石化现象；最

后，它本质上源于人脑的神经认知。然而，关于中介语石化现象仍存在诸多争议，这些争议也构成了该

领域研究的焦点：它究竟是学习过程，还是二语习得的最终产物？是二语学习者的个别现象，还是所有

学习者的共同特征？它仅存在于二语学习者语言的特定层面，还是导致整体语言发展陷入停滞，形成永

久性中介语？ 
国内学者从多角度对中介语石化现象本质展开可行性研究。吴丁娥认可对比分析理论(尤其母语迁移

理论)在过渡语研究中的作用，并肯定 Corder 基于认知心理学对语言学习者错误的分析，为揭示中介语石

化现象本质提供理论支持。张雪梅认为石化现象并非只是贬义的语言错误代名词，而应是中性词，不同

学习者的石化现象反映出其目的语知识及运用的不足。劲松认为中介语研究使二语习得心理过程研究从

静态转向动态，中介语具有动态性和连续性，仅从生理学和行为心理学解释中介语石化现象不足，应从

社会语言学角度重新审视。张爱文从语用学角度分析外语环境下中介语石化现象的独特性，提出应将语

言使用非目的语形式(语用失误)纳入研究。陈文存认为中介语石化现象既是认知机制，也是二语习得过程

中中介语发展短暂停滞的可观察过程。朱淑华认为中介语石化现象在外语学习中不可避免，可在任何阶

段和领域出现，表现为阶段性、反复性语言水平回落或停滞。杨连瑞、尹洪山等引入 Han (2013)的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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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假说，探讨产生选择性石化的两个影响因素(第一语言的标记性和第二语言的输入力度)，揭示中介语

石化产生的原因，阐述二语学习的发展规律。 
对于石化现象的本质，Selinker 在 1972 年的奠基性研究中强调：即使学习者接受持续性语言输入与

系统指导，母语的语言规则仍会顽固存在于中介语结构之中。后续研究(Selinker, 1992)进一步阐释：石化

特征体现为中介语系统中某些非规范语言要素的固化，这种固化不因年龄增长或学习时长增加而发生本

质性改变。具体表现为语音模式、句法规则及语义认知等层面的偏差在长期使用中形成稳定性特征。 
该理论框架揭示出二语习得过程中两个关键特征：其一，中介语的形成涉及语言迁移、规则泛化、

训练策略等多重认知机制的交织作用；其二，石化现象作为普遍存在的习得瓶颈，凸显了成人二语学习

与儿童母语习得在神经认知层面的本质差异。这些理论洞见不仅为错误分析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更深化

了语言对比研究的维度。 

2. 中介语石化现象的类型及成因 

根据 Selinker 建立的二语习得理论模型，中介语石化现象可划分为两个基本维度：个体石化与社会

性石化。在个体层面的石化效应主要体现于两种类型：(1) 错误固化，表现为二语习得者虽经多次纠错训

练，仍持续性复现特定语言偏差；(2) 语言系统僵化，指学习者的过渡语在语音结构、句法规则及词汇运

用层面呈现固化特征，这种停滞状态与个体认知策略选择密切相关。社会性石化则标志着特定语言能力

的普遍性僵化，当这种现象扩展至社会群体层面时，可能催生具有地域特征的语言变体，例如某些新型

混合方言的形成[2]。 
从发展进程维度考察，该现象又可区分为暂时性石化与永久性石化两种动态特征。当学习者处于语

言规则的内化阶段时，可能表现出暂时性语言僵化状态，这种临界状态本质上属于石化现象的前兆阶段，

尚不具备完全石化特征。相关研究表明，通过实施 Krashen 提出的最优化语言输入策略，此类暂时性语

言僵化状态具备可逆性特征。但若缺乏有效干预措施，随着时间推移，暂时性僵化可能发展为永久性石

化，这种质变过程将严重阻碍语言能力的进阶发展，甚至导致二语习得进程的停滞或退化。 
Selinker (1972)从外语教学的角度指出了石化现象的五个原因：母语迁移、培训转移失误、外语学习

策略、外语交际策略、目的语过度概括。 

2.1. 母语迁移 

母语迁移类错误多数发生在初级外语学习者身上，是母语潜在地影响学习者认知目的语方式的结果。

由于学习者对目标语言体系的掌握尚不完善，往往会无意识地将母语规则应用于跨语言交际场景[3]。这

种跨语言认知机制根据其作用效果可分为两种类型：当母语规则与目的语体系存在共性时产生积极迁移；

当两者规则系统存在本质差异时则形成消极迁移。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石化现象的形成机制与消极迁移

存在显著关联，具体表现为母语的语音模式、句法结构、语用惯例等要素对第二语言习得形成系统性干

扰。 
从语言习得发展轨迹观察，初级阶段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呈现明显的母语依赖性特征。以中小学教

学为例，传统语法翻译法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恰恰印证了学习者对母语认知框架的路径依赖现象。这

种依赖性常导致典型的迁移性语误，如中文语境下的“照镜子”被直译为“look at the mirror”，而符合

英语惯用法的正确表达应为“look into the mirror”。此类语误的产生根源在于母语认知模式对目的语输

出的持续性影响，属于典型的消极迁移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教学资源配置方式可能强化语言石化风险。现行教材中普遍存在的英汉词汇单一对

应模式即存在潜在问题：英语词汇的语义网络往往涵盖多重维度，简单地对应翻译难以准确传达其内涵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4683


范爽 
 

 

DOI: 10.12677/ae.2025.154683 1254 教育进展 
 

与外延。从语言习得规律角度分析，采用目的语释义法更能促进学习者建立准确的语言认知框架。当消

极迁移现象未能得到及时干预，且在语言实践中被反复强化时，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就可能进入石化状

态。这提示教育工作者需要建立科学的纠错机制，通过优化教学策略来降低石化现象的发生概率。 

2.2. 培训转移失误 

在语言习得初始阶段，若教学策略失当或输入材料设计欠佳，例如教师呈现的语言范例偏离目标语

规范或教材筛选缺乏科学性，则可能对学习者的目标语言认知体系发展形成负迁移效应。此类偏误常形

成于语言习惯建立的关键期(即认知结构初步塑型阶段)，易导致固化的错误认知模式，致使后期矫正难度

显著提升。 

2.3. 外语学习策略 

外语学习策略作为语言习得研究的重要范畴，指学习主体在语言信息处理过程中采用的系统性方法

体系。根据 Ellis (1994)的经典分类框架，该体系涵盖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及社交策略三个维度。跨文

化视角下的研究表明，不同文化背景的二语学习者会形成具有文化特质的策略选择偏好，这一特性要求

中介语研究必须纳入文化变量分析框架[3]。 
针对中国外语学习者的实证观察发现，其策略使用呈现出显著的规避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当遭遇

复杂语法结构或陌生语言点时，学习者更倾向于选择已掌握的简化表达方式替代目标形式 34。这种策略

惯性导致语言发展呈现非均衡性特征——由于核心难点的回避性处理，相关语言模块的习得长期停滞，

最终可能引发语言能力的石化现象(fossilization)。该现象的形成机制可归因于策略选择与知识建构之间的

动态失衡：策略的补偿性功能在短期内缓解了交际压力，却阻碍了深层次语言系统的重构进程。 

2.4. 外语交际策略 

外语交际策略是学习者在初步掌握目标语言基础能力后，因无法精准运用目标语言结构进行完整表

达时，主动采用语义近似词汇替代的交际补偿行为。在此过程中，学习者常因对目的语语法体系掌握不

充分，在形态句法层面产生系统性偏误，具体表现为动词时态误用、名词单复数错误及代词格位混淆等

典型语言现象。若缺乏及时纠错机制，此类偏误可能固化为中介语特征，导致语言僵化现象的产生。 

2.5. 目的语过度概括 

值得关注的是，当学习者发现回避策略、词汇替代及结构简化等补偿性手段能有效规避语言错误并

达成基本交际目标时，其语言习得动机可能呈现显著衰减趋势。这种心理机制易引发二语学习进程的停

滞，甚至导致学习者主动弱化对语言规则的系统性习得。另一方面，目的语规则的泛化误用源于学习者

对语言规律的不完全归纳，典型表现为将形态标记过度扩展至非常规语境，如对不可数名词强制添加复

数词缀“-s”，或在强变化动词后机械叠加过去式标记“-ed”等。此类偏误的产生根源在于学习者误将局

部语法规则视为普适性原则，反映出其元语言意识不足与规则泛化倾向的交互作用。 

3. 石化现象的解决方法 

3.1. 重视母语的正负迁移 

学习者的母语对其第二语言的学习始终具有重大影响。如今，我们对这种影响持较为宽容的态度：

它可能具有消极作用，但也可能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一种观念，认为母语在二

语习得中主要起负面作用。人们普遍认为母语会延缓并干扰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母语干扰也是导致学

习者中介语石化现象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诸多顽固性语言错误，如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词尾“-s”的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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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代词的省略等，都与中介语干扰相关。鉴于此，教师应重视中介语干扰对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

Adjemian 指出“当学生无法识别自己的错误时，他们需要一位在语言上比他们更熟练的人的帮助”。在

二语课堂中，这位“熟练者”理应是教师。首先，教师需要根据学习序列指导学生掌握下一阶段的知识

要点；其次，教师应当明确指出学生语言产出与目标语模型之间的差异，从而避免其中介语产生石化现

象[4]。 
因此，当我们教学生学习与母语干扰相关的某些语法规则或句子结构时，我们应该使用重复或练习

等强化技术来克服干扰并建立必要的新习惯。例如，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解释了关于关系从句的具体规

则后，重复包含关系从句的各种句子。通过这种方法，教师帮助学生减少母语干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

教师帮助他们养成产生特定正确关系从句的习惯。尽管这种方法对于学习者获得第二语言并不充分和完

善，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因为大多数外语学校的学生都是这样训练的，他们的表现比那些从未去

过外语学校的学生要好得多。此外，应该鼓励学生尽可能多读母语为英语的人写的英语材料。阅读是一

种语言活动中的个人体验。通过阅读，学生可以确切理解一些单词的含义，熟悉一些有用的句子结构，

并在不知不觉中掌握许多口语技巧。最终，他们可以培养语言意识，这有助于避免第一语言的干扰。可

以认为，语言迁移不仅渗透到目标语言习得的过程中，而且影响目标语言系统的几乎所有层面。因此，

避免或消除母语向第二语言学习的迁移是不可能的。可行的做法是减少它。在关于语言迁移的大量工作

中，Kellerman 认为，迁移是学习者倾向于依赖的一种策略，因为它是弥补其第二语言知识不足的手段。

这意味着当学习者无法用他们已掌握的第二语言知识表达他们的意图时，语言迁移经常发生。从这个意

义上说，建立坚实的第二语言基础是减少迁移的充分且必要条件。 

3.2. 给予学习者恰当的反馈 

反馈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一直存在广泛争议。穆卡泰什研究了在交际语言教学背景下纠正性反馈的

效果，发现接受错误纠正的学习者在某些结构的表达上更加准确。格雷厄姆也提出，提供恰当的反馈有

助于第二语言学习者克服语言石化现象[5]。 
反馈并非简单的形式上的纠正，而是一种学习过程的方法。教师在选择反馈方式时，应考虑学习者

的语言能力、对反馈模式的熟悉程度以及反馈内容。实现反馈效果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增强学习者对自身

错误的注意和认知。研究发现，英语学习者希望得到教师的纠正，并且期望获得比通常更多的纠正。当

被问及教师反馈是否有价值，或者他们是否认为在外语课堂上纠正错误是否必要时，大多数受访者会立

刻给出明确的答案：“当然，有必要”。 
作者的研究对象最常提到的一个担忧是，如果教师在课堂上不纠正错误，学生在说目标语言时将意

识不到自己在何处或何时犯了错。纠错的功能在于提高学生的意识，因为这样一来，学生每次说话后都

能进行思考。只有教师纠正错误，学生才能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进而在未来改正。此外，通过纠错，学

生对自己的错误会有更深刻的印象，下次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相反，如果不进行纠错，学生可能会

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甚至根本意识不到错误的存在，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难以纠正的习惯。 
学生可能会习惯错误，意识不到自己的表达有误。他们总认为自己是对的，或者习惯了那样表达，

之后若想纠正，可能就会成为巨大的障碍。所以学生需要尽早纠正错误，否则一旦错误在脑海中根深蒂

固，就很难改正了。 

3.3. 增强学习策略培训 

对石化成因的分析表明，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由学习策略的不当应用引起的石化最为常见。

因此，对学习策略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也因为其对语言教学具有相当大的潜力。然而，可以说它仍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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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阶段。大量的研究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存在“良好”的学习策略。尽管这个概念值得怀疑，但确实有

成功的学习者。他们的学习经验对他人具有极大的价值。 
首先，与不太成功的学习者相比，成功的学习者似乎更频繁地使用学习策略，且使用方式在质量上

也有所不同。例如，成功的成年初学者似乎更擅长运用记忆策略。记忆策略在词汇学习中特别有用。比

如，在语境中推断词义可能比为学习者提供图片线索或让他们使用词典的方法更有效。然而，在词汇测

试中，使用词典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其次，成功的语言学习需要同时关注语言形式和意义。优秀的

语言学习者在执行任务时似乎能够转换注意力的焦点。他们倾向于将语言视为一个系统，进行有效的跨

语言比较、分析目标语言并使用参考书。他们还会监控自己的第二语言表现，并且在认为有必要时请求

纠正，以便从错误中学习。“监控”和“关注语言形式”可能是教师常挑选出的“优秀”学习者最常使用

的策略。成功的学习者也关注意义。他们在所接触的第二语言材料中寻找意义，并通过寻找自然使用语

言的机会来参与真实的交流。第三，不同类型的学习策略可能对第二语言能力的不同方面有促进作用。

因此，涉及正式练习的策略可能有助于语言能力的发展，而涉及功能练习的策略则有助于交际能力的发

展。最后，学习者需要灵活运用学习策略，即选择适合完成特定学习任务的策略。从儿童学习说话的方

式中，我们可以在语言学习方面学到很多。在作者看来，一个有用的经验是，如果一个人想提高英语口

语技能，他应该仔细倾听并观察其他人，尤其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是如何说英语的，然后开口模仿。也

许在早期阶段少说一点，更多地专注于阅读和听力，学习正确的结构，写下新单词，探究正确用法并进

行练习等会更好。一个人应该尽早专注于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也不要过于执着于纠正出现的每一个错

误。如果学生以一种合理的、有指导的交际方式不断扩充词汇量，那么几乎所有的“错误”都会随着时

间自然消失，而无需大量地直接语法教学。 

3.4. 增加第二语言的输入得数量并提高其质量 

语言输入在语言习得中至关重要。人们期望教师提供正确且丰富的第二语言输入，以便学习者能够

最大程度地接触目标语言。通过这样做，学习者才有机会学习地道的第二语言。这里的语言输入不仅指

教师的课堂用语，还包括教材，如音频和视频材料。总之，最好让学习者处于自然的目标语言环境中。

如果语言输入不正确，就很容易传递给学习者，不恰当的训练迁移可能导致他们的中介语石化。另一方

面，如果输入不够丰富，学习者可能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外语输入应既注重数量又注重质量。近年来出现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可理解性输入。克拉申的输入假

说认为，当学习者从“信息”中接收包含略高于他们现有理解水平的语言，并且能够从中推断意义时，

语言就会被习得。因此，可理解性输入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这证实了需要有意义的输入，以促使学习者

使用略高于他们口语能力水平的语言。这意味着课堂材料应该多样化，许多现用教材应涵盖一系列能激

发兴趣的情境和文本，比如报纸文章、海报、广告、指南、地图和邀请函等。可理解性输入还表明，通过

课外资源(如各种阅读材料和供自主学习的听力磁带)提供输入，或者鼓励学生利用社区中任何可用的资

源来增加输入机会，是有价值的。语言教师应根据学生的熟练程度调整自己的课堂用语，使用更简单或

更难的词汇，语速放慢或加快，同时保持自然的节奏和语调。外语输入应包括语音知识、语法和词汇。

通常，学习者学习一门外语一段时间后，往往会忽视其语音知识。他们的发音、语调、声调以及语音学

的许多其他方面都保持原样，没有任何变化。通过与目标语言的母语者交流，或模仿视频、磁带或电影

中的讲话，他们可以在发音和其他语音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步。至于语法学习，他们应该掌握语言的内

部规则，此外，还需要了解一般规则以及一些特殊例外和限制。对于我国的语言学习者来说，记忆语法

规则并非难事，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规则应用到实践中，这涉及许多其他复杂的过程。为了学习单词，

学习者不仅需要掌握单词的概念意义，还需要掌握单词的内涵意义和联想意义。他们应该掌握单词的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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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语义特征。口语表达依赖丰富的词汇，因为词汇所包含的信息比语言的其他组成部分更多。外语知

识的积累还应包括相关的文化知识输入。关于语言迁移的研究表明，学习者对语言的标记性特征很敏感，

因此，语言的共性特征(而非区别性特征)更容易导致口语石化。因此，为了避免口语僵化，语言学习者需

要对比母语文化和目标语言文化，找出两种语言在结构表达上的异同，以减少母语迁移[6]。 

4. 结语 

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中介语石化现象作为语言认知发展的典型特征，始终是持续关注的学术议题。

该现象的研究不仅为外语教学法革新提供了理论支撑，更通过揭示语言习得规律为学习者突破习得瓶颈

开辟了新路径。从教学实践维度来看，有效规避石化现象需构建双重机制：一方面需基于认知语言学理

论，对学习者的语言认知机制与外部影响因素展开系统性分析，通过建立阶段性评估体系持续优化教学

策略；另一方面应建立动态监控与干预机制，通过输入输出平衡训练强化语言意识，尤其要针对学习者

语料库中的固化表征进行专项干预。这种多维度的教学实践不仅能提升中介语系统的可塑性，更能通过

元语言能力培养促进目的语的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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