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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在英语语言学习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母语的负面影响，这一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移，而这一现象

是最能直观地反映在英语写作中的。文章从母语负迁移着手，以万州某中学初三年级的两个班的学生为

研究对象，在对比分析理论和中介语理论的指导下，以语料分析法为研究工具，就母语对初中生英语写

作中的代词的负迁移进行分析，得出母语对初中生英语写作中代词的负迁移主要表现在：1) 人称代词与

物主代词误用；2) 主格与宾格误用；3) 形容词性代词和名词性物主代词误用；4) 反身代词误用。并根

据该负迁移的表现提出了几点教学建议。 
 
关键词 

初中英语写作学习，母语负迁移，英语写作教学策略 
 

 

A Study of L1 Negative Transfer on Pronouns 
in English Writing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Guangyao Zhong1, Feng He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2Chongqing Xiushan Voc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Chongqing 
 
Received: Jan. 20th, 2025; accepted: Mar. 4th, 2025; published: Mar. 25th, 2025 

 
 

 
Abstract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students unavoidably experience negative influence from their native 
language, which is known as L1 negative transfer. This phenomenon is most visibly reflected in Eng-
lish writing. Choosing students from two classes of the ninth grade at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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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zhou as study members, using corpus analysis, guided by contrastiv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
language theory,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negative transfer of pronouns in the English writing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is negative transfer mainly manifests in 
1) misuse between personal pronouns and possessive pronouns; 2) misuse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pronouns; 3) misuse between adjectival pronouns and pronominal possessives; 4) misuse of 
reflexive pronouns. Based on these manifestations of negative transfer, several teaching sugges-
tion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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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二语习得学科史上，语言迁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在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中，

学习者通常会无意识地将母语中的知识、技能和技巧运用到二语学习中，由此产生的现象叫作语言迁移，

也称为母语迁移，而这种迁移有时候是正向的，有时候是负向的。Kholood Saigh 和 Norbert Schmitt (2012)
探讨了母语为阿拉伯语的二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词汇形式方面的负迁移问题[1]。这些学习者在处理英语

短元音和长元音的过程中，受到了母语的影响，使其拼写和识别英语单词的方式与母语学习过程相似，

导致他们在英语元音拼写方面存在困难(“元音盲”) [1]。Paul Anthony Dissington (2018)对第二语言学习

的研究揭示了母语与二语学习之间产生负迁移的联系，通过研究智利西班牙语使用者由于母语负迁移而

导致的常见词汇错误，旨在分析由这些错误产生的系统教学和实践的影响[2]。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的角

度看，汉语的内容、特点和思维等无疑也会对他们的英语学习产生诸多负迁移，包括词法、句法和语篇

方面等方面的负迁移，而这些负迁移现象最能直观地反映在英语写作中。郜进(2012)认为在句法结构和规

则上，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存在很大的不同[3]。英语重形合，句子从属关系大都是用连接词表达出来，

达到语言形式的完整。汉语重意合，不拘泥于形式逻辑的束缚。因此，受此类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学生

在英语写作中易出现主谓一致性、词序、流水句、兼语结构等方面的句法错误，写出“中国式英语”[3]。
中英文的代词在形式上和用法上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值得提出来进行比较详尽的对比和研究以使学习者

更好地克服汉语对英语代词学习的负迁移。 

2. 母语负迁移的概念 

从语言迁移的角度来看，母语正迁移和母语负迁移是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的两种主要影响。当

母语的语言规则与目的语形式相同或相似时，母语的正迁移现象会促进第二语言的习得。这种正迁移体

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当两种语言的词汇类似时，母语词汇的学习和理解有助于第二语言词汇的掌握；

句法结构的相似性也有助于学习者更快地理解和应用目的语的语法规则。然而，当母语的语言规则与目

的语形式存在显著不同时，母语负迁移现象便会出现。这种负迁移会干扰第二语言的习得，使学习者在

表达和理解时遇到困难。例如，英语学习者在面对复杂的从句结构时，可能会因担心犯错而避免使用，

转而采用大量简单句进行表达，这实际上是母语负迁移的一种体现，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英语语言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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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和简洁原则。同样，对于学习汉语的美国学生来说，英语的语法和词汇规则也可能成为他们理解和表

达汉语的障碍。 
母语负迁移在外语学习中是难以避免的，它普遍存在于语言学习的各个方面。正如 Lado (1957)所指

出的，母语负迁移是外语学习中的一大阻碍，外语与母语差异的大小很大程度决定了外语学习的难易程

度[4]。通过正迁移，学习者可以轻松地掌握两种语言间的相似之处；而负迁移则因这些差异而产生，增

加了学习者的学习难度。Gass 和 Selinker (2001)也强调了这一观点[5]，他们指出学习第二语言或新知识

时，除了目标语本身的难度外，母语的影响也是导致学习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4] [5]。 

3. 理论基础 

3.1. 对比分析理论 

对比分析理论在探讨母语迁移现象中扮演着核心角色。Fries (1952)率先提出在第二语言学习中，母

语是一个关键的参考点，通过对比母语和目标语，我们可以预测二语习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和难点

[6]。1957 年，对比分析理论随着《跨文化语言学》的出版而正式诞生。Lado 进一步指出，当新知识与母

语存在关联时，学习难度会相应降低；反之，当差异显著时，学习难度则会上升[4]。通过对比目标语和

母语之间的异同来促进语言学习的正迁移，并预防负迁移的产生是对比分析理论的核心内容。教师可以

依据这些对比规律，针对性地为学生进行讲解，从而减少他们在二语学习中的错误发生率。 

3.2. 中介语理论 

中介语这一概念最早由 Selinker (1969)提出，他认为，中介语是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过程中形成的

一种独特且独立的语言系统，是学习第二语言的结果[5]。中介语在语言学习的初期阶段通常较为简单，

但随着学习的深入，这一系统逐渐变得复杂。它不仅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静态截面，也代表了从学

习开始到掌握目的语的整个动态过程。由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总是存在差异，中介语错误在学习过程中

难以避免。 
现代语言学家普遍认为，中介语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自然产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犯错误是正常现

象。随着语言习得的逐步深入，中介语也在不断发展，其间的错误也是语言进步的一部分。为了有效实

现语言教学的目标，教师应积极帮助学生识别、分析和纠正中介语在各个发展阶段中出现的错误。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以万州某中学初三年级的 2 个班的学生为样本，旨在研究母语对初中生英语写作中代词的负

迁移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4.2.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是万州某中学初三年级十八和二十班的共 102 名学生，其中男生 55 名，女生 47 名，

两个班本学期期中考试英语平均分为 92 分。 

4.3. 研究方法 

语料分析法：笔者收集了万州某中学初三年级十八和二十班两个班共计 102 名学生的期中考试作文

试卷(部分见附录)。由于期中考试采用的是正规的考试形式，因此收集到的作文试卷都是比较规范且有效

的样本。然后对各份作文试卷中出现的有关代词误用的现象进行标记、记录、分析和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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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研究过程 

在对比分析理论和中介语理论的指导下，笔者对 102 份作文试卷逐一阅读，对其中出现有关代词误

用的现象进行标记、记录、分析和归类。 

4.5. 研究结果分析 

笔者在经过对 102 份作文试卷的阅读和分析后，归纳出以下四种主要误用情况，分别是人称代词与

物主代词误用、主格与宾格误用、形容词性代词和名词性物主代词误用以及反身代词误用，误用频率和

所占百分比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tatistics of various errors 
表 1. 各类错误统计 

错误类型 频数 占百分比 

人称代词与物主代词误用 6 21.43% 

主格与宾格误用 12 42.86% 

形容词性物主代词与名词性物主代词误用 4 14.3% 

反身代词误用 6 21.43% 

总计 28 100% 
 

1) 人称代词与物主代词误用。 
形容词性物主代词是放在名词前面来修饰名词的一种物主代词，它具有形容词的特性，常放在名词

前面作定语，表明该名词所表示的人或物是“谁的”，如“my”“his”“our”等。英语中的宾格是一个

名词， 在英语句子中表动词的直接宾语或用作介词的宾语，通常放在动词或介词之后。由于汉语词法没

有区分这两种类型的代词，因此在英语学习之初，学生在写作中经常混淆人称代词和物主代词。 

例句 1. It is also no difference to me to agree with his. (S3) 

分析句子可以得知学生想表达的意思是“同意他”“他”在这里位于动词短语“agree with”后面，

所以应该是要用宾格形式，即“him”，而学生在这里用的“his”是人称代词“he”的形容词性物主代

词，误把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形式用成了宾格形式。在汉语中的“他”，主格形式和宾格形式是完全一样

的，所以会给学生在英语学习中造成一定的负迁移。 

例句 2. But I unforgettable people is teacher Jiang. (S30) 

本例句中，学生想表达的意思是“但是我难忘的人是江老师”，但是在英文中想要表达的“我难忘

的人”正确的形式是“My unforgettable people”，人称代词要用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形式，而在汉语表达

习惯中往往不需要表达成“我的难忘的人”，因此汉语与英文中不同的表达习惯会对学生代词误用产生

一定的负迁移。 
2) 主格与宾格误用 
英语和汉语都有主格和宾格，主格形式通常放在动词的前面作为句子的主语，而宾格形式通常放在

句子的末尾或中间部分作为动词和介词的宾语。汉语中主宾格词形没有变化，其变化主要反映在语义上。

在英语写作中，主宾关系则要按照规则进行变化，这就导致了学生在英语写作中经常会误用主格与宾格。 

例句 1. Her let my school life full of warm and love. (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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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想要通过该例句表达的意思是“她让我的学校生活充满温暖和爱”。该句中的“她”是主语，

因此要用主格形式，即“she”，而例句中用的“her”是宾格形式。在中文中人称代词的主格和宾格并没

有形式上的差异，所以“她”的主格和宾格都是“她”，但是在英文中，“she”的宾格必须是“her”。 

例句 2. Why she can let me unforgettable. Now let me tell you about she. (S30) 

学生通过该例句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为什么她让我难忘，那现在让我来告诉你关于她的一些事儿

吧”，该例句中学生并没有区分“she”的主格和宾格，正确的人称代词形式应该是“Now let me tell you 
about her”。 

例句 3. He helped my to go out of danger. (S39) 

该句中，学生想表达的意思是“他帮助我脱离了危险”“我”位于谓语动词“helped”之后，因此在

该句中作宾语，英语中要用“我”的宾格形式“me”，所以正确的表达是“He helped me to go out of dan-
ger.” 

3) 名词性物主代词与形容词性物主代词误用 
在英语中，代词是指代名词或句子的词，包含名词性物主代词和形容词性物主代词两种特殊形式。

形容词性物主代词要放在名词前起修饰作用，意思是某人的，如 his，her 和 its，当一个已知的名词被提

及时，通常使用名词性物主代词，如 mine，ours，yours。由于汉语中没有这种代词的区分方法，在英语

学习的早期阶段，学生容易忽视这类代词的使用。 

例句 1. He is always there helping ours English and use humorous words to let us happy. (S35) 

学生通过该例句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他总是帮助我们的英语学习以及用幽默的语言让我们开心”，

句中的“我们的”放在名词“英语”之前修饰该名词，因此应该用形容词性物主代词“our”，正确的表

达是“He is always there helping our English and use humorous words to let us happy.”该生把名词性物主代

词误用成了形容词性物主代词。汉语中没有区分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和名词性物主代词的用法，所以往往

造成学生在英语学习中也难以区分两种代词形式的用法。 

例句 2. Hers encouragement makes me full of energy. (S59) 

学生通过该例句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她的鼓励让我充满能量”。和例 1 相似，这里句中的“她的”

是要修饰“鼓励”，所以要用人称代词“she”的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形式，即“her”，该句正确的表达是

“Her encouragement makes me full of energy.”学生也是混淆了名词性物主代词和形容词性物主代词的形

式。 

例句 3. They like family of my. (S82) 

学生通过该例句想表达“他们喜欢我的家庭”，学生本可以简单表达为“They like my family”，但

学生既然用了以上例句，那么正确的表达应该是“They like family of mine”构成双重属格结构，这属于

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和名词性物主代词之间的误用。而在汉语中，无论是“They like my family”还是“They 
like family of mine”，都翻译成“他们喜欢我的家庭”。 

4) 反身代词误用 
英语中反身代词要与它所指代的名词或代词在人称和数上保持一致，带有强调的意思。在汉语中也

有反身代词的用法，但在表示人称复数时，单词词形并无变化，在英语中则要做出变化。 

例 1: Doing exercise is a good way for relaxing ourself. (S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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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通过该例句想要表达的是“锻炼是一个放松我们自己的好方式”。反身代词在英语中表示强调

的意思，在人称和数上要与所指代的名词或者代词保持一致。在汉语中，“我自己”和“我们自己”仅

仅是“我”和“我们”的区别，但是在英文中，“my”要变成“our”，“self”要变成“selves”，因此

本句正确形式为“Doing exercise is a good way for relaxing ourselves.” 
中介语理论提出者 Selinker 认为，由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总是存在差异，中介语错误在学习过程中

难以避免。现代语言学家普遍认为，中介语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自然产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犯错误是

正常现象。因此学生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受到母语负迁移而将某些代词误用，实属正常现象，老师应

该从心理上接受和理解学生所犯的代词误用情况，尽可能结合学生角度和自身经验优化教学方法和教学

工具等，以减少母语对学生学习英语的负迁移。 

5. 教学建议 

5.1. 明确英汉代词体系差异 

教师引导学生进行中英文代词用法的系统对比。教师应系统对比汉语和英语在代词使用上的差异，

让学生明确两种语言在代词种类、用法和位置等方面的不同。如教师可以整理归纳一个中英文代词变形

对照表，方便学生直观地区分中英文代词的形式和用法的不同，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案例分析。通过具

体的案例分析，教师可以展示学生常犯的人称代词错误，如主格、宾格混用，名词性物主代词和形容词

性物主代词混用等，从而加深学生对这些差异的理解。 

5.2. 增强跨文化意识 

首先要让学生从内心接受母语对英语学习产生的负迁移现象，让他们明白母语对二语学习本身就是

有负面影响的，因此在英语写作过程中出现人称代词用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其次教师还可以利用母语

对二语学习的负迁移现象适时介绍英汉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帮助学生理解这些差异如何影响人称

代词的使用等。另外老师可以针对性地找一些包含人称代词较多的英文原著、新闻和文章让学生们进行

阅读，提升对英语中人称代词用法的感知和理解。 

5.3. 培养批判性思维 

一是引导学生进行自我的问题分析。教师要鼓励学生分析自己在写作中人称代词使用的问题，找出

错误的原因，并思考如何避免类似错误。还可以邀请同学分享自己如何分析错误原因以及如何更正和避

免再犯类似错误的心得体会，营造出一种不会犯错误而羞耻，敢于分享犯错和改错心得的一种和谐包容

的氛围。二是教师应针对学生的人称代词误用现象进行反思与评估。首先教师要反思自己的教学，教学

方式和教学材料等是否还可以优化，从而减少母语对学生人称代词使用的负迁移。其次教师要及时评估

和反馈学生的人称代词使用情况，从而使学生及时发现和克服人称代词使用方面的问题。 

5.4. 创新教学方法 

教师可以发现和发掘一些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方法，运用在人称代词的教学上。比如角色扮演，通过

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生在模拟的语境中练习使用人称代词，多感官多情景增强他们对人称代词的感知

和体验。教师还可以利用技术工具，比如一些在线平台、语法检查工具等等，辅助学生进行人称代词使

用的练习和纠错。 

6. 结语 

本文就母语对初中生英语写作中的代词的负迁移进行分析，得出母语对初中生英语写作中代词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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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主要表现在人称代词与物主代词误用、主格与宾格误用、形容词性代词和名词性物主代词误用、反

身代词误用。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点建议，如使学生明确英汉代词的体系差异、增强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学方法。无论是中国的外语学习者还是其他国家的外语学习者，都会或多或少

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而不论是对比分析理论还是中介语理论，都认为这种负迁移是不可避免的，因

此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教师都要清晰地认识和接受它。教师可以尽量创新一些教学方法和教学工具减少母

语对英语学习的负迁移，学生也可以尝试利用母语的正迁移来减少母语的负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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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部分学生作文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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