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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后疫情时代到来，中国和世界的交流趋于多样和复杂，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和培养也提出了新要求。

面对复杂的语言环境，母语因素的影响从以往的二语拓展到三语，本文梳理近十年的研究，从语音和词

汇两个角度分析汉日英三语习得中母语因素的影响及重要性，以期为外语教学中发挥母语的作用提供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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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post-epidemic era,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tends 
to be more diverse and complex, which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demand and culti-
v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Facing the complex language environment, the influence of 
mother tongue factor expands from the previous second language to the third language. This pa-
per combs through the research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d analyses the influence and importance of 
mother tongue factor in Chinese-Japanese-English trilingual acqui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honology and vocabulary,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the role of mother tongue in for-
eig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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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三语习得研究领域的语言迁移研究主要以英语作为目标语，以其他语言为目标语的研究较

少。但是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世界局势不断变化，各国间的交往和交流日益频繁和复杂，培养三语

人才和复合人才愈发重要。 
汉英日三语习得群体多，种类多样，同时汉英日三语习得自身具有其独特性，由于汉语属于孤立语，

日语属于黏着语，英语属于屈折语，三个语种类型上的差异性又为研究提供了多个角度，同时其中汉语

和日语由于历史因素又产生很多相似的词汇和发音，这又使得汉日英三语习得更具有研究价值，众多学

者对汉日英三语习得做了大量研究，本文将从语音和词汇两个维度探索汉英日习得中母语因素的影响，

试图总结有利于教学的手段和教学侧重点。首先文章通过界定语言迁移和三语系的定义，进而阐释二者

的关系，其次从语音和词汇两个角度具体总结三语习得中母语的影响因素和路径，最后强调发挥母语在

外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为三语习得外语教学提供启示。 

2. 三语习得和语言迁移 

2.1. 三语习得 

三语习得涉及语音、词汇、语用等多个层面，同时可以从迁移的影响因素、迁移的过程等多个问题

进行分析。三语习得是指除了学习者的母语(L1)和已掌握的(或不完全掌握的)第二语言(L2)之外目前正在

学习的一种或是多种语言(L3) [1]。它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并不仅仅强调第三种语言。三语习得理论研究涉

及各种心理和社会因素，其中语言距离、三语或多语的影响、第二语言的距离等成为三语习得的研究重

点。魏傲雪(2023)指出随着三语习得的不断发展，语言迁移问题的影响因素也趋于复杂，同时涉及认知心

理学等多个因素，其中多语者各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即语言迁移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2]。 

2.2. 语言迁移 

语言迁移，又称语间影响，是指目标语与已经习得(或未完全习得)的任何其他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或差

异性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现象在 Odlin (1989)的研究中得到了深入探讨，在对比分析时期，语言迁移成为

了研究的焦点；20 世纪 50 年代对比分析视角应用较少，语言迁移研究也进入低谷；20 世纪 80 年代语言

迁移进入蓬勃发展时期，迁移转换为由多种因素影响的因变量[3]。Jarvis (2008)将语言迁移研究划具体分

为四个阶段：19 世纪 70 年代研究关注如何界定语言迁移范围、迁移表征等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迁移

被当作自变量[4]，这一时期研究拓展到迁移的原因、方向和选择等问题；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学者通

过理论模型和假设来解释三语习得现象，运用实证研究来分析语言千余；进入 21 世纪，开始利用神经学

生理学角度描述语言习得的存储加工过程。目前为止语言迁移研究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型过渡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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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三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 

关于三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的来源，蔡金亭(2020)总结出六大迁移假说，它们分别是母语因素假说、累

计强化模型、二语地位模型、手术刀模型、类型优先模型和语言相近模型。其中母语因素假说又被称为

母语优先假说，该假说认为母语比二语对三语的影响更占优势[5]。Jin (2009)研究汉语作为母语、英语作

为二语的学习者学习挪威语的情况，其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对挪威语(作为第三语言)中空宾语

的判断主要受到来自母语的影响，而非第二语言的影响[6]。 

3. 文献选取 

以 2014~2024 年间中国知网所收录的中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采取计算机检索和人工排查的方式进

行文献选取。首先在中国忠旺检索页面分别输入“三语习得”“语言迁移”等字样进行主题检索，依此

获取相关文献 136 篇，根据人工排查方式进一步确定有效文献 32 篇，这些文献分别来源于《外语研究》

《日语学习与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中国大学教学》等。 

4. 语音中母语因素 

语音学习是习得一门外语的第一道门。发音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外语学习的效果，对后续听力和外语

识记都会产生影响。对于日语语音的研究多是基于二语视角，近年来汉英日三语习得发展，学生在学习

日语语音之前，他们已经学习了英语，于是有学者从三语习得的角度研究日语语音学习。本文重点关注

母语因素在汉英日三语语音习得中的因素。 
王胜(2018)认为母语汉语与日语发音相似性促进日语学习，同时读音相似性也会对日语语音产生干扰，

他认为在三语习得的开始阶段中，母语迁移成为跨语言影响的主要研究方面，并通过实证研究说明母语

为汉语的中国英语二语者在学习日语语音的过程中，主要迁移来源于汉语[7]。以上学者的研究中都可以

看出语音层面中汉英日三语习得中母语因素影响的表现和重要性。 
依据汉英日语音相似度情况确定日语语音学习中的汉、英带来的正负迁移现象，我国学生在发音日

语元音时，由于母语汉语的影响，导致双唇肌张力过高，口形形态偏离标准日语元音的形态。同时，显

然汉语的语音习惯对日语发音产生了负迁移，使得日语中的清浊辅音在实际发音中倾向于送气与不送气

的变体，比如「ば、だ、が」读成汉语的清音不送气音“巴、哒、噶”[8]。 
王运璇(2015)的受试为某二本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她则是通过问卷调查和课堂材料收集的方式分析

发现，造成日语拨音「ん」发音偏误的主要原因是汉语前鼻韵[n]；导致日语长音发音偏误的主要原因是

汉语“ei”[9]。 

5. 词汇中的母语因素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要素，是构成句子的单位。关于三语产出中词汇迁移研究国外起步较早，近些年

来国内也出现词汇三语习得研究，但是仍是以英语为主，且这些研究多是以语言距离和认知心理学的视

角进行分析。 
陈艳艳(2019)通过语义判断任务考察在汉英日学习中日语加工是否受到汉语词形的影响。研究证明汉

语母语者在学习词形相近的第三语言时，会习惯性地依赖与类型相近的词由此来识别新学的日语单词，

这也是出于认知经济性的原则。但是这种“寄生”的学习方式，也会导致词汇习得精度不高，难以辨析

形近异义词，加大习得难度[10]。 
张萍(2016)指出汉英日习得中，在中日同形词对中日语语义加工出现一语同译效应，而且现象显著。

他指出当学习者的母语与新学语言在各层面上较为相似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这种迁移现象，由于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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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共享翻译对等词的特性，学习者可利用母语迁移现象，有效提升对日语词汇的掌握效率。然而，若母

语语义迁移产生干扰，将增加学习者在日语词汇语义相关判断过程中的认知负荷，具体表现为选择与抑

制行为的耗时增加[11]。 
而关于汉英日的主观相似度方面我们注意到朱立霞(2021)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指出在除了动词以外的

其他词类上，日英的主观相似度明显低于日汉，也就是说日汉之间具有更高的主观相似度，这种相似度

在词类方面最高的依次为名词、代词、数量词、感叹词，差异最大的依次为助动词、动词、形式名词、

接续助词[12]。 
也就是说母语因素在迁移的层面会对汉英日三语学习者有影响，而且从学习者主观上来看日汉相似

度较高，即母语因素从多个方面在汉英日三语习得中发挥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分析汉英日三语习得中，母语汉语和二语英语对三语日语的迁移程度。唐建敏

(2022)通过个案设计和收集语料的方法对日语词汇使用中母语迁移和二语迁移进行详细研究，结果表明参

加者的各类实词和功能词的迁移中，都是母语迁移百分比高于二语迁移的百分比，且在动词方面所有受

试的动词都出现母语迁移现象；在功能词中方面大部分受试都没有出现二语迁移现象，特别是在助动词

中尤为明显。也就是说在汉英日三语词汇习得中，汉语对日语迁移在某些方面要更明显，为母语因素的

影响提供了实证依据[13]。 
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到樊林洲(2022)强调在目标语学习过程中，母语迁移表现为学习者无意识地利用母

语的认知框架和价值观对目标语进行理解和判断，同时在语言迁移的进化中自我中心性是其重要特征。

在自我中心性的驱使下，个体所具有的语言和行为模式会置于目标语学习的主要位置，即母语的知识和

文化背景等因素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学习者对目标语的学习[14]。 
因此语言学习过程实际上是学习者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对话，学习者往往无意识地将母语学习的策

略和方法迁移至目标语学习中，但是由此一来学习者的文化视角缩小，给掌握目标语带来一定的局限性。 

6. 教学启示及总结 

随着后疫情时代到来，中国同美国和日本的联系更加多样和复杂，对于三语者需求增大并且提出了

更多要求，在习得三语的过程中更要抓住方法技巧，特别是作为最基础的语音和词汇习得。 
母语因素在三语习得中的作用要从动态的多层面的角度看待母语因素的影响，充分考虑汉英日三语

相似度，利用语言距离和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母语因素的影响过程。在充分了解母语因素的影响机制

后，通过母语迁移发挥的作用机制改革教学方法，采用恰当的教学策略，改进教学效果，通过利用母语、

结合语境、引导学生适当联想等方式帮助学习者准确构建对目标语的认知、掌握意义与功能的对应关系。

例如对于日语「の上」学习，中文和日语都有“上”这个词，因此给学习者的学习带来便利，但是又因

为汉语的“上”使用范围更大，又会导致学习者的误用，如“在车上吃饭”直接译为“車にご飯を食べ

る”即可。另外在学习者关于指示代词的学习，经常用「その」表述“那”，但是在篇章中指示前文的

时候要使用「その」却翻译成“这”。 
本文通过梳理前人研究从母语因素的视角考察汉英日三语习得中语音和词汇习得情况，但是并未通

过实证研究缺乏实际数据，且三语习得过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过程还需考察学习者自身文化背景、

认知过程等多种因素，今后将加强此方面考察，从更多方面动态把握三语习得中的母语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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