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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早期英语否定转移习得:
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下的个案研究

戴 慧 琴,文 旭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英语否定转移是中国儿童英语习得的难点之一,目前学界研究成果数量较少,方法单一,尤

其缺乏纵向个案研究,习得效果不理想。对一名随父母在澳大利亚生活并在当地就读小学的中国儿童 A

进行时长13个月的纵向追踪,建立语料库分6个阶段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儿童的英语否定转移习

得以高频典型范例为基础逐渐扩张,儿童二语习得遵循基于高频典型范例的习得机制。中国儿童在早期

英语否定转移中出现习得错误,源于一种“固化、杂糅、连带固化机制”,在语言习得过程中,频率会带来固

化效应从而有利于语言的习得,但高频率的构式也有可能与相关构式产生杂糅并引起习得错误,习得错误

通过连带固化效应进一步在竞争中占据优势,最终产生顽固错误。中国儿童二语习得,一是要利用高频典

型范例的锚定作用促进儿童语言习得,二是要警惕高频典型范例与相关构式的杂糅而产生的习得错误,三

是要对习得错误及时干预从而避免连带固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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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从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变[1-2]。英语作为

一门世界通用语,不仅是中国学习国外先进科技和开展国际交流的重要工具,而且也已成为中国

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渠道,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

重要途径。语言习得的关键期是婴幼儿与少儿时期,外语习得也是如此。近年来,在我国很多地

方,英语学习已经提前到了小学甚至幼儿园,中国儿童已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英语二语习得重要

群体。然而,中国儿童的英语习得却面临效率较低的问题,陈亚平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

的儿童二语习得研究偏少[3]。而有效的语言教育关键途径之一,就是进行儿童真实语言发展状

况的研究[4]。

徐锦芬[5]对近十年来SSCI应用语言学期刊的文献分析表明,应用语言学实证研究的抽样相

当不平衡,这些研究大多关注大学生或高中生,对儿童的语言习得研究较少。这些研究对象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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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已不能适应目前我国英语习得低龄化的新趋势,无法为中国儿童的英语习得提供较好的学术

支撑。针对中国儿童群体的英语习得研究数量少,语料收集严重不足。李宇明[6]指出,在儿童语

言习得研究领域存在真实语料收集稀缺的问题,跟踪记录的语料尤其缺乏。这主要是由于跟踪

记录真实语言习得语料耗时长、难度大[7]。事实上,中国儿童的早期英语习得还存在诸多尚未解

决的问题。儿童在刚开始接触英语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正是照看者与老师最关心、最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因此,收集我国儿童的英语习得真实语料,有助于探究我国儿童英语习得规律,从

而提高中国儿童早期英语习得效率、避免习得错误,对后续英语学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语言习得理论角度看,生成语言学的语言习得观无法解决儿童语言如何向成人语言过渡

的问题。针对生成语言学无法解决的问题,以Tomasello为代表的学者们主要基于儿童母语习

得领域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该理论认同认知语言学与构式语法的基

本观点[8],认为儿童的语言习得是基于使用并以构式学习为中心的,语言习得是一种“自下而上”

的过程,从而解决了生成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然而,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对于语言习得

错误的产生与演变机制研究较少,而了解语言习得错误的产生与演变机制,对于解决儿童的二语

习得问题、提高习得效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基础上,本文

进一步探索中国儿童英语习得错误的产生与演变机制,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国儿童的英语习得效

率,而且有助于完善已有的语言习得理论。

否定是人类语言特有的语法—语义范畴,所有的人类语言都有否定表达[9]。在英语中,否定

转移是一种出现频率较高的特殊否定类型。否定转移涉及句法、语义、语用以及认知,被普遍认

为是一种复杂的[10]甚至“不清楚的现象”[11]。Li[12]对比了英语与汉语否定,发现汉语中并不存

在明显的否定转移倾向,因此否定转移对中国儿童的英语习得来说是一大难点。否定转移是指

在某些谓词句中,用主句否定来表示对从句命题的否定[13]143-145。例如,在a(1)中,主句否定(I

don’tthink)被用来表示对从句命题(she’llcome)的否定:

a.(1)Idon’tthinkshe’llcome.
(2)Ithinkshewon’tcome.

在英语中,人们更偏向于使用否定转移,而很少使用a(2)这类非否定转移句。对英语作家

的作品分析表明,语言机制较为成熟的人倾向于使用主句否定的形式(否定转移)来表达从句否

定的意义(非否定转移),并且否定转移的主句谓语动词往往是现在时,主语大多为第一人称。这

种对否定转移的倾向以及否定转移句中人称和时态的特征不仅出现在书面语中,而且在口语中

更为常见。Bublitz[14]对London-LundCorpus语料库中66个口语语料的分析表明,否定转移的

使用频率远高于非否定转移的使用频率。可见否定转移是英语使用中的普遍现象。

否定转移在英语使用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但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对英语否定转移的习得效

果并不理想。本文采用纵向个案研究法,收集中国儿童的英语习得真实语料,并自建语料库,试

图解决以下两个问题:(1)本个案中的中国儿童英语否定转移习得情况是什么? (2)本个案中的

中国儿童英语否定转移习得机制特别是习得错误的产生与演变机制是什么? 本文期望有助于解

决中国儿童在英语否定转移习得中遇到的困难,为中国儿童的二语教育提供学术支撑,而且也为

各国儿童二语习得提供有效参考。在理论方面,本研究还可作为一扇窗户,探究二语习得普遍规

律,特别是语言习得错误的产生与演变机制。

二、文献综述

在对英语否定转移的研究中,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否定转移的规则问题,这是一个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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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对英语否定转移的规则描写中,最具代表性的是Quirk等[11]对英语中允许否定转移的

动词归类:观点(anticipate,besupposedto,believe,calculate,expect,figure,imagine,reckon,sup-

pose,think等)与感知(appear,see,feelasif/feellike,lookasif/looklike,soundasif/soundlike
等)。此外,Swan等[15]也指出,这些动词并不总会引起否定转移,有时人们为了表达惊奇的语

气,也会使用“Ithought+ negative”的非否定转移形式来表达惊奇的语气,例如:“Hello!I

thoughtyouweren’tcoming.”

除了对英语否定转移的规则描写,不少研究者进一步对否定转移的语义、语用及产生机制展

开了深入研究。Horn[16]提出了否定强度随否定词与其逻辑相关成分之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弱的

原则,认为否定转移是一种基于功能的现象,否定转移所产生的否定强度的减弱与礼貌原则和

“提供选择”的语用功能有关。徐盛桓[17]基于 Quirk等人的否定范围、否定中心概念,探讨了否

定转移的语义及特点。郭杰克[18]分析了宾语从句中量词对否定转移的影响。熊学亮[10]提出了

语用踪迹、空词说、中价说以及否定势理论,对英语的否定转移现象进行归纳与解释。Bublitz[14]

从语用学角度引入“认识论情态”概念,从参与和礼貌角度解释在英语口语中倾向于使用否定转

移的原因。周雪林[19]认为否定转移通过扩大否定词与否定成分之间的距离,降低否定强度,同

时通过think等“肯定性”极中央的谓词以及述题分离达到礼貌目的,从而维护良好的交际关系。

张会平等[20]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人际隐喻理论与认知语法中的象似性原则和图形背景分

隔理论,解释否定转移的形成过程。还有学者对隐喻式否定进行了研究,魏在江等[21]提出将“概

念隐喻—动态范畴模型”作为隐喻式否定构式的语义生成机制。上述研究对理解英语否定转移

的产生机制具有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虽然关于英语否定转移的研究在上述领域收获颇丰,但否定转移的习得研究却一直未得到

充分重视。沈家煊[22]指出,否定句比肯定句的理解难度更大、心理操作步骤更复杂。研究也表

明,中国学生的英语否定转移习得存在各种问题[23],而大部分关于英语否定习得的研究并未涉

及否定转移。作为 RogerBrown的英语儿童母语习得研究团队成员,Klima等[24]对 Roger

Brown语料库中3名儿童的英语母语否定习得进行研究,归纳了英语否定母语习得的三个发展

阶段,但并未涉及儿童的否定转移习得。Wode[25]观察了自己的儿子对德语否定的母语习得过

程,提出了母语否定习得的四个普遍发展阶段。此后,Wode[26]又基于他自己4个孩子的英语二

语习得数据,从普遍语法的角度提出了适用于一语和二语的否定习得顺序,但仍未考察英语否定

转移的习得问题。于善志[27]对中国学生高考作文中出现的英语否定错误进行了归类,但并未从

生成语言学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学生的英语否定习得现象。上述研究均未关注英语否定转移的习

得问题。此外,上述研究所采用的生成语言学理论视角认为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普遍语法,而生

成语言学却无法解释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从儿童语言到成人语言、从非目的语

到接近目的语的过渡问题。

针对生成语言学的不足,有学者尝试运用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来研究英语否定的习得

问题。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认为,人的大脑中并不存在什么先天的普遍语法,语言是在使用

中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习得的。Eskildsen[28]收集了两名母语为西班牙语的成人习得英语否

定的纵向数据,发现成人二语习得者的英语否定从反复出现的具体英语否定表达开始,逐渐产生

越来越图式化的英语否定知识。然而,Eskildsen的研究对象为成人,且他的研究也并未涉及对

否定转移习得的考察。

目前仅有极少研究关注英语否定转移的习得,且研究方法单一,多为横断面研究,我们对英

语否定转移习得的了解还非常有限。例如,Liu等[23]基于173名高二学生的翻译测试与问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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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数据,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否定转移习得情况,发现不同英语基础的高中生在英语否

定转移习得方面存在问题。但由于他们的研究基于横断面数据,因此无法探究中国英语习得者

的否定转移习得过程,也无法分析其否定转移习得错误的产生机制。Dai等[29]对中国儿童进行

了纵向个案研究,分析其早期英语否定转移的话语特点,发现中国儿童的早期英语否定转移习得

以THINK谓词句为主,其否定转移的使用倾向在不同谓词句中的分布非常不平衡,从而表明中

国儿童在英语二语习得早期并不具备抽象的否定转移知识表征,其早期的英语否定转移表征基

于具体的谓词词项。Dai等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儿童早期英语否定转移知识表征的本质特点,从

二语习得角度证明语言知识是基于语言使用从而后天习得的,并非天生就存在于人类大脑之中。

然而,Dai等的研究尚未考察这种不平衡的基于具体谓词的英语否定转移表征是如何产生、发展

与变化的,尚不清楚在这个过程中,儿童产生了什么样的习得错误,而这些错误产生的机制又是

什么。

综上所述,从研究内容看,学术界在英语否定转移的规则、语义、语用、产生的原因与机制方

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英语否定转移的习得研究较少,仅有的少量英语否定转移习得研究成果

并未考察否定转移的习得过程与错误产生机制;从研究对象看,英语否定转移习得研究对象主要

是中学生,对中国儿童关注较少;从研究数据类型看,已有研究主要使用横断面数据,缺乏真实的

语言习得数据。中国儿童是一个庞大且值得关注的英语习得群体,对这一群体的英语否定转移

习得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运用纵向个案法收集真实英语习得数据,考察中国儿童

的早期英语否定转移习得过程及其发展机制。

三、研究方法

由于儿童语言的记录、收集需要特殊技术和持续跟踪,真实的儿童语言发展数据收集十分困

难,导致儿童语言习得个案资料极度缺乏,这也是目前儿童语言研究中的首要问题[7]。但与其他

研究方法相比,纵向个案研究能提供更深入、全面、连续的真实语料,深入考察儿童的语言随时间

进程的发展变化并探索其原因[30]。本文采用纵向个案研究法,通过收集中国儿童A的早期真实

英语习得语料,利用现代语料库技术对这些纵向个案数据进行储存、加工、分析,以此探究中国儿

童早期英语否定转移习得的基本过程与发展机制。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一名中国男孩A,他的母语为汉语,父母是中国人。他随父母到澳大利亚

生活1年,在当地就读学前班与一年级。本文的数据收集时间包含A在澳大利亚的12个月及回

国后的1个月,共计13个月。在数据收集开始时,A的年龄为4岁10个月,会说极少量的英文

单词,但并不能将这些英文单词组合成句子。在澳大利亚期间,他的家庭成员之间主要使用汉

语,母亲有时会用英语与他交流。A在学校的时候说英语,老师与同学均为英语本族语者。

(二)数据收集

本文的数据收集时长为13个月,数据收集时长主要参考已有的儿童英语否定习得研究。虽

然学界在英语否定二语习得阶段的划分与习得顺序方面存在争议,但大部分研究[24,26,31]认为早

期的英语否定习得大致包含以下阶段:外部否定阶段、内部否定阶段、未经分析的助动词否定阶

段、分析性的DO否定阶段。本文的研究对象A的英语否定在第13个月时已经进入了分析性的

DO否定阶段,他已能熟练使用don’t、donot、doesn’t、doesnot、didn’t、didnot等不同的否定形

式,并且能够区分DOnot与DO-n’t之间的细微差异。在其英语习得的第13个月,A已开始使

用haven’t、hasn’t、hadn’t、mightnot、wasn’tV-ed等在前人研究中出现最晚,甚至在某些研究

342



的最后阶段还未出现的否定形式。此外,A在第13个月已建立起否定与不定词、副词之间的联

系,在英语否定中广泛使用不定词与副词,说明其早期英语否定体系已基本构建起来。

虽然研究表明纵向研究的自发话语数据比横断面研究的诱导数据具有更高的效度[32],但自

发话语数据却不一定能保证儿童的话语产出数量。因此,为保证数据的效度与数量,本文采取了

自发话语数据与诱导话语产出任务相结合的数据收集方式。本文的诱导话语任务不针对特定的

语言知识,而是以促进儿童话语产出为主要目的,通过让儿童看无字图画书讲故事、图片描述以

及图片命名的任务来收集。自发话语数据主要来自 A与他人自由交谈的录音或录像以及观察

日志。两类数据互为补充,尽可能全面呈现研究对象的英语否定转移习得过程。

具体的数据收集途径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录音录像。这类数据又分定期和不定期两种。除

了第13个月以外,我们定期对儿童A进行录音或录像,每周1次,每次30分钟左右。每个月录

音或录像至少4次,分别包括A与他人的自由交谈、看无字图画书Frog,whereareyou? 讲故

事、看无字图画书《三毛流浪记》讲故事、图片描述以及图片命名。其中Frog,whereareyou? 这

本书一共有24页,没有任何文字,但提供了丰富的语境来促进语言的产出,因此被广泛运用于儿

童语言发展研究中[33]。出于同样原因,本文选择《三毛流浪记》前12页图画作为看图讲故事的

材料之一。除了定期录音录像,研究者也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关注 A的语言发展,通过智能手机

的录音录像功能不定期记录A在日常生活中的自言自语以及A与母亲或其他人之间的自发性

话语。

第二类是日志。作为对录音录像数据的补充,我们以日志形式用英语记录儿童A的英语习

得情况,日志共计27803个英文单词。在数据收集期间,每周至少进行三次日志记录,内容包括

A的日常学习与生活,特别是与语言发展有关的内容。

上述13个月的原始数据构成了A的英语语言习得,特别是否定转移习得的数据网络,为探

究A的英语否定转移习得提供了基础。我们对音像数据进行人工转写,并进行了两次校对。日

志中A以及他人的话语被提取出来用于下一步的语料库构建。

(三)语料库构建

我们从上述转写数据以及来源于日志的话语数据中将儿童A的话语单独提取出来,建成了

一个名为“ACorpus”的语料库。该语料库由455个文件组成,形符数约10万词。A母亲的话语

也被单独提取出来,建成了一个名为“MumCorpus”的语料库,该语料库包含316个文件,形符数

约9.5万词。

涉及否定转移的话语通过以下方法在ACorpus语料库中筛选出来:先运用LancsBox6.0的

KWIC检索与筛选功能,以Quirk等[11]归纳的引发否定转移的动词为检索词(含不同的曲折形

式)在ACorpus语料库中进行检索,并在检索结果中筛选出含否定词not或-n’t的句子,然后对

这些筛选出来的句子进行人工逐句判断,从而提取出所有涉及否定转移的句子。人工判断句子

是否涉及否定转移的标准主要依据句子的谓词和语义上被否定的部分。如果主句的谓词为引发

否定转移的动词,并且在语义上被否定的部分是谓词后面的从句,那么这个句子就被判定为涉及

否定转移的句子。随后,我们将这些涉及否定转移的句子按照是否使用了否定转移进行分类。

在A的话语中,涉及否定转移的句子可能使用了否定转移,也可能未使用否定转移。例如,在句

子Idontthinkitsenoughmoney中,儿童A使用了否定转移,而在句子itslooklikenotwide
中则未使用否定转移。

在A的话语中,排除了重复句、不完整句之后,共计有56个涉及否定转移的句子。我们用这

56个句子构建了一个名为“ACorpusofTransferredNegation”的子语料库,其形符数为369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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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语否定转移的习得情况

本研究将儿童A的早期英语否定转移习得过程分为六个阶段,以在澳大利亚的英语语言接

触为起点,每两个月为一个阶段。其中,第六阶段还包含了回国后的一个月,共计3个月。在此

基础上对儿童A的英语否定转移习得情况进行分析。
(一)英语否定转移的习得过程

在第一阶段(第1~2个月)并未发现任何涉及否定转移的英语句子。A的英语否定转移在

第二阶段(第3~4个月)才开始出现,其形式为Idon’tthink(so)。这些否定转移包括4次

Idon’tthinkso,以及1次Idon’tthink。
表1 第二阶段的否定转移习得情况

第二阶段:第3~4个月

√ 否定转移以重复出现的Idon’tthink(so)开始

否定转移 (5)* 非否定转移 (0)

Idon’tthinkso(4)
Idon’tthink

      注:*括号内的数字表示使用频率,未标注的使用频率均为1

在第二阶段,虽然Idon’tthink的后面没有任何成分,但是其表达的意义与Idon’tthinkso
一致,只是在Idon’tthinkso的基础上进行了删减。谓词THINK除了被用于Idon’tthinkso
这样的固定表达以外,并未用于其他的否定转移句中。A的否定转移习得正是从这个重复出现

的否定转移高频范例Idon’tthinkso开始的。
表2 第三阶段的否定转移习得情况

第三阶段:第5~6个月

√ 否定转移在Idon’tthinkso的基础上开始扩张

√ 出现*Idon’tthinkso+thatclause(类符:1;形符:1)

否定转移 (5) 非否定转移 (1)

Idon’tthinkso(2) looknotlikeahair

Idon’tthinksotoo

Idon’tthinksoyoutoo

Idontthinksohedonteatanything

  从表2可见,在第三阶段(第5~6个月),虽然 A 的否定转移谓词仍旧非常单一,仅有

THINK一种,但他的否定转移在Idon’tthinkso的基础上有所扩张,能产性开始扩大。除了继

续使用否定转移的高频典型范例Idon’tthinkso以外,A开始在Idon’tthinkso的基础上增加

一些简单的成分:too和youtoo,甚至在后面增加了一个从句,从而出现了*Idon’tthinkso+
thatclause的错误否定转移表达:Idontthinksohedonteatanything。这说明在第三阶段出现

的THINK谓词否定转移句都是在否定转移范例Idon’tthinkso的基础上进行的扩张。

另一方面,LOOKLIKE开始被用于非否定转移中(见表2):looknotlikeahair。这个非否

定转移表达中没有主语,否定词not被插入到look与like之间,这样的语序与汉语的“看起来不

像头发”非常相似,似乎是受到了汉语母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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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第四阶段的否定转移习得情况

第四阶段:第7~8个月

√ 否定转移的谓词开始出现LOOKLIKE
√Idon’tthinkso继续存在

√ THINK谓词句开出现非否定转移

否定转移 (3) 非否定转移 (2)

Idontthinkso
afrogdoesnotlookslikethat
itnotlookslikeafrog

IplaywithDevandMichaelandTobybutI
thinkMichaelarenothereanymore
butIthinkthatsnottheland

  如表3所示,在第四阶段(第7~8个月),A的英语否定转移谓词类别有了变化。他在第四

阶段的否定转移除了已有的THINK谓词句,还新增了LOOKLIKE谓词句。此时Idon’tthink

so继续存在,LOOKLIKE出现在两个否定转移句中:afrogdoesnotlookslikethat、itnotlooks

likeafrog。第四阶段的另一个变化是:THINK谓词句也出现了两次非否定转移的使用。而在

此之前,A所有涉及否定转移的THINK谓词句均为否定转移。
表4 第五阶段的否定转移习得情况

第五阶段:第9~10个月

√Idon’tthink+thatclause开始出现(类符:2;形符:3;类符/形符比:0.67)
√ *Idon’tthinkso+thatclause能产性扩大(类符:5;形符:5;类符/形符比:1),在竞争
中占优势

√ 出现正确的表达式Ithought+negative

否定转移 (16) 非否定转移 (12)

Idontthinkitsenoughmoney(2)
IsaidIdontthinkIcanmakethat
Idontthinkso(4)
Idontthinksotoday
thenIdontthinksotheycancrosstheriver
Idontthinksoitstwohundred
IdontthinksoIcanbuythis
IdontthinksoIliketobuythat
Idontthinksotheresyellowinthere
ourpillowdoesnotlookslikethat
pandaseardoesnotlookslikethat
becauseitsnotlookslikethat

Ithinkitsnotboring
Ithinkthisisnotmine
IthinknotMay
IthinkIcantdoit
Imeanlookonherethenhereyouthinkitis
notlong.itisnotverybig.youthinkitson-
lythisthisthislongbutitsnot.
soIthinknowhesnotscaredbywater
Ithoughtitsnotabird
Ithoughttheycant
IthoughtitwasnotmytoysoIthrowitin
thebin
itslooklikenotwide
itslookslikenotveryvery.you.yousee?
itslookslikenotwide

  如表4所示,在第五阶段(第9~10个月),正确的否定转移表达式Idon’tthink+that

clause开始出现,与错误的否定转移表达式*Idon’tthinkso+thatclause形成竞争。正确的

表达式Idon’tthink+thatclause在第五阶段出现了3次,类符/形符比为0.67。与此同时,错

误的否定转移表达式*Idon’tthinkso+thatclause能产性迅速扩大。这一错误的否定转移表

达式被用到了5个不同的否定转移句中,其类符/形符比达到了1。可见在第五阶段*Idon’t

thinkso+thatclause与Idon’tthink+thatclause的竞争中,前者的使用频率与类符/形符比

均占据优势。

到第五阶段,高频否定转移典型范例Idon’tthinkso继续存在于A的话语中(见表4),在这

一阶段共出现4次,另外还有一次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简单的单词today。此外,LOOK

LIKE也有3次被用于非否定转移句中,其使用频率与否定转移的使用频率一致。

在第五阶段,THINK谓词句有13次被用于否定转移、9次被用于非否定转移,否定转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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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值得一提的是,在THINK谓词的9次非否定转移使用中,其中有3次是为了表达惊奇的

语气而不使用否定转移的正确使用 (在表4中以下划线标出),即用Ithought+negative来表示

惊奇的语气。三个句子“Ithoughtitsnotabird”“Ithoughttheycant”“Ithoughtitwasnotmy
toysoIthrowitinthebin”分别表示“我原本以为它不是只鸟(但没想到它却是只鸟)”“我原本以

为他们不行(但没想到他们却可以)”“我原本以为它不是我的玩具,所以我把它扔到垃圾桶了(但

没想到它却是我的玩具)”。A在上述三个不同的语境中正确使用了Ithought+negative来表

达特定的语义,说明在第9~10个月的时候,他已经掌握了否定转移与Ithought+negative在

意义与形式上的差异。
表5 第六阶段的否定转移习得情况

第六阶段:第11~13个月

√ *Idon’tthinkso+thatclause(类符:5;形符:5;类符/形符比:1),在竞争中占绝对优势

√Idon’tthink+thatclause消失

√ 非缩略的Idonotthinkso出现

否定转移 (9) 非否定转移 (3)

Idonotthinkso
Idontthinkso(2)
Idontthinksohere
butIdontthinksothe.theglueisinthere
butIdontthinksothatsarecording
andIdontthinksotheresteethintherebe-
causeitsallcoveredinwhite
andIdontthinksoIcanfitinthecupboard
Idontthinksoitsyou

Ithinkitsnotanappleleaf
IthinkIdontknow
thislookslikenotyou

  如表5所示,在第六阶段(第11~13个月),否定转移的典型范例Idontthinkso仍然继续

存在,使用频率为2次。不仅如此,A在这一阶段还使用了其非缩略形式Idonotthinkso,用于

表达强调的语气,这说明此时的Idon’tthinkso已不再完全是一个未经分析的整体了。在两个

否定转移表达式的竞争中,错误的否定转移表达式*Idon’tthinkso+thatclause占据了绝对

优势,并继续保持较大能产性,其使用频率为5次,类符/形符比继续保持为1。另一方面,正确的

否定转移表达式Idon’tthink+thatclause在第六阶段完全消失。

(二)英语否定转移习得错误的产生与演变过程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儿童A早期的英语否定转移以THINK谓词句为主,以THINK为谓词

的否定转移又是以高频范例Idon’tthinkso为基础的。A最初的否定转移从第二阶段开始出

现,这个阶段出现的否定转移表达仅有反复出现的典型范例Idon’tthinkso。在第三阶段,A开

始在高频范例Idon’tthinkso的基础上增加简单的成分,并逐渐扩张,开始出现了错误的否定

转移表达式*Idon’tthinkso+thatclause。

在第三阶段(第5~6个月)开始出现的*Idon’tthinkso+thatclause到第五阶段(第9~

10个月)就具有了较大的能产性,并与第五阶段出现的正确否定转移表达式Idon’tthink+that

clause形成竞争,并稍占优势。到了第六阶段(第11~13个月),两者的竞争以错误否定转移表

达式*Idon’tthinkso+thatclause的强势胜出而结束。根据后续观察,这个错误的否定转移

表达式继续保持了5年以上的绝对优势地位。

为探究错误否定转移表达式*Idon’tthinkso+thatclause的产生原因,我们在A母亲的

话语语料库 MumCorpus中进行了检索,但并未发现A的母亲使用过*Idon’tthinkso+that

clause的表达。而这一错误的否定转移表达式也不可能出现在其他人对A的英语输入中,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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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就读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均为英语本族语者,而英语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表达。

另一方面,与*Idon’tthinkso+thatclause相竞争的正确英语否定转移表达式Idon’t

think+thatclause在A的语言输入中大量出现,仅在 MumCorpus中的使用频率就高达47次。

然而,这种输入频率更高的正确否定转移表达式却并未在 A的早期英语习得中占据优势。相

反,输入频率为零的错误否定转移表达式*Idon’tthinkso+thatclause不仅在竞争中占据了

绝对的优势,而且还逐渐产生了较大的能产性。随着A后续的英语发展,输入频率高的表达式I

don’tthink+thatclause竟然在竞争中被淘汰,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似乎有悖于基于使用的语

言习得理论关于输入频率影响语言习得的假设。

五、英语否定转移的习得机制

基于儿童A的否定转移习得情况,为探究其英语否定转移习得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从习

得与错误两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

(一)基于高频典型范例的英语否定转移习得机制

从上述分析结果中可以发现儿童A的英语否定转移习得顺序:以THINK为谓词的否定转

移在第一阶段就开始出现,而以LOOKLIKE为谓词的否定转移直到第四阶段才开始出现;A的

早期英语否定转移习得是从高频典型范例Idon’tthinkso开始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张的过程,

在逐渐产生半抽象的*Idon’tthinkso+thatclause以及Idon’tthink+thatclause表达式的

同时,具体的范例Idon’tthinkso仍然保留在其语言表征中。

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认为,构式的涌现来自学习者对语言使用中所有话语的记忆以及

基于频率的对规则的抽象,使用频率是影响语言习得的重要因素。儿童对于某个特定语言项目

或结构的使用频率越高,儿童对这个语言项目或结构的体验就越多,其背后的语言表征就越

强[34]。对MumCorpus语料库中A的母亲的话语检索表明,A的母亲对Idon’tthinkso的使用

频率为70次,相对频率为每百万词738.44次。不仅如此,已有的研究也印证了主语I与谓词

think分别是英语否定转移句中主语与谓词的高频典型范例[10,14]。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认

为,一个形符的频率越高,这个形符就越有可能被学习者当作该范畴的原型。因此Idon’tthink

so这一高频范例可能对儿童产生了一种“认知锚定效应”,成为儿童在英语否定转移习得中“凸

显的参照标准”[13]89,帮助儿童对相关的否定转移类符进行记忆、组织和推理,并以此为基础对否

定转移进行扩张,从而使儿童在早期英语否定转移的习得中,呈现出基于高频典型范例Idon’t

thinkso的现象。

基于高频典型范例的英语否定转移习得机制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儿童 A的英语否定转移习

得过程中THINK谓词句先于LOOKLIKE谓词句出现且THINK谓词句比LOOKLIKE谓词

句具有更明显的否定转移倾向[29]。在A的早期英语习得中,Idon’tthinkso的使用频率很高,

从而使他对以THINK为谓词的否定转移句的体验极为丰富,而以LOOKLIKE为谓词的否定

转移句中缺乏类似于Idon’tthinkso这样高频的典型范例,A的母亲的话语中甚至没有出现以

LOOKLIKE为谓词的否定转移句,因此A对以LOOKLIKE为谓词的否定转移体验相对较少,

从而使以LOOKLIKE为谓词的否定转移比以THINK为谓词的否定转移出现更晚,甚至出现

LOOKLIKE谓词句的否定转移倾向不明显的情况[29]。

中国儿童A的英语否定转移习得特点表明,儿童二语习得与英语母语句法习得具有相似

性,两者均具有基于高频典型范例的习得机制,这从跨语言角度验证了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

的基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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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固化、杂糅、连带固化的英语否定转移习得错误产生与演变机制

在本文的数据中,儿童A的否定转移以THINK谓词句为主。在以THINK为谓词的否定

转移句中,正确的否定转移有两类:Idon’tthinkso与Idon’tthink+thatclause。错误的否定

转移为*Idon’tthinkso+thatclause。其中,正确的表达Idon’tthinkso与Idon’tthink+

thatclause在其母亲以及英语母语者的话语中使用频率较高。根据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A
的话语中Idon’tthinkso与Idon’tthink+thatclause的涌现可以用儿童对这两种否定转移

的语言体验较多来解释。然而,这似乎无法解释为什么输入频率为零的错误表达式*Idon’t

thinkso+thatclause会产生,又为何在与Idon’tthink+thatclause的竞争中占据优势。针

对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我们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

前文数据分析显示,儿童 A的母亲对Idon’tthinkso的使用频率相当高,绝对频率为70
次,相对频率为每百万词738.44次。虽然A的母亲并不是A英语语言输入的唯一来源,但研究

表明,高频范例有助于构式的习得,并且儿童对母亲的动词使用非常敏感,母亲的语言使用频率

会影响儿童的语言使用[13]77。

否定转移表达Idon’tthinkso的高频使用不仅出现在A的母亲的语言使用中,而且也出现

在BNC与COCA语料库中。在BNC口语语料库中,限定第一语言为英式英语,检索到74次I

don’tthinkso,相对频率为每百万词24.76次。在COCA口语语料库中,检索到2970次Idon’t

thinkso,相对频率为每百万词23.55次。可见Idon’tthinkso在英语口语中的输入频率也是较

高的。

在儿童A自己的语言产出中,Idon’tthinkso的使用频率为13次。此外,由于A的否定转

移是在Idon’tthinkso的基础上进行扩张的,类似于Idon’tthinksotoo、Idon’tthinksoyou

too的表达也进一步增加了单词串Idon’tthinkso的使用频率。因此,无论是在他人对A的语

言输入还是在A自己的语言使用中,Idon’tthinkso这个范例的频率都很高,这些使用频率叠

加在一起,势必产生极强的固化效应。

有研究表明,高度固化的词串也可能会引起儿童英语母语习得错误。Ambridge等[35]在对

50名英语单语儿童的诱导话语实验中发现,具有固化的肯定疑问句框架(如whatdoesX? )的儿

童更有可能出现双助动词错误(whatdoesshedoesntwant?)。Ambridge等认为这些错误的产

生是由于儿童将一个肯定疑问句的框架与一个来自陈述句的否定框架错误叠加而成。然而,由

于Ambridge等的研究使用的是诱导实验数据,因此无法得知这些固化高频词串所引起的儿童

语言习得错误的后续演变情况及其与其他构式之间的竞争关系。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对习

得错误的产生与演变机制的研究较少,对错误习得模式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对这种高度固化词串

所引起的习得错误则研究更少。

本文中儿童A的早期英语否定转移数据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探究语言习得错误的产生与演

变机制。结合Ambridge等[35]在儿童英语母语习得实验中观察到的母语习得错误,基于A的英

语否定转移纵向发展数据,我们提出一种儿童语言习得错误的产生与演变机制:固化、杂糅、连带

固化机制,以解释中国儿童在早期英语否定转移习得过程中*Idon’tthinkso+thatclause的

习得错误产生与演变动因。

如图1所示,虽然在语言输入中,儿童 A听到的是正确的Idon’tthink+thatclause表达

式,但这个表达式的前半部分与Idon’tthinkso具有相似性与联系。由于Idon’tthinkso的高度

固化(在图1中以加粗字体、双层边框表示),儿童极易将两者进行杂糅,从而产生错误的否定转移表

征。在固化与杂糅的共同作用下,儿童出现了错误的否定转移表达式*Idon’tthinkso+thatclause。

942



图1 固化、杂糅、连带固化的英语否定转移习得错误产生与演变机制

A的否定转移习得数据分析表明,从第五阶段起(见表4),输入频率为零的否定转移表达式

*Idon’tthinkso+thatclause与输入频率较高的表达式Idon’tthink+thatclause开始形成

竞争,并且输入频率为零的表达式在后续竞争中很快占据了绝对优势。那么,为什么输入频率为

零的否定转移表达式反而能在竞争中胜出呢?

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认为,在语言使用者的联想网络中,一个型式越固化,那么与其他

竞争型式相比,这个型式就越容易被激活,这种激活就越不需要付出努力,在类似的交际目的与

语境中就会产出更多与之相应的话语形符频率。虽然正确的表达式Idon’tthink+thatclause
在儿童语言输入中的使用频率并不低,并且儿童也确实少量使用了这个表达式,但是这个正确的

否定转移表达式的固化程度远不及Idon’tthinkso的固化程度。因此,与Idon’tthinkso相

比,正确的否定转移表达式Idon’tthink+thatclause就不容易得到激活。相反,虽然错误的表

达式*Idon’tthinkso+thatclause并未出现在儿童的语言输入中,但Idon’tthinkso的高度

固化对*Idon’tthinkso+thatclause产生了连带固化效应,使其在与Idon’tthink+that

clause的竞争中更容易被激活,这种激活更不需要付出努力。因此,错误的否定转移表达式*I

don’tthinkso+thatclause在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并且这一错误的否定转移表征在使用过程中

还不断得到强化,逐渐产生了较大的能产性。如图1所示,Idon’tthinkso对*Idon’tthinkso

+thatclause产生的连带固化效应使*Idon’tthinkso+thatclause(在图1中以加粗字体表

示)在与Idon’tthink+thatclause的竞争中占了优势,并由于使用频率的不断增加而进一步固

化下来,之后随着语言的发展而产生了更大的能产性。相反,Idon’tthink+thatclause则在竞

争中逐渐被淘汰(在图1中以浅灰色字体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使用频率在语言习得中具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高频率的使用让具体的

范例成为语言知识发展的基础,儿童在具体的高频范例基础上对构式进行扩张,因此频率是儿童

第二语言习得的驱动力。然而,*Idon’tthinkso+thatclause的产生与演变机制表明,高频率

带来的固化效应与杂糅以及连带固化效应共同作用,也可能会产生固化的错误构式。如果在杂

糅或连带固化效应产生的初期,就采取措施引导儿童注意到自己的错误,将会有助于错误的修

正。在二语教学中,教师也需要特别关注这种由连带固化机制引起的错误,因为这种错误如果不

及时加以干预,就可能会进一步固化下来,变得难以纠正。

错误的否定转移表达式*Idon’tthinkso+thatclause的产生与演变符合基于使用的语言

习得理论,这一否定转移习得错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儿童基于高频典型范例的否定转移

习得机制,完善了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关于语言习得错误的产生与演变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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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及启示

汉语中没有明显的否定转移倾向,而英语否定转移使用广泛、不易习得,是二语习得研究中

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儿童的英语习得难点之一。本研究从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视

角,以一名中国儿童为例,探究中国儿童的英语否定转移习得情况以及习得机制,对中国儿童的

二语习得具有启示作用。

(一)结论:中国儿童的英语否定转移习得情况与习得机制

基于对中国儿童A在13个月期间的英语习得语料,分析其英语否定转移的习得过程与机

制,本文主要有以下研究发现:

第一,中国儿童A的英语否定转移习得是以高频典型范例Idon’tthinkso为基础并逐渐扩

张的,儿童二语习得遵循基于高频典型范例的习得机制,这一发现从跨语言角度验证了基于使用

的语言习得理论的基本主张。

第二,由于固化的高频典型范例Idon’tthinkso与Idon’tthink+thatclause之间的联系,

儿童将两者杂糅,从而产生*Idon’tthinkso+thatclause的习得错误,并与正确的Idon’t

think+thatclause形成竞争。在习得错误未得到干预的情况下,由于连带固化机制,错误的表

达式进一步在竞争中占据了优势,最终产生顽固错误。

由此可见,儿童在二语习得早期并不具备抽象的语法知识,而是以具体的高频典型范例为基

础逐渐扩张,并在语言使用中产生抽象的语法知识。在语言习得过程中,频率会带来固化效应,

从而有利于语言的习得。但高频率构式也有可能与相关构式产生杂糅,并引起习得错误,习得错

误通过连带固化效应进一步在竞争中占据优势,最终产生顽固的错误。

(二)启示:关注高频典型范例与固化、杂糅、连带固化机制

随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不断提升,中国参与重要国际事务越来越多,迫切需要大量拥有国际

视野的人才。学习外语,尤其是英语,成为这些人才与国际接轨、开拓国际视野的必备条件。目

前中国儿童的英语习得呈现低龄化趋势,如何进行有效的语言教育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问题。探

究中国儿童二语习得机制及错误的产生与演变机制,有助于解决中国儿童英语习得早期遇到的

问题、提高英语习得效率。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儿童语言习得有以下启示:

第一,利用高频典型范例的锚定作用促进儿童语言习得。为了提高儿童的语言习得效率,照

看者或教师在儿童的语言输入方面应考虑高频典型范例的锚定作用。首先,让儿童接触高频典

型范例,以帮助他们快速掌握这些常见的语言表达方式。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渐引导儿童接触一

些频率稍低、不太典型的项目。这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儿童更有效地学习语言。

第二,警惕高频典型范例与相关构式杂糅而产生的习得错误。照看者或教师在充分利用高

频典型范例的锚定作用来促进语言习得的同时,也要警惕高频典型范例有可能会与相关构式产

生杂糅,从而产生习得错误。由于构式之间存在相似性或联系,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可能会对

相关的构式产生混淆,从而将这些构式进行杂糅。在儿童英语习得过程中,照看者或教师应引导

儿童识别相关构式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增加正确构式的输入频率,尽量避免由于构式之间的联系

而产生的杂糅现象。如果已经产生了杂糅现象,照看者或教师应进行干预。这种干预可以是外

显的,例如直接告诉儿童不同构式之间的异同点,并加以练习。这种干预也可以是内隐的,例如

每当儿童使用了错误形式之后,照看者或教师立即用正确的形式加以复述,帮助儿童自己注意到

语言习得错误,从而自行完成对错误的修正。

第三,对习得错误及时干预,避免连带固化机制引起顽固的习得错误。要提高语言习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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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减少语言习得错误,照看者或教师对语言习得错误的干预时机也很重要。在习得错误产生初

期,应及时进行干预。否则,在系统性的习得错误产生之后,儿童如果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错误,

并且又没有外界的干预,那么由连带固化机制所引起的习得错误就会由于不断的重复使用而进

一步固化,最终变得非常顽固而难以纠正。

本文的研究发现从跨语言角度验证了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关于语言习得基于高频典型

范例的基本假设。更重要的是,本文通过纵向的语言发展数据发现了一种新的儿童二语习得错

误的产生与演变机制,即“固化、杂糅、连带固化机制”,这一发现可推进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

对语言习得错误机制的理解,有利于提高儿童语言教育的效率,并对儿童的照看者、教师等相关

人群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可为有关部门制定科学的儿童语言教育规划提供有益参考,有助于提

高国家外语能力,传播与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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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ChildrensAcquisitionofEnglishTransferredNegation:
ACaseStudywiththeUsage-BasedTheoryofLanguageAcquisition

DAIHuiqin,WENXu
(CollegeofInternationalStudie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EnglishtransferrednegationisoneofthechallengesChinesechildrenfaceinacquiringEnglish.Currently,
thereisadearthofresearchinthisfield,accompaniedbylimitedresearchmethods,particularlylongitudinalcasestud-
ies.Furthermore,thelearningoutcomesoftransferrednegationhavebeenunsatisfactory.Thisstudyconducteda13-
monthlongitudinalstudyofaChinesechild,referredtoasA,wholivedwithhisparentsinAustraliaandattendedalo-
calprimaryschool.Theresearchwasdividedintosixstages,andacorpuswasestablishedtoanalyzethedata.There-
sultsrevealedthattheChinesechildsacquisitionofEnglishtransferrednegationwasprimarilybasedonaprototypical
high-frequencyexemplarandgraduallyexpandedaroundit.Thisalignswiththemechanismthatchildrenssecondlan-
guageacquisitionisbasedonprototypicalhigh-frequencyexemplars.Thechildmadeerrorsinhisearlyacquisitionof
Englishtransferrednegationduetoamechanismof“entrenchment,mingling,andassociateentrenchment”.Whilehigh-
frequencyconstructionsfacilitatedlanguageacquisitionthroughentrenchment,theyalsogaverisetoerrorswhenmin-
gledwithrelevantconstructions.Theseerrorsprevailedincompetitionbecauseoftheassociateentrenchmentmecha-
nism,andultimatelyresultedinpersistenterrors.TheimplicationsforChinesechildrens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
involvethreeaspects:firstly,utilizingtheanchoringeffectofprototypicalhigh-frequencyexemplarstofacilitatelan-
guageacquisition;secondly,beingcautiousabouttheacquisitionerrorsarisingfromtheminglingofprototypicalhigh-
frequencyexemplarsandrelevantconstructions;andlastly,carryingouttimelyinterventiontoaddressacquisitionerrors
andavoidassociativeentren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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