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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语石化现象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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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石化现象(fossilization)是外语语言习得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国内外不同的专家学者都对语言石化现象进行
了研究和分析，本文聚焦国内外石化的研究内容，发现国内石化现象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探究语言石化研究中可
以采取的建议，以期对外语教学中延缓石化现象的发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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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介语石化现象的提出 
中介语（Interlanguage）或“过渡语”，是指在第二

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在目的语输入的基础上，通过一定
的学习策略所形成的一种既不同于其母语也不同于目的语,
随着学习的进展不断向目的语过渡的动态的语言系统。20 世
纪 70年代以来,国内外语言研究者对中介语及其石化现象进
行了大量的不同的方面的研究,大部分研究聚焦中介语的形
成原因以及如何延缓中介语石化现象的发生。语言石化现象
的提出者 Selinker 从心理学和神经学的角度解释中介语的
石化现象，认为语言学习者在二语和外语学习过程中必须借
助于一种不同于母语的语言习得机制,而正是这母语与非母
语之间两种不同的语言习得机制上的差异成为了石化现象
产生的根源。Selinker 提出了导致石化的五个心理原因,即
母语迁移、培训迁移、学习策略、交际策略和目的语过度概
括（Selinker，1972）,为中介语石化现象研究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理论框架。 

2 国内外石化现象研究 
以 Lenneberge和 Lamebdella为代表的生物学派提出关

键期、敏感期的概念，认为人体神经系统的发展和大脑功能
的侧化存在着一个关键期,语言学习如果发生在大脑功能侧
化完成之后,语言学习会变得非常困难,最终导致石化。社会
心 理 学 派 (Schumann,1976;Stauble,1980) 将 文 化 迁 移
(acculturation)视为中介语石化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根
据 Schumann的文化迁移模式,如果学习者的母语文化与目的
语文化差异很大,学习者就会在社会和心理方面与目的语保
持一定的距离,距离越大,学习者越不容易习得目的语,从而
导致了语言石化，其实质是从学习者情感方面如态度、动机
等着手对石化现象进行解释。Vigil 和 Oller(1976)提出了
交互作用说,该理论强调外因对石化形成的作用,这里的外
因主要是指学习者接受到的外界的反馈,包括情感性反馈和
认知性反馈,每一类反馈都有正面、中性和负面三种。只有
正面的情感反馈和负面的认知反馈,能促使学习者进一步尝
试使用新的语言表达形式,直至找到正确合适的语言形式,
从而减少石化的形成。这对于外语环境下的课堂教学很有启
示。Krashen（1985）从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考察第二语言
的习得和石化现象，并提出了五种假设即语言输入量不足、
输入的语言质量不适、情感屏障、输出屏障和目的语语言变
异形式的习得,用以解释语言石化现象。他提出 i+1 的语言
输入理论，认为只有输入水平略高于学习者现有水平,并转
化为可理解性输入时,才能习得语言,否则就会在习得过程
中产生语言石化。Ellis(1994)把成因分为内在因素(学习者
的年龄及融入目标语文化的欲望)和外在因素(学习者的交
际压力;缺乏学习机会;学习者使用二语后得到的反馈特征)。
韩照红(2004)搜集了大量资料、归纳和评价了石化现象研究
的理论和实证成果，归纳了环境、认知、神经生物、社会、
情感等 50多种石化现象的成因,这可能是目前为止关于石化
现象最全面的原因归纳。韩照红同时提出了应在宏观和微观
两个层面，以第二语言习得为背景研究石化，并把石化定义
在认知和实证两个层面上:在认知层面,石化是导致中介语
形式永久稳定的认知过程或潜在机制,这个认知机制从宏观
层面检验学习者的总体失误，而在实证层面,石化是无论学
习者进行何种语言输入或付出何种努力都固定了的中介语

形式,始终存在于学习者的中介语当中，通过实证研究学习
者中介语中的错误形式对石化现象进行微观分析。 

在我国,关于石化现象的研究起步较晚。陈亚平(1997)
从心理学的角度把石化现象视为高原期现象,并提出缩短这
个阶段所应采取的对策。陈慧媛(1999)在进一步总结和概括
国外关于石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这些理论在实际教
学中的意义。张雪梅(2000)借助 Keith 和 TomLinson 的技巧
理论从认知角度对语言石化现象进行了宏观分析。戴炜栋
(1999)把石化的研究置于学习过程中,重点讨论了 Selinker
所提出的语言习得中的五个心理过程,并提出了教学中应注
意的几个问题。戴炜栋、暴丽颖（2008）从连接主义出发,
运用理性关联学习理论分析母语习得和二语习得,揭示石化
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采用干预选择性注意和提高突显性
的方式,预防和解决石化问题。此外,国内其他一些研究者也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针对石化现象进行研究与探讨。 

3 国内石化现象研究存在的问题 
3.1 研究方法问题 
国内关于中介语石化现象的研究中的思辨性、理论性研

究较多，实证性研究较少。刘剑辉就 1997 年至 2006 年 8 月
间在国内公开发行学术期刊上刊登的有关石化现象研究的
文章进行了文章统计、分类标准及其分析通过检索，其中关
于石化现象的文章共有 116 篇；搜索了 24 种主要外语类期
刊,其中 11 种刊登了石化现象方面的文章 20 篇。这些外语
类期刊多数是核心期刊,因此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它们所
刊登的文章基本能够反映国内中介语石化现象研究的情况。
这 20 篇文章中有 15 篇是纯理论式推导,占了 75%,只有 5 篇
是实证研究,占 25%（刘剑辉，2007）。综观十年来国内中介
语石化现象的研究可以清楚看到,通常采用思辨性研究方法,
实证性研究相当少,而且这些实证性研究,也是以短期的抽
样调查或测试为主要研究手段。然而,中介语石化现象具有
反复性和持久性等特征,要确定它的存在必须进行长期的实
验研究。 

此外，在语言学习过程(学习阶段)中出现的语言错误还
不能称为石化，只有固定了的、无法改变的语言错误才是石
化的语言。对石化现象的研究,应该是对学习者的语言学习
和使用过程进行纵向的跟踪分析。而国内对语言石化现象的
实证研究,大多数偏向于研究学习者的语言错误,对错误进
行数据分析,与目的语进行比较的横向研究,很少有对语言
学习者所产生的语言错误进行纵向分析的个案研究。这是不
符合语言石化的发展特点的。正如 Selinker 在 1996 年总结
石化现象研究成果时所说,作为研究对象的石化形式必须得
到长期(至少一年)跟踪调查的检验。只有这样,实证研究的
数据和结果才能避免任意性。 

3.2 研究对象问题 
国外石化现象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国外移民或居住在目

的语社区的二语学者,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拥有大量接触和
使用目的语的机会,符合了石化现象产生的本质特征，即二
语学习者在大量反复接触目的语的过程中无论如何努力，其
错误的语言形式也不会发生改变,而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外语
学习者与国外的二语学习者是有重大区别的：国外的石化现
象的研究对象是以融入性动机为前提的语言学习者，而国内
的外语学习者大多属于工具性动机。在我国，多数外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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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考试,是目的性很强的学习,目的达到
后就放弃了外语学习。在这种情景下产生的语言学习的停滞
或下滑的状态并不能称之为石化现象。因此对于国内石化现
象的研究对象应该是高级语言学习者，如外语专业教师或外
事、外贸、外企等与目的语接触频繁的语言学习或使用者为
研究对象，而不是以还处于学习过程中的中学生或大学生为
研究对象。 

3.3 中介语石化现象研究的建议 
石化是外语和二语学习者和使用者广泛存在的现象，是

中介语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石化现象的研究,对认识外语
学习或二语习得过程，有效提高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学习，减
缓石化现象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外语学习者和
使用者的石化问题,具有中国的特点,值得深入研究。不能把
语言错误简单地等同于石化,只有正确选择研究对象,运用
正确的研究方法,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国内关于中介语的研究可以从中介语石化现象的理论
及研究出发，以国内外语习得环境中的语言学习者和国外二
语习得环境语言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
就中国学生在二语习得与外语学习不同的环境中所产生的
中介语石化现象进行分析对比，将思辨性、理论性研究与实
证性研究方法相结合，将短期抽样问卷调查与长期的跟踪调
查相结合，综合运用定性分析与定向分析，从而进行多层次
的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对比研究。对于在外语教学环境下应
该如何应对及延缓石化想象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教学意义。 

4 结语 
中介语石化现象是语言习得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掌

握了中介语石化现象的成因及其对策，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
可以有有效提高外语学习者的信心，不断提高学习者的语言
学习技能，延缓石化现象的发生，从而有效地促进外语教学
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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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被学生的问题问倒了（教师一时答不出来了）的课，算
是最好的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指出：
“教师的职责已经是越来越少的传授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
励思考。”基于高中学生英语高阶能力提升的思维可视化阅
读教学活动的探究，旨在培育学生良好的语言能力、学习能
力、思维品质、文化意识，真正实现对学生思维的培养，在
多模态的教学活动中让学生的思维过程可视、思维方式可视、
思维对象可视，思维交互可视，实现学生英语高阶能力的提
升。在教学活动是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对教师自身的理念
更新，思维提升，文化意识与社会热点的关注及正确的情感
态度融入和改进教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思维的可视化是体
现在师生的思维共同可视的，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形成有思想、
会思维的学习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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