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05- 10- 25

作者简介: 王和玉 ( 1974- ) , 女, 湖南安乡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语篇分析与翻译研究。

英语课堂中语码转换现象的语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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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语码转换的运用, 能满足师生互动中各自的面子需求, 是学生的学习和交际策略, 也是教师的教学策略。语码转换对于外语教学和二语

习得研究具有语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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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语码转换 ( code- switching ) , 即两种或多种语言变体的转

换, 是语言接触和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对语码转换

的详细研究始于 20世纪 70 年代。社会语言学探讨人们进行语

码转换的原因; 心理语言学关注语码转换者的语言能力因素;

而语言学则分析语码转换和语言借用之间的差别。其中, 社会

语言学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深入, 因为语码的运用与社会语境

因素密切相关。

语码转换在不同语料中, 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功能。黄国

文
112
研究了广告语篇中的语码转换。有学者分析了文学文本中

的语码转换, 如申智奇、李悦娥
122
等研究了 5围城6 中的语码

转换现象。近年来, 新闻报刊中的语码转换现象也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和研究
132
。

本研究拟从语用的角度对英语课堂上的语码转换现象进行

分析。文章首先运用礼貌理论解释了教师和学生的语码转换现

象; 然后利用顺应论证明了师生进行语码转换与交际策略的关

系; 最后, 文章通过中介语的理论探讨了课堂上的语码转换为

外语教学所提供的启示和思考。为了研究的方便, 我们下面的

讨论中仅考察英语课堂上母语和外语之间进行的语码转换。

二、礼貌问题与语码转换

作为语用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 礼貌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与

各类语言变体的研究。Brown &Levinson 所提出的面子理论对礼

貌现象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他们看来 , 礼貌是典型人

为满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各种理性行为。在 Goffman 提出的面

子概念的基础上, Brown &Levinson
142
区分了两种面子需求, 即

积极面子需求与消极面子需求。积极面子 ( positive face) 指希

望得到别人赞同、喜爱的需要; 消极面子 ( negative face) 是指

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 , 不受他人干涉、阻碍的心理需求。在

日常交际中, 人们会意识到彼此的面子需求并互相尊重对方的

面子。如果言语行为是威胁面子的, 叫做面子威胁行为 ( face-

threatening acts) ; 相反, 为挽救或减弱言语行为的威胁性, 人们

会寻求一定的方式或策略去补救, 即面子补救策略 ( face- sav-

ing strategies)。

言语行为对面子的威胁程度取决于三个因素, 用公式表示

为:

Wx = D ( S, H) + P ( H, S) + Rx

其中, Wx 表示面子威胁行为的大小, D ( S, H ) 表示说话

人和听话人之间的社会距离 ( distance) , P ( H, S) 表示听话人

与说话人之间的权势关系 ( power) , Rx 表示一种文化中面子行

为的强加级别 ( rank)。

英语课堂上, 语码转换是教师话语、学生话语、师生互动

时的显著特征。当下, 很多人对该现象持否定态度, 认为这是

教师外语能力缺乏和教学方法以及组织课堂方面的失败。但如

果我们从礼貌的角度重新解释这一现象, 就能有新的理解。

首先, 教师话语中的语码转换可以简化内容的难度。外语

课堂上的学习者需要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 需要理解老师的讲

解, 需要跟老师顺利地进行交际。在仅用外语无法完成这些任

务时, 教师如果坚持不用母语, 就加大了言语行为的威胁程度。

相反, 适当地进行语码转换却能简化问题, 或把知识解释得更

加清楚, 这样就降低了面子行为的强加级别 R值。同时, 通过

运用母语, 体现了教师对学生的理解和迁就, 有助于缩短师生

间的距离, 减少 D 值。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中, 师生之间的权势

关系, 即 P值是比较稳定的因素, 但随着 R 值和 D值的降低,

整个言语行为的面子威胁程度降低, 从而满足了学生的面子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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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另外, 学生适当地运用母语协助表达也是为了面子需要。

一方面, 学生可能怕过多地暴露自己的缺陷。由于对有些外语

知识没有充分地掌握, 不希望冒险招致老师的批评, 采取语码

转换可以满足自己不受他人指责、鄙视的消极面子需求; 有时,

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落后于思维能力, 觉得用外语不能充分发表

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因此利用母语做一些补充和说明; 此外,

由于语言的障碍, 如果不进行语码转换, 学生可能会失去许多

参与课堂互动的机会。但通过有效地运用母语的帮助, 学生可

以得到更多的认可、认同和理解的机会, 从而满足自己积极面

子的需求。

三、顺应理论与语码转换

在 5语用学新解6 (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一书中, Ver-

schueren 提出了顺应论。这种语用学研究的新视角具有很强的解

释力, 可以用来解释许多语言现象, 如商标语言、模糊语言、

广告语言等。顺应论认为自然语言具有三个特征: 变异性

( variability)、商讨性 ( negotiability) 和顺应性 ( adaptability )
152
。

这三个特征是人类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 他们使人类能动地使

用语言。在日常交际中, 语言使用者基于语言内部或外部的原

因, 在意识程度不同的情况下进行语言选择。变异性指语言的

可选择性, 这些选择依语境不同而变化。商讨性指人类选择语

言的策略。人类并不是机械地选择语言, 而是在非常灵活的原

则和策略的指导下进行选择。顺应性指人类通过商讨的策略选

择满足交际需要的语言, 从而进行成功的交际。

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 学习者对于很多概念和实物同时拥

有两种语言资源可供表达。这正是特殊语境下语言的变异性为

他们提供的可选择性。为了练习外语的需要, 学习者会尽量回

避母语而利用外语, 但由于受外语知识和交际能力的制约, 他

们又经常不得已地利用母语协助其表达。

实际上,为了处理语言学习问题, 外语学习者所采用的各种

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统称为学习者策略。学习者策略可分为学

习策略和交际策略
162( 91)

。前者指学习者运用稳定的能力帮助

理解或记忆新信息, 后者指学习者试图解决暂时的语言交际困

难。语 码转 换更 多地 体现 为一 种 交际 策 略。例 如, 以

Tarone
162( 182)

为代表的语言学家从社交的角度探讨交际策略。他

们认为:说话者在交际场合互相不理解时试图达成一致, 通常采

用的交际策略有: 解释、迁移、寻求帮助、模仿、回避。而在

迁移这种策略中又包括两种次策略: 直译和语码转换。另外,

以Kasper 和Faerch
172
为主的语言学家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交际

策略。该角度强调学习者为达到某个特定的交际目标而有意识

地寻求问题的办法。他们把交际策略粗略地划为两类: 成就策

略和回避策略。而成就策略里也包含了语码转换的策略。由此

可见, 语码转换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交际策略。我们认为

语码转换同样可以成为外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如初学者可以

在母语结构里加入少量的外语词汇以达到熟悉和巩固所学知识

的目的。同时, 语码转换作为交际策略被有效地使用可以促进

外语的学习, 从发展的角度看, 这本身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学

习策略。

语码转换可以同时作为交际策略和学习策略被学习者利

用, 这是由语言的商讨性决定的, 是学习者与两种语言知识互

动的结果。为了交际的顺利进行, 也为了学习的需要, 学习者

并不完全机械地选择语言, 他们会在外语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尽

可能多地使用外语, 同时在交际出现困难时及时寻求母语的帮

助。显然, 外语学习中的语码转换是学习者顺应特殊语境积极

主动地对所使用语言做出选择的结果。

教师语言的语码转换对课堂教学也有积极的作用。目前,

大家普遍提倡全英文的教学环境, 认为这样可以营造良好的氛

围, 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但我们认为: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如学生外语水平参差不齐、教授课程的特殊性、教师自身运用

外语的能力等原因, 教师在适当地时候进行语码转换, 也是为

顺应特殊语境所采取的一种教学策略。因为这一方面可以使语

言更为丰富多彩, 防止课堂的单调乏味, 使学习气氛轻松活泼,

同时可以加深学习者对某些知识点的理解和印象。

四、中介语与语码转换

在二语习得的研究领域, 中介语的概念首先由心理语言学

家 Selinker 提出
182
。中介语作为一种语言变体, 同时具有学习

者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某些特征。Selinker
192
认为: 中介语是

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者的一种独立系统, 它所包含的语法规则

只能存在于由第二语言学习的语境所产生的语言系统中。

语码转换 , 是中介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点在外语学习

的初级阶段更为明显。例如: 学习者把外语词汇夹杂在母语中

表达, 以便记忆和巩固。而在用外语进行交际时, 常常会借助

母语的某些词汇和结构来弥补外语知识的不足。语言学习者的

层次不同, 其中介语中所发生的语码转换的频率和模式也有区

别。一般来说, 初学者的中介语里语码转换频率较高, 其表现

模式为以母语为主, 外语为辅, 其语法结构基本上以母语相符

合。这与他们目的语知识不够有关。而在层次较高的学习者的

中介语里, 语码转换的频率较低, 其表现模式为以外语为主,

母语为辅, 在语法上更倾向外语的表达习惯, 因为他们能更自

由地运用外语。

中介语的研究目的在于寻找外语自然习得过程的规律, 为

课堂教学提供材料, 为组织和安排材料寻找理论依据。因此,

通过对中介语中语码转换的分析, 教师可以发现学习者在外语

知识方面的欠缺和弱点; 教师可以依据该现象确定学习者的层

次, 了解其运用的学习和交际策略, 看到其进步, 又可对症下

药, 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在某些特定方面的能力。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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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语里的语码转换, 对教学可提供一定的反馈和促进作用,

从语用的角度看不乏积极意义。

五、结语

语码转换是社会语言学领域里研究得较多的课题, 对于二

语习得中的语码转换, 研究相对较少。大部分人对外语学习和

教学中的语码转换持否定态度。本研究从语用学的角度, 讨论

了母语和外语之间的语码转换现象在英语课堂上的积极作用。

从礼貌角度来看, 教师适当地进行语码转换可以减少教师言语

行为的威胁程度, 学生也可以利用语码转换满足自己的面子需

求。从顺应论的观点来看, 语码转换不仅是学生在外语学习过

程中为顺应自己的外语水平而采取的交际策略和学习策略, 也

是教师顺应特殊的语境而采用的教学策略。如果从中介语的特

点来看, 语码转换作为学习者语言的普遍特点 , 可以为外语教

学和二语习得的研究提供大量的语言材料, 让教师和研究者更

方便和深刻地了解语言学习者的层次、方法和存在的问题, 因

此也有积极的语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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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deswitching in Wnglish classrooms from a pragmat ic perspectiv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odeswitching and the facewanting is discuss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deswitching used as learning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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