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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內近年來學生英語程度低落已是一項不爭的事實，在語言輸出及理解上呈現各種不

同類型的錯誤，深深地影響到個人的語言技能。究其造成這些錯誤的背後成因，除了教師

素質、教材教法、教學環境等不同外在影響因素外，學生個體本身因素也是一項不可排除

的主因，它是錯誤的根源，也是語言學習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為能有效地提升個人外語

技能，排除交際時的障礙，實有必要對此內部影響因素作一番徹底的了解。本研究在文獻

探討方式下，以我國學生英語學習過程中所犯之語言錯誤為對象，收集相關資料，對引發

錯誤的個體內部因素作一分析及歸納，從而進一步了解學生英語學習的內部障礙。

關鍵詞： 英語學習、內部因素、錯誤分析、語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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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it became more obvious that students with low level of English 

language competence increasingly appeared from elementary schools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fferent types of errors in interlanguage made a deep impact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regarding to the causes which resulted in such errors, the internal parts of learners were the main 

factors. Therefore, it is neede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nal influencing factors on communication 

very thoroughly. We use the method by documents researching to figure out the backgrounds of 

errors in English language. Errors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use will b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it is hoped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ill determine 

which areas in the learner's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need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English Learning, Error Analysis, Intrinsic Factors, Language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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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外語學習的最終目標乃是要達到有效的跨語言溝通，因此良好語言技能的培養就成為

學生外語學習的一項目標。然而，就如 Brown (�000) 所言，人類的學習，基本上是包含

著一連串錯誤的過程。所以，不可避免地，錯誤現象也無時地發生在語言技能的培養過程

上。我們可以發現，學生在學習語言技能的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會犯下一些自覺或不自覺

的錯誤，這些錯誤雖可能造成目標語溝通的主要障礙，但另一方面卻也是提醒學生學好語

言的間接工具，因為如果處理得當，了解其形成之背後因素，學生是可從中汲取教訓，知

其習得不足之處，從而提升個人的語言技能。所以，我們也可以說，錯誤乃是建構學習任

何技能或獲得訊息的重要環節。

國內近幾年來學生英語程度低落已是一項不爭的事實，不僅大學聯招學生英文零分

居各科之冠，托福成績也遠落後其他亞洲國家（引自吳青蓉，�00�）。許多學生經過多年

的努力，英語水平仍是捉襟見肘，就連最基礎的一些人際溝通用語也常破綻百出。究其這

些錯誤的背後成因，除了許多是來自教師素質、教材教法、教學環境等外在影響因素外，

學生本身內部的一些因素更是主要形成原因，它們制約著外語學習的關鍵，操控著個體學

習的成效，因此，為要有效地提升學生的語言技能，實有必要從此著手，徹底了解其內部

的影響因素。曾利娟 (�00�) 就曾指出，外因是條件，內因才是根本，如果不找出學生自

身存在的問題，而一味地講究客觀因素，是根本無法解決問題的。所以，今日面對國內各

教育單位積極推動語言技能提升的同時，我們認為首要之務乃必須先從了解學生開始，探

究其學習的偏差因素。就其內部影響與錯誤之間的關係，作一了解，再依其不同的錯誤成

因，施予適當的教學補救，如此才能在語言技能的提升上找到著力點。這項工作較一些硬

體設施的花費來的少，但效益卻是不可忽視的，實踐上所需要的條件乃是教師的專業知能

以及學生自我檢討及不畏失敗的企圖心。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我國學生英語學習過程中所犯之語言錯誤為對象，就引發錯誤之

個體內部因素作一分析及探討，期了解影響語言技能的主要來源。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

乃收集學生相關之語言錯誤資料，按內容加以分析及歸納，進而整理出影響國內學生語言

技能的一些內因，據此提供數項建言。

貳、錯誤分析 (Error Analysis)

錯誤分析興起於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有鑒於對比分析 (contrastive analysis) 在預

測上之有限性，所發展出來的語言學習錯誤理論。早期的對比分析理論咸認為，語言之間

存在的差異越大，將會造成目標語學習越困難。因此想透過兩種語言之對比分析方式，來

了解彼此差異程度，進而預測語言學習者所會面臨到之語言學習難處。然而事後一些研究

(Grauberg, ����; Dulay & Burt, ����) 指出，對比分析理論事實上並未能發揮有效的預測錯

誤能力，有很多錯誤是對比分析理論無法預測及發現的，或是預測到但卻未必發生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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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況下，為了能對語言學習者所犯的錯誤進行全面的了解，一種分析語言學習錯誤的理

論「錯誤分析」則發展了起來。依據 Corder (����) 所表示，錯誤分析的作用可分為：

一、使教師了解學生在目標語學習過程中所達到的階段

二、使研究者對語言學習的過程和策略能更加清楚地了解

三、使學習者檢驗其所學語言的本質

此外，教師若能針對學習者某些錯誤，訂定適當的教學進度、改善教學技巧，並強化

某部份的教學細節，對於個人教學品質應也能有效地提升。同時，在教科書編輯上，也可

應用這方面大規模的錯誤調查結果，提醒未來語言學習者所需注意之處，避免在目標語學

習過程中重蹈覆轍。就如錯誤的發生乃是不可避免的，但若能事先防範，自然發生的機率

也就能降低下來。

錯誤分析乃按照一系列的方法步驟進行，Corder (����) 將其劃分為：資料收集、錯誤

指認、錯誤描述、錯誤解釋、錯誤評估，這項步驟至今在錯誤分析上仍經常受到使用。另

外 Gassn 和 Selinker (����) 則將步驟分為六項，基本上，與上述分類大同小異，惟值得注

意的是，在他們分類中的「教學補救」(remediation) 這項，乃根據錯誤型態和出現頻率，

進行教學輔導。這項步驟的提出，是之前研究所未注意到的，此處將之額外獨立出，可見

對其之重視。同樣地，就錯誤分析的功能來看，錯誤分析的本質應是植基在其應用上，而

非是為分析而分析，這一點是未來分析者應加以注意之處。

錯誤分析雖然彌補了對比分析的一些缺陷，但仍有其不足的地方存在。例如語言學

習者的語言技能有時是無法從其錯誤表現中偵察出的，因為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為了

避免錯誤的發生，而採取某種迴避策略，加以掩飾其不確定處，這一部份恐怕是錯誤分

析理論始料未及的 (Schachter, ����)。另外錯誤分析中資料的收集，往往是透過共時性 

(synchronic) 觀察得來的，歷時性 (diachronic) 觀察反而顯得較為薄弱，因此語言學習者全

程的發展變化，是無法深入的獲取。為避免上述的缺失，今後在錯誤分析上，實應徹底了

解語言學習者的語言技能及表現方式，走向全面的探討，除了研究語言錯誤，也應重視正

確的語言輸出，從歷時性角度觀看語言學習的全貌。

參、個體內部影響因素

Corder (����) 表示，研究學生所犯的錯誤在語言習得研究上深具代表性，它可讓我們

知道學生在學習中所採用的方法與程序。近年來國內英語學習已蔚為風氣，但學生的學習

成效卻未見提高，在各個不同語言層面上經常可見到錯誤的出現。因此點出學生錯誤之

處，導入正確的語言使用知識，遂成為今日教師責無旁貸的要務。為解決這類問題，國內

許多研究紛紛針對錯誤的背景進行了不同的分析，期以這方面所獲得的成果來幫助教師，

了解學生犯錯的成因，尋求對策，從而提升其語言學習的成效。

一般說來，影響語言使用的因素甚多，基本上可從外部及個體內部這兩個層面來看。

就外部因素而言，我們可以說，凡是一切屬於外在社會條件，能夠影響語言技能的因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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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內，諸如課程的安排、教師的水平、教材的使用、環境的佈置等等，就語言學習而

言這些因素往往都不是學習個體所能左右的，許多必須仰賴別人來做決定。至於內部因

素，則牽涉到個體內在知識及心理狀態等方面，它是學習個體最能操控、掌握的，但也是

較不為學習者所意識到的。學生要培養和提昇語言技能，首先必須解決的就是這方面內部

因素，因為，這些因素在學習過程中和學生隨時保持著密切的關係，許多錯誤的產生就

是由它們所造成的，可說是影響語言技能的主要根源。本文在此以國內英語語言學習為領

域，內部影響因素為焦點，蒐集學生的語言錯誤及相關文獻，將其錯誤產生的背後成因劃

分為以下幾點：

一、 母語干擾：學生所學的目標語受到母語的影響，而產生遷移的現象。這類跨語言的

遷移可說是造成學生產生錯誤的主要因素。Brown (�000) 表示，學習第二語言的最初

階段，特別容易受到來自母語跨語言的轉移或干擾影響。Ausbel 則認為，學習任何

一種新的知識或技能，都是以先前學習過的、相關的從屬知識技能為基礎（引自張

春興，�00�），所以這類現象的發生乃是不可避免的。吳青容 (�00�) 以 �� 位英語不

同程度的國中生為對象，對其學習表現進行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到我國學生英語語句

中存在著許多母語干擾的現象，例如其句子中的語序、動詞變化、複數的表示等都受

到母語強烈的影響。陳惠如 (�00�) 則在英文被動句的研究中也發現此類現象；學生

英文被動句的習得受到母語強烈的影響，其英文句型結構主要依賴中文的語言句型而

定。母語干擾幾乎是發生在所有各項語言學習層面中的現象，特別是在語音模仿過

程上，它更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李櫻，�000；吳明珠，����）。學生常會不自覺

地依據母語發音方式或音韻規則，將目標語的語音進行添加、刪除、扭曲、替代等

工作，致使在語言發音上輕則帶有一口濃厚的外國腔調，重則口語表達令人無法理

解。此外，在其他文獻上（江玫嬛，����；黃旭生，����；陳啟賢，�00�；王美燕，

����），不管在介係詞、動詞時態、關係子句或字彙學習等方面也都可看到我國學生

受到母語思維導引，表達錯誤的一些英文例子。

二、 過度推類：將目標語所學到的規則過度地應用，是造成語言錯誤的另一項主因。

Richards, J. 將這種情形稱之為 overgeneralization（引自 Norrish, ����）。這類現象的發

生主要是在目標語內部上，學生遵循自我的邏輯模式將教師所傳授的語言規則更廣泛

地加以應用，做到舉一推十，結果在目標語的使用上卻產生了錯誤的現象。雖然類化

這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能達到語言學習的成效，但就一個語言系統內部而言，其中

卻存在著許多額外的變數，而這些變數不是那些規則所能涵蓋的。Stewart (�00�) 表

示，語言的某些特性是屬於任意性質，他們是無法從其他的特性或一般的原則中去推

類得知的。語言學習過程中，使用推類的方式本來就是一項很自然的過程，是學生不

可避免採用的一種推理工作，但過度推類，對溝通能力培養來說，也會帶來許多的危

險性，造成一些錯誤。我國學生在英語學習上，不可避免地也犯下類似的錯誤（陳進

成，����；陳進成，���0；施怡如，�00�；陳雪珠，�000；吳青蓉，�00�），這方面

的錯誤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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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人稱單數動詞後的詞綴 s，附加在其他人稱動詞上

（二）將每個句子加上 be 動詞

（三）過去式動詞詞綴 –ed 套用在其他不規則動詞上

（四）使用虛冠詞於單數可數名詞前

（五）使用定冠詞於不可數抽象名詞前

（六）a lot 作為副詞使用時仍加上 of

（七）there is 後加上複數的名詞

（八）主詞與助動詞在從屬疑問子句中位置的倒置

 　　語言規則過度化的使用，乃是學生對目標語使用的時機及規範仍不甚清楚所致，

要克服這方面的障礙，學生勢必要對所學規則徹底了解，尤其一些例外部分更必須注

意，才能避免類似的錯誤發生。

三、 策略失當：在溝通過程中，學生一時無法完全達到溝通的目的，但又為了能真正地了

解對方或使對方體會本身的訊息，是故採取一些語言或非語言的策略，以求取跨語言

上的交際成功。由於這些策略的使用乃是透過迂迴的方式，來替代那些無法表示或理

解的語詞，因此在意義的傳遞上其精準度往往就成為最大的問題，有時甚至反而成為

錯誤的來源之一。 Dörnyei (����) 就曾將這方面的策略劃分為迴避及補償兩大項。其

各項細部策略的應用，雖然有助於學生在面對外界環境時，達到某種程度的溝通，

但用詞不當、語意誤解也是經常能發現到的。這類型的錯誤，嚴重的甚至可能造成

學生語言僵化的情形。策略運用失當除了一方面是來自學生急於解決現前的溝通問題

所致，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出自於學生本身對策略使用認識不夠，在溝通過程中過

於偏好某種策略，或過度依賴自身所熟悉的類型所致。國內過去在研究英文閱讀理解

方面，發現到學生習慣採用的策略大部份都是「由下而上」的閱讀模式，也就是透過

單字、文法等結構的分析，再進而建構整篇文章語意的理解，這種方式是造成許多閱

讀困難或成績低落的主要因素（黃珮君，�00�；劉素美，�00�；張貴鳴，�00�；林珍

蒂，����）。至於「由上而下」的策略反而未加以應用到。因此，在外語學習上，學

生應多開發多元並且適合自身的學習策略，了解其真正的內涵，在選擇應用上加以小

心，避免使用失當。

四、 逐字翻譯：逐字翻譯是我國學生學習英語所常採用的方法，也是造成錯誤的來源之

一。這類的錯誤往往是來自於學生將兩種語言強硬地進行字對字的轉譯，而卻又不顧

其間不同的結構及語法所致。探究這種學習行為的產生因素，主要是學生找不到適宜

的語詞或表達方式，同時又為了避免交際受到終止所造成的。學生試圖藉一項最能依

賴的資源與目標語使用者進行交際，而這項所能憑藉的資源往往就是來自自身母語的

知識，它是學生直覺上最熟悉的，也是最具有安全性的。這類將所要表達的語句仿照

母語的語詞或結構逐一地陳述出來的方式，可說是幾乎所有學生都曾嘗試過的一種學

習行為，尤其在語言初學者身上，更能見到。翁祥景 (�00�) 研究發現，不同程度的

學生有其不同的翻譯方式，低程度的學生則習慣逐字對照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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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字翻譯的過程大都是以母語為依歸，所獲得之語句在結構上受到母語很深的影

響，因此這種翻譯情形也可說是母語干擾的一種，但這類的干擾又與上述第一項的

「母語干擾」情形略有不同。Norrish (����) 表示，就這類語句的產生而言，學生乃

是處在一種知覺上，有意識地將語詞逐字地進行對譯的工作。而另類的干擾則恰好相

反，它是由學生不自覺所引發的，將母語知識無意識地應用到另外一種語言上，以第

一項「母語干擾」而言，“interference”（母語干擾） 所意涵的應是那些發生在學生

內心裏無意識的現象。所以從這兩類的干擾本質來看，就其功效上而言應是一致的，

但在實質上卻又有不盡相同之處。

 　　我們知道，世界上沒有兩種語言在結構用詞上是完全相同的，因此逐字翻譯的方

式勢必也會帶來許多翻譯上的錯誤以及溝通間的問題，高其清 (����) 分析了 �� 位大

學生共 ��� 篇的作文後並認為，傳統的文法翻譯法是有必要加以改善的。其研究中同

時也發現學生作文裏存在著許多中文式的洋涇濱錯誤語句，這些語句的產生乃是將中

文的句子轉換成英語所得來的，而該項過程是學生在寫作上造成困難的主要因素。

事實證明逐字翻譯的方式與語言使用錯誤是有密切的關係（蘇莉雯，�00�；郭玉蕙，

�00�；薛夙娟，�00�），學生語言學習過程上應盡快地脫離母語的干擾，了解目標語

的結構，及早建立起正確的語文表達方式。

五、 文化差異：語言學習不僅涉及語言的形式，諸如語音、文法等項目，並且還包括了語

言的使用等相關方面，而語言的使用又牽涉到一個民族的科技成就、思維模式、生

活習俗、風俗習慣、行為方式、價值觀、宗教、文學、建築、音樂、藝術、倫理等

等，這些其實都是所學目標語的文化內容，所以學生對目標語文化的理解乃是該語言

使用的基礎。加強目標語文化內涵的知識，實能有助於學生進行外語之溝通。Oxford 

(���0) 就表示，教師想要學生的溝通能力提升，就應該讓學生能夠發展對目標語文化

的了解，同時也能感受目標語民族的思維。我們見到許多溝通上的錯誤及障礙，其實

都是學生沒有意識到彼此間文化差異所造成的，這類型的錯誤，特別是展現在語詞的

理解及使用行為上。

 　　文化與學生的語用知識實有密切的關聯，不同的說話環境常常會影響到句子的語

意，而探悉語境對語意詮釋的影響正是「語用學」所應用的範圍。一個母語使用者除

了能發出聲、說出該母語語詞能力外，同時也具備著語用的知識，如此才能根據不同

場合運用適當的語詞，表達合適的語句，達成有效的溝通。學生對目標語文化若能深

入的了解，語言也就更能貼切及適當地表現出來，所以往往從學生的語用能力就能看

出其對所學目標語文化的理解。語用知識在個人溝通能力中實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學生對這方面能力的獲取必須要隨時加以注意。在語用學的研究中，對「言語行為」

(speech acts) 的探討是不可忽略的焦點，研究者在這範圍內調查語言使用者所表現的

道歉、祝福、抱怨、讚美、否決、感謝、邀請、要求、建議、拒絕等言語行為，並

作有系統的跨語言比較 (Felix-Brasdefer，�00�)。國內在這方面的文獻大多是針對讚

美、要求、拒絕、感謝等言語行為方面的研究（王文賢，����；廖招治，����；廖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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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Huang，�00�），這類的研究成果不僅舉出兩種語言因文化差異所產生的

不同語用方式，同時也解釋說明學生在英語學習時因文化差異語用上所犯的一些錯誤

（黃高美玉，����；鍾曙華，�00�），從而提醒教師對言語行為的重視，以促進學生

的學習成效。

六、 內部情意：長久以來，哲學家就一直試圖將個體的能力 (competence) 和表現

(performance) 兩者加以區分開來。Chomsky 將此觀念帶入了語言學理中，他認為能

力乃是個體內心中的語言規則代表，而表現則是這些語言規則的運用 (Chomsky，

����)。學生的語言能力代表其內在的語言知識，但這部份的知識與其行為表現間

卻往往存在著某些差距；我們可以發現，學生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都有可能因為

心理的焦慮、害怕、自我防禦心或是情緒壓抑等內在因素，無法將內心中的語言知

識完全應用於實際的溝通狀況中。不僅如此，有時還可能製造許多錯誤來，而這類

的錯誤則都是臨時而起的且是不成系統的，黎瓊麗 (�00�) 將它稱之為「臨場錯誤」

(performance error)。以焦慮而言，Oxford (����) 表示，焦慮就如同自尊一般，是有各

種不同的程度。在某種程度上它雖能激發學習動機促使學生對所學語言感到關心，讓

學習過程不會覺得無聊或無挑戰性，但過份的焦慮對於學生來說卻是有害的。Brown 

(�000) 表示，學生學習外語一般會有三種不同的焦慮：溝通焦慮、負面社會評價的焦

慮以及考試焦慮。這些焦慮對語言學習過程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學生在具有壓力的

情況下，無法發揮個人應有的能力，導致思考停滯，生理器官僵硬，在理解或發音上

出現許多錯誤，致使學習成效大打折扣。國內過去許多研究都不約而同地發現到，外

語學習焦慮與學生的學習成效確實有其密切的關聯（陳惠美，�00�；陳永煌，�00�；

陳靜芳，�00�）。教師若欲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實有必要在其學習壓力上多加以舒

緩，降低其焦慮感。

七、 個體的疏忽：學生在英語學習過程中不免都會犯下因為疏忽所造成的錯誤（王美燕，

����；黃小玲，�00�；陳啟賢，�00�）。這類的錯誤其實都是可以避免的，但由於學

生在學習態度上不小心、嚴謹度不夠，或缺乏足夠的練習，以致於在語言產生過程

中發生了脫序的現象。就疏忽的內涵來看，我們可以知道，學生犯下錯誤並不是因

為語言技能的不足，而往往是因為一時的疏忽、專注度不夠所造成的，所以若能特別

留意，自然地就能避免這類因素所引發的錯誤。至於這些疏忽是又如何發生的呢？

Norrish (����) 表示，疏忽的產生經常是與動機缺乏聯繫在一塊。他建議，欲消弭書

寫上因疏忽所犯的錯誤，就必須讓學生彼此檢查自我的寫作，使其主動地搜尋他人錯

誤之處，強化其學習動機。王珩 (�00�) 在談到如何激發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時也提

到，要使學生在學習上更加專注，就要讓其本身能充分地參與學習的過程。可見，欲

能有效避免學生疏忽的發生，教師在動機的激發上實應作更深入的思考。此外，學生

疏忽的因素也有可能是來自語言尚未內化所致；學生雖然知道英語第三人稱動詞要加 

s，或名詞複數字尾要加上 s 或 es，但是在寫作的過程中仍然發生類似遺漏的錯誤。

究其因素，有可能是來自學生未能將規則內化所致，也就是缺少練習，對目標語言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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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生疏。所以，語言的學習除了對目標語內的規則能徹底地熟悉外，還須做到重複

的練習，達到熟能生巧的地步，最後將規則內化成一種直覺，從而避免疏忽的發生。

肆、個體內部因素分析對外語教學之啟示

學生語言技能的培養乃是外語教學的主要目標之一，然而在這項能力發展的過程中，

學生卻常會面臨到許多的影響因素。上述研究顯示，一些內在的因素對語言學習成效確實

產生不少的影響，對溝通能力的發展也形成了阻礙。因此，今後教師在強化學生的語言技

能上，內部因素應亦不可忽略，須設法了解其錯誤的成因、內因的類型，從而避免相同的

錯誤一再地發生。針對以上我國學生內部影響因素的分析，本研究獲得以下幾點啟示：

一、 以正面態度看待學生的錯誤。Brown (�000) 將學生在學習外語時所產生的語言脫序現

象劃分為「失誤」(mistake) 及「錯誤」(errors) 兩類，他認為「失誤」的產生並不是

因為語言技能不足，而是因為語言產生過程中思維某種短暫不靈光所造成的；而「錯

誤」則是來自於學習上所犯的明顯偏差，反映學習能力的不足。學生學習外語這兩類

的脫軌現象都會發生，這種過程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也是無法避免的。因此，教師

不應當以挑剔或否定的態度，來責備學生，相反的，就如項成東 (����) 所表示，學

生所犯的語言錯誤實際上是來自於創造的追求，我們所需要的正是這種勇於創新的態

度。作為一位專業教師，應以正向的態度來處理這方面的問題，例如學習中施予學生

鼓勵及具體的讚美、點出其錯誤之處、提供足夠正確的範例使其模仿、甚至在時間允

許下多給予嘗試練習的機會。

二、 了解不同類型的內部因素，採用不同教學策略。語言學習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學生犯

錯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了解學生錯誤產生的內部因素，並採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對

於提高英語的學習成效將有重大的幫助。例如，教師知道學生犯錯的因素主要是來自

於個人的疏忽，則應多觀察學生上課的狀況，課中避免一些干擾的刺激，影響其注意

力，或是教師亦可考慮設計一些具有挑戰性的活動，藉以激發學生的好奇及參與意

識，進而提升其學習動機，加強學習的專注能力。

三、 使學生知道錯誤的成因，促其隨時自我提醒。學生所犯的錯誤雖然看起來是零散的，

沒有組織的，但這些錯誤背後卻隱含著許多的系統性，往往是學生本身無法警覺到

的。若能透過教師的輔導，學生一己的努力，相信在學習的效能上，能有大幅的提

升。所以，教師應讓學生知道自我犯錯的主要障礙及成因，促其在學習上產生自我監

督，並運用已學的知識，進行類推。縱使在錯誤發生後，也知道如何採取適當的彌補

措施，加以修正。如此一來，學生才能充分發揮個人的潛在力量。錯誤產生因素除了

可從教師方面獲知外，也可從學生自我檢討得來，也就是，學生在語言學習上亦應發

揮後設認知的能力，對個人的學習內容勤做檢討，分析優缺點，逐一排除語言學習上

的不利因子。

四、 對語言錯誤的本質進行長期、整體性的追蹤。張國揚、朱亞夫 (����) 曾指出，從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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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因素的分析中，可以獲取學生語言如何學習的證據，了解其使用的方法及步驟。除

此之外，透過這類的分析，教師也能知道自身教學上的薄弱處，從而及時加強該方面

的教學措施。然而，綜合目前國內對外語學習錯誤分析的研究，可以發現，該領域的

研究論文仍大多侷限在共時性 (synchronic) 上，依此角度來描述及分析某個階段的語

言錯誤情形，這種方法雖然對學生一時的錯誤能有初步的了解，但對錯誤的整體發展

過程來看，卻還略嫌不足。就語言分析效能而言，要弭補這方面的缺失，我們除了採

取共時性的手法外，研究上也應重視歷時性 (diachronic) 的功效，強調錯誤發展的先

後順序。唯有這兩者方式相互並進，相輔相成，才能使我們對語言學習錯誤的本質能

夠得到真正的認識。因此，今後相關這方面的研究，亦應發展一種長期追蹤、全面性

檢討的手段。 

伍、結語

根據目前的研究我們可以知道，影響學生英語學習的原因事實上是來自多面的。這

當中除了許多是由外在社會環境因素所構成，另外，於學生本身內部也存在著許多影響

因素，這些因素包括了母語干擾、過度類化、策略失當、逐字翻譯、文化差異、內部情

意、個體疏忽等。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外在的影響因素一般對於大多數學生而言，都是較

難以控制及發揮的，因為這當中所牽涉到的往往是其他人的某種意志行為。所以，在此背

景下，學生所扮演的角色就宛如一位被支配的學習者，時時受到教師、同儕、目的語使用

者、社會資源等不同因素的影響。學生面對這些因素，勢必得經常做出某種協議，甚至妥

協，才能符合環境條件的要求。若要憑一己之力，扭轉成利於自我學習風格的情境，那顯

然是很難做得到的。而相對地，就內部因素來看，這些則是影響學生學習最直接的因子，

也是學生憑個體之力就能獲取明顯效益的地方。因為，其所牽涉到的基本上就是學習者自

身的問題，當中蘊含了個體學習的認知及心理情感等因素。也就是這項特點，使得許多經

由外在因素而無法獲得解答之處，藉此都能得到一個合理的詮釋。雖然不可否認，外在的

影響因素也可能會啟動學習者內部心理狀態的改變，但畢竟還是一種間接的作用，學習者

個體自身的知識及心理狀態畢竟是佔有較優的主導地位。

經由過去對內在影響因素的研究，使得我們對於學生語言學習的機制有了更深刻一

層的認識。於此基礎上，教師的教學觀念、知識與技巧勢必也應隨之加以改善及發展。在

體認錯誤是無可避免的背景下，不時留意學生錯誤的產生以及類型，推斷其成因，同時將

之記錄下來，提醒學生。在教學過程中，並針對這些不同類型的錯誤，採用不同的教學策

略，以符合每一位學生個別之需求，進而達到教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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