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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泛读的词汇知识与词汇能力习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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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定位于泛读与词汇附带习得研究, 以某独立学院本科二年级非英语专业学生为受试, 借助新近词汇习得理

论, 在受试完成一年的自主阅读后,对其测试语义、句法和搭配三个层面知识的产出、接受技能, 测试结果分析发现词汇附带

习得的部分规律: 词汇知识的习得顺序表现为优先习得语义知识, 其次分别是搭配和句法; 词汇能力方面则表现出接受技能

的快速增长与产出技能的缓慢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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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Nagy, H erm an在对儿童习得母语词汇的研究过程中, 提

出了词汇附带习得假设 [ 1]: 即学习者在阅读、视听等活动时,

没有刻意关注生词意义, 只是尝试在语境中理解听到或看到

的生词, 最终附带习得了单词的部分知识。其理论基础是

K rashen的输入假说, 二语习得的很多学者做的阅读与附带

习得实证研究都表明大量阅读可以附带习得词汇 [ 2, 3]。但

这些研究往往存在以下问题:停留在阅读材料的难易度、阅

读者的猜词策略两个层面上, 没有用词汇知识框架的理论来

探讨阅读产生的词汇习得;实验时间太短, 实验结果悬殊大;

受试以中高级英语专业生为主。

K rashen指出: 阅读习得词汇是个渐进过程, 习得的往往

只是词汇的部分知识 [ 2]。但就词汇的各层面知识如语义、句

法或功能等等而言, 到底是哪一层面的知识最容易被习得?

通过阅读附带习得的词汇各层面知识是如何发展的? 到目

前为止, 并未见到有相关的研究, 针对这一情况,本实验选取

广东东部某独立学院本科非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为受试, 通

过为期一年的自主阅读活动,借助最新词汇习得理论,进行

词汇测试和结果分析, 试图揭示普通学习者阅读附带习得词

汇的部分规律, 以期对目前大学英语词汇教学有所启示。

二  泛读实验

本实验要探讨的问题是: 普通大学生阅读英文材料时多

大程度上习得了词汇 ? 阅读如何影响语义、句法和搭配三维

度词汇知识的习得? 阅读习得的词汇能否被自如运用? 据

此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一,学习者可经阅读习得语义、句法和

搭配等词汇知识; 假设二,学习者可经阅读获得词汇的产出、

接受技能。

(一 )词汇测试

测试前阅读。以可理解的、大量的、有趣的、关联的、粗

调的 [ 4]为标准,选择5牛津大学出版社6出版的英汉对照分

级读物 /书虫0系列作为指定阅读材料, 要求学生课后自主

阅读,教师检查监督, 一年内读完全套书。

测试内容。由于词汇掌握标准涉及层面广, 为方便操

作,将语义、句法和搭配作为本次词汇知识的考查内容。其

中语义指词典所列举的意义, 句法指某个词的语法特征, 包

括词性、数、人称、语态等, 搭配既包括句法、词汇和语义等都

相对固定的习语 ( idiom s), 如: apple o f m y eye, drink like a

fish;又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固定搭配 ( se t phrases), 如 react to,

guilty o f。

测试选词。为保证测试信度和效度, 避免以往研究中由

于没有很好区分刻意学习和附带习得等原因而导致的实验

误差,本次测试的选词同时符合: ( 1) GSL3000至 4000词频

以内的高频动词、形容词和名词; ( 2)阅读材料中出现频率

最高的单词; ( 3 )受试课本以外的生词。据此抽取 10个动

词,名词和形容词各 5个作为测试单词。

试卷设计。包括接受卷和产出卷, 接受卷的语义和句法

测试采用多项选择题,要求受试根据句意选择一个或两个正

确答案完成句子。搭配测试则把 20个测试词和对应的搭配

设计成左右栏配对题, 为减少猜题的正确率, 在右栏增加一

个不用的选项,要求受试从右栏中选择与左栏对应的搭配。

时间 25分钟, 满分 60分。产出卷为主观题, 要求被试根据

汉语和首字母提示拼写单词, 给出与该词构成的搭配, 用该

词任造一个句子。时间 40分钟, 满分 60分。

(二 )结果分析

测试共发出问卷 150份,有效回收 142份。各卷统计结



果如下:

1、词汇知识习得情况分析

表一  接受卷词汇知识成绩统计

接受卷 语义 句法 搭配 总分

平均分 5. 78 11. 5 13. 57 40. 85

标准差 4. 03 2. 89 3. 16 3. 44

表二  产出卷词汇知识成绩统计

产出卷 语义 句法 搭配 总分

平均分 8. 23 6. 35 7. 42 22

标准差 3. 33 2. 32 2. 82 3. 12

  结果统计: 据表一、表二可见受试在产 /接两卷的词汇

知识测试中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掌握, 该结果支持假设一,

说明泛读可附带习得语义、搭配和句法等在内的词汇知识。

进一步分析, 可发现无论是产出卷还是接受卷, 各自的语义、

句法、搭配成绩均存在明显差异: 接受卷中语义的平均分分

别比搭配和句法高出 2. 21分、4. 28分, 语义的标准差分别

比搭配和句法高出 0. 87、1. 14,搭配平均分比句法平均分高

出 2. 07分。产出卷中语义的平均分分别比搭配和句法高出

0. 81分、1. 88分, 语义的标准差分别比搭配和句法高出 0.

51、1. 01, 搭配比句法高出 1. 07分的平均分, 0. 5个标准差。

显然, 从平均分和标准差来看, 无论是接受卷还是产出卷的

语义成绩都明显高于与其对应的搭配成绩,而搭配的成绩又

高于句法成绩。这表明阅读附带习得的词汇各个层面知识

发展不是同步进行的 ,其顺序表现为: 语义优先习得,接着是

搭配, 最后是句法。

原因分析: 中级学习者通过泛读附带习得词汇知识的发

展规律表现为语义的快速增长 ,其次是搭配和句法知识的缓

慢获得。对此本研究初步解释如下: 首先 ,从阅读的心理过

程来看, 目前解释阅读过程的三种理论模式虽不尽相同, 但

都认为阅读经过了符号辨认和语义理解两个阶段 [ 5]。在符

号辨认阶段, 最先对语言符号的视觉刺激做出区别性视觉反

应, 然后辨认出单词、词组、句子和标点符号等语码表层结

构。在语义理解阶段, 阅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理解词汇意

义, 进而在句子层面进行结构、功能和推理方面的解码。以

上两阶段客观决定了阅读者的注意力和认知努力必须集中

在语义和搭配的信息处理上。再者, 从阅读策略的使用来

看, 猜词被认为是阅读习得词汇的主要手段。对阅读与词汇

附带习得的大部分研究都论证了 /注意0的重要性 [ 6]。本研

究认为, 在以意义理解为主的泛读中, /注意 0不光是对生

词、搭配引起的注意, 还包括对生词、搭配的意义处理,阅读

者总是大量地、无意识地使用猜词策略来构建生词和搭配的

意义, 对影响意义理解的生词和搭配给予最多的认知注意,

而对于句法, 在不影响信息获取的前提下一般给予较少甚至

没有关注, 因此对句法的习得就比不上语义、搭配的习得。

另外, 就阅读与其他词汇学习方式比较而言, 最大的优势在

于阅读材料为习得者提供了真实的语境。有关语境与词汇

学习的研究表明第一语言学习者的词汇知识多数来自附带

习得,而非课堂学习, 通过大量的阅读, 在语境中学习词汇是

附带习得的主要途径 [ 1]。至于外语语言学习者的词汇量来

源 [ 7] ,像第一语言学习者一样, 在阅读过程中利用语境学习

词汇, 也是外语学习者词汇量增加的主要途径,而词汇量的

增加首先就意味着对词汇意义的掌握, 至于搭配和句法往往

较少涉及。

最后,按照 Krashen的输入假说, 获得一定量的可理解

输入后,就会发生语言习得。但习得的是哪些内容? 信息加

工理论认为这些可理解输入在大脑中经过了理解、吸收、储

存和激活、提取过程, Skehan据此提出的 /语言处理与习得

模式0认为部分输入信息被吸收后, 由于人类注意力 ( notice

capac ity)的局限性, 造成大脑中这样一个记忆系统: 占绝对

优势的语义系统 ( form ula ic, exemp la r- based)和微弱的语法

系统 ( analytic, rule- based) [ 8]。因此, 成功习得的词汇总是

以意义为线索,在大脑记忆系统中形成一张交叉连接、彼此

相通的心理语义网络。在进行词汇信息的加工处理时, 最容

易被贮存、激活和提取的都是基于语义系统记忆的词汇。本

次测试中语义的产 /接成绩均高于搭配和句法,而搭配的产 /

接成绩又高于句法,这一实验结果正是语言处理与习得模式

的体现。

2、词汇能力习得情况分析

表三  接受卷和产出卷成绩差异的显著性统计

接受 /产出 语义 句法 搭配 总分

平均分之比 1. 92 1. 81 1. 83 1. 86

标准差之比 1. 24 1. 12 1. 2 1. 1

显著性 0. 854 0. 780 0. 811 0. 824

  显著性在 0. 05水平以上即认为差异显著

  词汇产 /接能力测试结果比较: 采用 t检验法,通过对测

试平均分进行单因素变量分析, 从分析结果来看, 阅读对词

汇的产 /接能力习得影响大相径庭,直接造成产 /接测试成绩

的显著差异。就总体产 /接能力而言, 接受成绩是产出成绩

的近两倍。再分别从语义、句法和搭配三个层面的产 /接差

异比较可知:语义、句法和搭配的接受性成绩平均值、标准差

分别大于各自产出成绩的平均值、标准差, 存在统计学上的

显著差异。

原因分析:平均分是被试成绩的直接体现, 而标准差则

说明了被试成绩的离散程度。本次测试产 /接之间的巨大差

异可解释如下:从知识的获得过程来看, 知识的获得必须经

过领会、掌握和应用三个基本过程 [ 9] 125。其中领会和掌握是

理解的过程,表现为接受性知识的获得,而应用就是表达,表

现为能够产出一定的知识表达意义、情感。理解和表达是两

个不同而高度相关的过程, 理解先于表达, 没有清楚明了的

理解,就不会产生表达。阅读正是给予学习者大量可理解的

语言输入、使其领会知识的重要途径。但是, 领会的知识如

何转换成可表达的知识, 是一个复杂而相对漫长的过程,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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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本测试中的接受成绩远远高于产出成绩, 是符合一般语

言学习规律的, 不仅反映了人类认知的特点, 且揭示了人类

语言学习的信息处理过程。输入、理解、加工、贮存是人类认

知或信息处理的必经环节, 也是接受性知识获得的必不可少

过程 [ 9]。而知识的检索、提取或输出又体现了以接受性知识

为基础的更高一层的产出过程和能力。

3、词汇知识与词汇能力的习得相关性分析

表四  词汇知识和词汇能力组内相关系数统计

相关因素 总产 /总接 语义 /搭配 搭配 /句法 句法 /语义

相关系数 0. 55 0. 76 0. 63 0. 67

相关程度 一般 显著 一般 一般

表五  词汇知识和词汇能力组间相关系数统计

相关性 RM RC RS

PM 0. 65 0. 60 0. 57

PC 0. 62 0. 64 0. 59

PS 0. 58 0. 56 0. 64

  表格说明: 为表达方便, 把接受 ( receptive)和产出技能

( productive)分别用字母 R和 P表示,语义知识 ( m eaning)用

字母 M,句法知识 ( syntax)用字母 S, 搭配知识 ( co llocation )

用字母 C表示, 因此,表中的 RM意思就是接受性语义知识,

PM指的是产出性语义知识,其他依此类推。

结果分析: 根据表四和表五, 可见无论是词汇知识还是

词汇能力, 其词汇知识内部的相关性大于与词汇能力跨层面

的相关性, 其中语义与搭配的相关性最明显, 总产出技能与

总接受技能的相关性最小。从相关系数看, 词汇知识各层

面的相关程度按大小排列为:语义与搭配、语义与句法、搭配

与句法; 词汇总体产 /接能力的相关程度最小,说明同一层面

/产0、/接0知识之间存在着中等程度的相关。据此可知: 词

汇知识和词汇能力的发展是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的, 词汇知

识和词汇能力所涵盖的各个方面亦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

原因分析: 针对阅读导致词汇各层面知识和各方面词汇

产 /接能力的不同程度相关, 从产 /接能力的转换过程来看,

通过阅读习得的词汇都经历了理解到运用的缓慢发展, 没有

一定的可理解输入, 就不会有相应的输出, 因此习得者的产 /

接能力是密切相关的。就习得者在掌握词汇各层面知识过

程中表现出的相关现象, 在此予以重点分析。从语义、搭配

和句法本身的关系来看, 三者都是构成词汇知识框架的最基

本层面, 对中等水平的英语学习者而言, 最容易引起注意的

也是语义、搭配和句法。在这三者中, 语义与搭配的联系最

密切。所谓搭配决定意义, 意义影响搭配 ,任何一个语言形

式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一个语言的结构体系之中,

因而必然受制于它们的左邻右舍 [ 10]。从语篇层面来讲, 篇

章中句与句、段与段之间必须在语义上取得连贯性。所以,

在以处理语篇意义为主的阅读中,由特定语篇上下文所构成

的语境必然决定搭配和语义在习得方面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的发展特征。从交际语言观来看, 阅读也是一种交际活动,

是阅读者与作者之间通过文字符号进行的一种无声的信息

交流过程,因此阅读也就具有意义优先, 形式其次的交际特

征了,而词汇知识层面中相对固定的句法特征, 与更具灵活

性和变化性的语义、搭配相比,对理解意义、获取信息的影响

程度微小得多。所以,习得者对语义与搭配的习得胜于句法

的习得,搭配与语义的相关性也就最大。

3、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次测试中没有一张答卷答对某个测试词汇的全部层

面知识,说明学习者虽可习得词汇的各层面知识, 但就个体

单词而言,学习者很难通过阅读在短期甚至是较长时间内习

得全部知识,往往只掌握词汇的一、两个层面知识, 如语义和

句法,或语义和搭配, 或只是语义。至于阅读碰到的生词,学

习者如何掌握其意义、用法到最终成功习得与该词的大部分

词汇知识和产 /接技能, 是个极其复杂、反反复复的过程, 受

多种因素影响,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三  结论

本实验定位于泛读与词汇附带习得研究, 以初中级英语

学习者为对象,通过为期一年的泛读实验, 借助新近的词汇

知识研究成果和相关的词汇测试理论, 对实验对象进行语

义、句法和搭配三个层面知识的产出、接受技能进行测试和

结果分析,揭示了泛读与词汇附带习得的部分规律, 本研究

认为通过泛读完全能够附带习得词汇。具体的词汇习得规

律为:在词汇知识方面, 优先习得语义知识, 其次分别是搭配

和句法;在词汇能力方面, 表现出接受技能的快速增长与产

出技能的缓慢获得。要提高词汇习得效果, 首先要把附带习

得与刻意学习相结合,其次,基于意义优先的认知原则, 采用

同时具有词汇和句法特征的语块加工方式是词汇习得的重

要途径;最后, 要教会学习者自我学习, 提高元认知策略, 如

猜词、查字典、建立多维词汇观等。

由于实验历时一年, 相对类似研究时间稍长, 因此对实

验的变量控制较有限, 比如在所测试的词汇中, 难保会有个

别词汇是学习者通过其他诸如视听之类的途径而习得的,因

此对测试结果有一定影响,在数据统计方面自然难免以往研

究中数据欠准确的通病。如何设计更有效的词汇附带实验,

仍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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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guan C ollege of T echnology, Dongguan 529106, Ch ina)

Abstrac t:  Apply ing the recen t theo ry and approach on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d vocabulary test, th 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c iden tal acqu is ition of wo rd know ledge and lex ical competence through extensive reading am ong interm ediate learners. Them a in parts

o f the research inc lude a one- year test on ex tensive read ing, a vocabu lary test that cove rs m ean ing, co llo ca tion and syntax in term s of

productive and receptive competence respective ly, and ana lysis o f the test da ta. It is revea led tha t on the wo rd know ledge acquisition,

learners tend to acqu ire meaning first, then co llocation and syntax; on the lex ica l com petence, lea rners tend to lea rn mo re receptiv e

w ords than productive ones.

K ey words:  ex tensiv e read ing;  inc identa l vo cabu la ry acqu isition;  w ord know ledge;  lex ica l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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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Han and Thai Proverbs

GAO X ian- ju

(Guangx i Univer sity for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

Abstrac t:  This pape r se lectsH an and Tha i proverbs to do a comparativ e study on four aspects such as re lig ious be liefs, v iew s on

va lues, convention and socia l structure o fH an nationa lity and Thai nationality. By analyzing the proverbs w hich can reflect the m en-

tioned four aspec ts,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respective cu ltura l connota tion o fH an and Tha i prove rbs.

K ey words:  H an proverbs;  Thai proverbs;  cultural connotation;  com par 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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