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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语界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

关系研究 20 年

陈士法　崔涛涛　罗小姝

摘　要：工作记忆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国内 13 种外语类核心

期刊近 20 年（1996—2015）发表的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关系研究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对国

内外语界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和归纳。就研究方法来说，可

划分为两个阶段：1996—2007 年主要以理论介绍、引进以及文献综述为主；2008—2015 年主要

将西方理论与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实际情况结合，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探讨工作记忆与

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就研究内容来说，主要从第二语言理解、产出和理解产出一体 3 个维度对

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进行研究，涉及工作记忆与词汇习得、语法 / 句法习得、阅读 /
篇章 / 句子理解、听力理解等 7 个方面。纵观这些研究，我们发现了一些不足，并提出了该领域

未来研究的展望，以期对今后该领域内的研究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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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作记忆的概念是 Baddeley & Hitch（1974：47—90）在短时记忆的基础上提

出的，用于描述暂时性的信息加工和存储。目前，此概念用于定义对来自短时记

忆和长时记忆的信息同时进行保存、提取和控制的记忆系统（温植胜、易宝树，

2015），由中央执行系统（central executive）、语音环（phonological loop）、视

空间模板（visual-spatial sketchpad）和情节缓存（episodic buffer）4 个部分组成

（Baddeley，2000）。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围绕工作记忆展开的研究已成为当代

语言学最活跃的课题之一。研究者认为在言语理解、学习和推理等在内的高级认

知活动中，工作记忆起着重要作用。Daneman & Carpenter（1980）提出了工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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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的阅读广度测量研究范式，解释和预测学习者在语言理解和加工过程中存在的

个体差异。Baddeley et al.（1998）发现语音工作记忆是儿童在习得新词的语音时

几乎不可或缺的“语言学习装置”，与词汇、句法的习得和发展关系也很紧密。

关于工作记忆与母语习得的关系，人们逐渐认为工作记忆对母语的词汇习得、对

语言的理解与语言产出等方面具有深远影响（Baddeley，2003；Cowan，2011：
75—98）。国外二语习得研究发现，工作记忆不但对母语习得起作用，而且也影

响了二语不同层面的习得和发展（Linck et al.，2014）。Gass & Lee（2011：59—

84）研究了母语为英语的西班牙语学习者的工作记忆和二语的抑制能力之间的关

系，发现二语学习者的抑制能力和工作记忆相关，并且随着学习者二语水平的

不断提高，其母语工作记忆和二语的抑制能力关系将逐渐趋同于单语者。此外，

人们还进行了工作记忆与二语词块和词语搭配的关系（Ellis， 2012）、工作记

忆与二语交互（Mackey，2012）以及双语加工和口译的关系（Christoffels et al.，
2006）等研究。近年来，国内关于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也越来越多（Wen，
2012、2014；温植胜，2007；温植胜、易宝树，2015；等）。但是这些研究大都

综述了国外对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关系的研究，较少涉及国内外语工作者在

这方面的研究。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期

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国内外语类核心期刊共 13 种（检索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分别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界》、《现代外语》、《外国语》、《外语

电化教学》、《中国外语》、《外语教学》、《外语学刊》、《解放军外国语学

院学报》、《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研究》和《外

国语文》。本文以该库为依据，将时间跨度设定为 1996 年至 2015 年，使用“工

作记忆”或“工作记忆广度”或“工作记忆容量”或“工作记忆模型”作为关键

词进行检索，发现过去 20 年内这 13 种外语类核心期刊共发表相关论文 90 篇。

对这 90 篇文献逐一阅读，并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串并和删减，发现涉及工作记忆

应用于二语习得领域内的研究论文 81 篇。将所选论文下载后导入 NoteExpress 文
献检索与管理系统，组成自建的论文数据库，然后使用 Excel 软件对该研究课题

的现状，包括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进行系统化的梳理和归纳，总结当前研究的不

足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以期对今后该领域内的研究者有所启示。

一、研究方法

按文章的发表时间统计，国内外语界发表的 81 篇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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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时间分布如图 1 所示。

图 1　论文发表时间分布

图 1 显示，国内外语界基于工作记忆与二语习得的初期研究成果较少，

1996—2005 年这 10 年间年均发表成果不到 3 篇，少数年份（2000—2001）甚

至为零。2006 年起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呈逐步上升趋势，表明这方面的研究逐

渐受到重视。2012—2013 年达到高峰，发表了 20 篇，2014—2015 年仍为研究

热点，论文发表量仍高达 16 篇。可见工作记忆在二语习得领域内的研究已引起

国内外语界学者的充分重视，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已进入活跃期。

就工作记忆与二语习得的研究方法来说，本研究借鉴文秋芳、王立非（2004）
的分类方法，将这 81 篇论文分为实证性研究和非实证性研究两类。统计分析发

现非实证研究类（理论介绍、理论阐释、理论综述）论文共 35 篇，占总量的

43.21%，实证性研究类论文 46 篇，占总量的 56.79%，实证研究所占比例多于

非实证研究。图 2 为 1996—2015 年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实证研究与非实证

研究的动态变化图。

图 2　论文研究方法对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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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实证性研究数量多于非实证研究数量，但从图 2 中我们不难看出：

1996—2007 年期间，实证研究数量总体上少于非实证研究数量。也就是说，

2007 年以前国内基于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主要是以理论介绍、理论

阐释、理论综述为主。但自 2008 年以后，实证性研究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而

非实证性研究数量鲜有变化，文章发表数量年均仅为 2 篇左右。至 2014—2015
年期间，实证性研究论文数量已经占论文总数量的 75%。因此，2008 年可看作

国内实证研究多于非实证研究的分水岭。国内基于工作记忆与二语习得研究也

可以因此划分为两个阶段：以 1996—2007 年为第一阶段，主要以理论的介绍、

引进以及文献综述为主；2008 年至今为第二阶段，该阶段理论研究已经日趋成

熟，研究者将西方理论与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实际情况结合，纷纷运用定量研究

和定性研究的方法探讨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

此外，笔者还依据文秋芳、王立非（2004）的分类方法，对 46 篇实证性研

究论文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细致化分类，发现研究对象涉及英语专业本科生、非

英语专业本科生、非英语专业硕士、小学生以及混合型人群（研究对象间年龄

差距大、母语背景不同、学历背景不同、外语水平参差不齐），具体结果详见

表 1。从研究对象的数量分布方面来看，除了姜玉珍、谢为伊、孟祥芝（2015）
以汉语普通话儿童为研究对象，戴运财（2011）以初中二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

刘建达、许艺（2014）以高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外，其余 44 篇都以成人学习者作

为研究对象，这可能是因为从事相关研究的研究人员几乎都集中在高等学校工

作，研究高校学生比较方便。在 46 篇文章中，21 篇针对的是英语专业本科生，

14 篇针对的是非英语专业学生，1 篇针对的是非英语硕士研究生，10 篇针对的

是混合型人群。研究对象为混合型人群的论文主要做的是对比研究，涉及不同

英语水平学生群间的对比（1 篇）、专业翻译人员与非专业翻译人员间的对比（5
篇）二语与母语学生群间的对比（3 篇）以及不同语言学习群间的对比（1 篇）。

二、研究内容

根据这 46 篇实证研究论文的内容，参考 Wen（2012）的分类方法，我们

发现国内针对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关系的研究主要从第二语言理解、产出

和理解产出一体 3 个维度进行，研究内容涉及 7 个层面，分别为：（1）工作

记忆与词汇习得研究；（2）工作记忆与语法 / 句法习得研究；（3）工作记忆

与阅读 / 篇章理解研究；（4）工作记忆与听力理解研究；（5）工作记忆与书

面语产出研究；（6）工作记忆与口语产出研究；（7）工作记忆与口译、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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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译研究。具体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 1　文章研究内容及研究对象分布表

序号 研究维度 研究内容

研究对象

文章数量
（篇）

百分比（%）英语专
业本科

非英语
专业本

科

非英语
专业硕

士

中小学
生

混合型

1

语言理解

词汇习得 1 1 1 1 4

28

8.16

57.14

2 语法 / 句
法习得

5 2 1 3 11 22.45

3
阅读 / 篇
章 / 句子

理解
2 4 6 12.24

4 听力理解 3 2 1 1 7 14.29

5
语言产出

书面语产
出

3 3 6
9

12.24
18.36

6 口语产出 2 1 3 6.12

7 理解产出
一体

口译、同
声传译

2 5 7 14.28

8 其他 3 1 1 5 10.20

总计 21 14 1 3 10 49 100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各研究范畴发表的文章数目不尽相同，工作记忆与语

法 / 句法习得、听力理解、口译 / 同声传译等相关研究所占比例较大。这也许与

此类活动本身强度大、难度大的特点有关。由此，我们认为工作记忆在不同的

二语习得范畴内所起作用大小会有所差异，并非所有的二语习得范畴和技能都

需要工作记忆的全面参与。下面将论述各研究维度的具体研究内容及发展特征。

1. 语言理解维度的研究

与工作记忆与语言理解维度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词汇习得、语法 /句法习得、

阅读 / 篇章 / 句子理解、听力理解等方面。

专门涉及工作记忆与词汇习得的研究论文仅 4 篇，其中 2 篇（李红，

2004；姜玉珍等，2015）探讨了工作记忆与词汇知识的发展。李红（2004）发

现工作记忆容量对第二语言词汇语义提取没有显著抑制作用，工作记忆广度与

第二语言词汇知识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而姜玉珍等（2015）却发现

工作记忆通过影响语音技能进而影响儿童英语词汇学习。李红（2004）的研究

对象为英语专业本科生，而姜玉珍等（2015）的研究对象为小学四五年级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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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宋美盈、田建国（2012）研究了语音回路对中国 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非母语英语课程）学习者及英语母语使用者学习和记忆视觉输入词

汇的不同作用，发现当语音回路减弱时（不规则拼写单词并在发音抑制情况下），

两组测试者的记忆都减弱，母语使用者的记忆下降幅度更大。药盼盼等（2013）
采用自定步速的实验范式，考察工作记忆容量的差异对第二语言（英语）句子

加工中动词偏好信息利用的影响，发现工作记忆的容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第二

语言学习者动词偏好信息的利用，但是这种影响只出现在句子加工对工作记忆

要求相对较低时。这似乎表明工作记忆会影响儿童二语词汇知识发展，但不会

影响成人英语学习者词汇水平；同时对不同词汇范畴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涉及工作记忆与语法 / 句法习得的文章共 11 篇。其中，探讨工作记忆与句

法加工关系的有 7 篇，探讨工作记忆与歧义句理解的有 2 篇，探讨工作记忆与

跨语言语法启动的有 1 篇，探讨相关句子记忆的有 1 篇。在探讨工作记忆与句

法加工关系的 7 篇论文中，陈宝国、高怡文（2009）采用语法判断任务，考察

了工作记忆容量的限制对第二语言语法加工的影响，发现高工作记忆负荷条件

下的语法判断的成绩显著低于低工作记忆负荷条件下语法判断的成绩，认为个

体工作记忆容量的限制是影响第二语言语法加工的重要因素之一。戴运财（2011、
2014）考察了工作记忆与关系从句的习得，任虎林（2010、2013）探究了工作

记忆容量大小与英语复句加工的关系，赵婧、王金铨（2012）考察了工作记忆

对内隐与外显句子加工的影响。尽管研究对象、研究材料有所不同，但这 7 项

研究均表明工作记忆影响 / 限制二语语法 / 句法的加工。在歧义句理解的研究中，

陈鸿标（1998）发现工作记忆容量大小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理解句法歧义句的过

程并无明显的影响。但是，顾琦一、程秀苹（2010）发现工作记忆容量和第二

语言水平都影响花园路径句歧义的消解，却都与曲解残留无关，个体因素在句

子理解中的作用应该是一个随具体任务而改变的动态过程。另外，徐浩（2014）
通过两项实验考察双语工作记忆和二语水平对跨语言句法启动效应的影响，发

现二语水平对跨语言句法启动效应存在间接影响，即通过调节双语工作记忆对

启动过程的影响，进而对启动量产生影响；只有当二语水平达到一定的阈限时，

工作记忆对跨语言句法启动的影响才能够被观察到。

涉及工作记忆与阅读 / 篇章理解的文章共 6 篇。吴诗玉、王同顺（2006）发

现工作记忆影响了 L1 到 L2 阅读技能迁移的阈值效应；吴诗玉、马拯（2012）发

现工作记忆在外语学习者对具体概念（角色名字）的心理表征建构过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周明芳、郑晶（2010）和郑晶（2015）的研究表明文本理解能力与工作

记忆能力呈正相关关系，但二者并非严格的线性关系，还会受图式激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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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工作记忆与听力理解的文章共 7 篇。梁文霞（2009）发现工作记忆对

二语听力有直接的正面影响并通过二语水平的中介作用对听力理解产生间接影

响；李晓媛、俞理明（2009）发现工作记忆容量和听力理解水平相关，可以通

过关键图示减轻工作记忆的负荷来提高听力理解；张晓东、陈英和（2014）发

现工作记忆对二语听力具有解释力，但作用不显著。

表 1 中文章数量总计 49 篇，而不是 46 篇，因为有 3 篇论文涉及工作记忆

对理解二语习得不同层面的比较。邱东林、李红叶（2010）研究了工作记忆对

听力理解与词汇记忆两个方面，发现内容视频可以显著提升整体听力理解水平，

却也可能干扰语音和词汇记忆，而场景视频的作用则不够显著；视频有指引和

分配注意力的作用，内容视频中的相关图片和场景视频中的非语言特征对理解

和提取关键词汇都有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但视频对与画面无关的听觉输入则

有抑制作用。张晓东（2014）探讨了工作记忆对二语听力和阅读技能影响的异同，

结果发现工作记忆广度对二语阅读技能具有显著解释力，但对二语听力技能的

解释力不显著。李晓媛（2012）从认知负荷角度探讨了二语学术听力和阅读理

解的关系，发现认知负荷是制约二语学术语篇理解水平的重要因素，关键图示

在听、读中的作用程度虽不同，但作用模式类似，即图示会削减听、读理解中

的认知负荷，且工作记忆容量越小的被试受益越多。

2. 语言产出维度研究

工作记忆与语言产出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口语和书面语产出两方面。涉及

口语产出的论文共 3 篇，数量较少，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金霞（2012）、韩亚

文（2015）均发现工作记忆容量与二语口语流利度和准确度显著相关，但与口

语复杂度不存在显著相关。

相对于口语产出研究而言，涉及书面语产出的研究较丰富，共 6 篇。闫嵘

（2010）阐明工作记忆对学习者的修改策略具有独立的影响，高工作记忆容量

组意义修改得分和修改总分均显著高于低工作记忆组；火敬、王琦（2011）探

讨了语音回路、视觉—空间模板参与汉英双语者汉语和英语书面输出的特征，

发现语音回路和视觉工作记忆分别参与“转写”与“计划”子过程，视觉工作

记忆仅在汉语书面输出过程中作用显著；易保树、罗少茜（2012a、2012b）易保树、

倪传斌（2015）等均探究了工作记忆与英语学习者书面语产出的准确度、流利

度和复杂度的关系，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工作记忆容量对语言产出准确度有

显著影响，但对语言产出的流利度和复杂度几乎没有影响。

3. 语言理解产出一体维度研究

工作记忆在集语言的理解产出于一体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同声传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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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共 7 篇论文。其中 3 篇探讨了工作记忆能力与同声传译效果的关系。张

威（2009a）发现（同等条件下）工作记忆能力越强，同传效果也越好，且记忆

资源的协调效率比记忆容量所起作用大；张威（2012）发现工作记忆对同传效

果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在初级阶段的作用更为突出；沈明霞、梁君英（2015）
发现工作记忆通过与非工作记忆因素（包括专业知识、语言转换速度、口译节

奏等）的相互牵制和在线互动产生不同的记忆资源分配效率来影响同传效果；

赵晨（2013）和林洁绚等（2015）探讨了工作记忆资源在同传子过程的分配，

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源语理解和语码重构（读后复述）在资源分配上存在层

级关系，记忆资源优先分配给源语理解过程；另外 2 篇则分别探讨了同声传译

对工作记忆发展潜势的特殊影响（张威，2008）、工作记忆在不同方向同传中

的作用（张威，2009b）。

三、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虽然国内基于工作记忆与二语习得的研究已经日趋成熟，成果颇丰，研究

领域较广，角度更加多样化，但回顾过去 20 年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以下问题。

1. 研究对象分布失衡、范围较狭窄

国内相关研究中，以成人英语学习者（高校在读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作

为研究对象的比率高达 73.46%，而对于记忆可塑性较强（处于发展状态）的中

小学生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但是，工作记忆对于青少年群体的外语学习

却有着重要影响。工作记忆如何影响青少年群体的外语学习，怎样利用或抑制

这些影响来促进青少年群体的外语学习，外语学习对青少年工作记忆的发展有

无影响，这些问题都是研究者应该关注的。

2. 工作记忆测量工具有待进一步的开发与规范

国内大部分实证研究都会涉及对工作记忆容量、广度或工作记忆各组成

部分的测量。但是，所采用的测量工具大部分是从国外引进的。赵婧、王金

铨（2012）的工作记忆广度测试采用的是 Mind-Test 2.0 软件，其程序源于

Daneman & Carpenter（1980）所提出的记忆广度测试；易保树、罗少茜（2012a、
2012b），易保树、倪传斌（2015）等采用的是 Turner & Engle（1989）的操作

广度记忆测试。而这些测量工具的设计起初并非以二语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

因此，其对二语习得者产生的测量结果的信度和效度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观

察。除此之外，同类范畴的研究最好使用同一种测量工具，以避免因工具带来

的测量误差。我们发现，部分相同类型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有所不同。同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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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作记忆对句法加工的影响，赵婧、王金铨（2012）的工作记忆广度测试采

用的是Mind-Test 2.0软件，而任虎林（2013）使用的是阅读广度测试RST（reading 
span test）（外加语义可接受性判断）测试。因此，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研究

者应该规范测量工具的使用并开发出适合中国二语学习者的测量工具。

3. 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细化和深化

目前，国内外语界有关工作记忆的实证研究主要探讨二语学习者的工作记

忆广度、工作记忆容量对第二语言习得某些范畴（如词汇、语法、听、说、读、

写、译等）单项的影响。但是，对于工作记忆的不同构成成分在二语习得的各

个范畴的子阶段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如语音环、中央执行系统分别在二语写

作的计划阶段、执行阶段、监控阶段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鲜有涉及。其次，

工作记忆在二语习得活动中所起作用会受任务本身特点（如任务类型、难度）、

学习者自身因素（如学能）等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工作记忆单独产

生的作用以及工作记忆怎样与其他因素产生交互作用。最后，工作记忆成分在

不同二语习得范畴内所起作用大小会有所差异，也并非所有的二语习得范畴和

技能都需要工作记忆的全面参与。因此，对工作记忆在二语习得不同范畴和技

能间所起作用做对比研究，探索工作记忆不会发挥作用的情形的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

4. 研究技术过于传统

传统的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侧重于思辨以及行为实验。随着神

经科学技术的发展，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借助脑成像、脑电等技术来更客观、更

清晰地研究二者的本质。fMRI（核磁共振）是携氧血红蛋白在某脑区集中耗氧

之后产生极性而被强磁场检测到的脑成像高端技术。由于该技术能对特定的大

脑活动的皮层区域进行准确、可靠的定位，空间分辨率达到 2mm，并且能对大

脑进行反复扫描，已经成为最广泛使用的脑功能研究手段之一。另一种技术为

ERP 技术。在正常情况下，大脑神经细胞的活动会产生微弱电压，通过在头皮

上放置电极就可以测得，即脑电。当我们受到某种刺激时，就会在原有脑电基

础上产生新的电位变化。这种变化是与相关事件的发生或撤销同步的，称为事

件相关电位。由于其时间上的高分辨率的优势，既可以测量大脑对某一事件的

快速加工，又可以观察不同时段的脑电加工情况，能够真实反映大脑活动，该

技术被广泛用来研究语言加工。工作记忆和第二语言习得本身就与大脑密切相

关。毋庸置疑，这些技术在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应用会越来越多，

最终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主流技术手段。



语言学研究

24

结语

本文基于国内 13 种外语类核心期刊近 20 年（1996—2015）发表的工作记

忆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对国内外语界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

习得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和归纳，发现就研究方法来说，非实证研

究类（理论介绍、理论阐释、理论综述）论文所占比重较少，而实证性研究类

论文超过了 60%，实证研究所占比例远远高于非实证研究。就研究内容来说，

主要从第二语言理解、产出和理解产出一体 3 个维度进行了研究，包括工作记

忆与词汇习得研究、工作记忆与语法 / 句法习得研究、工作记忆与阅读 / 篇章理

解研究等 7 类。纵观我国外语界近 20 年来针对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关系的

研究，我们发现该领域内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研究领域更宽广，研究

角度更加多样化，实证研究越来越多。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表现在研究对

象分布失衡、范围较狭窄、工作记忆测量工具有待进一步的开发与规范、研究

内容有待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和研究技术过于传统等 4个方面。在将来的研究中，

国内外语界同人不仅要关注这些不足，还要从国外以及国内心理学界等其他领

域的相关研究入手，不断借鉴新技术、新方法，开拓工作记忆与二语习得关系

研究的新领域。随着认知科学、神经语言学等领域研究的快速发展，今后该领

域内的研究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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