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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二语言学习者由于受诸多主客观因素所限，通过阅读扩大中低频词汇知识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 

程。本文从意图、注意 意识三方面剖析了伴随性学习中学习者的心理活动；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探讨了二语学 

习者阅读中认知资源分配、图式激活、篇章记忆等问题；分析了词汇伴随性学习中的屏障，包括心理词jr-表征 

发展、词义的在线推理，记忆保持等。有关学习者阅读中信息加工过程的深入讨论，有助于科学地助推阅读中 

新词信息的精细加工过程，合理地促进新词知识的记忆，有效地提高新词习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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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词频研究表明英语词汇中除了少量的高频词 

外，大多数是只出现在书面语中的中低频词。而数 

量庞大的中低频词却让大多数二语学习者都望词 

兴叹，单一的机械记忆单词的方法难以应对。学习 

者词汇量的进一步扩大似乎总会进入一个瓶颈状 

态。如何进一步积累词汇知识成为其提高语言水平 

的关键因素。 

与学习高频词汇不同，许多研究者 (如 Nag,y, 

1997；Nation，2001；等)认为，外语学习者可以像 

母语习得者那样，利用已有词汇知识通过大量阅读 

在具体语境中反复接触新词，通过从上下文猜测词 

义等方式习得中低频词词汇。词汇知识的获得被认 

为是阅读活动附带的产物 (by．product)；词汇知 

识的学习被认为是学习者无 目的附带或伴随性学 

习 (incidental acquisition) (Hulstijn，2005)360 o 

但是，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表明，对于外语学习 

者来说，通过阅读获得词汇知识并非坦途。阅读过 

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学习者自身词汇知 

识 (Laufer,1992；Liu& Nation．1985；Hirsh＆ 

Nation，1992)、阅读策略 (丰玉芳，2003；吴霞 

等，1998)等主观因素；语境线索(Li，1988；Mondria 

&Boer,1991)、新词出现频率 (Rott，1999；Zahar et 

al，2001)等客观因素，重重障碍加大了阅读中词 

汇学习的不确定性，学习效果往往差强人意。 

为了提高词汇习得效率，一些研究者把 目光投 

向了对阅读过程的外部干预。例如，词典的使用 

(Luppescu&Day,1993；Knight，1994)；阅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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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淑华，2003)；词义注释 (Hulstijn，1992；段士 

平等，2004；张娜娜，2013)等。然而，若要科学有 

效地助推词汇的伴随性学习，阅读中的第二语言学 

习者信息加工过程本身恐难忽视。本文将对有关伴 

随性学习的心理活动、二语学习者阅读中信息加工 

和词汇伴随性学习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2伴随性学习中学习者的心理活动 

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伴随性学习常常涉及到 

学习者心理活动三个方面——意图、注意、意识。 

2．1意图 

“意图” (intention)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 

自觉努力的心理状态。母语读者阅读时虽没有学习 

词汇这个既定目的，但通过广泛阅读在语境中反复 

接触新词，却由此逐步积累了大量的词汇知识。“无 

意图”被看作是词汇伴随性学习的一个特点。母语 

读者如此，但外语学习者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前 

者运用语言知识帮助其阅读，后者则运用阅读帮助 

其学习语言 (杨彩梅 等，2000)78。 

由于环境所限，通常情况下，中国英语学习者 

更大程度上依赖阅读进一步扩大中低频词汇知识。 

较之母语读者，学习者阅读 目的更为复杂。除了理 

解篇章的意义外，他们更是有意通过阅读达到进一 

步提高词汇水平等目的。针对大学英语学习者词汇 

学习目的及策略调查研究(丰玉芳，2003；吴霞 等， 

1998；邹启明 等，2004)也表明：已具备一定词 

汇知识的学习者有目的地通过阅读提高词汇水平； 

特别是其 中词汇量相对 较大的学习者，“上下 

文” “广泛阅读”策略的使用频繁。与母语习得者 

盲目地、随机地获取词汇知识不同，二语学习者阅 

读意图的指向性突出。 

从 “意图”这个角度来说，在现实情况下，我 

们认为大多数学习者在很大程度上并非 “附带” 

着学习词汇，而是意向明确、目标清晰地通过阅读 

这个载体获取词汇知识。即使是在实证研究中，学 

习者未被告知学习目的的情况下，学习者是否没有 

意图也很难判断。 

2．2注意 

“注意” (attention)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 

的指向和集中，但其 自身并不反映事物及其属性， 

是伴随着各种心理过程始终的一种心理状态(俞国 

良 等，2007)238 o注意的基本功能是对信息进行 

选择。注意的突出特点是有限性。母语中，人们在 

阅读中往往将注意中心放在阅读内容所传递的信 

息上，而非语言的形式上。也就是说，在长期的 “未 

留意”的状态下，母语读者掌握了大量的新词汇知 

识 。 

针对 “注意”对二语学习的发生起何作用，一 

些研究者 (如 Tomlin＆Villa，1994)认为二语学 

习发生在觉察(detection)层面上，即感官刺激信息 

被认知记录，这一过程是无觉知 (awareness)的。 

有的研究者则认为觉察对新刺激进入记忆系统以 

待加工是必须的，但集中注意 u 却是二语学习的 

必要组成部分 ，学习的发生一定是有觉知的 

(Schmidt，2001；Robinson，2003)。其实，觉察 

也好集中注意也罢，体现了注意这一心理状态的不 

同的层面，是学习发生时注意的程度问题(戴曼纯， 

2005)104。具体到阅读中词汇伴随性学习来说，我 

们认为阅读过程中学习者注意的分配和转移更为 

重要。 

阅读过程中既有文本理解上的任务又有词汇 

理解上的任务，但学习者注意力资源是有限的，注 

意需要分配，而分配是有条件的。阅读过程中，由 

于受学习者主观 (如目的、兴趣、期待、经验等) 

因素或客观刺激物 自身 (如阅读内容、新词等)因 

素影响而发生注意的转移。因此，阅读中注意的关 

节点是分配和转移的问题。 

2．3意识 

意识 (consciousness)这个心理学概念本身非 

常复杂，它既是一种个体对某种现象或事物的觉 

知，又是一种对个体身心系统起统合管理调控作用 

的高级心理官能，还是一种涵盖不同层次或水平的 

心理状态 (彭聃龄，2004)174 0而作为心理状态， 

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是一个连续体。 

伴随性学习往往被看作是一种无意识参与的 

学习过程。但 “伴随”并不意味着它不包括任何有 

意识的学习过程；“伴随”与 “无意识”不可同日 

而语。正如戴曼纯 (2005)m。指出，意识在学习活 

动中延续的时间长短、出现的频率难以确定；意识 

在学习活动中难分有无。 

词汇伴随性学习也是如此。在阅读过程中，学 

习者意图、注意与意识密切相关。如前 2．1所述， 

大多英语学习者在阅读中是有着比较明确的学习 

目的的。学习者为满足学习目的或 自身期望的需要 

在阅读过程中会有意识地选择所要注意的新词信 

息 (如词形)以待记忆系统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显 

然，这种注意下相关信息的选择体现了学习者自身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很多情况 

下，这种选择并不是有意识的，而是由刺激信息本 

身引起的(如新词出现的频率、新词的显著性等)， 

学习者在阅读中不由自主地将心理过程集中指向 

相关新词的信息。在这种注意活动中，学习者的主 

动性水平较低。因此，有无意识恐难说清。 

意识的有无又是内隐学习 (implicit learning) 

和外显学习 (explicit learning)的主要区别。词汇 

伴随性学习过程中的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也是颇 

受争议。内隐学习是学习者在没有意识到学习内容 

的情况下获得了知识的过程(Dekeyser，2003) 。 

与内隐学习相对，外显学习是受意识控制，需要意 

识参与并采取一定策略的学习方式。 

根 据 Krashen (1985)的 输 入 假 设 (Input 

Hypothesis)理论，i+l的输入下，虽然学习者的注 

意力没有集中在语言形式上而是阅读内容所传递 

的信息上，但其能够通过在一系列的语境中不断接 

触新词而习得词汇，这是无意识的内隐学习。但 

Ellis(2005) 。则认为，词形的习得是依赖内隐学 

习，学习者仅需要注意到新词的刺激信息通过大量 

的接触新词 自然而然习得，过程中没有意识参与。 

而词义获得及建构的过程则是有意识的显性习得。 

显性学习中涉及选择性注意、假设形成及验证、策 

略的应用。词义推断，词形和词义的结合都是源于 

显性学习，而受信息加工深度的影响。内隐和外显 

两个加工过程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 

随着心理学的发展，相关研究显示：内隐学习 

和外显学习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任何一 

个学习任务是内隐和外显间联系与权衡的产物 (郭 

秀艳，2004)1900那么，词汇伴随性学习中涉及的 

学习机制及相互关系如何，有待进一步探讨。 

3 二语阅读的信息加工过程 

阅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熟练的母语读者 

既具备相当的词汇知识和语法知识，又具备相当的 

背景知识；既通过解码进行字词句的理解又通过推 

理等进行意义建构。而二语学习者在阅读中则面临 

更多的困难和问题。 

3．1阅读中认知资源的分配问题 

就信息加工而言，阅读不是对语言材料信息被 

动的接受，而是一种积极的信息加工过程，是一种 

自下而上 (boSom—up)和自上而下 (top—down)相 

互作用的过程 (Rumelhart，2013)。那么，在这一 

过程中，有限的认知资源要同时分配到不同认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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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 

在母语中，熟练的读者会 自然而然地利用已有 

的知识，实现自上而下的认知加工过程。但外语学 

习的情况却不一样，还有个自下而上的语言处理过 

程(字母叶词叶句子 语篇)，受此影响，学习者会 

注意力旁移 (桂诗春，2003)5 更多的认知资源 

被分配到低层次的字词识别、句子结构分析等方面 

的解码。因此，高层次的推理、整合等 自上而下的 

认知活动势必受阻。 

认知资源的分配问题关系到阅读进程的顺利 

与否。为了使认知资源在有限容量内的分配成为可 

能，阅读中的部分认知操作需达到熟练和自动化 

(automaticity)程度。这样，部分信息自动加工 

(automatic processing)可以减少资源的使用，可 

以增加控制加工 (controlled processing)中可分配 

的认知资源 ’。 

与阅读过程中其它复杂的认知活动相比，字词 

识别 (word recognition)仅涉及头脑中信息的激活 

和提取，并不涉及信息的构建，达到自动化程度相 

对容易 (Koda，2005) 。学习者已知字词识别的 

自动化程度越高，所需耗费的认知资源越少，可以 

分配到阅读中其它较高层次活动的资源越多，阅读 

理解越顺畅。 

3．2阅读中图式的激活问题 

就阅读过程而言，阅读不仅是对抽象的语言符 

号进行信息加工，更是对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 

解读。篇章理解不仅依赖于对阅读文本的正确感 

知，而且还依赖于人们长时记忆中的认知结构和各 

种形式的知识经验 (即图式 schema)。要正确理 

解语篇，需要拥有并成功激活有关语篇内容的和 

有关语篇各种修辞结构方面的背景知识 (Carrel＆ 

Eisterhold，1983) 。 

图式的有效激活使母语读者在篇章意义建构 

中的预测、推理等得以顺利进行。同样，阅读中二 

语学习者已具备的背景知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语言水平之不足。然而，学习者所具有的背景知 

识 (特别是有关篇章内容的背景知识)是建立在其 

自身文化基础之上的，即带有特定的文化特征 

(culturally-specific) (Carrel&Eisterhold，1983)咖。 

文化差异导致二语学习者的背景知识缺乏，从 

而导致阅读过程中所需的相关图式常常无法激活 

或错误激活。而当错误的信息得到充分激活时，无 

关的信息无法得到有效抑制，阅读理解出现偏差。 



 

学习者只有具备相应的背景知识，填补文化差 

异造成的图式空缺，才有可能扫清阅读过程中的文 

化障碍，建构篇章意义。背景知识的拥有及正确激 

活对二语阅读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_3阅读中篇章的记忆问题 

就阅读理解而言，阅读是读者根据篇章内容和 

已有知 识 内容 ，建立连贯 的心理表 征的过程 

(Gernsbacher，1990) ，在三级记忆系统 (感觉 

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的支持下完成。根据 

建构一整合模型 (Kintsch．1988)，熟练的母语读 

者通过语言输入，篇章中的字词被激活，获得表层 

结构；通过语言的表层结构和长时记忆中的已有知 

识，进行命题编码、形成命题的网络、建立语篇基 

础表征；通过整合，构成关于语篇意义和情景的连 

贯的心理表征。阅读能力强的母语读者会经过一系 

列的建构整合加工将篇章内容整合成一个连贯的 

整体，达到成功理解的目标。 

不可否认，这一最具影响力的阅读理论是基于 

母语阅读的研究，无法充分描述和解释二语阅读。 

但就信息的认知加工过程而言，我们认为，二者间 

存在共性，记忆系统中篇章信息都要从不同的层次 

进行编码。即字词等的表层编码 (surface code)、 

命 题 的语 篇 基础 表 征 (propositional text—base 

representation)和情境模型 (situ~ional mode1) 

(Kintsch，1988) ‘ 。 

然而，二语阅读更为复杂，有其特殊性。在篇 

章信息表征过程中，由于二语学习者的语言知识和 

背景知识无法达到母语读者的水平，基础的解码过 

程容易出错、复杂的推理过程常常受阻，连贯的命 

题网络和情境模型往往无法形成。而命题网络或情 

境模型却恰恰是长时记忆中信息的表征形式(董艳 

萍，2005)，无法进入长时记忆的篇章信息很快会 

被遗忘。 

篇章的记忆问题会阻碍二语学习者阅读理解 

进程。即使是具有较高母语阅读能力的学习者，在 

二语达到较高的语言水平前，亦是如此。 

4 二语阅读中词汇伴随性学习的屏障 

外语学习者阅读中的词汇学习绝非 “伴随” 

听上去那么简单。从 “低层次”的字词识别到 “高 

层次”图式的激活、语篇中的推理，层层屏障下的 

词汇伴随性学习绝非易事。 

4．1自动提取——心理词；r-表征的发展 

若如母语中人们通过阅读习得词汇，外语学习 

者必须达到一定的词汇阈限 (threshold)。第二语 

言词汇习得的相关研究显示，量上的要求是 3000 

词族 (Laufer,1992)，甚至更高 5000词族 (Nation 

&Wafing 1997；Nation 2001)。除此之外，在质上 

也要到达一定的阈限。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学 

习者这部分词汇的识别或通达 (1exical access)则 

要到达自动化，即无意识的、快速自动提取词汇信 

息的过程。 

质 上 的 要 求 就 是 心 理 词 汇 的 组 织 

(organization)问题，体现在心理词汇表征的变化 

之中 (董艳萍，2005)50 o相关实验表明，见图1-2 

(源于Kroll&Stewart，1994)，在二语学习者词汇 

习得的最初阶段，二语词汇和概念之间的间接联 

系 ，连 接 二者 的桥 梁是 一 语 的翻 译 对等 词 

(translation equivalents)。而后随着词汇能力的发 

展，两者间发生了直接联系，但这种联系弱于母语 

与概念间的联系  ̈。 

为确保二语词汇中高频词在阅读中的快速自 

动提取，学习者应加强单词和概念层间的直接联 

系，甩开最初帮助单词记忆的 “翻译对等词”这根 

拐杖；同时应加强二语词汇间的联系 (纵聚合、横 

组合)，从而使双语心理词汇的组织更加紧密，使 

词汇知识 (如语义、句法等)的激活快速有效。 

图 1：词汇连接模型 (WordAssociation Mode1) 图 2：修正的层级模型 (Revised Hierarchical Mod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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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习者心理词汇表征的发展，高频词的识 

别能力由控制性加工发展到自动化加工时，更多的 

认知资源被用于语篇理解、词义推理等较高层次的 

信息处理上，中低频词汇知识在阅读中的不断积累 

才得以保障。 

4．2在线推理——语篇层面的词义获得 

阅读理解是读者连贯心理表征建立的过程。在 

此过程中的新词推理就是利用背景知识、文本的理 

解和相关的语言知识以提取所有有效的语言线索，从 

而对词的意义做出合理的推测 (Hasstrup，1991)40。 

自然条件下，词义的在线推理是受建构连贯的 

语篇表征驱动的，不是为词汇伴随性学习服务的。 

若新词的出现阻碍了连贯的心理表征形成时，读者 

才需要对新词的词义进行在线推理。推理成功与否 

又受到诸多方面影响：客观方面如语境 (详见 

Steinberg&Powell。1983)882-883、主观方面如自身 

的语言、背景、策略知识等 (详见Nagy,1997)77-82。 

经记忆系统的信息加工，阅读中推测成功的词 

义所表达的信息与其他相关信息构成命题，以命题 

的形式存储在长时记忆中 ’。新词在线推理成功， 

意味着因新词产生的篇章信息的空缺被填补上，局 

部 (或和整体)达到了暂时的连贯的意义表征。换 

句话说，阅读中新词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语篇的层 

面上 (Riede~2004)。 

因此，阅读中的推理可能更有助于理解的顺畅 

而非词汇的习得 (Schmitt，1990)1550那么，对于依 

靠阅读扩大中低频词汇知识的二语学习者，在线的 

正确推理则需要线下的及时巩固，以确保有效记 

忆。 

4．3合理复现——词汇知识的保持 

阅读中，除了新的词义信息外，附带学习可能 

还涉及词形 (如拼写、构词、语音)、使用 (如搭 

配、语用)等方面的新信息加工。存储是这个加工 

过程的中间环节，没有信息的存储就没有记忆 (彭 

聃龄，2004)209。而记忆保持的天敌是遗忘。如果 

没有反复激活 (reactivation)，新信息是很难在记 

忆中留下持久的痕迹的 (Hulstijn，2001)286。 

就新词信息的记忆保持而言，词的复现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但中低频词在阅读中复现率相对较 

低，反复激活要靠语境和非语境两个途径。语境并 

非为学习者特制的温床 (张娜娜，2013)76，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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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作用无法取代。不同语境中反复接触新词促进 

学习者对词的意义、词的使用等方面的进一步精细 

加工，促进新旧词汇知识的联系。为加强中低频词 

的复现频率，我们认为脱离语境的学习是一种有益 

的补充。 

复现频率要提高，同时，复现要合理。遗忘受 

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便是时 

间。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遗忘的进程是不均衡 

的，呈现出 “先快后慢”的特点 (俞国良等，20o7) 
鹅

。 因此，复现的切入点是关键。复现应在学习后 

的最初阶段进行，这时的遗忘速度很快。而随着遗 

忘速度的逐步变慢，复现的间隔逐渐加大。 

5小结 

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中低频词汇知识的 

积累主要依靠阅读。 “伴随”并非关键，信息的加 

工过程才是重点。 

阅读中信息在三级记忆系统中要经过一系列 

的编码、存储、提取。但在这一过程中，二语学习 

者由于受诸多主客观因素所限，信息加工常常受 

阻。而信息保持 (retention)主要取决于信息加工 

的本质 (Hulstijn，2001)285 o因此，在 自然条件下， 

阅读中新词信息的记忆无疑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 

程 。 

我们应科学地助推阅读中新词信息的精细加 

工过程，合理地促进新词知识的记忆，有效地提高 

新词习得效率。 

注释： 

(1)有意识的集中注意：Schmidt(2000)指的是注意 

(noticing)；Robinson(2003)则提 出的是焦点注 

意 (focal attention)。 

(2)认知心理学家Shiffrin(1977)等人提出了信息的双 

重加工理论。根据此理论，人类的信息加工有两种方 

式：自动加工和控制加工。 

(3)在语篇阅读研究领域中，文本表征三个层次的观点已 

被广泛接受 (冷英等，2004)。 

(4)当然，二语和一语并不完全共享它们的所有概念成分， 

二语习得过程是概念分化的过程(董艳萍，2005：52)。 

(5)根据建构——整合模型 (Kintsch，1988)，长时记 

忆中信息表征除了命题网络外，还有情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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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4；2．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 

Abstract：As far as second langu age learners are concerned，the incidental learning of medium and low-frequency words 

through reading is a very slow process．There are many contributing factors，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1．This paper analyses the 

learners’mental process of incidental learning from three aspects⋯ intention，attention，and consciousness．In terms of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the paper explores some problems facing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The problems are the allocation of 

cognitive resources，schema activation，and discourse memory．It also discusses some hindrances to 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lexicon，online inferencing，retention．Hopefully,this paper will help achieve the enhancement 

of th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through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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