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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两代认知语言科学的语言表征观展开实证研究,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分

析其英语知识的心智表征情况。研究数据表明,对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来说,英语知识的表征既涉及构式信息,也

涉及语法运算;表征特性和所涉英语知识的复杂度相关;随着学习者英语水平的提高,以构式为单位的表征方式显

著性增强。同时也基于研究结果产生相关教学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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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Lakoff与Johnson划分出两代认知科学,两者在认知来源、表征方法、研究内容以及得出的结论等方面

存在根本性分歧。[1]第一代认知科学持分析哲学观,以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为代表,依据该理论,句法

为第一性,有限的句法规则可产生无限多的表达,语言知识以各类句法规则的形式在心智中得到表征,依据

这一观点,语言的输出依赖于以数理运算的方式对各类语法知识进行操作。[2-6]第二代认知科学持体验哲学

观,其中的构式语法是在批驳转换生成语法基本观点之中逐渐形成的新兴语言学理论。在广义的构式语法

中,各类构式理论虽在操作细节上存在差异,但达成了以下共识:构式是不可分割的形义(包括概念)或形功

配对体,是语言的基本组织方式;语言知识以构式为单位进行表征,构式通过分类分层关系、整合关系、传承

关系等组成复杂的层级性网络。[7-11]

关于语言表征方式的争论至今仍在持续,西方语言学界的相关实证研究倾向于赞同构式表征观。To-
masello证实儿童早期语言的绝大部分是建立在具体、单项的语言构型之上,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构建抽象、成
人的语言构式。[12-13]Ellis总结了儿童的母语句法习得程序是从公式化的语言出发,再到抽象的构式。[14]

Goldberg探讨了在母语环境下英语本族语者对构式的习得,并认为儿童在习得过程中以构式单位表征语言

知识。[9]Gries与 Wulff考察了母语为德语的英语学习者的学习特征,认为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以构式的方

式表征英语知识,并证实了二语构式的存在。[15]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为对象,分析

学习者在学习特定英语构式过程中所体现的特征。[16-19]目前鲜有相关研究将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列为研究

对象,分析英语作为外语的心智表征特性。本研究从语言输出过程切入,分析英语作为外语在母语为汉语者

心智中的表征特征,并基于此为英语教学提供相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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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过程

2.1调查对象

本文中问卷调查对象的选择方式为,在英语专业各年级中随机挑选50名学生,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

有效问卷181份,这些问卷涉及大一学生42人,大二学生47人,大三学生44人,大四学生48人。其中女生

152人,男生29人。本文中访谈对象的选择方式为,在各年级参加问卷调查的学生中随机挑选5名学生,共
挑选20名,其中女生12人,男生8人。在2015年秋季学期开学后,笔者对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四

个年级的本科生发放问卷。问卷结果主要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回收问卷后,在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中

抽取学生进行访谈。

2.2问卷设计

本文研究问卷由简单句和复杂句两个部分组成,每部分包括十二个中文句子。在调查过程中让调查对

象写出这些句子的英语对应表达。中文简单句包括主谓宾、主系表、主谓等结构,问卷中的这些结构设计简

单,且在英语中都存在相对应的句型;中文复杂句主要是长难句,且相对应的英文表达涉及定语从句、非谓语

动词、虚拟句型、倒装等汉语中不存在的结构。
调查对象在每一句的书面输出结束后需回答一个问题:他们在英语书面输出过程中;多大程度上将相关

英语句型当作整体来输出,未考虑其内部结构,多大程度上运用了语法知识的运算(在问卷中语法知识的运

算被表达为,相关语法知识有意识的激活、提取,相关语法成分的位移,以及基于语法知识的分析和推理等)。
调查对象基于问卷中的5级量表回答该问题,量表包含数值1至5,数值越高表明对语法的依赖越大。

2.3访谈

基于问卷引导调查对象回答关于英语知识心智表征的问题、理清语言知识调用过程,剖析问卷中所涉

及的相关现象,侧重询问低数值和高数值的形成过程、认知理据,以期多角度、更深入地了解学生在输出过程

中所涉及的英语知识表征情况。

3结果与讨论

3.1结果

表1 成对样本统计量

均值 N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对1
简单句 2.7956 181 .80773 .06004
复杂句 3.6685 181 1.07525 .07992

表2 成对样本检验

成对差分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差分的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t df
Sig.
(双侧)

对1 简单句-复杂句 -.872931.37048 .10187 -1.07393 -.67192 -8.569 180 .000

表1显示,简单句部分学生的均值为2.7956,低于学生在复杂句部分3.6685的均分。
成对样本检验表显示t=-8.569,Sig显著值是0.000<0.05,这表明学生在加工输出复杂句时所涉及

的语言表征方式和其在加工输出简单句时所涉及的语言表征方式有显著性差异。结合表1中的均值可见,
学生在加工输出复杂句时对语法运算的依赖程度显著性高于他们在加工输出简单句时对语法运算的依赖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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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组间差异与组内差异

          简单句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1.751 3 .584 .893 .446
组内 115.686 177 .654
总数 117.436 180

复杂句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68.454 3 22.818 28.919 .000
组内 139.657 177 .789
总数 208.110 180

在上表中,简单句部分F=0.893,P >0.05,这表明不同年级学生在简单句部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复

杂句部分的F=28.919,P <0.05,该数值表明不同年级学生在复杂句部分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4 年级之间差异特征统计

组别 年级 均值 N 标准差 中值 均值的标准误 极小值 极大值

简单句部分

大一学生 2.8333 42 .76243 3.0000 .11765 2.00 4.00
大二学生 2.6383 47 .84508 3.0000 .12327 1.00 4.00
大三学生 2.8140 44 .85233 3.0000 .12998 1.00 4.00
大四学生 2.8980 48 .77041 3.0000 .11006 2.00 4.00

总计 2.7956 181 .80773 3.0000 .06004 1.00 4.00

复杂句部分

大一学生 4.2619 42 .85709 4.0000 .13225 2.00 5.00
大二学生 4.1064 47 .84014 4.0000 .12255 2.00 5.00
大三学生 3.6591 44 1.05529 4.0000 .15909 2.00 5.00
大四学生 2.7292 48 .81839 3.0000 .11813 1.00 4.00

总计 3.6685 181 1.07525 4.0000 .07992 1.00 5.00

总体上看,大一到大四学生在复杂句部分的平均数值均按年级递减,结合不同年级学生在复杂句部分有

显著差异这一结论(参见表3)可以得出,五级量表数值随学生年级的增长显著性下降。结合表1和表2,可
以得出以下结论:

(1)所有调查对象在加工输出简单句时(需要表述的英语结构较为简单,且和汉语中的已有结构类似),
无意识调用完型语言结构的情况较为显著,该种情况支持以构式为单位的语言表征观;

(2)所有调查对象在加工输出复杂句时(需要表述的英语结构较为复杂,且需用到汉语中不存在的语法

结构),有意识依赖语法运算的情况较为显著,该种情况支持以语言知识以各类句法规则的形式在心智中得

到表征的观点;
(3)随着年级的上升,调查对象在加工输出复杂句时,他们体现的构式表征方式显著性增强,语法规则的

使用显著性降低。
3.2分析和讨论

就本文中的研究结果来看,对汉语为母语的英语专业学生来说,英语作为外语在他们心智中并非完全以

构式为单位进行表征,也不是完全以语法规则的形式得到表征。这不同于西方学界以母语为对象的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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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加工输出复杂句时,调查对象较大程度上需调用心智中的语法知识(依赖语法运算)。这一点可以基

于成对样本检验的数据得到证实,调查对象在加工输出复杂句时,其五级量表中的数值显著性高于其加工输

出简单句时所对应的五级量表数值。此外,访谈过程也进一步支撑了这一观点,例如有调查对象表示,当要

使用虚拟语气时,由于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语法结构,因此在表述过程中首先回想相关虚拟语气的语法规则,
然后再依据要表达的时态等对相关规则进行推理。在访谈过程中,调查对象同样也谈及了对定语从句等语

法规则的有意识运用。我们认为,复杂句在汉语中无对应结构时,学习者倾向于调用语法知识,并对其进行

运算、组配等操作。该种情况下很大程度上不涉及构式知识。
然而,随着学生年级的上升,学生在加工输出复杂句时,有意识地调用、操作语法知识的情况也随之显著

性降低,直接调用心智中已有的完型构式的情况显著性上升。这表明,随着学习者英语水平的提高,英语知

识的表征方式呈现从语法规则的形式逐渐向构式单位过渡的倾向。从本文的数据来看,该种过渡是不彻底

的,即无法使得所有英语知识都以构式为单位进行表征。
在加工输出简单句时,调查对象倾向于直接调用心智中已有的完型结构,即构式,而不考虑语法规则。

若加工输出的句式在汉语中存在相同或相类似的构式时,调查对象也更容易无意识的运用构式单位。成对

样本检验数据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在访谈过程中,所有调查对象均表示,在表述结构简单的高频结构时,无
须额外考虑语法规则便能无意识地直接表述完整的结构,例如,有调查对象提及,在表达“让我去做”时,无须

细想,能条件反射般形成“Letmedoit”这样的表达,没有考虑该表达的内部结构,而是将其作为整体直接使

用。Tomasello指出简单的句式在通过频繁重复输出在心智中得到强化,本文认为这种强化使得简单句式

固化为构式单位成为可能。[20]与此类似,在访谈中,调查对象也谈及,即使语句有点长,但若语句结构和汉语

结构存在对应,表述也无须考虑语句结构的内部规则,而是无意识地直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表述,如有调查

对象在访谈中表示,即使在表述英语的宾语从句时,没有多想这个句子涉及哪些语法知识,而是将其作为一

个整体进行表述,和表达汉语中宾语从句时的情景相似。简言之,就汉语为母语的英语专业学生来说,英语

作为外语的表征,在输出方面,既涉及构式信息,也涉及语法运算。两者具有互补性,发挥不同作用,且随着

学习者英语水平的提高,以构式单位的表征方式会随之显著性增强。基于以上讨论,可得出以下教学启示:
首先,可将构式观引入课堂教学以及课后自主学习。本文研究数据显示,构式的表征方式是高水平语言

能力的标志之一,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有意识地引入构式概念;在引入过程中,不仅需介绍构式单位的

形义配对特征、完型特征,还可强调图式性构式的构式义,学生在课后自主学习过程中也有意识地关注、操
练、强化。这样能促进学生有意识地形成更多的构式表征,将更多语言知识整合为心理完型结构,减少碎片

知识,使其英语表征方式更接近英语为母语的语用者的英语表征方式。
其次,在教材建设方面可以引入英汉构式对比。在教材中可将英汉常用构式进行对比,既比较相同之

处,也强调形义不同之处以及无对应之处,强化学生的认识,这样会减少学生在临时使用时所花的时间以及

对语法操作的额外认知负担。
最后,课程设置方面也可以做适当调整。目前认知语言学发展迅速,各类理论大量涌现,特别是构式理

论蓬勃发展,将这些研究发现运用到教学中是大有裨益的。在课堂教学中引荐一点有好处,但远远不够,在
课程设置方面,可以适当增加系统引入这类知识的课程,如素质拓展课之类的选修课,讲解得不用太深,但可

以比较系统。

4结语

本文从两代认知科学理论对语言知识心智表征的争论出发,以书面输出为切入点,分析了英语作为外

语,在母语为汉语的本科生心智中的表征特征。本文的研究结果既不完全赞同构式表征观,也不完全支持语

法表征观,而是认为,英文作为外语,在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心智中既依赖以构式为单位的表征方式,依赖以

语法运算为方式的表征形式,两者具有互补功能,和所涉语言知识的复杂程度相关。学习者在加工输出简单

句时,倾向于依赖构式知识,加工输出长难句时,显著性依赖语法运算,且随着学习者英语水平的提高,在书

面输出过程中,依赖构式知识的情况显著性上升。另外,本文基于相关发现也提出了有关教学的启示。英语

作为外语的心智表征研究国内尚不多见,本文仅做了粗浅的尝试,更多问题还有待于专家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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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CharacteristicofMentalRepresentationofEnglishandTeachingImplications
YANGJing,LIUYin,WANGYujie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ChinaThreeGorgesUniversity,Yichang443002,China)

Abstract:Basedonthelinguisticrepresentationofcognitivelanguageinthetwogenerations,thispa-
perdoesempiricalresearchonChinesenativeEnglishMajorsandanalyzestheirmentalrepresentationof
Englishknowledge.TheresearchdatashowsthatfortheChineselearners,therepresentationofEnglish
knowledgeinvolvesconstructionalinformationandgrammaroperation;representationfeaturesrelateto
thecomplexityofEnglishknowledge;withtheimprovementoflearners'Englishlevel,thewaysofcon-
structionalrepresentationfeaturesincreasesignificantly.Atthesametime,thepaperdiscussessomepeda-
gogicalimplicationsbasedontheresultsofthestudy.

Keywords:mentalrepresentation;constructionalrepresentation;grammatical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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