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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外语词汇习得是一个建立心理词汇的过程。在二语教学环境下，教师将间接学习和直接学习结合起来，更有助于学 

习者词汇的学习和词汇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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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习得是词汇在人的长时记忆中储存并随 

机取用。这种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词汇，是经过内 

化构成的内部词汇，也叫心理词汇。外语词汇习得 

是学习者心理词汇的积累过程，这种习得表现在 

词汇的意义被认知和理解，不受语境影响，能 自然 

地在情境中恰当使用，语音、语法正确。陈新仁【 

认知过程分析了外语词汇习得的特点。外语词汇 

习得过程包括输入、吸收 、储存和巩固，各个阶段 

各有特点。输入不连续、不充足，且主要来自课堂； 

同时输入同一词汇的多层意义 ，输入的词汇信息 

不完备；以词义为主要巩固对象，主要通过机械性 

复习来巩刨；主要以考试或写作作为反馈方式；以 

孤立词项为储存单位，且依托母语概念储存。由此 

可见，在外语学习环境下 ，外语词汇知识输入信 

息、途径较为单～，储存不稳固，缺少输出的语境， 

这样影响到学习者交际能力的提高。 
一

、直接学习 

词汇的直接学习指学习者作一些能将他们的 

注意力集中在词汇学习上的活动和练习，往往和 

各种有意识的词汇学习策略及记忆术等结合在一 

起 ，包括构词练习、猜词练习、背词汇表以及词汇 

游戏等。直接学习可以帮助学习者很快建立一定 

量的阅凄词汇量；帮助学习者将所遇到的生词与 

大脑里已经掌握的词整合起来；让学习者在不同 

的上下文中反复学习同一个词汇；促进词汇的深 

层次处理；有助于词汇的形象化和具体化；可以使 

用多种词汇学习方法。词汇的重复对于词汇记忆 

非常重要，学习者要真正掌握一个词需要反复接 

触该词。在二语学习环境下，只通过阅读难以有多 

次接触词汇的机会。教材中词汇的复现有利于词 

汇习得，目前教材中常用的基本词汇反复出现，但 

非核心词汇出现概率低。只有教师或教材科学系 

统的安排和设计 ，让学习者在短时间内反复接触 

和激活目标词汇，才能提高词汇习得效果。词汇量 

是衡量学习者词汇能力的一个标准，直接学习有 

利于二语学习者在有限的时问内扩大词汇量 ，帮 

助学习者很快建立一定量的阅读词汇量。研究者 

将词汇分为接受性词汇和产出性词汇，前者是通 

过语言输入获得的词汇，如听或读；后者用于语言 

输出，如说和写。二语学习者的产出性词汇能力较 

为薄弱，获得的词汇知识不能在语境中有效提取 

并恰当地运用。因而教师通过词汇练习或课堂活 

动提供词汇输出的机会。 

二、间接学习 

词汇的间接学习指的是学习者的注意力集中 

在某些其他的方面，尤其是集中在言语所传递的 

信息上，学习者往往不需要专门学习词汇就可以 

习得词汇。有些学者，如 Lauthr和 HulstijnI 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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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附带习得(incidental acquisition)，认为词汇习 

得是阅读过程的副产品。这是因为阅读是外语学 

习过程中最常见的获得词汇输入的途径 ，除最初 

的常用词需要刻意学习外，大量的的词汇是作为 

阅读过程中的附带产品获得的。由此看来，词汇附 

带习得的聚焦点是在文本层面而不是词汇层面。 

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是输入假设，即在阅读中通 

过大量可理解性输入习得词汇。这在母语词汇习 

得中可以得到解释。Nagyt3~指出由于词汇数量大， 

一 语学习者不可能只依赖课堂上的词汇学习来增 

长词汇，大量的词汇是在语境中习得的。他认为附 

带习得也适用于二语词汇习得，因为阅读材料的 

趣味性可以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动机，但前提是学 

习者接触大量的、丰富的可理解性输入。 

Riedet41从学习者的角度分析了二语词汇附带 

习得的认知过程 ，即“聚焦”和“充实”模式。一方 

面，某一生词在文章中的显著性，读者个人对该词 

的兴趣及其特定的阅读目的等，会确定他会用多 

大的努力推测该词词义，这是聚焦度。对生词的注 

意力或聚焦度受文本因素 (生词词义与文章内容 

的关系、出现的频率等)、学习者因素(个人兴趣、 

学习动机等)、环境因素(阅读目的、阅读时间等) 

的影响。另一方面，读者的阅读策略、语言知识及 

背景知识决定他能在多大程度上确定该词词义， 

这是充实度。这表明，如果聚焦度不够，学习者不 

会注意生词 ，也就不会猜测词义或绕过生词；如果 

充实度不够，则难以推测词义或无法进行正确推 

测。因此，通过阅读习得生词需要对该词的聚焦、 

充实的反复进行才能实现。 

Nationt~提出词汇学习分为直接式和间接式。 

问接式词汇学习发生的前提是学生对学习内容感 

兴趣，内容高于学生目前水平，如含有新词汇或表 

达，而且学生不会因学习新内容感到紧张。因为间 

接学习提供了语境，学习能够在语言的使用中达 

到学习目的，所以教师应该给学生提供更多间接 

式词汇学习机会。掌握接受性词汇需要了解其词 

义、语境中的特殊含义以及相关的词汇搭配等。而 

产出性词汇的掌握还包括了解使用的场合和出现 

的频率。阅读有利于习得词汇的知识，如习惯搭 

配、语法意义以及相关的语义群等。但 sokmen同认 

为仅仅关注间接学习是不够的，尤其是语境中猜 

测词义的方法会带来一些问题：第一，从上下文中 

猜词来习得词汇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第二，猜测 

词义容易出错；第三，即使学习者能使用灵活的阅 

读策略进行词义猜测，但由于其他词汇知识不足， 

造成阅读理解的困难 ；第四，过多强调猜词忽略了 

学习者其他不同的习得词汇的方式；第五，不一定 

产生长时记忆。在上下文中学习词汇，我们应该考 

虑上下文的难易程度。利用上下文对词义进行猜 

测是一种词汇学习策略，但如果上下文过难，猜测 

就无法进行。学生如通过阅读来习得词汇，最好选 

择学生熟悉的题材或难度不高的文章。难度太大 

的文章对词汇学习的帮助甚微 ，和背词汇表没有 

区别。董燕萍等『7J对上下文是否有利于习得一些基 

本的词汇知识，如拼写和意义，进行了研究。她们 

考察在三种不同的学习条件下学习词义和词形的 

效果。实验研究表明，内容易懂的上下文，不论从 

短期效果还是长期效果上看，都比单词表有利于 

对词汇意义的记忆。而内容费解的短文在词义和 

词形的记忆效果方面与单词表没有区别。也就是 

说，如果要记住词汇的意思，应该结合内容易懂得 

的上下文学习。但要记住词形和巩固学习效果，必 

须在短期内重复接触该词。 

Nationt~ 为间接学习和直接学习是一个连续 

体：教学材料不包括词汇的学习，但材料的选择和 

安排考虑了词汇因素，例如使用简化的原版读物； 

词汇在出现理解困难时有教师当场解释；词汇学 

习与其他语言活动结合在一起，如在学习一篇阅 

读文章之前讲授文中的生词或在辩论之前提供一 

些相关的主题词汇；课内或课外专门的词汇学习 

活动，如拼写规则的学习、词典的使用、猜测词义、 

生词表学习等。学习者在词汇学习中往往选择多 

种形式和途径，而不是某一种。直接学习和间接学 

习的效果与学习者的水平以及词汇学习的具体内 

容有关。水平越高的学习者间接效果就越好。这说 

明，水平低的学习者可能更需要一定量的直接学 

习。由于词汇搭配的特殊性，建议至少在学生母语 

一 致的课堂上讲授和母语搭配不同的词汇搭配。 

因此课堂上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学习语块，而 

不是语法等内容。词汇搭配需要一定量的直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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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董燕萍I 7】通过中国学生交际英语课堂发现，在 

交际教学法间接学习的基础上增加直接学习，如 

查词典 、做词汇练习，有助于学习者的词汇产出能 

力提高，尤其是对较低水平的学习者而言。对同一 

个词来说 ，能够在上下文中猜出这个词的意思不 

等于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说出或写出这个词，学习 

者需要更多的接触，需要一定的直接学习。直接学 

习是间接学习的有效补充。 

三、结语 

外语词汇习得是一个建立心理词汇的过程。 

任何人的心理词汇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学习 

中一直不断变化 、发展和丰富。心理词汇储存在人 

的长时记忆中，词汇信息可长期保持 ，并随时提取 

使用。词汇学习的目的是在言语交际中恰当使用 

词汇，但使用的前提是学习者要不断积累和丰富 

心理词汇。根据信息加工原理，进入短时记忆的信 

息如不反复重复，不会进入长时记忆，而且很快遗 

忘。因而学习者应采用各种词汇学习策略和词汇 

的直接学习途径记忆和巩固词汇。恰当地使用词 

汇需要获得词汇丰富的信息，如意义、搭配、文体、 

语用、语篇等知识 ，这些知识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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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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