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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二语研究者和语言教师们广泛认为词汇

学习对于二语学习者是极为重要的& 词汇学习主要

有两 种 途 径( 即 有 意 词 汇 学 习 # *%.,%.*"%&'

+"3&G#'&$/ ',&$%*%2$ 和词汇附带习得 #*%3*4,%.&'

+"3&G#'&$/ &3V#*-*.*"% $ & 8&2/% @,$<&% 和

A%4,$-"%最早在母语学习领域提出词汇的附带习

得+&,

& 8&.*"%认为词汇附带习得是指学习者通过了

解语言传递的信息而不需要专门学习词汇% 因而可

以附带学习词汇的一种词汇习得方法+$,

& P&#(,$对

词汇附带习得则有更详尽的表述% 他指出( 相对于

有意词汇学习而言% 词汇附带习得是学习者在通过

完成其他诸如英语阅读' 听力' 口语任务的同时%



#第 $ 期 周丹妮% 等( 阅读任务在二语词汇附带习得中的效果 #

其注意力并非在背记单词上% 却不经意间附带习得

了单词+!,

& 许多研究者都较为认同这一观点&

虽然词汇附带习得研究尚不深入' 全面% 但其

研究范围比较广泛& D"&4/

++,通过大量相关研究%

证明通过阅读% 学习者可以有效地附带习得词汇&

N*%对 !阅读强化方式" 进行了检验性研究% 结

果证实了阅读强化方式对于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的

有效性% 即不论是在产出维度还是词汇知识的接受

方面% 阅读强化方式均能促进更多词汇知识的习得

和保持+*,

& 0/4"$,%C"研究了词汇附带习得与输入

模态之间的相关性+(,

& 再者% D1,% W5$#-3"..等以

中级水平学习者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不同语境下目标

词复现频率与词汇附带习得之间的相关性+',

&

I$"F% ,.&'比较了听故事' 听读故事和阅读故事三

种不同类型输入对词汇附带习得的影响+,,

& 此外%

P&#(,$W@#-.*=%对二语为英语的学习者进行平行实

验% 通过完成不同的阅读任务附带习得词汇+",

&

国内学者也做了词汇附带习得的研究& 苗丽霞+&%,

'

盖淑华+&&,等从研究起源' 影响因素' 强化习得效

果的任务等方面对词汇附带习得作了具体深入的介

绍% 并回顾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在实证研究方

面% 邵艳春+&$ )&!,

' 盖淑华+&+,分别探讨了两种不同

的阅读目的对于非英语专业学生和英语专业学生词

汇附带习得的影响& 也有学者探讨了不同的阅读任

务在词汇附带习得中的效果& 吴旭东+&*,对大学二

年级学生进行实验% 比较 + 种不同投入量的阅读任

务类型对词汇附带习得效果的影响% 他认为任务投

入量差异未产生明显效果& 而汪红' 甄薇薇+&(,却

发现投入量大的任务能帮助学习者获得较好的习得

效果& 此外% 对于学习者的英语水平% 国内一些学

者探讨了这一因素对于词汇附带习得的影响& 由此

可见% 在自然阅读中词汇是可以附带习得的& 许多

研究者已经对阅读中的词汇附带习得做了研究并证

明了其有效性% 但笔者发现对于结合 :0?阅读材

料' 阅读目的和阅读任务这些可能因素对词汇附带

习得影响的研究并不多& 鉴于此% 本文进行一项实

验% 以比较不同投入量的阅读任务和阅读目的对词

汇附带习得的影响&

一' 理论背景

:: #一$ 注意假设

按照031<*4.的注意假设% 输入必须通过注意

才能转化为吸收% 如果缺少注意% 学习则是不可能

发生的+&',

& 对于 !使学习发生所需的注意力程度

和类型" % 研究者们有不同的看法% 但 !学习发生

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注意力" % 即注意力是使习

得发生的必要条件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 此外%

注意的质量决定进一步加工的质量% 即学习者保持

对词汇更高质量的注意力会提高加工的深度' 附码

的充分性' 细化的程度和信息加工的质量% 进而能

对词汇有更好的保留效果&

:: #二$ 深层加工层次理论

D$&*C和'"3C1&$.认为 !更深层次的加工能产

生更好的反馈或再现效果"

+&,,

% 这一观点的主要假

设是不同的加工层次决定了不同的有效记忆* 加工

层次越深% 记忆再现效果越好& 信息保持的时间长

度受加工层次的影响% 即加工的层次越深% 信息保

持的时间越长& 根据深层加工层次理论% 加工层次

被分为两大类( 深层编码与浅层编码% 浅层编码法

是指学习者将注意力放在单词形式和读音特征方面

的记忆法% 如通过单词表' 拼写等来习得词汇& 而

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语义特征方面的记忆法被称为

深层编码法% 如通过阅读中的上下文等来习得词

汇& 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深层编码& 深层加工层次

理论为词汇附带习得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前景&

二' 实验设计

:: #一$ 研究问题

在上述理论及研究实践的基础上% 作者提出以

下三个研究问题( &$ 在阅读石油英语材料后% 学

习者是否能够注意到目标词汇/ $$ 在 :0?阅读

中% 不同的阅读目的在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的效果上

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 在:0?阅读中% 不同的

阅读任务在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的效果上是否存在显

著性差异/

:: #二$ 受试

在本次研究中% 受试者为某高校非英语专业二

年级 * 个英语自然班的 &$, 名学生% 其中 & 个班作

为控制组% 另外 + 个班作为实验组% * 组受试者分

别在不同的阅读目的下完成不同的阅读任务& 在本

实验中% 作者设计了两个阅读目的( 理解语篇细节

和了解语篇主题& 此外% 作者还设定了 + 个不同的

阅读任务% 分别是( 阅读后造句' 阅读后写作文'

阅读理解单选题以及阅读后选词填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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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 首先% 阅读材料被分发给 * 组受试

者& 第一组和第二组主要侧重于 !了解语篇主题"

的阅读目的% 第三组和第五组侧重于 !理解语篇

细节" 的阅读目的& 第四组是对照组% 没有阅读

目的& 同时% 为了进一步避免受试者改变原始阅读

目的% 作者设置相关的阅读任务以此来控制受试者

在阅读过程中实现相关的阅读目的& 其中% !了解

语篇主题" 的阅读目的包含两个阅读任务% 分别

是阅读理解单选题' 阅读后写作文% 需要 $ 个实验

组完成* !理解语篇细节" 的阅读目的包含两个阅

读任务% 分别是阅读后选词填空和阅读后造句% 同

样需要 $ 个实验组完成&

阅读理解单选题组' 写作文组' 选词填空组和

造句组要求受试者在 $% 分钟内阅读一篇石油英语

阅读材料后% 分别完成相应组别设置的阅读任务(

即阅读理解组完成 * 个阅读理解单选题* 写作组要

求至少用 &%% 个词以自己的话重写文章大意* 选词

填空组需要用所给的 ( 个词的正确形式填补 ( 个句

子的空缺* 造句组需要用所给的 ( 个目标词造句*

而控制组只需受试者在 $% 分钟内仔细阅读一篇石

油英语阅读材料&

对 *组受试者上学期期末英语测试结果进行分析

发现% 他们的英语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0*27E%7!*"$&

:: #三$ 研究工具

研究所用工具包括一篇字数约为 $'%' 生词的

覆盖程度为 $7$>的石油英语阅读材料% 文章中所

选的 ( 个目标词' 一份即时目标词汇调查问卷以及

一项目标词汇后测&

* 组学生都参加即时词汇调查问卷和目标词汇

后测两个测试& 两次测试内容相同% 时间间隔为

& 周&所有学生在一定的阅读目的指导下完成指定

阅读任务% 收回阅读材料% 立即进行即时目标词汇

调查问卷测试& 在受试者结束即时调查问卷 & 周后

进行目标词汇后测& 测试单词共 ( 个% 单词的评分

方法采用 ?&$*G&C1.和E,-31,设计的词汇知识量表

#6"3&G#'&$/ Y%"F',42,03&',% 简称 6Y0$ 测量学

生对单词的习得情况& 6Y0是一个 * 分量表% 可

以测量学习者的词汇知识& 量表分为 * 种不同的维

度% 维度和评分标准如下( &$ 我没有见过这个词

#% 分% 没见过$ * $$ 我见过这个词% 但是我不知

道它的意思 #& 分% 见过% 但不知道意思% 或猜出

的意思完全错误$ * !$ 我见过这个词% 我猜它的

意思是22 #$ 分% 给出的母语解释有一部分正

确$ * +$ 我肯定它的意思是22 #! 分% 能给出

这个词的正确的母语解释或近义词$ * *$ 我能用

它造句( 22 #做 * 之前必须先做 +$ #+ 分% 能在

句子中使用这个词的恰当意思$ * ($ 使用这个词

我能保证语法正确 #* 分% 能在句子中使用这个词

的恰当的意思% 并且语法正确$ &

:: #四$ 实验步骤

首先% 将阅读材料发放给 * 组受试者& 受试者

利用 $% 分钟阅读完成石油英语阅读材料后% 阅读

材料立即收回& 然后进行即时词汇调查问卷& 一周

后% 进行目标词汇后测% 检测受试者记住了多少目

标词汇& 最后% 对即时词汇调查问卷和目标词汇后

测收集的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三' 结果与讨论

:: #一$ 研究问题 9$ 的结果与讨论

根据实验设计可知% 在 ( 个目标词汇全部正确

习得的情况下% 即时调查问卷统计结果的最大值为

!% 分% 最小值为 ( 分& 表 & 对比了 * 个受试组在

两种不同阅读目的下% 完成不同的阅读任务后

#第 + 组除外$ 即时词汇注意的情况& 受试者在即

时调查问卷中取得的成绩将用 0?00&"7% 统计分析

软件进行分析& 统计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9:即时调查问卷的描述性统计

3'6>9:!"#+*$M,$A"#,',$#,$+#-.$??"($',"W0"#,$-&&'$*"

阅读
目的

阅读
任务组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
值

最大
值

了解语篇
主题

阅读理解组 $, "7%% &7*' ( &*

写作文组# $+ &*7+" !7!* &$ $%

理解语篇
细节

选词填空组 $* &$7%% !7(( , &,

造句组## $( $'7$! (7+" $& !%

控制组## $* ,7%% $7&, + &!

从表 &的描述统计结果可以发现% 各组都注意

到了目标词汇 #均值都大于 %$& 相对于没有阅读任

务和阅读目的的控制组% 带有阅读目的和阅读任务

的其他 +组% 受试者能够更好地注意到词汇& #均值

分别为 "7%%% &*7+"% &$7%%% $'7$!$& 其中% 造句

组在即时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中的均值为 $'7$!% 远

远高于其他 + 个实验组% 因此其受试者能够更多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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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词汇& 结果表明( 二语学习者在:0?阅读中

通过完成阅读目的和任务能够更好地注意词汇&

:: #二$ 研究问题 ;$ 的结果与讨论

为了进一步验证不同阅读目的对学习者二语词

汇习得效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作者也分别进行了

不同阅读目的组间独立样本 1检验对比& 如表 $'

表 ! 所示&

组 & 是了解语篇主题组% 组 $ 是理解语篇细节

组% 其均值分别是 $7%( 和 !7$"&从表 ! 看% 0*27E

%7%%&%0*27H%7%*% 此外% 差分的 "*>置信区间的

下限和上限分别是 )&7"$'和 )%7*!"%没有跨越 %%

这表明% 两个不同的阅读目的在二语词汇附带习得

的效果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了

解语篇主题组的均值是 $7%(%而理解语篇细节组的

均值是 !7$"%这表明( 理解语篇细节的阅读目的二

语词汇附带习得的效果比了解语篇主题的阅读目的

更好% 且两者之间在 %7%*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这一研究结果与邵艳春的研究结果一致&

表 ;:两个阅读目的在目标词汇后测中的统计量

3'6>;:F,',$#,$+#-.,1- *"'($&% M0*M-#"#$&M-#,,"#,

组别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
标准误差

了解语篇主题组 *$ $7%( &7!+* %7&"$

理解语篇细节组 *& !7$" $7%($ %7$,"

表 I:两个阅读目的在目标词汇后测中独立样本检验

3'6>I:K&("M"&("&,#'?M@"#,"#,-.,1- *"'($&% M0*M-#"#$&M-#,,"#,

项 目

方差方程的P,+,%,检验

'值
显著性
检验值

均值方程的1检验

5分数 自由度
显著性检验
值#双侧$

差分的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假设方差相等 $%7*&% %7%%% )!7*$( ",7%%% %7%%& )&7"$' )%7*!"

假设方差不相等 ) ) )!7*** ,(7+$" %7%%& )&7"$$ )%7*+!

:: #三$ 研究问题 I$ 的结果与讨论

本文整理统计出 &$, 名受试者在 + 个不同的阅

读任务下目标词汇后测的结果& 表 + 呈现 * 组受试

者在目标词汇后测中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从表 + 可

以得出% 造句组的均值最高% 为 +7*+& 控制组的

均值最低% 为 &7*(& 因此% 在 * 个实验组中% 造

句组在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的效果上最好& 后测结果

的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 造句组' 写作组' 选词填

空组' 阅读理解组以及控制组& 这一结果部分支持

了投入量假设( 造句和写作文以及选词填空任务比

阅读理解选择题组的投入量大% 因而% 前三项阅读

任务所产生的记忆效果显著大于后者% 这一结果与

黄燕+&",以及@#'-.*=% WP&#(,$

+",所做的研究结果大

致吻合& 因此% 为了实现不同的阅读目的% 学习者

会根据一定的阅读任务诱发对语篇' 语义进行不同

层次的加工% 从而产出不同的词汇附带习得的

结果&

##即使受试者可以在没有任何阅读任务和阅读目

的条件下% 通过阅读习得词汇* 但实验数据分析表

明% 带有一定的阅读任务和阅读目的的阅读材料可

以更好地促进受试者的通过阅读附带习得词汇&

表 X:= 个实验组在目标词汇后测中描述性统计

3'6>X:!"#+*$M,$A"#,',$#,$+#-.,2"*"#0@,#-.

.$A"%*-0M#0&("*M-#,,"#,

组别 人数 均值

均值的 "*>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极小值 极大值

阅读理解
单选题组

$, &7," &7!" $7!" % (

写作组 $+ $7*, $7%( !7&& & (

选词填空组 $* $7%% &7+* $7** % (

控制组 $* &7*( &7%+ $7%, % +

造句组 $( +7*+ !7', *7!% & (

总数 &$, $7*$ $7$& $7,$ % (

##再者% 为了研究不同阅读任务对 P$ M6A词汇

后测中的影响% 作者使用多重比较来获得不同阅读

任务和目标词汇习得间的数据关系& 表 * 总结了

* 个实验组的多重比较的结果&

##根据表 * 不同实验组间的多重比较% 比较所述

的第一组和第二组% 笔者发现% "*>置信区间的下

限和上限的分别为)&7+' 和 %7%"% 分别与 % 交叉%

同时% 0*27值为 %7%,+ # I%7%*$ % 这表明% 阅读

理解单选题组的成绩和写作组没有呈现显著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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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类推% 不同实验组间的多重比较表明( 阅读理

解单选题组与造句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0*27E

%7%%%% 0*27H%7%*$* 写作文组与控制组' 造句组

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0*27值分别为 %7%&! 和

%7%%%%0*27H%7%*$* 选词填空组与造句组之间存

在显著性差异 #0*27E%7%%%% 0*27H%7%*$* 控制

组与写作文组' 造句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0*27

值分别为 %7%&! 和 %7%%%% 0*27H%7%*$* 造句组与

阅读理解单选题组' 写作文组' 选词填空组' 控制

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0*27值全部为 %7%%%$&

表 =:不同阅读任务在目标词汇后测中的多重比较结果

3'6>=:Y0@,$M@"+-?M'*$#-&#6",1""&($.."*"&,*"'($&% ,'#O#0&("*M-#,,"#,

分数

#M$组别 #!$组别 均值差 标准误差值 显著性检验值
"*>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阅读理解
单选题组

$ )%7("% %7!"( %7%,+ )&7+' %7%"

! )%7&%' %7!"$ %7',* )%7,, %7('

+ %7!!! %7!"$ %7!"' )%7++ &7&&

* )$7

(+(

"

%7!,, %7%%% )!7+& )&7,,

写作组

& %7("% %7!"( %7%,+ )%7%" &7+'

! %7*,! %7+%' %7&*+ )%7$$ &7!"

+ &7

%$!

"

%7+%' %7%&! %7$$ &7,!

* )&7

"**

"

%7+%! %7%%% )$7'* )&7&(

选词填空组

& %7&%' %7!"$ %7',* )%7(' %7,,

$ )%7*,! %7+%' %7&*+ )&7!" %7$$

+ %7++% %7+%! %7$'' )%7!( &7$+

* )$7

*!,

"

%7!"" %7%%% )!7!! )&7'*

控制组

& )%7!!! %7!"$ %7!"' )&7&& %7++

$ &7

%$!

"

%7+%' %7%&! )&7,! )%7$$

! )%7++% %7+%! %7$'' )&7$+ %7!(

* )$7

"',

"

%7!"" %7%%% )!7'' )$7&"

造句组

& $7

(+(

"

%7!,, %7%%% &7,, !7+&

$ &7

"**

"

%7+%! %7%%% &7&( $7'*

! $7

*!,

"

%7!"" %7%%% &7'* !7!!

+ $7

"',

"

%7!"" %7%%% $7&" !7''

##

"

平均差异在 %7%* 水平上是显著的&

##综上所述% 根据表 + 和表 *% 可以得出结论%

相对于其他的阅读任务% 造句的阅读任务可以最好

地促进受试者的词汇附带习得&

此外% 为了进一步验证在同一阅读目的下% 哪

个阅读任务更有助于二语学习者的词汇附带习得%

表 ( G" 分别呈现了组 & 和组 $ 的分数&

##组 & 和组 $ 属于语篇主题% 其均值分别是&7,"

和 $7*,% 从表 ' 可以看出% "*>置信区间的下限

和上限的分别为)&7!"" 和 %7%&"% 分别与 % 交叉%

同时% 0*27值为 %7%*( # I%7%*$& 因此% 笔者可

以得出结论% 在了解语篇主题的阅读任务下% 阅读

理解单选题组和写作文组在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的效

果上区别不大&

表 D:同一阅读目的下不同阅读任务在目标词汇

后测的统计量

3'6>D:F,',$#,$+#-.,1- *"'($&% ,'#O#0&("*-&"#'?"

*"'($&% M0*M-#"#($#+-0*#",-M$+$ $&M-#,,"#,

组别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差

阅读理解
单选题组

$, &7," &7$,( %7$+!

写作组 $+ $7*, &7$+, %7$**

+$&



#第 $ 期 周丹妮% 等( 阅读任务在二语词汇附带习得中的效果 #

表 J:同一阅读目的下不同阅读任务在目标词汇后测中独立样本检验

3'6>J:K&("M"&("&,#'?M@"#,"#,-.,1- *"'($&% ,'#O#0&("*-&"#'?"*"'($&% M0*M-#"#($#+-0*#",-M$+$ $&M-#,,"#,

项 目

方差方程的P,+,%,检验

'值 显著性检验值

均值方程的1检验

5分数 自由度
显著性检验值

#双侧$

差分的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假设方差相等 %7&," %7((* )&7"*( *%7%%% %7%*( )&7!"" %7%&"

假设方差不相等 ) ) )&7"(& +"7$%! %7%*( )&7!", %7%&'

##在理解语篇细节的阅读目的下% 两个不同的阅

读任务选词填空和造句% 对于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的

效果% 如表 ,' " 所示&

##组 ! 和组 * 属于语篇细节% 它们的均值分别是

$7%% 和 +7*+% 从表 " 可以看出% "*>置信区间的

下限和上限的分别为 )!7+*' 和 )&7($%% 没有与

% 交叉% 同时% 0*27值为 %7%%% # H%7%*$& 因此%

笔者可以得出结论% 在理解语篇细节的阅读任务

下% 选词填空和造句对于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的效果

具有显著性差异&

表 Z:同一阅读目的下不同阅读任务在

目标词汇后测的统计量

3'6>Z:F,',$#,$+#-.,1- *"'($&% ,'#O#0&("*-&"#'?"

*"'($&% M0*M-#"#($#+-0*#"(",'$@$ $&M-#,,"#,

组别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差

选词填空组 $* $7%% &7!$! %7$(*

造句组## $( +7*+ &7,,& %7!("

表 R:同一阅读目的下不同阅读任务在目标词汇后测中独立样本检验

3'6>R:K&("M"&("&,#'?M@"#,"#,-.,1- *"'($&% ,'#O#0&("*-&"#'?"*"'($&% M0*M-#"#($#+-0*#"(",'$@$ $&M-#,,"#,

项 目

方差方程的P,+,%,检验

'值 显著性检验值

均值方程的1检验

5分数 自由度
显著性检验值

#双侧$

差分的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设方差相等 &%7"$, %7%%$ )*7**+ +"7%%% %7%%% )!7+*' )&7($%

假设方差不相等 ) ) )*7*"$ ++7"+* %7%%% )!7+*! )&7($+

##实验结果表明% 借助 :0?阅读材料% 阅读任

务对二语词汇附带习得 #M6A$ 中的效果确实存

在& 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此外% 在四个任

务中% 造句组的任务在目标词汇后测中的二语词汇

附带习得效果最好& 其他三个任务也有一定的词汇

习得& 在这一点上% 以往的研究结果同样适用于第

二语言的学习者&

四' 结束语

本文研究对比了不同投入量的阅读任务和阅读

目的对词汇附带习得的影响& 实验表明% 受试者可

以通过阅读 :0?阅读材料附带习得词汇& 调查问

卷的结果表明( 受试者在阅读完 :0?阅读材料后%

可以注意一些甚至是所有的目标词汇& 且不论是哪

种阅读目的和阅读任务% 受试者都能够或多或少地

习得一些目标词汇% 这就进一步论证了英语学习者

可以通过阅读 :0?阅读材料附带习得词汇& 理解

语篇细节的阅读目的比了解语篇主题的阅读目的%

能更好地让受试者附带习得词汇& 研究也发现% 相

对于其他 ! 个阅读任务% 造句能产生最好的附带词

汇习得效果& 毫无疑问% 仅仅只有阅读材料而没有

阅读目的和任务% 词汇附带习得效果不佳&

此外% 本研究发现% 在后测中% 词汇保留效果

仍然存在& 阅读目的和阅读任务可以帮助学习者在

阅读中记忆新词汇& 在教学方面% 为了更好地实施

在:0?阅读中二语词汇附带习得% 学生应被放在

整个学习活动的中心位置& 根据不同的阅读任务%

学生们应该更积极地参与阅读% 并获得更多的词

汇& 更重要的是% 教师对于阅读任务设计和分配%

应该根据学生的语言能力& 虽然% 在一般情况下%

要求更高的任务可能会更加有助于词汇的注意和习

得% 但它并非总是如此& 因此% 阅读任务的设计不

能太难% 这一观点恰巧与Y$&-1,% 的输入假设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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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一致&

本研究对词汇习得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

义& 但还存在实验样本相对较小% 前测与后测间

距时间较短等方面的局限性& 未来研究可以采用更

大的样本量以进一步探讨词汇附带习得的影响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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