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 

Education Research 

从心理词汇的角度对英语词汇教学的启示 
 
崔延琦 
西北师范大学 
DOI:10.32629/er.v3i4.2681 
 
[摘  要] 词汇是一门语言的根基,对于学习者来说是关键的部分,但也是较为困难的部分。对于词汇的研究,心理词汇已经是一个独立且活跃的

领域,许多心里语言家都致力于此,得出了大量的关于心理词汇的研究。心理词汇,又称为内部词汇或心理词典,指的是词汇知识在永久记忆中的

表征形式。本文主要通过探究二语心理词汇与母语心理词汇的不同,心理词汇的性质特点,及提取方式来阐述对英语词汇教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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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词汇习得在一门语言习得中占据重要地位,贯穿于整个学习外语

的过程。心理词汇不像是编撰完好的词典按字母排序的,许多实验表明,

心理词汇是按照语义网络的方式把词组织在一起从而存储在大脑的心理

表征。每一个二语习得者都有一个大容量且有序组织的母语词库,然后在

此基础建立自己的二语词库。心理词汇理论是从心理认知角度来研究心理

词汇的表征,并且揭示母语心理词汇和二语心理词汇的异同,从而对于二

语词汇的习得产生重要作用,尤其是指导外语词汇教学的有效开展,具有

至关重要的意义。 

1 母语心理词汇与二语心理词汇的差异 

近年有些研究尝试探索母语心理词汇结构和二语心理词汇结构的差

异。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大部分都以母语心理词汇为研究对象,因为很多学

者认为二语心理词汇的存储和运行方式和母语心理词汇大致一样。最早对

这二者之间的差异研究的学者之一是PaulMeara,他的研究得出结论,二语

心理词汇之间的联系不像母语心理词汇那样稳定,二语心理词汇和母语心

理词汇的语义联系有系统差异。张淑静通过词汇联想测试实验得出结论,

二语习得者产出的反应和母语者所产出的反应是不同的,进而可以说明二

语心理词汇和母语心理词汇有很大的差异。通过分析导致二者之间差异的

因素既有语言因素也有非语言因素。其中语言因素包括二语习得者对词义

理解的不准确以及二语心理词汇中语义联系的缺乏。那么非语言因素包括

地理环境导致的母语者所特有的反应,中西文化差异,经济因素,宗教信仰

的不同以及重大事件的影响等。其中西方文化差异是二语习得者深有体会

的,比如,在中国,我们会认为老鼠是一种胆小的动物,因此我们会说胆小

如鼠,但是在西方国家将兔子视为胆小的动物,因此就有了as timid as 

rabbit这种表达。这些因素都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二语心理词汇的

存储和提取。 

2 二语心理词汇的性质特点 

对于二语心理词汇的性质,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语音说：

即二语心理词汇是靠语音而联系起来的。Pa Mara在此方面做出了大量研

究并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二语心理词汇与母语心理词汇有重大区别,它不

会像母语词汇那样词与词之间的联系那么紧密,这时语音在二语心理词汇

的组织过程中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二语习得者主要依赖于语音来组织建

立自己的二语词库。(2)语义说：即二语心理词汇是靠语义而联系起来的。

持语义学者认为,二语心理词汇与母语心理词汇一样,语义关系占据主导

地位。Marca通过研究两组学习法语的英语学生对刺激词的反应类型测试,

结果表明,对于一个二语习得者,不管是母语还是二语,大部分都是语义反

应,仅有小一部分是语音反应。后来有许多学者通过实验探究都证明了此

观点。(3)句法说：句法说认为,二语心理词汇在本质上是组合型的,也就

是说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线性的修饰和搭配关系。Wotr通过比较

一组母语为日语的英语学习者和一组母语为英语者对两组刺激词的反应

类型,发现对于词频较低的不熟悉词汇,两组都表现出较为幼稚的反应,但

对于词频较高的熟悉词汇,母语组产出的聚合型反应较多,而非母语组产

出的组合型反应较多,最后得出结论,二语心理词汇虽然与母语心理词汇

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但对于非常熟悉的词汇,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句

法的联系在二语心理词汇的组织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许多心理语言学家旨在通过自由联想测试来调查二语心

理词汇的性质与发展。他们将受试分为初级英语组和高级英语组,发现两

组对母语心理词汇的反应差别不大,语义反应占绝对优势,仅有一小部分

是语音反应,这就表明母语心理词汇是通过语义而组织起来的。但两组受

试在二语心理词汇的反应中有很明显的差异。对于初级英语组,很大一部

分的二语心理词汇,初级英语学习者只有语音联系,不存在意义联系。也就

是他们的二语心理词汇本质上是语音联系的。对于高级英语组,他们的二

语心理词汇主要是通过语义联系起来的,就和母语心理词汇一样有着稳固

的语义联系。 

3 二语心理词汇的提取 

二语心理词汇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是被语言学家以及教育学家

所忽略的一个领域,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域被语言

学家所重视。研究者们开始探究词汇的记忆特点,重视课堂教学中的词汇

教学,一改以往课堂教学中,教师对词汇教学的忽视。因此词汇教学也不再

局限于先前对单词表的机械记忆。语言是认知的结果,在人类的大脑中,

一直都存在着一种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的主要作用就是将头脑中大量

的分散的、无次序的信息通过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并储存在我们的记忆

系统中,以便于这些信息能在被需要的时候迅速的提取和使用。但是值得

一提的是,心理词汇不仅仅是稳定的信息储存,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动态

的、变化的系统。 

4 二语心理词汇对教学的启示 

心理词汇的概念、性质特点、词汇的存储和提取方式为英语词汇教学

提供了新的视角。二语学习者主要依靠仅有的课堂时间学习英语,缺乏真

实的语言环境,学习英语词汇仅是凭重复拼读而机械记忆,因而不能快速

地,有效的习得外语。由于受到母语语义系统的影响,将注意力放在了词汇

的读音和拼写上,无法全面地准确地理解词义,达不到二语词汇的融合阶

段。因此,二语词汇的教学不能只是列出和解释词条,还要结合词汇的使用

频率、词汇的语境等,重视心理词汇的发展规律,帮助学习者重组二语心理

词库。 

(1)排除母语干扰,真正理解词汇：母语心理词汇与二语心理词汇在结

构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发现在二语词汇的教学中我们不仅仅要注

重词汇的拼读,更重要的是要让二语习得者真正的并且正确的理解词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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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含义,掌握词汇的内涵,还要掌握词汇的外延及其边缘,引申意。我们

都知道英语的一个词汇不仅仅表达一种含义,比如,run这个动词词汇,除

了我们知道大家熟知的跑这层含义外,还有经营的意思,因此就有了run a 

business的这种表达。因此只有全面的理解一个词汇,这样二语习得者才

能算是真正的掌握了这个词汇,他们才能准确自如地运用到自己的交流

中。而我们传统的词汇教学只是要求习得者机械的记忆英语词汇的拼写和

汉语意思,用汉语很难去翻译一个英语词汇的含义,这样不能完全的传达

原有词汇的准确含义,比如,new people在我国表达的意思就是刚刚完婚

的新婚夫妇,但在西方国家指的就是初次见面的人,所以我们不能简单机

械的记忆词汇的表面含义,所以在我们的词汇教学中,我们应该让习得者

全面,深刻的去体会一个词汇,这样才能掌握次词汇以达到二语词汇的语

义融合。 

(2)理解词汇发展过程,培养词汇联想能力：对于初级英语学习者和高

级英语学习者,他们的词汇表征方式不同,初级主要以语音为主,而高级主

要以语义为主,这样我们发现教不等于会,明确教过的词但仍有一部分学

生不知其意,这就说明教过一个词并不代表学生就学会了这个词,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我们切记,不要教完一个词,学生学习一边就可以仍在一边了,

词汇的学习我们需要不断的重复,才能达到永久记忆,更重要的是在每一

次的重复过程中,习得者不仅仅加深的是对一个词汇音,意的记忆,而是对

一个词会更深一层的理解和体会从而真正的全面的掌握这个词汇,使得让

习得者能够更好的从语音到语义表征的过渡。其次,我们也要重视语境的

作用,在语境中,学习者能遇到与目标词有关的许多词汇,比如搭配词,同

义词及反义词等。教师可以向学生推荐经典的原声电影、课外读物、英语

新闻等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增加学生对真实语境的接触和感知。

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为学生创设试听

结合,图文并茂的教学环境,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的体会和运用英语表达。

学生在多次的实际运用过程中体会语言的功能和魅力,了解二语和母语的

差別,从而构建和重组自己的二语心理词汇网络。 

(3)重视心理词汇的重组,增强词汇语义的联系：有时习得者不能够提

供一个语义反应,并不是因为学生的心理词汇中没有这样的一个语义反应,

而是习得者在潜意识不知道它与刺激词有联系或者习得者一时提取不出

该词。这就说明二语心理词汇需要重组,使得让它更有条理,提取更加有

效。导致缺乏语义联系的主要原因是母语中介,对于词汇来说,母语中介的

作用主要在传统的词汇教学中,根据单词表来学习新词汇。这种方式的缺

点是显而易见的,这种鼓励使用母语就直接减少了二语接触。因此,在词汇

教学中,我们应该做一些补救措施,重新学习那些单词表中的词汇,目的是

让习得者更加精确的理解词意和用法,还需要大量的读,听,说来接触这些

词汇的搭配,不同的词意以及语法特性,从而建立二语语义联系,这对二语

词汇的提取是非常重要有效的。高频词汇由于使用频率高,词义容易理解,

使用范围广,成为词汇教学的重点,因此在生词,新词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尽

量使用高频词汇或高频短语来解释生词,以加强生词与高频词的联系。这

样不仅促进生词的长时记忆,而且也提高了高频词的提取频率。当学习者

的二语词汇量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利用高频词汇解释生词还能够避免用

母语解释生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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