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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量研究表明，广泛阅读能促进二语学习者附带习得一定程度的词汇知识。词汇附带习得研究逐渐

由关注所习得的词汇量等具体现象，转移到关注学习者词汇认知加工过程上来。在划分词汇附带习得类型的基础

上，界定阅读中词汇附带习得的概念。通过梳理和回顾阅读中词汇附带习得的研究方法和影响因素，指出未来研究

应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探讨个体语言认知技能这一影响因素，为阅读中词汇附带习得研究提供新的思考与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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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丰富的二语词汇知识对流利使用二语进行

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从学习者的不同需求、

教学进度以及教学时间安排来看，将大量的时间投

入词汇知识教学，对英语教学来说往往难以实现。

因此，二语学习者若能通过广泛阅读，达到附带习

得词汇的目的，这对词汇量的扩展将大有裨益。研

究者们为探讨阅读过程中词汇附带习得的效果，从

不同方面展开研究，以现有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划

分词汇附带习得的类型，并以此进一步界定阅读中

词汇附带习得的概念，阐述阅读词汇附带习得的研

究方法，系统梳理阅读过程中词汇附带习得的影响

因素，以期为国内外相关研究和二语词汇教学提供

借鉴。

一、词汇附带习得概念及主要类型

在考察词汇附带习得的研究中，二语学习者须

按要求完成指定的信息加工任务，并在未被告知有

读后词汇测试的前提下，根据记忆完成词汇测试任

务［1］。关于“词汇附带习得”一词，研究者们有着

不同的定义。Schmidt［2］从更广义、更具教育性的角

度将词汇附带习得定义为一种不带特定学习目的

( 如词汇学习) 的学习活动，并且该学习活动是以

完成其他任务 ( 如交流) 为主要目标。其中最受认

同的是 Laufer［3］提出的，学生通过完成阅读英语文

章或听英语歌曲等任务，附加习得了一定程度的词

汇知识。

综合现有的实证研究，词汇附带习得可分为单

模态、双模态和多模态词汇附带习得三种主要类型。

单模态下的词汇附带习得主要以书面信息或听觉信

息的输入为主［4］; 双模态下的词汇附带习得主要以

书面信息与听觉信息相结合的信息输入形式考察词

汇附带习得［5］; 多模态下的词汇附带习得主要在书

面信息和听觉信息输入的基础上，结合视觉信息的

输入［6］。由于词汇学习最常作为阅读活动过程中的

副产品而为人所熟知［7］，且许多研究者认为词汇的

学习需要同时关注到词汇的形式和意义［8］，因此大

部分研究者认为词汇学习主要发生于广泛阅读中。

在阅读过程中，二语读者能够通过上下文对词义进

行猜测，从而建立单词形式与意义的联结，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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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离不开学习者的已有词汇知识水平。Nation ［9］

和 Laufer ［10］认为，只有当学习者至少掌握阅读文本

中 95%的词汇，才能帮助其有效利用文本信息，理

解文本大意。以此出发，认为阅读中的词汇附带习

得应当是二语学习者在阅读文本 ( 如短句、段落或

篇章) 过程中，遇到新词出现阅读理解受阻等情

况，而对新词产生额外关注，并在阅读过程中通过

上下文语境不断地猜测新词词义，从而理解文本大

意并附带习得了一定程度的词汇知识。

二、词汇附带习得研究方法

词汇附带习得能否发生，最重要的前提是二语

学习者能否对词汇的形式产生注意，主动地从文本

阅读转向单词层面的词义理解［11］。因而在阅读过程

中产生词汇附带习得的相关研究中，词汇附带习得

由原先的只关注习得的词汇量等具体现象，逐渐转

移到关注学习者的词汇认知加工过程，即生词如何

在语境中被阅读，以及学习者的阅读行为如何随阅

读过程的不断发展而发生变化。为探究学习者在阅

读过程中遇到生词时所采用的认知策略，研究者尝

试使用口头报告 ( 如有声思维和回溯性访谈) 的定

性方法以及在线眼动跟踪技术的定量研究，揭开阅

读中词汇附带习得认知过程的神秘面纱。

( 一) 口头报告

口头报告 ( verbal reports，如有声思维和回溯性

访谈) 作为研究认知过程的方法，在词汇附带习得

认知 过 程 的 研 究 领 域 中 被 广 泛 使 用。有 声 思 维

( Think－Aloud Protocol) 鼓励被试口述头脑中的思维

活动，研究者完成对被试口述内容的录制后，将其

转录成文字材料加以分析。Alanen［12］尝试采用有声

思维对比含有外显信息和内隐信息的文本对词汇形

态习得的不同强化作用。研究表明，学习者一旦注

意到词汇形态，至少有所习得。相较于以往的研究

方法，这种口头报告的方式在进一步探究学习者的

认知过程方面有明显效果，但是学习者往往不能即

时报告其认知过程，如在回溯性访谈过程中，被试

受记忆的限制以及受重构过程的影响，在其回忆的

数据中可能包含额外的信息，使得回溯法比有声思

维更容易为人所质疑［13］。并且由于口头报告的结果

也可能受指导语、所给材料以及数据分析的性质等

变量的影响［14］，导致被试可能无法完整地报告信

息［15］，即被试可能只报告他们意识到的内容，或是

他们决定要报告的内容。回溯性访谈是指研究者在

实验后，通过对被试进行面对面的提问，进一步明

确被试于有声思维中表达不完整或不明确的内容，

因而回溯性访谈通常作为有声思维的补充［16］。

( 二) 在线眼动跟踪技术

尽管研究者尝试使用口头报告如有声思维或回

溯性访谈等方式追踪被试的词汇习得过程轨迹，但

这些方法在时间和准确性上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影

响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Pellicer－Sanchez［17］认为

可以采用更能实时、准确捕捉被试词汇认知加工过

程的在线眼动跟踪技术，并结合线下读后词汇测试，

使得生词在语境中被阅读以及被试的阅读行为如何

随词汇出现频率增加而发生变化等问题得到更好地

解决。

在应用语言学领域，眼动跟踪技术获得越来越

多的认知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的关注［18］。基于

两点关键基本假设，眼动跟踪技术被认为是 “能够

使眼球成为进入大脑的一扇窗”的一个工具［19］，即

研究者能够通过观察和分析眼球运动情况，推测出

被试的大脑认知加工过程。第一，注视目标项目

( 或兴趣区) 所用的时间反映了对目标项目 ( 或兴

趣区) 的认知加工程度，即越长的注视持续时间和

越多的注视次数反映越深的加工程度; 相反地，越

少的注视或越多的跳读，则表明目标项目 ( 或兴趣

区) 得到越少加工。第二，被注视中的目标项目

( 或兴趣区) 意味着其正在被进行加工［20］。相较于

测量反应时间或阅读时间的其他传统技术，眼动跟

踪有两个显著的优点: 一是具有生态学效度。体现

在眼球运动发生在阅读或观看过程中，因眼动作为

阅读或观看过程的自然部分，使得眼动跟踪不需要

通过任何二次任务 ( 通常会有策略效应) 便可如实

采集到原始数据。另外，随着眼动跟踪技术的发展，

被试不再受到头戴式或下托式眼动设备的限制，可

以在实验过程中做到接近自然阅读的状态; 二是实

现了对认知加工的即时测量和对认知加工多方面的

考察。通过收集不同的眼动指标的数据，能够量化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遇到一个词或区域时发生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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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例如，一个单词在阅读过程中被注视的次数、

被注视的时间等数据都能在阅读过程中得到记录。

眼动数据是根据被试对兴趣区的注视情况来报

告的。用以报告的眼动数据的指标通常分为早期指

标和后期指标［21］。进入自动加工和加工初始阶段的

是早期测量指标 ( 如跳读率、首次注视时间、凝视

时间) ，而这一初始阶段主要是低层次加工 ( 如阅

读中的词汇认读) ; 后期测量指标 ( 如总阅读时间、

注视次数) 反映了策略加工，但是回视可作为早期

测量指标也可作为后期测量指标。在 Mohamed［22］的

研究中发现，更多的回视和更少的跳读发生在早期

新词接触过程中，这也同时印证了在接触的初始阶

段对目标词有额外的注意。较少的跳读和较多的回

视说明对目标词有更多的加工和再分析，这时回视

则作为后期加工阶段的测量指标，表明了加工存在

难度［23］。

尽管眼动跟踪技术能够实时、准确地捕捉到被

试的认知加工轨迹，并能为实验研究提供丰富的数

据，但是这项技术始终是基于一种 “眼球－大脑”

联系的科学假设，今后的研究仍需结合有声思维或

回溯性访谈等定性的研究方法，进一步佐证眼动跟

踪技术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三、词汇附带习得影响因素

在阅读中，仅接触一次生词便习得词汇知识显

然不可能，因而探讨影响词汇附带习得的因素对于

揭示词汇附带习得发生的本质原因十分必要。着重

从文本语境因素、词汇因素以及学习者特征因素三

个方面加以梳理与评价。

( 一) 文本语境因素

文本语境因素是二语学习者在阅读中附带习得

词汇时，尽可能利用一切文本资源和语境信息，使

得合理推测生词意义和理解文本大意成为可能的重

要因素之一。在以往研究中，对文本语境因素的考

察主要包括语境支持程度、文本篇幅等因素对词汇

附带习得效果的影响。

研究表明，语境线索丰富更有利于学习者通过

上下文推理出新词词义，且更有利于词汇习得［24］。

在二语语境中，研究者们努力克服在母语语境研究

中采用的文本形式与文本篇幅 ( 多为短句) 的局限

性，在更长且更具连贯性的语篇中考察词汇附带习

得的效果。Godfroid 等［25］尝试选用更具连贯性的 12

个段落，分别嵌入真、假词，或者真假词相结合作

为目标词，结果发现，在阅读过程中被试注视假词

的时间比注视真词的时间更长，且总阅读时间是词

汇识别的一个强有力的眼动预测指标，即对目标词

加工的时间越长，词汇识别的效果越好; Pellicer －

Sanchez［17］ 107考察了长文本 ( 2 330 词) 背景下，词

汇形式识别、词汇意义识别和回忆等三个方面的词

汇知识附带习得效果，通过分析即时后测与延时后

测的结果发现，形式识别学习效果最好，意义识别

次之，意义回忆最差; Mohamed［22］ 275 的研究采用分

级阅读文本，提供了更为真实的语境，即较符合在

自然阅读中附带习得词汇所要求的条件。

如上所述，无论是文本篇幅还是文本形式，从

短句到段落再到分级读物，在阅读中考察词汇附带

习得的研究越来越关注文本语境的真实性、连贯性

对词汇附带习得的影响，竭力提高实验文本的真实

性和连贯性更能使实验结论推广到实际二语教学实

践中来。

( 二) 词汇特征因素

在阅读过程中的词汇附带习得研究主要考察词

汇重复出现频率以及生词在实验文本中的呈现形式

( 如加粗、注释) 等因素对二语学习者利用词汇特

征附带习得词汇的作用。

在二语语境中，Ｒott［26］发现仅接触 2 次目标词

汇便能影响被试的词汇增长，而 6 次接触后，词汇

增益更强; Horst 等［27］ 的研究表明至少需要 8 次，

大量的词汇增益才会发生; 而 Nation ＆ Wang［28］的

研究表明，10 次接触后，被试更有可能学习到词汇

知识，但是无法保证是否能习得。目标词出现 10 次

以上促使词汇学习的大量增长也得到一些实证研究

的支持［29］。这些研究均表明，目标词需要出现 8～10

次左右，才能保证被试学习到一些词汇知识，并且

二语学习者接触新词只要达到足够多次数，便能从

阅读中附带习得词汇［30］。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加，词

汇习得效果越好［31］。对于不同词汇知识的习得来

说，对词 汇 形 式 的 习 得 较 好 于 其 意 义 的 习 得［32］。

Pellicer－Sanchez［17］108选用的目标词和控制词各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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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控制了两种词汇的音节数、词性、词频，使得目

标词和控制词分别在文章中重复出现 8 次。结果发

现，目标词在出现 3 ～ 4 次后，注视时间明显变短，

而在第 8 次出现时，目标词与控制词的注视时间一

样。实验结果表明，在线眼动测量指标与词汇学习

结果存在显著相关，即加工时间越长，词汇学习增

益越大。

在 Webb［33］实验中，所有的目标词均有经过注

释、下划线、加粗等处理，通过 3 次阅读后，所有

的读后词汇测试均有相当高的学习增益。仅通过 3

次阅读便有如此高的学习增益，原因在于对目标词

进行了特别的书写处理，从而吸引并强化了被试对

目标词的注意。综合以往研究，这种事先针对生词

表、采用读后复述任务、注释目标词或进行词汇练

习等强化手段考察阅读中词汇附带习得的实证研究

较多［34］，但针对自然阅读条件下的词汇附带习得研

究却很少。如王改燕 ( 2009) ［35］考察了 60 名英语专

业一年级的学生在自然阅读下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的

情况。研究表明，目标词词形、词义等词汇知识仅

在 1 次阅读后，便能发生附带习得，尽管数量非常

有限，但可以进入长期记忆。

( 三) 学习者特征因素

学习者是阅读中词汇附带习得过程的主体，其

已有的词汇水平、词汇推理能力以及阅读任务是影

响词汇附带习得效果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学习

能力强的学生在测试中表现出更好的词汇推理能力，

并且遗忘率也较低［36］。而不同的阅读任务和学生的

词汇量大小也与词汇附带习得呈现显著相关［37］。在

盖淑华［38］的研究中，通过让被试阅读含有 11 个目

标词的 500 词英语小短文后，发现采用复述的形式

比采用回答问题的形式更能促进词汇习得，且词汇

量大的学生比词汇量小的在相同的任务中表现出更

好的词汇学习效果。王改燕［35］53 的自然阅读研究结

果也表明学习者已有词汇量越大，在阅读过程中越

能附带习得词汇知识。

四、现状与展望

综合以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词汇附带习得的

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由原先只关注词汇附带习得的具

体现象和效果，到深入关注词汇附带习得的认知过

程; 由采用有声思维和回溯性访谈，试图捕获学习

者的认知过程，到应用在线眼动跟踪技术，实时、

准确地为研究提供丰富的眼动数据，将词汇附带习

得研究推向认知研究领域的全新阶段，使得词汇附

带习得研究成果有了科学数据的支撑与佐证。另外，

在影响因素的探寻上，在文本语境因素、词汇特征

因素以及学习者特征因素这三个方面，均有较为全

面且丰硕的成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词汇附带习得

的研究可以就此止步，相反地尚有一片未知领域等

着我们去挖掘、去探秘。

首先，尽管眼动跟踪技术这种定量的实验方法

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实时、准确地解答学习者与二

语材料之间的互动问题［22］293，揭开语言习得中具体

认知过程的神秘面纱，但是未来的研究能结合定性

的回溯法或有声思维，将能为二语阅读中词汇附带

习得的认知过程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定量与定性相

结合的实验设计，使得实验更具有科学性，研究结

果更具有说服力。

此外，尽管以往有研究［22］286 纳入读者对新词的

注意 ( 投入与参与) ，考察其与二语阅读中词汇附

带习得的关系，但是仍未涉及被试在注视目标词时

采用了何种词汇认知加工技能，使目标词随着接触

频率的增加阅读时间逐渐减少，以及词汇认知加工

技能是否对词汇附带习得效果产生影响等问题的探

讨。基于 Hamada［39］对词汇附带习得三个主要过程

的概括，包括词汇特征提取、意义推理和信息提取

与推理的整合，在特征提取的过程中，学习者提取

新词的正字法和语音特征信息。读者在遇到目标词

时，首先利用语音意识和正字法意识进行加工，建

立起形音对应的联系，进而通过上下文语境及其已

有知识推测出其意义，并在目标词出现若干次后，

强化和巩固这些词汇知识，最终达到在阅读中附带

习得词汇的目的。因此，在今后的词汇附带习得研

究中，可着重关注学习者是否在对生词产生额外注

意时，利用如语音意识和正字法意识等语言认知技

能对生词进行特征提取，进而达到词汇信息提取与

词义推理整合的词汇附带习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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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n Second Language Ｒeading

WU Wenlin

(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can acquire a certain degree of
vocabulary knowledge through extensive reading． The study of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focusing on specific phenomena such as vocabulary acquisition to focusing on the process of lexical cognitive
processing． On the basis of dividing the types of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the concept of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n reading has been further defined． Through review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n reading，it should be noted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and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ividual linguistic－ cognitive skills so as to provide new thinking and prospect for the study of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n reading．
Key words: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eye－tracking technology; research methods;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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