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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以停顿离散的渗流边界条件为视角，考察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要素和停顿离散抑制区位。 依据写

作文本成绩将 ２４ 名受试分为高分组、中间组和低分组，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 和 ｉｎｐｕｔｌｏｇ ７． ０ 软件探究其启动压力源并验证二语写

作构思的启动压力离散。 研究表明：（１）在二语写作构思范畴内，启动压力决定于正停顿与负停顿的渗流边界量、句式

复杂度、二语写作构思的停顿波动幅度和母语磁吸；（２）正、负停顿的渗流量及渗流速率助推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

并形成梯度，加剧压力降落幅度，形成“压降漏斗”样态。 同时，二语写作构思呈现出一定的启动压力离散样态，故对二

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进行区位划分（强抑制区位、中抑制区位和弱抑制区位），进而匹配资源集和任务集控制区，以促

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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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作为心理计量学和语言心智领域的一种实时

微量估算方法，停顿离散日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关

注（Ｇｒａｈａｍ １９８３：２１）。 目前不少学者逐步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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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顿离散作为一种实时微量估算方法的适切性和

可行性。 在二语写作构思中，停顿离散是二语写作

构思评价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二语写作形成性评估

的重要依据。 因此，停顿离散研究一直受到二语写

作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Ｂｏｎｎｅｔｏｎ， Ｎａｔｈａｌｉｅ ２０１８：
９３２）。 相关研究内容主要囊括 ４ 个方面：二语写作

构思产出的停顿现象（Ｌｅｉｊｔｅｎ，Ｖａｎ ２０１３：３５５），二
语写作构思产出的自我修正 （ 白丽芳 叶淑菲

２０１８：３５８），基于大数据的二语写作模式（陈庆斌

２０１６：１３１）和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 Ｓａｂｅｔ ２０１７：
２９８）。 研究者对前 ３ 个方面关注较多，而对二语

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研究甚少。 通过对近十年间

的国内外核心期刊（语言类核心 １１２ 篇，外语类

核心 ３６ 篇）展开定量爬梳，笔者发现，有限的二

语写作构思启动研究主要包括二语写作构思的结

构启动（王俊菊 杨凯 ２０１４：１８）和掩蔽启动，这些

研究让我们对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有所识解，但
仍存若干不足。 其一，大多研究仅关注二语写作

构思的结构启动本身，未对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

压力难度进行量化考察，从而缺乏对二语写作构

思启动心理过程的认知理解；其二，研究主要关注

二语写作构思的内部语义、语法和句式启动等微

观因素，鲜有研究通过停顿离散的渗流样态对二

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进行精准测量。 一般而

言，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是学习者在二语写

作构思产出中，因受到不同程度的启动阻力，从而

产生停顿（ Ｒｅｖｅｓｚ ２０１７：２１１）。 二语写作构思的

启动压力是衡量二语写作形成性评估的重要要

素。 在“核心素养”这一新型教学理念推动下，外
语学界更加认识到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渗
流边界样态及其对课堂写作教学目标局部完成的

助推作用。 但在现有研究中我们对“二语学习者

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源和启动压力如何呈现”却

无从知晓，更难以得知对正、负停顿的渗流边界和

二语写作构思启动压力的内部关联，而这恰恰是

识解二语写作构思中所遇阻力的内在关键窗口。
为进一步洞悉学生在二语写作构思产出中的

启动压力要素，观测学生在二语写作构思中的启

动压力梯度及其抑制区位分布样态，为一线英语

教师展现完整写作启动过程的新型写作启动路

径，本文拟重点探讨以下两个问题：（１）二语写作

构思的启动压力有哪些影响因素；（２）正、负停顿

渗流区边界条件与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离散

有何关联；二语写作构思产出的抑制区域分布如

何？ 本文拟以停顿离散的渗流边界条件为视阈，
考察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源，并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对启动压力进行微观测算，以促二语写作构

思的启动质量。

２　 启动压力及正、负停顿离散
研究正、负停顿的协同共构及二语写作构思

启动压力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考察它们能否提高写

作构思过程质量，以期写作目标的局部完成。 理

论上，促进正停顿、制约负停顿及减少启动压力可

促进写作构思产出。 目前为止，研究者尚未以正、
负停顿为抓手，观测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
如上文所述，写作构思过程因受到启动压力会产

生停顿（正、负停顿）。 正停顿指在写作构思过程

中，语言使用者因启动压力而采用停顿策略促进

写作构思过程，而负停顿是指在写作构思过程中

语言使用者因启动压力而被迫产生停顿，进而阻

碍写作构思过程。 在二语写作构思过程中，正、负
停顿的协同共构存在一定的边界层。 根据词汇提

取特征（即指称标引和题元角色分配）的产出，可
标注正、负停顿的边界层（杨军 ２０１２：２６）。 而正、
负停顿的渗流区主要可分为补给边界、弱补给渗

流边界和不补给渗流边界。 在写作构思过程中，
补给边界为正、负停顿的强聚集区，弱渗流边界为

正、负停顿的较弱区位，而不渗流边界为无正、负
停顿区位。 具体如图１所示。

图１ 　 启动压力与正负、停顿的渗流边界样态图

细察现有二语写作构思的研究文献，我们不

难发现，它们对写作产出的启动压力展开过若干

试探性探讨，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其一，这些研究

仅限于理论探究和写作启动的本体论评述，主要

表现为写作产出的启动研究仅关注理论论述，尤
其是结构启动理论阐释（Ａｎｔｏｎ， Ｉｎｅｓ ２０１７：６２０）
以及痕迹启动或者超模态启动压力，极少涉及对

写作产出的启动压力、启动压力梯度、停顿渗流波

幅以及母语磁吸进行微观测量。 其二，研究目标

多关注言语输出延迟的抑制要素，囿于停留在问

题的表象层面。 鲜有研究通过微观量化方法对

正、负停顿的启动压力源进行考察，并对二语写作

构思的启动压力要素开展深度观测，即正、负停顿

对启动压力的影响程度。 正、负停顿是否对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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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构思的启动形成抑制。 如果能，是否具有非

线性、震颤性和增量性。 停顿渗流量与写作构思

的启动压力有何量化关系。 从国内外现有相关研

究中，这些问题至今尚未找到答案。
本文选取正、负停顿为研究视角，测量二语写

作构思的启动压力有助于弥补上述不足，丰富二

语写作构思的方法学类型和拓展写作构思研究方

法的适用范围。 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过程具有显

著的启动压力梯度，这导致正、负停顿的渗流量分

布与常规条件下写作产出的启动存在一定差异

（Ｂｏｔｔ， Ｃｈｅｍｌａ ２０１６：１２２）。 因此，诸多受试在写

作构思过程中无法规避语言错误、语言逻辑和语

言衔接等现象，影响写作文本质量，这在中国大学

英语课堂写作教学中具有适切性（束定芳 ２０１４：
４４９， 杨华 ２０１７：２６）。 可见，在中国大学英语课

堂写作教学中，有必要通过正、负停顿对写作产出

的启动压力展开测量考察。 正、负停顿是否对写

作构思的启动压力产生影响正是本文拟关注的主

要议题之一。 鉴于此，本文基于正、负停顿的协同

共构，探究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源，进一步验

证正、负停顿与写作产出启动压力的关联方，以期

更大程度上有效驱动二语写作构思产出，进而提

升写作构思过程质量，实现二语写作构思产出目

标的局部完成。

３　 研究方法
３． １ 研究受试

本文有效受试为上海某高校 ２０１４ 级英语专

业 ２４ 名大三学生，年龄均为 ２１ － ２４ 岁。 前期对

随机甄选的 ８ 名受试进行试测，试题难度等同于

大学英语六级写作部分，测试结果均符合预期。
前期调查显示，所有受试在大学低年级都已经必

修完计算机基础与实践技能课。 学期初，笔者给

予所有受试为期 １ 个月的时间，进一步熟悉应用

计算机进行英语在线文本输入练习。 同时受试在

ｉｎｐｕｔｌｏｇ 和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操作流程方面接受系列培

训。 后期依据写作文本（ ｗｏｒｄｌｏｇ）成绩将受试分

为高水平写作组、中间水平写作组和低水平写作

组（以下简称高分组、中间组和低分组），每组 ８
名受试，３ 个组别的平均分分别为 ２６． ２７２７ 分、
１８． ０９０９ 分和 １４． ０９０９ 分（满分 ３０ 分），具有一定

的区分度，可作为 ３ 个组别类型展开对比研究，具
体见表１。

表１ 　 受试 ３ 个组别前测成绩的描述性统计

水平 人数 平均分 均值标准误 标准差 极大值 极小值
差分的 ９５％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高 ８ ２３． ０９０９ ． ７５６２４ ２． ５０８２ ２９ ２０ ２１． ４０５９ ２４． ７７５９
中 ８ １５． ０９０９ ． ５４６９７ １． ８１４１ １９ １３ １３． ８７２２ １６． ３０９６
低 ８ ９． ０９０９ ． ７３１８０ ２． ４２７１ １２ ４ ７． ４６０３ １０． ７２１５

　 　 ３． ２ 语料来源与采选流程

本实验采纳 Ｖａｎｄｅｒ 和 Ｋｌａｉｂｅｒ（２０１７：４９２）的

建议，认为 ｉｎｐｕｔｌｏｇ 软件的有效运行是一个持续

性、震颤性和增量性过程。 本实验共分为 ４ 个步

骤，第一，实验前笔者及研究团队成员在语音室计

算机上安装好 ｉｎｐｕｔｌｏｇ 软件，并确保其有效运行；
第二，笔者向受试者说明此次写作测评占“高级

英语写作”课程期末总评成绩的 ３５％ ，以保证本

次测试效度；第三，测试启动，要求受试在 ｉｎｐｕｔｌｏｇ
软件上实时产出写作文本；第四，所有受试将写作

文本保存为 ｗｏｒｄｌｏｇ 与 ｉｄｆｘ 格式，并发至笔者指定

的邮箱，整场测试时长为 ３５ 分钟。 经过反复研读

数据和整理转写文字，笔者依据启动压力的抑制

强度对完整写作构思事件进行要素标注。 最后，
笔者运用 ｉｎｐｕｔｌｏｇ 和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对文本进行

分析。

４　 研究结果
４． １ 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源

凭借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数据整理并予以系统梳理

剖析，笔者发现 ３ 个组别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源

如图２所示。 从图２ 不难看出，整体上，３ 个组别写

作构思过程中的停顿时长存在一定差异。 ３ 个组

别停顿时长（停顿时长不包含受试主动停顿时

间，下同）依次为 ７：２６，６：１８ 和 ４：０２。 这说明，写
作构思的停顿时长与英语写作水平存在某种关

联。 ３ 个组别启动压力最大是启动正停顿和母语

磁吸，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受试二语写作构思依

然受到母语的制约。 此外，启动负停顿和句子衔

接启动压力最小，启动正停顿均大于启动负停顿，
且高分组的启动正停顿频次最高，启动负停顿的

频次最低，其他两个组别恰好相反。 同时，在母语

磁吸方面，高分组频次最少，低分组使用频次最

多。 同时从产出流利度来看，中间组写作产出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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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最多，这很可能受到其口语表达流利度的影响。

图２ 　 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源分析

图３清晰反映 ３ 个组别不同时间距离的启动

压力对比，每 ５ 分钟为一个测量单位，共存在 ９ 个

启动压力曲线。 从整体上看，高分组的启动压力

梯度最低（０． ００３７），其次是中间组的启动压力梯

度（０． ００５４），低分组的启动压力最大（０． ００７９）。
此外，在每个测量单位中，３ 个组别均在 １０ －
１５ｍｉｎ，２５ － ３０ｍｉｎ，３０ － ３５ｍｉｎ 停顿时间距离上的

启动压力最大，而在 １ － ５ｍｉｎ 和 ４０ － ４５ｍｉｎ 的停

顿时间距离的启动压力最小。 最后，通过对 ３ 个

组别二语写作构思启动压力对比分析，笔者发现，
３ 组之间在 ２５ － ３０ｍｉｎ 停顿时间距离上差距最小

（２７、２４ 和 ２６），而在 ５ － １０ ｍｉｎ 的停顿时间距离

差距最大（即 １１、２０ 和 ２５）。 这充分说明在一个

完整的写作构思事件单位中，特别须关注 １０ －
１５ｍｉｎ，２５ － ３０ｍｉｎ 和 ３０ － ３５ｍｉｎ 停顿时间距离的

启动压力，即高分组、中间组和低分组分别被视为

构思启动融合、构思启动削弱和构思启动脱落。

图３ 　 ３ 个组别不同时间距离的

启动压力分布对比

　 　 如图４所示，正、负停顿渗流量与二语写作构

思的启动压力存在较大关联。 随着渗流量的不断

增大，启动压力也会随之增大。 启动压力最大值

约为 ８ＭＰａ，最小值约为 ０ＭＰａ． 而在正负停顿的

渗流量跨度为 ０ － ２０ｍ，并且停顿渗流速度越快，
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越大。 当停顿渗流达到一定

极限值时，启动压力亦达到最大值（８ ＭＰａ），这进

一步说明，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场和停顿渗流速

度场分布均对启动压力产生影响。 此外，结合正、
负停顿渗流加速度，根据有效驱替需求，可进一步

确认有效停顿和无效停顿，并籍此考察写作构思

过程中的停顿离散，缓解二语课堂写作构思的启

动压力，从而提升二语写作构思效度。

图４ 　 正、负停顿渗流量与二语写作

构思的启动压力关联方

４． ２ 正、负停顿的启动协同共构及抑制区位

图５显示不同时间距离正负停顿 ＩＰＲ 渗流曲

线及启动压力呈现样态。 依据前期推导的新型

ＩＰＲ 方程式模型，我们认为，正、负停顿渗流动态

曲线形态主要受停顿渗流量 ｑ ／ Ｊ０ 和渗流速度 ｕ
的影响；图５显示：（１）随着停顿渗流量 ｑ ／ Ｊ０ 增大，
曲线的弯曲程度越来越大，最大启动点向左侧移

动；（２）随着渗流速度 ｕ 的增大，曲线的最大启动

压力点向坐标系的左下角移动。 在二语写作构思

产出中，笔者对每位受试的正负停顿 ＩＰＲ 渗流量

进行稳定测量，根据其测量和解释数据显示，３ 个

组别的正、负停顿平均渗流范围依次为 ０． ５３ －
２． ２１ｍｉｎ，０． ４７ － １． ２６ｍｉｎ 和 ０． ９８ － ２． ５９ｍｉｎ。 同

时，３ 位组别 ＩＰＲ 渗流曲线与启动压力图的最大

拐点度数分别为 ４４． ２３°，５１． ２６°和 １１３． ２５°。 可

见，最大拐角度数越大，启动压力越大。 值得特别

关注的是，３ 个组别的 ＩＰＲ 渗流曲线几乎相交于

某一点（渗流量约为 １２． ５，启动压力为 ８． ４），这
说明大约在这个区域时，停顿渗流量和二语写作

构思启动压力不受语言水平等因素的制约。
表２清晰展现 ３ 个组别对正、停顿的启动压力

偏向比对情况。 ３ 个组别受试在正停顿与负停顿

的启动压力中差异最大的停顿属性为词间（６ ／ ６ ／
４； ２１ ／ １８ ／ １９）、润色压力（２６ ／ １１ ／ ５； １ ／ ８ ／ １８）和Ｓ⁃
标注（７ ／ ５ ／ ９； ２０ ／ １６ ／ １４）。 而在词内（１１ ／ ７ ／ ９；１６ ／
１０ ／ １４）、Ｗ⁃标注（１９ ／ １１ ／ ６； ８ ／ ９ ／ １７） 方面基本一

致。 对于二语写作学习者而言，正、负停顿的边界

临值及其启动压力偏向最具价值的环境是二语写

作形成性评估的课堂。 考察二语写作课堂的正、
负停顿的启动边界差异最大值（词间、润色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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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Ｓ⁃标注）以及启动迁移值得本土化研究的深度

反思，并具有一定的推广性。

图５ 　 不同时间距离正、负停顿 ＩＰＲ 渗流曲线

及平均启动压力计算图

表２ 　 ３ 个组别正、负停顿的启动压力偏向比对

属性 词内 词间 语块 句启动 润色压力 Ｓ⁃标注 Ｗ⁃标注

ＰＰ １１ ／ ７ ／ ９ ６ ／ ６ ／ ４ ２１ ／ １４ ／ ７ １２ ／ ８ ／ ３ ２６ ／ １１ ／ ５ ７ ／ ５ ／ ９ １９ ／ １１ ／ ６

ＮＰ １６ ／ １０ ／ １４ ２１ ／ １８ ／ １９ ６ ／ ９ ／ １６ １５ ／ １７ ／ ２０ １ ／ ８ ／ １８ ２０ ／ １６ ／ １４ ８ ／ ９ ／ １７

　 　 注：斜线数据分别为高分组、中间组和低分组。

　 　 二语写作构思的资源集和任务集可集聚于启

动压力的强抑制区位。 大体上，在 ５ － １０ｍｉｎ 和

１５ － ２０ｍｉｎ 区段为强抑制区域，表征为启动脱落；
在 ０ － ５ｍｉｎ 和 １０ － ２５ｍｉｎ 区段为中抑制区域，表
征为启动削弱；在 １０ － １５ｍｉｎ 和 ２５ － ３０ｍｉｎ 区段

为弱抑制区域，表征为启动融合。 对于二语写作

学习者而言，把握二语写作构思的抑制与控制区

域（强抑制区段，即启动脱落）有助于在构思产出

中减轻停顿渗流边界的布局阻力，以促写作构思

的后效（Ｍａｚｅｒｏｌｌｅ， Ｍａｒｃｈａｎｄ ２０１５：１２７ － １３９），同
时可增强对局部区域启动压力的抑制强度。

５　 讨论
５． １ 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源

针对研究问题一“二语写作构思启动压力的

影响因素”，本研究有两个重要发现。 其一，二语

写作构思启动压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正、负停

顿的渗流量及停顿渗流速度、句式复杂度、停顿波

动幅度和母语磁吸。 其二，以一个完整的课堂写

作构思启动事件为单位，３ 个组别的启动压力波

动因不同停顿时间距离而变化。 在启动压力源方

面存在某种共性，即启动正停顿和启动压力梯度

方面启动压力系数最大。
通过对 ３ 个组别写作文本的录音整理和转

写，本研究发现，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主要取

决于停顿的渗流量及渗流速度、二语写作构思波

幅、母语磁吸，同时与句式复杂度有很大关联，这
一研究结果与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２０１７：９４）的结论存在较

大相似，这充分说明，二语写作构思启动存在认知

发生机制。 语言心智学认为，写作构思的启动过

程是一种非线性、震颤性和增量性的认知加工过

程。 在二语写作构思中，因某种因素必然会出现

启动压力，从而产生停顿。 影响二语写作构思的

启动压力主要有 ４ 种要素：（１）正、负停顿渗流量

及渗流速度影响启动压力，对二语写作构思产生

颠簸阻塞的作用。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 认为，正、负停顿渗流

量阻碍二语写作构思的记忆激活表征和语言转码

速率，增加启动压力（同上：２２）。 鉴于此，学生基

于内隐学习机制，选取更为简单容易的二语写作

构思方法，以期降低启动压力，这将直接导致二语

写作构思的质量出现大幅下滑。 （２）句式复杂度

会增 加 二 语 写 作 构 思 的 启 动 压 力。 Ｆａｄｌｏｎ
（２０１６：３１） 提出浅层结构假说（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二语产出者在二语写作构思加工时

更倚赖词汇提取—语义内涵的相倚关系，无法像

本族语者一样有效地利用句法信息，加工句式复

杂度，从而形成更加流畅和自然的二语写作构思

流。 故学生在二语写作构思中处理复杂结构时往

往受制于有限的语法信息及启动压力的制约，目
前中国二语写作构思文本质量令人堪忧。 （３）停

顿波动幅度也会影响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
在二语写作构思中，等待时间超出一定范畴会降

低有效教学的根本目标（杨惠中 ２０１１：１１ ）。 他

提出有效教学须集中学生注意力，高质量完成二

语写作构思，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而
无效教学则恰恰相反。 故停顿波幅过大会增加等

待时间，加大二语写作构思启动压力，影响写作构

思目标的局部实现。 （４）启动压力梯度和启动压

力存在相倚关联。 一般而言，启动压力梯度越陡，
启动压力也越大，反之亦然。 故深入探究二语写

作构思的启动压力源有助于挖掘学生在二语写作

构思时所遇到的迟滞阻力，从而促进正停顿、抑制

负停顿，提升二语写作构思启动质量。
５． ２ 正、负停顿的分布样态及二语写作构思

的抑制区位

针对第二个研究问题“正、负停顿渗流区边界

条件与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离散的关联”，笔
者主要有两点发现，其一，３ 个组别的的正停顿与

负停顿的得分样态存在差异。 其二，掌握二语写

作构思过程的抑制与控制区位有助于任务集和资

源集的优化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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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进一步厘清正停顿与负停顿的启动压

力比对差异，从表２可见，３ 个组别对正、负停顿的

启动压力偏向存在差异，正停顿与负停顿的启动

压力偏向差异主要聚焦于词间、润色和 Ｓ⁃标注，
这与 Ｔａｎｇ（２０１５：９６）的研究发现有所不同，主要

因为正、负停顿的边界渗流区段无法识别或正、负
停顿的协调切换错位。 总之，正、负停顿的启动压

力协调和边界临界值的精准界定仍须深度阐释和

厘清边界渗流的条件（徐锦芬 陈聪 ２０１７：１０１）。
第二，本研究发现，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

会受制于正、负停顿 ＩＰＲ 渗流曲线及其最大拐角

度数。 神经电生理学认为，在二语写作构思时，通
过脑事件相关电位（ ｅｖ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简称

ＥＲＰ）技术，凭借记录刺激事件（停顿）诱发的脑

电变化，会增加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难度，形成启

动压 力， 该 研 究 成 果 与 Ｗｈｙａｔｔ 和 Ｓｔａｃｈｏｗｉａｋ
（２０１６：１７８）的结论略有不同。 他们认为，二语写

作构思的启动压力和停顿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这可能与不同的二语写作构思任务类型有关，本
文的研究任务聚焦于二语课堂的二语写作构思启

动，产出过程更为正式，而他们的研究更偏向言语

翻译产出和释义产出，还有可能由于二语写作构

思对象不同而得出不同结果。
另外，正、负停顿的渗流量和渗流速率会催化

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 正、负停顿的渗流区

边界条件使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形成一定梯

度，并加剧压力降落幅度，这与 Ｆｒａｎｃｉｓ 和 Ｃａｍａ⁃
ｃｈｏ （２０１４：１１４３）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二者均认

为正、负停顿渗流边界会呈现“压降漏斗”状。 我

们发现，在二语写作构思过程中，启动压力 ＩＰＲ 渗

流曲线形成一定的拐角，从图５可见二语写作构思

的启动压力会随着最大拐角度数而变化，也会随

着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梯度的增大而增加。
我们反思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后效，阻碍力

与促进力协同并存，其中促进力中亦包孕阻碍力

的成分（杨雯琴 秦亚勋 ２０１６：９２）。 笔者认为，二
语写作构思的目标应该体现为是否为学生提供高

质量的语言文本输出；是否让学生规避“记忆提

取型压力” （ ｍｅｍｏｒｙ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简

称 ＭＲＩＰ）；是否丰富和充实学生的听觉时空；是
否解决学生的语言输出抑制困难。 鲜有研究对这

些问题做出明确回答。 而本文以正、负停顿的渗

流量和渗流速度为局部视角，以微观考察二语写

作构思的启动压力离散，提高二语写作构思后效。
我们有必要把二语写作构思的资源集和任务集聚

焦于启动压力的强抑制区位，这可帮助学生在二

语写作构思中减轻停顿渗流边界的布局阻力，以
促二语写作构思的后效，同时可增强对局部区域

启动压力的抑制功能。
最后，实验结果还发现，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

压力是一个持续性动态过程，特别是正停顿的渗

流和负停顿的渗流对启动压力存在积极抑制与消

极抑制的相倚关系。 因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不予

赘述，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挖掘和考察。

６　 结束语
本文以正、负停顿为切入点，凭借 ｍａｔｌａｂ 软

件对 ３ 个组别的启动压力进行测量，考察二语写

作构思的启动压力源及停顿离散，构建启动压力

模型假设。 结果显示：（１）在写作构思产出范畴

内，启动压力的影响因素包括正停顿与负停顿的

渗流量、句式复杂度、停顿时间区段、母语对二语

写作启动磁吸度和重复停顿；（２）正、负停顿的渗

流边界催化二语写作构思的启动压力并形成压力

梯度和“压降漏斗”样态。 同时，二语写作构思过

程呈现出一定的启动压力离散，故二语写作构思

时对启动压力进行区位划分（强抑制区位、中抑

制区位和弱抑制区位），进而匹配资源集和任务

集控制区，有助于学生写作构思的启动完成取效。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不足之处。 后续研究

应进一步扩大对正停顿和负停顿的渗流对二语写

作构思产出形成积极抑制和消极抑制的考察范

畴，同时对母语对二语写作启动的磁吸临界度、启
动压力梯度形成性评价和正、负停顿渗流边界值

异化动态等量化探究的非控制因素须加以制约，
这也是后续研究努力的主要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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