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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语块是一串预制的连贯或不连贯的词或其它意义单位，储存在记忆中，使用时可直接提取。本研究通过问

卷调查和阅读测试分析研究受试者语块和二语阅读水平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二语学习者对预制语块学习持肯定态度;

高水平组语块运用频率高于低水平组; 语块使用水平和学习者的二语阅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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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rrelative Study on the Use of Prefabricated Chunk and L2
Learners’Ｒeading Proficiency

Jiang Su-qin
(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Yongzhou 425100，China)

Prefabricated chunks are some lexical units that are stored and retrieved from memory at the time of use． By means of a ques-
tionnaire and a reading test，this study aims to track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se of chunks by L2 learners and their reading
proficiency． It is found that the learners hold positive attitude to prefabricated chunks learning; the more the learners use chunks，
the higher their reading comprehension is; there is an obvious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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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阅读是最有效、最重要的语言输入方式，学生通过阅

读可以接触和理解语言材料的意义、结构和语用功能，提

高语言能力。阅读在第二语言习得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

用。Nattinger 和 DeCarrico( 1992) 认为语块教学法对于语

言教学十分重要。语块介于句子和词之间，对词汇的掌

握、阅读理解能力和综合运用语言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

影响。不论在母语学习还是在第二语言习得中，语块都

是语言教学中理想的单位，更是阅读理解中的理想单位。

2 语块与二语习得
近年来母语习得和二语习得研究都表明，无论是口

语还是书面语中都有大量固定和半固定的词汇短语或称

之为语块。Wray 认为，“语块是一串预制的连贯或不连贯

的词或其它意义单位，它整体存储在记忆中，使用时直接

提取，其形式可以原封不动或是稍作改变”( Wray 2002:

9) 。语块包括习语、成语、固定搭配以及一些基本句型

等。语块在语言中的使用，以及因此而获得的准确、地

道、流利的效果，统称为程式性( formulaicity) 。Ellis 指出，

“绝大部分语块是约定俗成的，而不是根据语法规则生成

的”( Ellis 1996: 91 － 126) 。因此，语言使用者完全依赖语

法规则对输入信息中的语块进行语法分析是行不通的。

人们在处理语言信息时一般有两个原则概念: 开放选择

原则和习语优先原则 ( Sinclair 1991: 110 ) 。前者是指运

用语法规则对语言信息进行分解，后者指把语块作为处

理语言信息的基本单位，语块内部不再经由语法分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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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本中含有大量不能用语法规则分析的语块，所以文

本理解主要遵循习语优先原则，自由选择原则只是适时

地使用( Sinclair 1991: 114) 。比如，couch potato 表示整天

坐着看电视的人，这个语块的整体意义很难从其构成词

项确定。如果我们用“单词意义 + 语法分析”的方式来理

解，显然不正确。
由于语块的整体贮存和提取的特点，语块研究近年

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语预制

语块的本质和分类以及习得和加工预制二语语块的认知

心理过程。但是对预制语块在语言接受技能方面，特别

是对阅读理解的作用的研究十分缺乏，据我们检索发现，

目前只有极少数研究关注英语学习者在阅读中对陌生语

块的识别，研究发现二语学习者不善于识别出文本中的

陌生语块，他们不倾向于把语块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进

行处理，而是用语法规则对其进行解构分析; 此外，语块

类别和学习者二语水平对语块识别均有影响。张玉英等

通过阅读材料的难易程度，分别研究非英语专业本科学

生和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的预制语块鉴别能力与二语水平

的关联性( 张玉英 2008: 62) 。
鉴于此，本文研究英语学习者的预制语块使用水平

和阅读水平之间的关联度，希望能摸索出一些促使学习

者在二语语言能力方面提高的方法和特点。

3 研究设计
3． 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 1) 学习者对二语预

制语块学习的态度和认识程度如何; ( 2) 高低水平的学习

者是否存在词汇学习策略选择的不同; ( 3) 学习者的二语

预制语块的使用水平和他们的阅读水平有何关联?

3． 2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受试为湖南某高校 08 级 100 名非英语专业

学生，其中有 60 名女生和 40 名男生，平均年龄为 20 岁。
3． 3 调查工具

我们使用两种调查工具: 词汇学习策略使用情况问

卷和阅读测试卷。
阅读测试卷包括快速阅读和仔细阅读两种题型，分

值共 40 分。其中选用 2006 年 6 月的快速阅读题目( 15
分) 、样题中的篇章层次的词汇理解题目( 5 分) 和 2003 年

9 月的 PETS 三级考试中的两篇选择题型的阅读理解题目

( 20 分) 。采用四级样题、四级真题和 PETS 三级试卷的

阅读部分主要是因为其信度和效度可靠，以及测试的公

准性。测试时证实尚未有学生先前接触过这些试题。
问卷题目来源于 3 个方面: 一是有关文献，如王文宇

( 1998: 48) ; 二是对 15 名学生的访问记录; 三是笔者自身

的学习体验和一些有经验的老师的学习体会。问卷题目

由 28 个词汇习得方式组成，包括 8 个变量: 本族语话语策

略 4 题、联想策略 4 题、词形分析策略 4 题、习语策略 3
题、管理策略 4 题、搭配策略 3 题、活用策略 3 题和死记硬

背策略 3 题。根据语块的定义和特点，我们将习语策略、
搭配策略和本族语话语策略统称为语块策略。学生在

1 － 5个等级中做出选择。实测中用信度分析检验问卷的

8 个变量的信度。结果发现，克郞巴哈系数大于 0． 7，说明

我们采用的词汇学习策略能正确评价学生的阅读成绩，

具有很大的可靠性，这些变量的内部统一性的 alpha 在

0． 6到 0． 88 之间，表明该问卷的信度比较好。

4 研究结果和分析
4． 1 学习者对预制语块学习的态度和语块使用频率

首先我们对这 8 个变量做频率分析，发现习语策略

的使用频率最高，均值达到 3． 45; 其次是搭配策略和本族

语话语策略，均值分别为 3． 19 和 3． 13。使用频率最低的

是死记硬背策略，均值为 2． 53。
4． 2 高低水平学习者的词汇学习策略使用情况

我们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来检验对比阅读成绩高分

组和低分组在词汇学习方式使用情况的差异，分析结果

如表1。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 p = 0． 05 下都是显著的，

因此在 95% 的置信度下，说明高分组和低分组在各种策

略的使用频率中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分组学生使用语块

策略( 本族语话语、习语、搭配) 频率较高，低分组使用死

记硬背策略的频率明显高于高分组。
表1 受试高分组和低分组词汇学习策略

使用情况独立样本检验

组别 均值 t Sig． ( 双侧)

本族语话语
higher 3． 70
lower 2． 52

10． 69 ． 000

联想
higher 3． 67
lower 2． 51

7． 53 ． 000

词形分析策略
higher 3． 39
lower 2． 14

7． 53 ． 000

习语
higher 4． 56
lower 2． 22

13． 64 ． 000

管理策略
higher 3． 60
lower 2． 29

8． 95 ． 000

搭配
higher 3． 80
lower 2． 39

7． 19 ． 000

活用策略
higher 3． 58
lower 2． 40

9． 69 ． 000

死记硬背
higher 2． 15
lower 3． 07

－ 3． 19 ． 002

4． 3 语块策略的使用水平和阅读水平的关联性

表2 表明各种语块策略( 本族语话语、习语、搭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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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与阅读成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语块策略运用

越多，阅读成绩越高。表2 同时表明死记硬背策略与阅读

成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死记硬背抑制学习者

词汇量的发展和扩充。

表2 受试词汇学习策略使用和阅读测试成绩

之间的相关分析

本族语

话语
联想

词形分析

策略
习语 管理策略 搭配 活用策略 死记硬背 阅读成绩

本族语

话语
1 ． 556＊＊ ． 455＊＊ ． 503＊＊ ． 501＊＊ ． 524＊＊ ． 653＊＊ － ． 339＊＊ ． 740＊＊

联想 ． 556＊＊ 1 ． 540＊＊ ． 505＊＊ ． 389＊＊ ． 543＊＊ ． 525＊＊ － ． 407＊＊ ． 657＊＊

词形分析

策略
． 455＊＊ ． 540＊＊ 1 ． 548＊＊ ． 424＊＊ ． 583＊＊ ． 553＊＊ － ． 367＊＊ ． 662＊＊

习语 ． 503＊＊ ． 505＊＊ ． 548＊＊ 1 ． 474＊＊ ． 634＊＊ ． 600＊＊ － ． 521＊＊ ． 781＊＊

管理策略 ． 501＊＊ ． 389＊＊ ． 424＊＊ ． 474＊＊ 1 ． 506＊＊ ． 533＊＊ － ． 171 ． 676＊＊

搭配 ． 524＊＊ ． 543＊＊ ． 583＊＊ ． 634＊＊ ． 506＊＊ 1 ． 672＊＊ － ． 420＊＊ ． 747＊＊

活用策略 ． 653＊＊ ． 525＊＊ ． 553＊＊ ． 600＊＊ ． 533＊＊ ． 672＊＊ 1 － ． 456＊＊ ． 743＊＊

死记硬背 － ．339＊＊ － ．407＊＊ － ． 367＊＊ － ．521＊＊ － ． 171 － ．420＊＊ － ．456＊＊ 1 － ．361＊＊

阅读成绩 ． 740＊＊ ． 657＊＊ ． 662＊＊ ． 781＊＊ ． 676＊＊ ． 747＊＊ ． 743＊＊ － ． 361＊＊ 1

为检测语块策略对阅读测试成绩的预测力，我们运

用多元 回 归 分 析 ( 见 表3 ) ，结 果 显 示 其 多 元 相 关 系 数

( multiple Ｒ) 为 0． 904，接近于 1，表明阅读测试成绩与习

语策略、本族语话语策略和搭配策略之间的线性关系程

度密切; 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值均为 0，可以认为被引入

的 3 类语块策略与阅读测试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

系。即语块策略对阅读测试成绩有显著的回归效应，对

阅读测试成绩有显著的预测能力。
表3 受试语块使用策略与阅读测试成绩的

多元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

Model Ｒ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 Std． Error Beta
t Sig．

1 ( Constant)
习语

本族语话语

搭配

． 904 82． 388 5． 556 14． 828 ． 000
9． 289 1． 346 ． 403 6． 903 ． 000
14． 572 2． 003 ． 386 7． 274 ． 000
8． 739 1． 788 ． 290 4． 888 ． 000

5 讨论
5． 1 学习者对二语预制语块学习的态度和认识程度

根据前面的数据分析，我们得知参加调查的学习者

使用较多的是习语策略，其次是搭配策略和本族语话语

策略，使用频率最低的是死记硬背策略，因此可见，接受

调查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非常认同在学习过程中使用语

块策略。说明他们具有较强的语块意识和自我调节的能

力，能够有效地将语块学习和积累纳入日常学习当中。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学生越来

越意识到死记硬背不容易记住一个个孤立的单词，并且

用法也不正确。但是一旦他们记住一些固定搭配或成

语，就可以在不同的场合输出这些语块。另一方面在语

块运用和输出过程中，他们会因此受到老师和朋友的夸

奖，感觉到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即一种自我效能感，从

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的动机理论

认为自我效能感是个体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某种或某类

任务，是个体的能力自信心在某些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庞

维国 2008) 。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越强，学习越努力，能

更有效地监控自己的学习，积极选择有效的学习策略。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学习者对于语块使用和学习的态度

是肯定的，他们对语块策略具有一定认识，但还需要进一

步拓展。
5． 2 高低水平学习者的词汇学习策略选择差异

高分组和低分组的独立样本分析说明高水平学习者

和低水平学习者在各种策略的使用频率中存在显著性差

异，高分组学生使用语块策略( 本族语话语、习语、搭配)

频率较高，低分组使用死记硬背策略的频率明显高于高

分组。高水平学习者倾向于使用语块策略来记忆词汇。
也就是说，高分组的学习者在阅读中更善于辨别出语块，

从而正确和快速理解阅读材料。而在死记硬背方面，高

分组使用的平均数明显低于低分组，故在 t = － 3． 19 的情

况下，p 值为 0． 02，说明低分组使用死记硬背策略的频率

高于高分组。高水平学习者经常大量背诵某些段落、范
文、习语和搭配等，这样学到的不是孤立的一个个词，而

是连贯性强的话语。为什么低水平二语学习者经常使用

死记硬背策略呢? 低水平二语学习者在学习中经常以语

法体系为核心，强调语法规则的学习和词汇的记忆，没有

足够重视语块习得，从 而 导 致 语 块 发 展 严 重 滞 后 ( Ar-
naud，Savignon 2001: 157 － 173，Wray 2002: 199 － 213 ) 。
这些二语学习者对语块的整体性本质( holistic nature) 缺

乏认识，很难从大量的语言信息中辨别出固定的、不可分

解的语块，而是习惯性地使用语法规则来分析语块，将其

看成用语法规则粘合在一起的若干单个的词，最终导致

理解上的偏差。
5． 3 二语预制语块使用水平与阅读水平间的关联性

从皮尔逊的相关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得知

学习者的二语预制语块的使用水平和他们的阅读水平之

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语块使用水平越高，越容

易辨认出阅读材料中的语块，阅读测试成绩越高; 语块策

略与阅读测试成绩呈最大正相关关系和明显的回归效

应，说明语块与阅读测试成绩之间存在着最密切的关系，

学习者在频繁使用语块策略的情况下，会获得更好的阅

读测试成绩，反之，阅读测试成绩越高，说明学习者的阅

读理解能力越强，学习者习得的词汇语块越多。“语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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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随着主体知识经验、认识结构以及记忆材料的不同而

变化。这种动态性特征使语块的不同选择反映出主体的

语言掌握水平，水平较高的主体能够借用更多语块。”( 李

继民 2012: 75) 这一点与 Abel 的研究结果相符合: 随着学

习者二语水平的提高，他们对习语的整体性本质具有更

深入的体会，因而更加倾向于把习语看成不可分割的一

个整体( Abel 2003: 329 － 358)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张玉英的预制语块鉴别能力与二语水平具有一定的关联

性的假设( 张玉英 2008: 62 ) 。Wray 也指出，二语学习者

开始学习外语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单词和语法规则上，因

此习惯使用语法分析的方式分解语言输入材料 ( Wray
2002: 177 － 186) 。随着学习者语言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

对语块的掌握有了进步，意识到套语体系的重要性，因此

对语篇中的语块更敏感，更善于识别，更容易理解语篇。惯

用语( idioms) 以及隐喻性语言都是深度阅读理解教学的重

点。根据语块的定义和分类，这里的惯用语和隐喻性语言

实际上指的就是语块。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习者

预制语块的使用水平和阅读水平之间的关系密切。

6 启示和余论
本研究证明: 高低水平的学习者存在词汇学习策略

选择的不同，高水平学习者倾向于使用语块策略来记忆

词汇。学习者的二语预制语块的使用水平和阅读水平之

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对外语教学具有以下启

示: 首先，教师要有意识地改变学生对词汇学习的看法。
应该纠正学生不良的背诵单词习惯，尤其是孤立背诵单

个单词的习惯。教师平时在课堂上应有意识地向学生灌

输预制语块方面的知识( 如搭配、意群、构词法、习语、本

族语话语等) ，培养学生从所接触的语料中发现和归纳短

语的能力，利用语料库对学生进行语块识别的系统性训

练，引导他们广泛接触地道的语料，增强对预制语块的敏

感性。其次，根据 Laufer 和 Hulstijn 的“投入量假设”( In-
volvement Load Hypothesis) ，认为不同的学习任务会诱发

学习者不同程度的“投入”，学习者的投入程度越高，词汇

附带习得效果越好( Laufer，Hulstijn 2001: 1 － 26) 。因此，

教师应设计各种输出任务来引导学生更多地关注语块学

习，培养学生的语块学习意识，使其掌握更多的语块知

识; 同时，鼓励学生最大程度、长期地投入语块学习，并且

在不断地使用中巩固习得的语块。
本研究虽然证明学习者的二语预制语块的使用水平

和阅读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由于涉及的样本较

小，要使研究结果更加完整，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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