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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英语隐喻理解能力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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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理解能力是学习者学习一门外语并达到地道流利使用这门外语的一种重要能力"本研究以语言迁移理论$隐喻迁

移理论和概念隐喻理论为理论依据!从学习者的思维过程与英语隐喻产出的视角!探讨了以汉语为母语$英语为第二

语言的大学生的英语隐喻理解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且从英语教与学的角度出发!针对在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隐喻理解能力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提高学习者外语学习的效率和英语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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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隐

喻普遍存在于人类认知$思维$语言和行为之中#对人类的思

维方式$言语表达和行为习惯都有重要影响%这一普遍而的现

象给语言学家的研究提供了灵感#)隐喻能力*随之被提出#并

被认为是衡量人们是否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试

金石和鉴别人们是否熟练掌握一门语言的重要标志%隐喻理解

能力是隐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本族语者言语产出的重要

特征#是构成本族语者概念流利的基本要素之一%许多学者提

到#学习一种语言的关键就是要达到概念流利%学习者在二语

学习的过程中#容易依靠母语概念来理解外语概念#致使外语

使用出现不地道$不自然现象#这就是缺乏概念流利与隐喻理

解能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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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隐喻理解能力研究现状

国外最早关于隐喻的研究是从
!###

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修

辞学开始#当时的隐喻研究主要是系统分析隐喻的修辞功能和

构成方式%

%7$*

年#

].KDM-GF

开始从认知的角度研究隐喻的构

成#并提出了隐喻 )互动论*%至此#隐喻开始从传统修辞学范

畴脱离#学者们纷纷开始从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隐

喻'

%#

(

%随后#

BMX=cc

和
9=D/F=/

于
%71#

年发表著作 0我们赖以

生存的隐喻1#把人们对隐喻的认识提到了新高度#隐喻也正式

被列为认知语言学研究领域%

在认知语言学研究领域#

94/4004B.0034J=-4

成为这一研究

领域的代表#其研究成果颇为丰厚%其中#隐喻理解能力与认

知风格$语言水平和智力等个体因素的关系的研究是其研究范

畴的核心内容%另外#也有关于母语与二语隐喻能力的迁移与

语言水平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以及隐喻理解能力$交际能力与

真实话语中的隐喻研究等%这些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自

身的认知与其隐喻意识和隐喻理解速度是显著相关的.隐喻意

识有助于培养和提升学习者创造性思维%此外#

B.0034J=-4

将

隐喻智力作为影响二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第九种智力因素#并

对其进行了探讨 %

国内对隐喻的研究开展较晚#在国外隐喻研究的基础上#

国内学者们引入并介绍隐喻能力的概念$内容#借鉴了以

<M-G/4-

和
W.//4-

为代表的心理语言学家们所开展的隐喻能力

心理实验#发展了研究方法%对于隐喻理解能力和语言水平及

认知风格的实证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魏耀章%从
!##+

年到

!#%*

年#他先后发表了四篇文章#进一步论证了中国英语学习

者的隐喻理解能力既与语言水平又与认知能力有关%他提到#

外语学习者的隐喻理解能力既是一个认知能力问题#也是一个

语言水平问题#二者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认知能力和语言

水平越高#隐喻理解能力越强.但总体而言#决定隐喻生成的

主要因素还是认知能力#也就是说外语学习者的隐喻生成还是

一个认知过程%

综上国内隐喻相关研究可知#国内对隐喻理解能力研究主

要基于国外认知隐喻相关研究发展起来的#关于隐喻能力的研

究起步比较晚%此外#这些研究大多关注的是高校大学生二语

习得问题#而中学阶段隐喻理解能力的相关研究尚未得到有效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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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研究使用了隐喻理解能力测试卷和
',''%+8#

数据分析软

件%隐喻理解能力测试卷&根据
94/4004B.0034J=-4

对隐喻能力

的定义#本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考察大学生英语隐喻理解能力#

即发现隐喻意义能力和解释隐喻流利性能力%本研究充分考虑

到大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状况#在借鉴黄吕和徐知媛所使用的

隐喻理解能力测试卷的基础上#对其测试卷的部分题目进行适

当调整和修改#经过小范围试点测试后修正#最终确定了本研

究的隐喻理解能力测试卷%

本文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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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含隐喻性表达的题目分为以下四种不同

的隐喻类型#每种隐喻类型题目各
*

道 !详见下表"%

四类隐喻句子分布表

类型 定义 题目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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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果分析

针对研究问题#对陕西省某市
%*#

名大学生共发放
%*#

份

隐喻理解能力测试卷#测试后#收回测试卷
%*#

份#回收率达

到
%##6

%经过检查和筛选最终使用的两种测试卷有效数据各

%"1

个#有效率为
7!6

#该数字达到研究要求%

首先#对被试学生隐喻理解能力测试的总分及其两个方面

!发现隐喻意义能力和解释隐喻流利性能力"的成绩进行描述统

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

!

隐喻理解能力测试成绩描述统计表

(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测试卷成绩
%"1 %# 5+ "5̂$! +̂%*#

发现隐喻意义
%"1 7 "# !5̂#+ 5̂%*#

解释隐喻流利性
%"1 # %1 %#̂51 "̂"!#

有效的
(

!列表状态"

%"1

!!

表
%

展示了被试者在隐喻理解能力测试部分的总体情况和

隐喻理解能力两个方面的得分情况%首先#从总体情况来看#

该测试卷满分
*#

分#最高得分
5+

分#最低得分
%#

分#两者之

间的差距非常明显%其次#从隐喻理解能力的两个方面来看#

被试者发现隐喻意义部分最高分为满分
"#

分#最低分
7

分.解

释隐喻流利性部分满分
!#

分#最高得分
%1

分 !总分的
7#6

"#

最低得分
#

分#由此可得#被试学生的发现隐喻意义能力明显

高于解释隐喻的流利性能力%

根据表
%

反映的所有受试者在发现隐喻意义部分的得分情

况和分布情况来看#该
%"1

名有效受试主体中#该部分总分
"#

分#人均成绩为
!5̂#+

分.有
%!*

名学生的成绩在及格线
%1

分

及以上#占总人数的
7%6

.且超过人均成绩的有
7"

人#占总

人数的
$+6

.仅有
%!

名同学的成绩低于及格线#占
1̂+6

%由

此可知#大学生发现隐喻意义的能力总体处于良好的水平%

而且#从反映的所有受试者在发解释隐喻流利性部分的得

分情况和分布情况来看#该部分总分
!#

分#最高分
%1

分#最

低分
#

分#人均成绩为
%#̂51

.该
%"1

名有效受试主体中#有

51

名学生的成绩在人均成绩以下#占总人数的
"56

.超过人均

成绩的有
7#

人#占总人数的
$$6

.及格分数为
%!

分#超过及

格线的人数只占约
556

#由此可知#大学生解释隐喻流利性能

力有待提高%

结语

跨语域隐喻的运用与研究为外语教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对英语学习者来说#机械化的听$说$读$写$记是学不好英

语的#用英语思维和认知去习得$理解$加工并产出新事物的

过程才是英语学习成功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教师的

教#也需要学生的学%因此#在二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有

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隐喻思维方式和隐喻意识.学生在二语学习

过程中也应该有意识的把隐喻与英语学习更好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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