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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搭配研究在自然语言中具有特殊作用，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受

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语言系统由各种关系组成，其中包括聚

合关系和组合关系。聚合关系指词汇之间具有某种相同作用并且

可以相互替换。组合关系是指具有同一性质的词可以互相组合
[1]。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语言学家、搭配研究之父弗斯提出

“搭配”这一概念，从定义“You shall know a word by the

company it keeps[2]”可以看出，搭配是词与词的结合，体现

的是一种共现关系，是语篇的一种衔接手段。

英语中某些词可接受的搭配是极其有限的，仅从词义无法预

见它的搭配范围。语言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定义搭配，同样根据

不同的方式将搭配进行分类。根据搭配强度，搭配可以分为自

由组合、限制组合和习语。根据语言元素和功能，可以分为语

法搭配和词汇搭配。语法搭配是“由一个主导词（名词、形

容词和动词）和一个介词或语法结构组成的短语”，如不定式

或从句。与语法搭配相比，词汇搭配通常“不包含主导词，其

各个组成部分是相等的。典型的词汇搭配是由名词、形容词、

动词和副词组成。名词搭配，动词搭配，形容词搭配是根据搭配

中主导词的词性进行划分的；搭配曾被定义为固定的、可辨认的、

非成语性组合[3]。由于搭配中词类的不同，其习得难度则不同，

当两词连用时，词与词在语义上是存在关联的。

2  英语搭配习得问题的归纳

20世纪30年代，Palmer意识到二语学习者在搭配习得上存

在问题。随后，诸多研究者致力于二语搭配习得研究，并普遍得

出一个结论，即，无论二语学习者的学习年龄，母语，完成的任

务类型是否相同，学习者在搭配的习得与使用上都存在相似的问

题[ 4 ]。

问题一，学习者习得的搭配知识与其习得的词汇知识不平衡，

主要表现为搭配知识远低于词汇知识。Bahns&Eldaw考察英语学习

者对15个动词-名词搭配的使用情况，与其它词汇知识的运用相

比，搭配的运用相对较差[5]。而且，Barfield 对日语为母语的

英语学习者的研究表明，学习者所习得的单个动词，名词的知识

要优于这些词所构成的搭配知识[6]。除此之外，学习者的词汇

知识相对匮乏，不能满足搭配学习对词汇的要求。

问题二，学习者的搭配使用错误率相对于词汇的使用错误率

要更高，动词-名词搭配的使用错误最为突出。Nesselhauf探究

搭配产出情况发现，大概三分之一的动词-名词搭配是不可接受

的，或存有问题，而且，动词的错误多于名词，介词和修饰词同

样存在错误[7]。学习者在词汇的使用上本身就存在错误，因此，

在使用由这些词组成的搭配时，错误就更频繁，更加明显。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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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还发现某些含有核心动词或增强词的搭配被频繁甚至过度使用，

导致搭配使用类型单一。

问题三，搭配的接受与产出不平衡。搭配的学习分为接受性

学习和产出性学习两种。根据对学习者搭配知识的接受性和产出

性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出，学习者的接受性搭配知识优于产出性

搭配知识，并且后者不如前者发展的好[8]。

3  英语搭配习得影响因素

大量研究发现，英语学习者的搭配知识受到限制且其发展呈

缓慢状态。Laufer&Waldman 的研究说明，即使是高水平英语学

习者在搭配上也会出现大量错误[9]。因此，诸多学者对英语搭

配习得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其一，多数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

搭配的习得受学习者母语影响。在搭配产出过程中，母语的表

达习惯影响着学习者，学习者英语搭配的表达往往遵循着母语的

表达习惯，甚至逐字将母语翻译成对等的二语。为了记忆方

便，将母语与目标语对应，这就导致搭配的不正确性。Junko

对母语为日语的英语学习者的研究证实这一结论[10]。

其二，学习者英语词汇量影响搭配习得。单词是构成搭配

的基础，因此，学习者的词汇量不足会严重影响搭配的习得。学

习者很难理解日常实践中英语搭配所建立的相互依存关系，足够

的词汇量有助于习得搭配。

其三，搭配的输入频度影响搭配习得。研究表明，缺乏应有

的搭配意识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普遍问题。教师已经认识到

搭配，但是并未关注到搭配的重要性，在教学中对搭配的输入匮

乏，对同一搭配的输入频度相对较低，从而导致学生无法有效习

得搭配。

4  相关教学启示

学习者在英语搭配习得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对其英语习得

的整体有很大影响。为提高学习者的习得水平，教师应该详细分

析搭配习得的影响因素，应用相应的教学方法，竭力解决搭配这

一难点，尽力提高学习者英语搭配能力和水平。

第一，培养学习者的搭配意识。学习者搭配意识的缺失严重

影响英语搭配习得效果。提高学习者接受和积极使用已有词语搭

配的能力，不仅要注意到词汇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要

教授学习者学会恰当地整合词语，形成合适地道的表达。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和提高学习者的搭配意识，在课堂

上可以通过反复地使用地道的英语搭配表达来增强学习者的搭配

意识。

第二，讲授词语搭配知识。英语教师不难发现学生准确掌握

动词是正确使用英语的关键。习语是英语中最常见的搭配类型之

一，其意义是无法从搭配中某个单词的意义推测出来。英语和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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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中国学生学习时容易受到母语的影

响。对于约定成俗的搭配，教师和学生要了解那是对习惯的沿

用，掌握搭配习惯有助于搭配的学习。词汇教学时，教师可通

过目标语来着重解释和讲解所讲词语的搭配知识，这样学习者可

以意识到母语表达和目标语表达之间的差异，从而更好的理解所

学搭配，增加学习者对搭配的兴趣，在语言的文化层面上理解

和记忆的效果会更好。此外，教师应善于总结，帮助学生不断

积累，增强准确使用英语搭配的能力。

第三，增加搭配输入频度。在英语搭配输入输出都缺乏的

情况下，学生接触和使用搭配的机会相对较少，因而搭配的习得

无法得到巩固和扩展。教师应引导学生多接触搭配，有意识地在

学习和生活中发现学习搭配的机会，通过各种材料和方法增加搭

配输入频度。听广播、看英文电影，阅读报刊杂志都可以使学生

轻松地学到地道的搭配。在教学中接触到的搭配，教师要进行多

次输入，通过增加搭配的输入频度促进学生的搭配习得。

5  结论

搭配在英语中十分常见，学习和使用英语必然要涉及到搭配

的运用，若不了解或是违背搭配规律则会阻碍英语学习的进步，

甚至会造成交流障碍。目前，大多数学习者在英语搭配的习得

上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教师应该根据问题产生的原

因，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相应的教学策略，不断地改善和调整教

学方法，更好地教授教学内容，提高学习者的习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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