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8 Vol. 4 No. 22 2022理论热点

汉语二语词汇附带习得实证研究综述
杨朦萌　晏淑娟

（湖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本文对国内重要汉语类期刊近 20 年来（2001—2022）刊载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词汇附带习得实证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分析。研

究结果发现：（1）近 20 年来汉语二语词汇附带习得实证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汉语二语词汇附带习得影响因素研究；（2）实证研究的广

度和深度发展不平衡，纵向跟踪研究、多模态输入模式、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等方面仍有待深化。

关键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词汇附带习得；影响因素；述评

词汇是语言学习的基础，掌握第二语言的词汇是掌握第二语

言的关键。学生词汇的发展不仅限于课堂学习，偶然习得是学生

扩大词汇量的主要途径。近年来，汉语二语伴随性词汇习得（汉

语二语附带习得）已成为词汇习得的热门话题，许多研究人员在

词汇习得的同时进行二语汉语相关的研究。目前，关于汉语二语

伴随性词汇习得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对汉语二语伴随性词汇习得

的概括性也不够全面。为此，本文对过去近二十年（2001-2022）

在主要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关于汉语二语伴随性词汇习得的研究文

章进行定量统计，从文献总体状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

对汉语二语伴随性词汇习得研究的发展情况进行描述与分析。

一、文献总体状况

（一）数量分布情况

本研究根据专业权威性及影响力，选取了国内重要汉语类期

刊作为考察对象，对 2001 年至 2022 年发表在该类期刊上的二语

词汇附带习研究文献进行了检索，共收集论文 28 篇。分析发现，

汉语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的研究范围分布不均，综述研究领域有所

涉及，理论研究领域暂未发表过相关论文，研究主力集中于实证

研究，所以本文从实证研究这一角度出发，对国内汉语二语词汇

附带习得的实证研究作一综述。

为了进一步了解汉语二语附带习得研究的发展，我们以年度

为单位，逐年统计这几种期刊从 2001—2022 年这一时间段的发文

量，相对于 2008 年（发文 5 篇）和 2012 年（发文 6 篇）的发文

量来说，其余年份发文量极少，没有什么波动，大部分年份保持

在 0篇或者 1篇的状态。

同时，经统计发现，这 28 篇论文共计作者 26 名，这些作者

的发文量有所不同，本文将研究者及其对应的发文量进行了统计

分析，发现：

有 77%的人发文量只有 1篇，此类情况占大多数，发文量超

过 3 篇（包括 3 篇）的情况占极少数。从发文量我们可以看出，

大部分研究者对于汉语二语附带习得研究缺乏长期性和持续性，

对相关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研究。

（二）主题分布

我们将实证研究论文细分为5个研究主题：学习者主体因素、阅

读文本因素、外在任务因素、输入模式和直接与间接词汇习得的关系。

本文按研究内容制成表 1，以便直观了解近 20 年汉语二语词

汇附带习得研究内容的发展变化情况：

表 1 实证研究各项主题论文分布

主题
发文量

（篇次）
比例（%）

学习者主体因

素

学习者汉语水平及词汇量 5 11.36%

猜词能力 / 策略 5 11.36%

学习者母语文字背景 2 4.55%

阅读文本因素

语义透明度 4 9.09%

词语注释 1 2.27%

语境线索 10 22.73%

目标词出现频率 4 9.09%

词语本体因素（结构、词

性、词义）
7 15.91%

外在任务因素 阅读任务类型 2 4.55%

输入模式 1 2.27%

直接与间接词汇习得的关系 3 6.82%

（注：内容同时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因素或主题，各主题下

分别计 1次。）

从表 1可知，整体上看，在阅读文本因素方面，主要聚焦在

语境线索、词语本体因素两个方面；学习者的汉语知识、词汇量

和猜词能力是学习者主体因素研究的重点；四者分别占文章总篇

次的 22.73%、15.91%、11.36% 和 11.36%，共占 61.36%。学习者

母语文字背景、词语注释、阅读任务类型和输入模式的研究所占

比例较小，下节我们将结合具体研究主题进行梳理分析。

二、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分析

（一）研究内容分析

1. 学习者主体因素

学习者主体因素一直是汉语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研究中的重要

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学习者汉语水平及词汇量、猜词能力 /

策略和学习者母语文字背景。

作为影响学生的重要因素，刘颂浩（2001）认为语言能力直

接影响学生对句子语境的理解，而钱旭静（2003）则发现学生的

汉语流利程度与伴随性词汇习得相关性不够清晰；朱勇和崔华山

（2005）利用钱旭静阅读文本和“出声思维”法对伴随词汇学习

进行了新的研究，发现汉语水平较好的外国学生在伴随词汇学习

中取得了更好的成绩；干红梅（2008）通过对课堂实际中级阅读

教学的分析，发现汉语流利度与词汇学习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学生是否有汉字背景是影响汉语伴随性词汇习得的重要因素，

干红梅（2008）的研究表明，日韩学生接受汉字训练的学习效果

明显更好于欧美学生，华裔学生介于之间；江新等（2012）发现

日本学生在构词、上下文语境和两者的整合方面优于欧美学生。

2. 阅读文本因素

阅读中词语注释、目标词出现频率、词语本体因素、语义透

明度及语境线索对伴随性习得的新词有着不同的影响。

朱勇（2004）按照阅读的不同方式分成无条件猜测小组、查

字典小组和看注释小组，通过测试后发现注释小组的词汇附带习

得效果最好。江新等（2012）的调查认为目标词的结构方式对生

词猜测产生影响，构词法能提供更多语义上的信息，更为容易猜

出的是偏正式生词，且构词线索在其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刘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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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2001）认为并列式合成词猜测起来最容易；

干红梅（2009）认为，偏正结构的词的学习效果明显优于联

合结构的词。此外，张江丽（2010）分析了双音节复合词的不同

类型的语义和词素意义关系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中级学习者词

义猜测的影响，发现词义和词素意义的关系影响词义理解。

钱旭菁（2003）实验发现目标词出现频次对词义猜测有影响；

莫丹（2017）研究发现输入频率对听力与阅读两种输入模态下词

汇的习得与保持都表现出较强影响力；洪炜等（2017）研究表明

词语复现频率对词汇学习有着显著影响；侯晓明（2018）运用元

分析方法系统分析发现：测试词出现 1—3次时，学习者在即时测

试与延时测试中习得率为 33.9％和 75％。尽管各个研究的结果不

一，但在总体结论上还是保持一致，即目标词出现频率越高，词

汇附带习得越容易。

干红梅（2008，2010）发现透明词的学习效果明显优于不透

明词；洪炜等（2017）的研究表明，在弱语境下，语义透明度高

的词语学习成绩显著高于语义透明度低的词语，但莫丹（2017）

采用实验方法发现，语义透明度对听力与阅读两种输入模态下词

汇附带习得的保持的效果影响不大。同时，大量实验研究都证实

了语境效应对词汇附带习得的重要作用。刘颂浩（2001）的研究

表示，语境有显示词义的作用；朱勇等（2005）强调直接语言线索、

间接语言线索和缺乏语言线索的难度逐级增加；干红梅（2011，

2014）通过自然阅读后的口头报告录音转写和两个眼动实验发现，

强语境能降低词语的学习难度；江新等（2012）表明，上下文为

猜测词义提供了更多的句法信息，但其在非母语学习者猜测词义

过程中的作用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王玮琦等（2021）研究结果

显示语境对伴随性词汇习得的影响存在内部差异，描述动作情景

的语境比描述知觉特征的语境更能促进词汇学习。

3. 阅读任务类型

何静（2008）认为任务类型会影响被试的测试成绩，提出“推理”

和“生成”可以显著提高词汇习得率，研究发现“生成”对词汇

习得有显著促进作用；孙晓明（2012）的实验表明，词汇相关性、

词汇测试公告和词汇训练任务这三种任务增强方法是影响学生后

续词汇学习的关键变量。

4. 输入模式

国内绝大部分实验都以阅读模式为基础进行研究，所以本文

未将阅读情境下的论文纳入进来。但随着时间与科技的发展，除

了传统的文本阅读外，学习者借助多媒体设施从视、听、说模式

中习得词汇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为我们从多样化模式角度分析词

汇习得提供了可行性。

莫丹（2017）结合输入频率和语义透明度研究了听力和阅读

两种输入方式中偶然词汇习得和保留的影响。但就目前来看，对

外汉语学界多数学者还未跳出传统的文本阅读模式，从多样化模

式角度去分析二语词汇附带习得情况。

5. 直接与间接词汇习得的关系

张金桥（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直接学习对可理解词汇

的学习更有利，而间接学习支持产出性词汇知识的学习；干红梅

（2008）发现直接学习与附带学习组合对中级学生的词汇习得率

和保留率效果最好，其次是直接学习，附带学习最低；吴门吉等

（2012）对比了刻意学习法和伴随性学习法的学习效果，结果发

现伴随性学习组最初忽略了目标词，阅读成绩较差，但具备掌握

抽象词的能力，在造词方面更有创意，对阅读更有兴趣。

（二）研究方法分析

肖奚强（2011）将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方法分为语料库研

究法、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三大类，本研究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

将 27 篇论文（综述型论文除外）的研究方法进行归类，具体情况

如表 2：

表 2 论文研究方法分类

使用一种研究方法 多种研究方法结合

（A）实验研究法 （B）问卷调查法 （C）访谈法 A+B A+C

21 1 3 1 1

77.8% 3.7% 11.1% 3.7% 3.7%

（注：其中 2篇论文通过转写口头报告的方法也记入为访谈法）

由表2可知，多数研究者根据研究内容只选择其中一种研究方

法，其中实验研究法占绝对优势，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使用并不常见。

三、结语与展望

本文从文献总体状况、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三个宏观层面对

2001—2022 年汉语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研究论文进行了梳理。经过近

二十年的发展，汉语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汉语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研究发展不够充分，还存在很多问题，仍

有很多领域值得深化和开拓。纵向跟踪研究和词汇附带习得研究的

广度和深度要加强；实证研究方法应综合使用，除了常规实验法，

实验设备的有效利用和问卷调查及访谈法的配合对实验研究会产生

一定的助益。同时，近两年国内其他学术期刊以及硕、博士论文涉

及汉语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的研究逐渐增加。本研究主要考察了国内

7家汉语类核心期刊上刊载的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研究文献，后续研

究有必要基于更为全面的数据梳理国内汉语二语词汇附带习得实证

研究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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