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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者舌尖现象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万桂君  王文霖  张文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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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舌尖现象是指说话者不能完全回忆起一个已知的目标词，但可以回忆起形式和意义相近信息的一种状态。本文在查阅国

内外 TOT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双语者 TOT研究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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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ongue tip phenomenon in biling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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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ip-of-tongue phenomenon is a condition in which the speaker cannot completely recall a known target word，

but can recall information of similar form and meaning.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OT at home and abroad，this paper 

review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ilingual TO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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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现象（tip of tongue，以下简称 TOT）是指说话者不能完全

回忆起一个已知的目标词，但可以回忆起形式和意义相近的信息的

一种状态。TOT 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出现在口语、书写等日常活动

当中。 

一、双语者 TOT 的发生机制 
1.双语者 TOT 发生概况 

研究发现，双语者会比单语者产生更多的 TOT。Gollan & 

Silverberg（2001）针对希伯来语-英语双语者和英语单语者进行了实

验。通过比较实验数据，他们发现双语者不论在希伯来语目标词还

是在英语目标词上都会产生更多的 TOT，且产生 DREC（Don't 

Recognize）的频率更高（希伯来语：5.4%；英语：4.6%），而单语

者的 DREC 频率低于 1%。这些结果表明，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者的

检索失败率更高，对单词的熟悉程度也更低。Gollan（2004）做的关

于西班牙语-英语和塔加拉族语-英语的实验中也证明了双语者的

TOT 发生率更高。随后 Gollan 进行了大量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结论。

Jennie 等（2009）也发现双语者会比单语者产生更多的 TOT，且产

生的原因与说话者的语义水平、语音水平、语言使用频率有关。 

双语者在非优势语言（non-dominant language）中的 TOT 发生率

更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语言使用频率。Ecke（2004）通过研

究 西 班 牙 语 - 英 语 双 语 者 发 现 ， 即 使 作 为 母 语 的 西 班 牙 语

（native/Heritage Spenish），如果使用频率更低，也会被另一种优势

语言取代，从而产生更多的 TOT。Borodkin & Faust（2012）通过研

究发现双语者在低熟练程度的第二语中更易产生 TOT，同样证明了

非优势语中的 TOT 发生率更高。 

2.双语者 TOT 的发生机制 

传统的 TOT 发生机制理论主要有不完全激活（insufficient 

activation）假说和阻抑（inhibition/blocking）假说。Burke 等（1991）

在部分激活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传导缺陷理论（Transmission 

Deficit Hypothesis）。Askari（1999）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通过

对波斯语-英语双语者的研究发现：在第二语言（L2）中，语音相关

的单词产生 TOT 的频率 高（p=0.34），其次是语义相关的单词

（p=0.21），无相关性的单词产生频率 低（p=0.11），即发音相似的

单词会诱导产生更多的 TOT。此结果证明了在相关词的干扰下，目

标词的传播存在缺陷：目标词部分进入语音系统，但不足以激活对

目标词的检索。Askari 的发现支持了传导缺陷理论。在近年来的研

究中，传导缺陷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双语 TOT 的实验，用以证明双语

TOT 与年龄、词汇、语音等因素的联系。 

二、双语者 TOT 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有关双语者 TOT 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可分为基于词汇的研

究和基于语言经验的研究两大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单语者与双语

者在 TOT 上有很多共同的影响因素，这里仅对双语者特有的影响因

素加以总结，与单语者完全一样的因素如年龄、词长等不做详细描

述。 

1.基于词汇的研究 

目前关于词汇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词汇发音、词频、词类、

同源词、非优势语言流利度和词性等几个方面。 

两种语言中发音类似的词（word with similar sound）会导致更多

的 TOT。Askari 在 1999 年关于波斯语-英语的研究中，被试会先听

到目标词的定义，然后会听到一个与目标词发音相近或是没有联系

的单词。 后发现，与目标词发音相近的单词会有助于被试对目标

词的提取，从而产生更多的 TOT。 

双语者会在优势语言（dominant language）词频较低的单词和在

非优势语言（non-dominant language）词频较高的单词出现更多的

TOT。这项发现也说明了 TOT 现象相对于完全不能提取任何信息的

积极意义。双语者在专有名词上会更少出现 TOT。许多研究都表明

双语者比单语者总体上会出现更多的 TOT，但是 Gollan（2005）的

一项图片命名任务中，双语者提取出的专有名词与其他类型的名词

数量相似，而单语者对于专有名词的提取更加困难从而产生更多的

TOT。这可能是因为专有名词在不同语言中的形式上具有相似性，

从而削弱了双语者提取时的劣势。 

同源词（cognate word）和可对等翻译词（translation equivalent）

会减少 TOT。Gollan（2004）研究发现双语被试在有同源效应的词汇

上出现 TOT 现象发生率明显低于没有同源效应的词汇。并且，同源

促进效应的前提是双语者都知道目标词在两种语言中的表达。同样

也发现双语被试在能够进行翻译的词汇上面会产生更少的 TOT。翻

译促进效应在日后的研究中应用广泛，如 Ecke 在 2004 年的研究中

发现意义一样的词汇（translation equivalents）会比词汇的定义在充

当诱导材料时更准确。 

非优势语言的流利度与优势语言的 TOT 成正比。非优势语言的

流利度越高，优势语言的 TOT 越多。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词汇

量。由于双语者面临着额外的处理需求，此双语者更易产生频繁的

词汇检索失败。双语者更容易在非优势语言的动词上产生更多的

TOT。Ecke 所做的关于西班牙语-英语的实验中，以英语为母语的被

试在西班牙语中的动词上会产生更多的 TOT，而西班牙语母语者也

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综上所述，目标词对 TOT 的影响涉及到优势/非优势语言、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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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词频、词类、词性等多个维度，这意味着将来的研究中在选

取目标词时需考虑到以上多个方面的影响。 

2.基于语言经验的研究 

研究表明双语者的长期或短期语言经验在不同情况下会影响

TOT 率。双语者的长期经验会影响优势语言，从而影响 TOT。一方

面，第二语言在特定的环境下（如移民国家）成为该双语者的优势

语言（dominant language），而母语变为非优势语言（non-dominant 

language），此时，第二语言的流利度与母语词汇检索失败频率成反

比，长期经验会造成该双语者在母语检索时出现较多的 TOT。另一

方面，当在习得者的母语为优势语言的情况下，这种长期经验又会

导致该双语者在第二语言检索时出现更多的 TOT。 

双语者的短期经验虽然不会影响优势语言，但是也会调节双语

者的 TOT 率。在学习第二语言的一段时间内，二语学习者的 TOT 现

象发生在母语检索的频率高于二语词汇检索。学习者的词汇习得可

以概括为两个独立编码阶段：语法编码（grammatical encoding，

semantic/syntactic）以及语音编码（phonological encoding）。词汇提取

则为解码，TOT 是由于从解码途中出现障碍所致。Ecke 和 Garrett

（1998）的研究发现与 L1TOT 目标相比，受试者似乎第二语言单词

的语音属性更为敏感。这时，相较于作为优势语言的母语，短期经

验提升了第二语言的检索成功率。并且，在短时间内接触第一语言

或者非第一、二语言的其他语言也会调节双语者第二语言的 TOT 率。

这时，短期经验增加了第二语言的检索失败率。例如 Kreiner（2015）

在短时间内观看俄语电影的实验中，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希伯来语-

俄语双语者都出现了第二语言（希伯来语）TOT 增加的现象。这是

由于接触非目标语言会产生一种跨语言干扰效应。此外，短时间内

双语者处于突然变换语言的情况下，双语者的两种语言都会出现

TOT 现象，甚至高频词汇也会出现。 

因此双语系统具有动态性，短期和长期的语言经验都会影响双

语表现。长期语言经验会通过影响优势语言与非优势语言的转换进

而影响双语者第一、二语言的 TOT，双语者在非优势语言中会产生

更多的 TOT；短期经验虽然不会影响优势语言的变化，但是会通过

影响词汇解码过程、跨语言干扰以及语言环境的变化来影响双语者

的 TOT。 

三、总结 
分析 1999-2019 发表的关于双语者 TOT 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其

研究问题集中于对由单语者 TOT 研究所发现的影响因素、发生机制

的探索以及比较。 

研究者们通过对于双语者 TOT 的影响因素的探索，得出了词汇

与经验方面对双语者 TOT 在两种语言上产生的影响。词汇方面：双

语者会在优势语言词频较低的单词、非优势语言词频较高的单词、

第二语言中与第一语言没有同源效应的词汇出现更多的 TOT，而在

专有名词产生较单语者而言更少的 TOT。经验方面：长期经验影响

下，双语者在非优势语言中会产生更多的 TOT；短期经验影响下，

双语者会受到非第二语言干扰增加 TOT，而在学习过程中双语者的

词汇解码过程受到影响，导致双语者在第二语言产生更少的 TOT。 

但值得注意的是，2009 年之后的研究（Jennie E.Pyers，2009；

Katy Borodkin 等，2013；Maria C. D'Angelo，2015；Kreiner，2015；

Gollan，2019）在选取被试时标记被试中男性或者女性数量的频率远

大于 2009 年之前（Nusha Askari，1999；Tamar H. Gollan，2001；Tamar 

H. Gollan 等，2004；Peter Ecke，2004；Tamar H. Gollan 等，2005；

Peter Ecke，2008）（80%/17%），这说明学者们愈发注意到性别因素

在此类研究中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虽然前人有关双语 TOT 的研究

在选取被试时有关注到性别的影响，但没有把它当成变量单独来统

计分析。这种意识的增加表示其研究的价值所在，未来的研究还需

更进一步证明性别因素在其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综上所述，对双语者 TOT 的研究尚在发展阶段，还有更多的影

响因素等待发掘。随着前人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被试性别的考量

越来越多，且加之男女认知的先天差异，性别是否会成为影响因素

之一，是本研究需要探讨的问题。研究性别对双语 TOT 的影响，不

仅有利于学习者针对自身在口语学习中的性别特征进行训练，提高

口语表达能力，还能针对男女性别特征在二语教学中尤其是口语交

际中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做到因性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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