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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辅助下的英语词汇自主学习研究
李秋一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作为语言学习的基石，英语词汇一直是英语学习的重点之一，同时也是英语学习者面临的难点。语料库是指

大量搜集起来的结构化语言数据。在之前的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已经证实基于语料库的词汇学习的有效性，但在现实生

活中使用该方法的个人学习者并不是很多。本文基于之前学者的研究，探究语料库直接使用在词汇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并就这些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以此来促进语料库在词汇自主学习上的进一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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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cornerstone of language learning,English vocabulary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priorities of English learni

ng,but also a difficulty faced by English learners.Corpus refers to a large collection of structured language data.The effective

ness of corpus-based vocabulary learning has been demonstrated in previous studies by numerous scholars,but not many indi

vidual learners use the method in real life.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previous scholar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blems existi

ng in the direct use of the corpus in vocabulary learning,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to promote t

he further application of the corpus in autonomous vocabulary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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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词汇是语言的核心，在二语学习中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词汇和语言使用熟练程度存在着较高的正向关系，主

要体现在和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的紧密相连。词汇

知识的掌握越多，语言使用的熟练程度往往越高。词汇的

学习对于学习者来说，往往也是比较困难的过程。而基于

语料库的数据驱动型学习能够为词汇学习带来新的生机，

学习者借助语料库巨大的数据容量和丰富真实的语料来

更好地学习英语二语词汇并从中提升不同层次的词汇能

力。

1 语料库概述

1.1语料库语言学

语料库语言学是基于语料库展开的有关语言的研究。

语料库是指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中可被机器读取的真实

语料。是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中重要的基础和材料。储存在

语料库中的语料有代表性、真实性以及计算机可读性等特

点。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计算机大容量储存技术的发展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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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库的规模逐渐扩大，种类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电子

分析工具以及语料标记信息的发展大大提升了语料分析

的精准度和效率。在语料处理方面，研究者一般通过处理

工具（例如AntConc，Wordsmith，SketchEngine，CQPwe

b等）来分析语料的频率（frequency）、关键词（keywor

ds）、搭配（collocation）、共现（concordance）等信息。

除了作为一门学科，语料库语言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方法

被其他学科所使用，几乎所有的语言学研究（认知、词汇、

语用、文体学、社会语言学、语言与教学）都可以基于语

料库来进行。语料库语言学对于词汇的教学和学习帮助也

很大，在之前的大量实证研究中，除了对语料库在词汇学

习上可行性进行了论证，还证实了基于语料库的词汇学习

和教学的有效性。对于这一点在后文会进行详细说明。

1.2语料库与词汇学习

在词汇教学方面，语料库通过直接使用和间接使用两

个途径来实现。间接使用是指语料库给教学大纲、词汇测

试以及教学材料的设计编写提供启示和参考。例如，在教

学的过程应该关注语言中最常见的词形，以及这些词形在

使用中构建出的最核心的模式组合。这时就可以通过语料

库比较频率来制定相关的教学计划和大纲。

直接使用指的是数据驱动学习（DDL），即学习者

自身参与到语料库的分析当中来。约翰斯（Johns，1991）

年提出数据驱动学习的概念（Data Drive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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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参与自身语言的分析并且关注特定的语言特征。D

DL通过鼓励学习者自主发现自然语境中语言的规则来提

升学习者的主动性。直接接触语料的过程让学习者沉浸在

自然语料当中，能够让他们自己去验证关于语言特征的假

说、激发学习者自己学习的意识。对于教师本身来说，从

中也能受益很多，语料库的支撑能够增强老师的自信，并

且提升语言意识。

另外，学习者语料库（learner corpora）的研究也为

二语习得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数据的支持。因为语言习得涉

及到学习者的心理变化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观察比较难实

现，而基于学习者语料库的错误分析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

观察窗口，让研究者能够观察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研究

的结果也为外语教学提供了教学启示。本文侧重点在学习

者自主直接使用语料库进行词汇学习的方式，从其词汇能

力的层次出发，分析学者在词汇习得的过程的不同阶段的

词汇能力。

2 语料库与词汇学习

2.1词汇能力

在最基本层次的理解上，词汇能力被概括成词性和意

义的简单联系。但是许多学者不认同这一点，他们指出词

汇能力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其

中影响最深的表述是内申（Nation）所提出的成分方法，

他将词汇能力看作是从几个角度和多个方面共同构建的

结果。所以他从形式、意义和使用三个角度，以及输入输

出两个方面来概括词汇能力。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能

力概括是从词汇的深度和广度来区分词汇能力。安德森和

弗里博迪（Anderson&Freebody，1981）首次从这两个维

度来解释词汇能力：词汇的广度（或者容量）指学习者所

知道的词汇数量，词汇深度指多大程度上了解这些词。米

拉（Meara，2010）则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解释词汇能

力，他坚持从更加整体的角度去看词汇能力，将词汇能力

看作是组建学习者心理词典的相互连结网络。

在词汇能力评价中使用较多的是亨里克森（Henrikse

n，1999）的框架，他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来区分词汇知

识：①精确知识，即能够理解目标词项的定义，②深入的

知识，即能够陈述指称含义（例如同义词，反义词）以及

目标词汇的句法特征（例如搭配模式）项目，以及③生产

性使用能力，即能够使用目标词汇项。下面将从这三个层

次来看语料库在词汇学习中的具体作用。

2.2语料库在词汇学习中具体作用

精确知识方面，语料库能够帮助学习者建立起词与其

基本意义的联系。不仅能够将词语放在原文语境中呈现，

方便学习者将具体意义放在原文中进行理解。还能通过平

行语料库使目标语和学习者的母语相对应。语料库中单词

出现的频率反映到现实中所对应的是单词的使用频率。也

就是说越经常使用的词语，在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也就越

高。学习者可以选取最常出现的单词和意义进行优先学

习，优化学习效率。

在深入知识方面，语料库能帮助学习者理解多义词以

及区分同义词。越经常使用的词语，更有可能含有多种意

思，语料库是大量储存的自然语言集合，是探究词语在不

同的真实语境下构建不同意思的有力工具，通过对词汇所

在语境的探索，学习者能够清楚的区别多义词的具体含义

和使用方法。在同义词方面，因为词语不是单独存在的，

他们在和其他词语使用时会共同构建词汇关系，有时由不

同词汇构建的这一关系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学习者在

不能区分这类同义词的时候，可以借助语料库方法。因为

在语料库研究中，就算是同义词他们之间区别也能够清楚

地看出来，意义相同的单词或者词汇关系会在不同的语域

或者交流模式上存在差异。

在生产使用方面，语料库能帮助学习者正确合适地使

用词汇。对于一般词语的用法和搭配，可以使用语料库搭

配检索，通过不同的算法（MI，MI2 等）来搜索目标词

汇的搭配。比如说，begin和start都可以和to搭配使用，那

他们的区别在哪儿？通过语料库搜索对比就可以发现答

案，begin和to搭配使用更加常见，并且多在小说文体中使

用。而start虽然可以和to搭配，但实际使用中较少，其在

小说和学术文体上使用差异也不明显。隐喻意义是词语使

用的非文学方式，隐喻是通过比较来解释事物的。习语指

的是一些受到语言和文化的影响的固定词组，他们整体所

表达的意思不是其简单的字面意思相加。对于隐喻和习语

的使用，语料库能够作为识别隐喻用法的真实样本，能为

学习者提供具体语境来展示他们的用法和意义。而在语域

变体方面，语料库也能够探究其差异。因为语体变化关注

的是语言在不同因素作用下的使用变化（交流情况、正式

度、年龄、行业等），而现代语料库取样范围很广，并且

对这些语料从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标注。例如英国国家语料

库对语料库中语料的性别、年龄、社会阶层、地区、教育

背景等多做了详细标注。

2.3语料库辅助下词汇学习存在的问题

首先，基于语料库的词汇学习方法的实施需要电脑和

语料库软件的支持，这使得基于语料库的词汇学习场景较

为固定，只能在部分有条件的学校实施。学习者课下自己

实施起来难度大一点，从而导致该方法没有在个人学习者



教育与学习 4卷 11期
ISSN: 2705-0408(Print); 2705-0416(Online)

29

中普及，也有教师尝试过纸质语料库索引的方式，通过打

印目标词汇的索引列表让学习者直接使用，这样一来可以

直接观察打印的文本，但这方法又过于费时间并且灵活性

差。其次，语料库储存的语料是母语者的真实对话和文本

使用，对于低水平的学习者来说，这些语料可能过于复杂，

他们无法自己处理这些数据，从而导致无法从数据中推断

出目标词汇的准确含义和使用方法。再加上大部分学习者

运用语料库能力的缺乏，也会导致学习的效果大打折扣。

最后，过去的数据驱动教学主要从事教学和教师角度出

发，没有从学习者本身需求出发，致使学习者的需求没有

得到满足。所以需要从这三方面入手对语料库辅助下的词

汇学习改进。

3 解决措施

3.1做好语料预筛选

语料库方法对低阶和高阶学习者来说效果不是很好。

这是因为通过语料库软件检索出来的语境和语料是随机

呈现或者按照文档顺序出现的。在句子的难度和理解层面

检索的结果并没有做到分类或预处理。这就导致了所呈现

出的语料对于一部分学习者来说过于困难，无法从当前语

境中推断出词语的意义。又或者所呈现的句子结构过于简

单以至于文本信息过少而无法推断出目标词汇的意义。因

此在原有语料库结果上应对语料进行筛选。换句话说就是

为学习者提供合适的输入材料。

维果茨基（Vygotsky，1978）提出了最近发展区（Z

PD）的概念，他将其定义为“由学习者自身独立解决问

题所确定的实际发展水平与通过在成人指导下或与更有

能力的同伴合作下解决问题确定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

距离”。在该概念下，应注意区分两个关键的发展水平：

实际的和潜在的，而处于这两个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就是

最近发展区。当这一理论应用于语言学习领域时，人们通

常会利用它来选择适合语言学习者的输入，使输入比学习

者当前的水平稍微困难一点，从而让学习者获得更好的学

习效果。词汇覆盖（lexical coverage）是指一段文本中已

知单词所占比例。施密特（Schmidt，2011）发现，已知

词汇的百分比与阅读理解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这表明知道

的单词越多，学习者就更容易理解目标语篇。

语料的筛选需要借鉴最近发展区和词汇覆盖的概念。

在做语料筛选的过程中，首先对学习者的词汇能力做好测

试，建立学习者专属的已知词汇集合。当学习者搜索目标

词汇时，将语料库中的包含目标词汇的语料按照已知词汇

比例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展现给学习者。而这一过程的实

现，可以借助python中相关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进行。

3.2语料库手机交互程序设计

前面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语料库学习方法的实施

需要借助电脑和语料库软件来进行，因此局限性可能较

大。虽然近些年来科技的发展使电子计算机已经十分普

及。但由于便携性的问题还是使语料库的使用比较繁琐面

对这一问题，则需要研究者开发相关的手机端程序来方便

学习者快速学习，智能手机的普及率与便携性都高出电脑

很多。

目前已经在web端已经有很多在线语料库，不需要本

地下载通过互联网就能够直接访问。例如，美国杨百翰大

学马克·戴维斯（Mark Davies）在 2018年推出面向语言

学习者的iWeb语料库检索平台（可在手机上使用）。它

通过大数据链接了 2000万个网页，9.5万个网站，拥有 1

40 亿词次的语料，可据此自建任何话题的语料库，可检

索最常用的 6 万个英语词，不仅呈现其索引行、词性、定

义、同义词、词丛，还能即时链接到与之相关的网页、话

题、发音、图像、视频乃至 100多种语言的译文（何安平，

2019）。这为手机程序的实现提供了显示基础，如果能够

调用在线语料库的资源，加上检索和相对应的个性化语料

库预处理，就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也就是说在学习者和

语料库之间添加辅助学习软件，将学习者的输入转换成语

料库工具可执行的命令（例如正则表达式），然后将结果

筛选后通过不同的形式呈现给学习者。工作原理如下：学

习者输入（发出指令）、软件解释命令并传递给语料库工

具、对储存在服务器中的数据进行匹配检索、按照用户词

汇覆盖降序排序、输出结果。

交互程序的实现，一方面可以增加基于语料库词汇学

习的应用场景，是语料库辅助学习不再局限于固定的教学

场景中，在课下只需要借助智能手机就能够进行词汇的学

习。另一方面来说，交互程序的实现，对初学者比较友好，

降低了语料库使用的门槛。初学者的学习成本大大降低，

有利于语料库辅助学习的传播和发展。

3.3关注学习者需求

学习者的动机和需求紧密相连。当前的语料库的语料

容量巨大，大型的语料库的容量已经达到 10亿次。语料

库的种类也是多样的，有专门语料库、通用语料库、多语

种语料库、平行语料库、学习者语料库、历史语料库以及

监控语料库等待。如今的学习者缺少的不是学习资源，他

们缺少的和个人学习需求相匹配的资源。

从词汇能力角度来看需求的话，可以将学习者的需求

划分为三类。第一种学习者只要求将单词的形式和简单意

思相对应即可；第二种学习者希望在此基础上了解一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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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词义扩展，即在不同语境下所表现出的不同意义，或

者不同单词所表达的相同意义；而第三类学习者则希望掌

握词汇的使用，希望自己的表达符合本族人的表达习惯，

在具体的环境下选取合适的词汇表达。从用途角度来看，

根据学习者的目标应用场景，其需求又可以进行不同的划

分。例如、口语词汇、学术英语词汇、商务英语词汇等等。

之前的基于语料库的词汇学习，主要是从教学角度出

发，而很少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也很少考虑到学习者的

个人需求。在后续的学习中，可以根据学习者自身的实际

情况，在开始使用语料库词汇学习之间进行需求调查，根

据学习者具体的学习需求匹配相对应的语料库作为数据

驱动学习的样本。

4 结语

本文从语料库与词汇学习的关系入手，阐述了语料库

辅助下的词汇学习的好处，总结了之前在此方面存在的一

些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对应的解决措施。在如今

互联网和大数据快速发展的时代，相信语料库能够在不远

的将来能更好地帮助二语学习者解决在词汇学习上的一

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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