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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词汇知识可分为宽度知识和深度知识，而反映

词汇深度知识掌握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词汇

搭配的习得[1]p56。有研究表明，当前国内英语学习者

的词汇搭配习得极不乐观[2]p23，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

传统课堂词汇教学效果不理想[3]p357。因此，很有必

要寻求有效的课堂教学法帮助二语学习者习得词

汇搭配。基于语料库的“数据驱动学习”（DDL）教学

模式对于改进词汇搭配的课堂教学实践很有启

发。本研究试图将DDL教学法应用到英语课堂教

学中，以帮助学生习得词汇搭配。通过平行班教学

实验进行比较分析，具体回答以下问题：DDL 教学

法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是否更有助于低水平二语学

习者对词汇典型搭配的习得。

2 理论综述
2.1 DDL教学模式

DDL教学是基于语料库数据的一种新型的信

息化教学模式。其主要原则是：教师在教学中指引

学生基于丰富的语料库数据观察、概括和归纳语言

使用现象，自主发现语法规则、意义表达及语用特

征。其特征在于例句突显的呈现方式、例句的真实

性和信息的充分性。根据DDL创始人Johns[4]p1-16的

划分，DDL 教学过程包括三个阶段：提出问题

（identify）、材 料 分 类（classify）和 归 纳 总 结

（generalize）。国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

量的DDL研究，并出版了基于DDL理论编写的“词

汇大纲”[5]。DDL理论于90年代末引入国内，带动国

内DDL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DDL应用于英

语教学的可能性也受到不少研究者[6] [7]的关注。不

过，国内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语料库理论出发来探

讨词汇搭配的可行性[8] [9]，或者集中分析学习者搭配

习得中的失误[10] p31-35，[11]p30-32。而有关词汇搭配习得的

实证研究非常少，关于低水平学习者的研究则几乎

没有。

2.2 词汇语法理论

词汇语法理论（lexical grammar theory）语料库是

语言学家Sinclair对于语言研究的重要理论贡献。

Sinclair认为词汇和语法同等重要，有必要以词汇为

出发点来构建语言模式[12]p52-53。词汇语法理论主张

语言教学从词汇及其最核心意义和最典型搭配入

手，特别关注那些最频繁出现的高频词汇。该理论

还认为词汇的意义取决于其周边的词项和语义上

的频繁共选倾向，提出通过语料库手段凸显词项的

词汇搭配、语法类联接、语义偏好和语义韵以最终

构建词项的语境意义[12]p52-53。本文以词汇语法理论

为指导，通过实证研究，从语言习得效果方面探讨

DDL教学模式对于低水平英语学习者学习词汇典

型搭配的作用。

3 实验设计
本研究实验内容包括课堂教学实验和问卷调

查两部分。实验假设为：

1）实施DDL教学法，实验班学习者对词汇搭配

的记忆维持优于控制班。

2）DDL教学法对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具有积极作用。

3.1实验对象 本研究以广州市一所中职英语专业

的两个平行班学生为受试。实验班人数为43，控制

班为45。研究时间为第四学期。实验前对两个班

在第三学期全国公共英语1级（PEST I）成绩当作前

测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两个班的英语水平相当，无

显著差异。

3.2测试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测试工具包括课堂测

试和问卷调查。课堂测试的目的是考察短语动词

搭配的掌握程度，测试题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

为选择题，选自PEST II自2001至2009年的真题（学

校要求学生在第四个学期末参加PEST II考试），第

二部分为填充题，由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编写，要求

学生用指定动词所构成的短语来补充完整句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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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学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从记忆中提取学过的

目标短语动词。问卷调查的目的在于考察学习者

对于两种不同教学模式的态度以及DDL教学模式

对其学习方式的影响。

3.3实验过程 1）. 选词，本研究从学生的实际需要

入手，以PEST II考纲为依据，结合Natural Grammar
[13]出现的最常用动词，筛选出既是PEST II考试重点

又是语料库中使用最频繁的 6 个动词（come, get,

give, make, put, take）为目标动词。2）. 根据教学任

务筛选与制作学习语料。3）. 传统教学法与DDL教

学法的实施，具体步骤见以下课堂操作。实验时间

为七周，每周2课时，每课时45分钟，前六周为运用

不同的教学模式学习目标词汇。4）. 实施测试与问

卷调查，时间为实验第七周。5）. 结果分析。测试

结果使用SPSS13.0软件进行t检验分析；问卷调查

结果采用频率分析法。

3.4 课堂操作 为不影响其它教学任务的正常执

行，课堂教学每个目标动词的时间限于15分钟，控

制班与实验班两个班学习时间一致。

控制班采有传统的 3P（presentation, practice,

production）教学模式，即老师先让学生熟悉要学习

的短语动词，然后讲授该短语动词的意思及其常用

搭配，最后让学生根据所学的短语动词进行中英互

译练习。

实验班采用DDL教学模式：先根据教学所需确

定教学任务，然后根据学习任务中的词义和搭配形

式，从“英国国家语料库”（BNC）中抽取13个典型例

句作为教学例句, 最后要求学生在教师指令语的指

导下，观察、分析、归纳目标词汇的语言规律。以下

以高频动词make为例说明具体的DDL教学安排。

第一步：确定教学任务（以下为“make”搭配的

部分教学任务）

学习任务1：“make up”（编造故事或借口）。

学习任务2：“make up for”（弥补，补偿）一般在

什么情况下使用，表达使用者怎么样的立场态度或

语义氛围。

第二步：筛选语料

根据根据学习任务中“make”的词义和搭配形

式BNC筛选出以下例句为教学语料（例句中的某些

重要语义特征用下横线标出）：

第三步：课堂活动（“指令语”指提出教学问题，

“分析”指协助学生归纳目标语言规律）。

指令语1：观察例6-9“make up”后接的宾语是

哪一类别的词。根据语境，判断“make up”的意思。

分析：“make up”前后出现的带有同类语义特

征 的 词 ，如“no real evidence”, “to impress

unbelievers”,“tell lies”, 说明这些词均与“不真实，说

谎”有关，说明做某事是为了使他人相信，也就是

“捏造故事或理由”的意思。

指令语2：观察例10-13, 接在“make up for”后面

的名词短语有什么共同特征，属于哪一类别的词。

再观察“make up for”前面所出现的动词，说明它与

“make up for”有什么关系。前面两项特征，表现出

使用者怎么样的立场态度或语义氛围。

分析：“make up for”后面表达的是同一语义的

名词短语，如“lost time, terrible year”等，说明其后一

般接的是带有贬义的词；再观察该短语前面的动词

“try, hope”, 进一步说明使用者是想“通过努力”或

“希望”来达到某种目的（这就是词汇深度知识中所

说的“语义搭配”与“语义韵”的层面）。因此，根据

前后的语境，可猜测出“make up for”通常指“通过一

定的努力弥补或补偿已造成的损失”。

在以上三个步骤的DDL教学实施方案中，学生

在教师的帮助下通过观察、分析、类比、情境化等策

表1 DDL模式下“make”部分短语搭配的教学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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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逐层加工、归纳目标词汇知识，使“make”的词汇

知识得到扩展与延伸。

4 实验结果分析
4.1 测试数据分析

实验结束后，第七周对两组进行目标短语动词

典型搭配习得的课堂测试和问卷调查。测试的平

均分均在及格线下（控制组[CG]为55.5581，实验组

[EG]为47.8667），可看出学习者对短语动词的掌握

情况并不理想。使用SPSS13.0软件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见表2）。结果显示，t=2.346, Sig.=0.021, 两组

成绩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分析

结果表明，采用DDL教学模式的实验组对于短语动

词典型搭配的掌握水平明显高于传统教学模式的

控制组。也就是说，在DDL教学法的引导下，实验

组学习者对词汇搭配的记忆维持优于控制组。这

就验证了上文的第一项实验假设。

表2 目标短语动词典型搭配习得测试成绩t检验

4.2 问卷调查分析

实验结束后，对两个组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发

出问卷83份，收回有效问卷83份。主要从两个方

面来进一步了解学习者对不同教学法的态度及相

应的学习效果：1）学生不同教学法的接受程度如

何; 2) 不同教学法对学生学习习惯或方法是否有影

响。针对第一方面的问题，实验组86%的学生对

“用不同例句对比的形式突显目标词汇的教学方

法”持肯定态度；而控制组中也有84.4%的学生希望

在以后的教学中用不同例句对比的形式来学习词

汇搭配。这说明学生倾向于借助不同例句突显搭

配来习得目标词汇，而这正是DDL教学法的优势所

在。

针对第二方面的问题“不同教学法对学生学习

习惯或方法是否有影响”，控制组有42.2%的学生表

示确实“不太注意词汇的搭配限制”，而实验组同学

只有23.3%的同学持同意态度。也就是说控制组比

实验组多18.9%的学生不注意词汇的搭配限制。对

于“有观察上下文来判断词语搭配的习惯”一题，控

制组只有33.3%的同学表示自己有这种学习习惯，

而实验组则达到66.7%的同学表示有这个习惯。换

句话说，而实验组比控制组多33.4%的学生有通过

观察上下文来判断词语搭配的习惯。此外，对于

“DDL教学法有助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的表述，

实验组只有20.9%的学生持否定态度。这说明大多

数学生认同DDL 教学法对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索学

习能力的积极作用。显然，由问卷调查得出来的数

据验证了上文的第二项实验假设：DDL教学法对于

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索学习能力具有积极作用。

5 结语
作为一种新的信息化教学模式，DDL教学模式

在词汇教学上具有突出的优势。实验结果表明，

DDL教学模式在促进低水平学习者习得词汇搭配

方面优于传统教学法；问卷调查结果表明，DDL教

学模式对于培养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具有积极

的作用。总的来说，DDL教学模式有助于低水平学

习者对词汇搭配的习得。同时还有必要指出，要使

DDL教学模式在教学中达到良好的效果，还需要进

行周密的设计与实施，并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

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本研究的实施课时相对较

少，考察的目标词汇有限。另外，实验仅考察了学

习者对词汇搭配中接受性知识的习得效果，未将产

出性词汇知识的习得效果纳入研究范围。以上未

尽之处，希望在下一步的研究中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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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DDL Approach to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Collocations

LV Xiao-qiong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rade，Guangzhou，Guangdong，510640）

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typical collocations of vocabulary to second-language learners is a major difficulty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 practice. The empirical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Data-Driven-Learning teaching approach
is more effective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approach in improving the low-level learners’acquisition of vocabulary
collocation，and that it is helpful in fostering their autonomous learning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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