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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英语专业大学新生被动语态磨蚀因素实证研究
*

叶 撮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外语系
,

福建 福清 3 5 0 3 0 0)

[摘 要」以 1 4 4 名 非英语专业大一新生为 受试对象
,

通过一个历时研究发现
:
经过一年大学英语学习

,

大一新生整体上除

含有宾语从句的主动句转换而来的被动语态之外
,

其它类型被动语态结构有显著磨蚀
,

而高分组学生任何种类被动语态没有

显著磨蚀
。

影响大一新生被动语态磨蚀的因素包括
:

磨蚀前语言水平
,

受蚀时间
,

与英语接触减少
,

读写能力和学习动机
。

机

械记忆 习得方式有助于 防止冥语从句被动语态磨蚀
。

【关键词】被动语态 ;磨蚀 ;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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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梓
,

2 0 06
: 1 3 3 )

。

汉语中被动句表示方式是在谓语

语言磨蚀是
“

语言习得的逆过程
,

指双语或者 动词前加
“

被
”

字
,

比如
,

我骂了小张
。

该句改为被

多语学习者由于某种语言的使用的停止或减少
,

其 动句为
“

小张被我骂了
。 ”

谓语动词
“

骂
”

字不会有任

语言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退
”

(倪传斌
,

何形式变化
。

而汉语中
“

被
”

字
,

虽然有介词 b y与之

20 06 )
。

国 内研 究 语 言磨 蚀 最 早 的是 钟 书 能 对应
,

但要表示被动含义
,

即使句子中不出现 b y
,

仅

(20 03 )
、

蔡寒松&周榕 ( 2 0 0 4 )
。

随后倪传斌对语言 把谓语动词变成 b e +
过去分词的形式也能表示

。

因

磨蚀做了大量研究
,

如语言磨蚀影响因素主要有七 此汉英两种语言的这种差异
,

造成了中国学生对于

个
:
磨蚀前的外语水平

,

受蚀时间
,

与受蚀语言的接 被动态习得困难
,

因为习得难度取决于 1L 和 L Z之

触
,

外语习得方式
,

年龄
,

社会情感因素和读写能 间的差异 (lE ils
,

2 0 00
: 3 7 一 3 9 )

。

磨蚀过程回归性认

力
。

(倪传斌
,

2 0 06
,

Zo o ga & Zo o g b )
、

语言磨蚀本质属 为
:
越难掌握的内容越容易磨蚀

,

那么汉英被动态

性 (倪传斌
,

2 0 07 )
、

sL A 与磨蚀之间关系 (倪传斌 中差异较大
,

自然也较容易磨蚀 (倪传斌
,

2 0 0 7 )
。

20 07 )以及情感 因素对语 言磨蚀影 响 (倪传斌
,

根据袁愈梓 ( 2 0 06
: 13 3一 13 7 )

,

被动语态大约有

20 10 )
。

近年来有人将语言磨蚀结合心理学相关理 如下几种
:

论进行研究
,

如李旭奎 &左金梅 ( 2 0 10 )
、

钟守满&孙 1
.

单宾语主动句转换而来的被动语态
。

崇飞 ( 2 01 2 ) ;也有人从词汇层面探讨语言磨蚀
,

如 2
.

复合宾语主动句转换而来的被动语态
。

包括

刘巍 ( 2 0 10 )
、

金晓兵 ( 2 0 1 1 )
。

在语法层面上仅有徐 S V o o 句型和 s v o c 句型主动句转换来的被动语态
。

霞 ( 20 1 1) 研究了中国高中生被动语态的磨蚀
。

目 .3 含有宾语从句的主动句转换而来的被动语

前国内尚未找到一项从语法层面对大学生被动语 态
。

态磨蚀的研究
。

4
.

中动结构
,

即表被动含义的主动句
。

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需要学习两年大学英 前三类种被动语态和汉语中表达同样意思的

语
,

平均每周 4学时
,

大大低于高中英语课时数
。

在 句子结构都是有差异的
,

因此很可能会造成习得困

大学第一年
,

多数学生没有修完大学英语第四级课 难从而造成磨蚀
。

而第四类虽然和汉语句子结构

程
,

学校不允许其参加 c E T考试
。

由于没有 c E T考 差异较小
,

但 由于顺摄抑制
,

学习者在使用这种句

试的压力
,

加上课业负担比高中小很多
,

工具型学 子时也倾向用 b e +
过去分词结构从而造成错误

,

因

习动机大幅度下降
,

这就造成了学生对于英语接触 此
,

中动结构习得也较为困难
,

磨蚀也可能成为必

减少
。

倪传斌 ( 2 0 06 )认为
: 1一 4年是外语磨蚀研究 然

。

涉及的时间跨度之一
,

而此时他们正是处于这一时 综上所述
,

本研究旨在解决如下问题
:

间段中
,

英语磨蚀似乎成为了必然
。

.1在减少接触英语一年之后
,

中国大学新生被

语态是一种动词形式
,

表示主语和动词之间的 动语态结构有无磨蚀 ?

关系
。

被动语态表示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
,

其构成 .2 造成大一新生被动语态磨蚀的因素有哪些 ?

方式是助动词 b e
加上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 (袁愈 二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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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试对象 括性介绍而不像 中学老师那样详细讲解
。

在 2 0 11

本研究以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2 01 1级管理 年 9月 28 日
,

学生在课堂上被要求以书面形式回答

系两个教学班 144 名 11 级新生为受试对象
,

其中男 如下三个问题
: 1

.

高中时每周有多少节英语课 ? .2

生 7 7人
,

女生 67 人
,

平均年龄 19
.

1岁
,

都有 6一 8年英 你高中时每天花多少时间复习英语 ? 3
.

你在高中学

语学习历史
,

高考平均英语成绩 97
.

40 分
,

根据笔者 习英语的 目的是什么 ? 后测是在 2 01 2 年 9月 13 日

调查
,

从 2 01 1年 6月 8 日高考结束后到开始学习大 早上第一二节课和三四节课
,

也用两节课时间让学

学英语前
,

他们对英语接触很少
,

基本不存在系统 生完成同一份试卷
,

并让学生以书面形式回答如下

学习
。

两个问题
: 1

.

在大一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复习英语 ?

(二 ) 测量工具 .2 大学里你学习英语的 目的是什么 ? 两次测试过程

本研究的测试卷包括两部分题型
:
多项选择及 中

,

学生若还有不认识或不会写的单词可 以向教师

句子汉译英
。

第一种题型来 自于《大学英语语法 》 提问
,

但教师不会 回答任何涉及到被动语态的问

(袁愁梓
,

2 0 06
: 14 5一 14 8 )和 《大学英语四六级语法重 题

。

点难点精解》 (李潇红
,

2 0 04
: 3 4一 3 7 )被动语态章节课 (四 ) 评分及数据处理

后习题
,

后一种题型来 自于这两本书中有关被动语 多项选择题答对一题得一分
,

答错不倒扣分
。

态讲解例句的中文部分
。

两部分分别包括 25 题
,

前 对于汉译英
,

翻译全对得一分
,

单词拼写错误和其

文提到的四类被动语态每一类在两部分中分别有 他不涉及到被动语态的错误甚至包括
“

b e +
过去分

五题
,

每题一分
,

每类满分十分 (复合宾语中 S v o o 词
”

中 b e
动词数和时态的错误都不扣分

,

但是涉及

句型和 S v 0 C句型在两种题型中分别有五道题 )
。

到被动语态的错误
,

比如中动结构中用了 b e +
过去

考虑到学生英语水平
,

将学生可能不认识的单词都 分词
,

完成进行时中 h va e b e e n b e i gn 掉了任何一个

标有中文释义
。

b e
动词

,

或是
s e e 以及 m ak

e
等动词在 S v 0 C句型被

(三 ) 实验过程 动态中不能省略 t o
而学生省略了

,

都记零分
。

试卷

实验分两次进行
,

前测在 2 01 1年 9月 26 日早上 全部 由笔者批改
。

两次测试 中各个项 目经 过

第一二节课和第三四节课进行
,

分别用两节大学英 S SP S 13
.

o 软件相关性统计
,

相关性系数均大于 .0 4
,

语课让两个班学生完成测试卷
。

在此后一年中
,

英 且 P值小于 .0 05
,

符合配对样本 T 检验条件
,

因此将

语教师以新视野大学英语为教材
,

讲授大学英语课 所得数据都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
。

程
。

课文中遇到有关被动语态的知识
,

只做简要概 三 结果与讨论

表 4
.

1

被动语态项 目 测试次数 学生人数 平均分 平均分之差 P值

单宾语被动语态 前测 1 4 4 6
.

42 5 5 1
.

2 0 3 6 0
.

0 4 3

后测 1 4 4 5
.

2 3 19 一 1
.

2 0 3 6 0
.

0 4 3

S V o O 句型被动语态 前测 1 4 4 6
.

14 4 4 2
.

2 3 4 0 0
.

0 2 0

后测 1 4 4 4
.

4 8 9 4 一 2
.

2 3 4 0 0
.

0 2 0

S V O C句型被动语态 前测 1 4 4 6
.

7 8 2 7 2
.

6 8 3 0 0
.

0 10

后测 1 4 4 4
.

14 8 9 一 2
.

6 8 3 0 0
.

0 10

中动结构 前测 1 4 4 6
.

27 6 6 2
.

2 5 5 3 0
.

0 0 1

后测 1 4 4 4
.

62 13 一 2
.

2 5 5 3 0
.

0 0 1

宾语从句被动语态 前测 1 4 4 7
.

2 1 2 8 0
.

39 15 0
.

2 3 2

后测 1 4 4 6
.

72 13 一 0
.

3 9 15 0
.

2 3 2

从表 4
.

1可 以看出
:
受试对象经过一年大学英 倪传斌 ( 2 0 0 6 )指出

: “

磨蚀前的外语水平是磨蚀

语学习后
,

绝大多数类型被动语态得分都有显著下 的关键因素
。 ”

被动语态磨蚀是否也如此 ? 根据秦晓

降 ( P < .0 05 )
。

值得注意的是
,

宾语从句被动语态得 晴 ( 2 0 03
: 3 7 一 3 9) 分组方法

,

将受试对象根据英语高

分下降最少
,

仅下降 .0 3 9巧 分
,

且没有显著性差异 考成绩高分 25 % 和低分 25 %确定为高分组和低分

( P = .0 23 2 )
。

这说明受试对象经过一年大学英语学 组
,

经独立样本 T检验
,

高分组和低分组高考成绩呈

习
,

绝大多数被动语态项 目有显著磨蚀
,

而宾语从 显著性差异 ( p 0<
.

0 5 )
,

因此将这两组受试对象各类

句被动语态没有显著磨蚀
。

被动语态得分分别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
,

结果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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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被动语态项目 测试次数 学生人数 平均分 平均分之差 P值

单宾语被动语态 前测 6 37
.

8 5 5 0 2
.

5 9 6 0 3
.

0 0 3 2

后测 6 37
.

1 3 29 一0
.

5 9 6 0 3
.

0 0 3 2

S V oO 句型被动语态 前测 6 37
.

6 5 0 3 2
.

5 4 1 0 3
.

29 10

后测 6 37
.

0 8 9 4 0
.

5 4 1 0 3
.

29 10

S V O C句型被动语态 前测 6 37
.

74 0 3 2
.

8 1 1 1 0
.

1 16 2

后测 6 6 3
.

9 1 3 2一0
.

8 1 1 1 0
.

1 16 2

中动结构 前测 6 37
.

5 5 1 3 2
.

0 1 1 0 2
.

1 1 3 2

后测 6 6 3
.

5 1 3 2一 1
.

0 1 1 0 2
.

1 1 3 2

宾语从句被动语态 前测 6 8 3
.

41 6 0 2
.

8 8 0 0 2
.

10 8 3

后测 6 8 3
.

1 46 2一0
.

8 8 0 0 2
.

10 8 3

表 .4 3

被动语态项 目 测试次数 学生人数 平均分 平均分之差 P值

单宾语被动语态 前测 6 5 3
.

0 1 1 5 2
.

70 6 0 3
.

0 0 0

后测 6 3 2
.

0 379 一 2
.

70 6 0 3
.

0 0 0

S V oO 句型被动语态 前测 6 4 3
.

6 48 4 3
.

0 40 0 3
.

0 0 0

后测 6 1 3
.

6 1 4 4 一 3
.

0 40 0 3
.

0 0 0

S V O C句型被动语态 前测 6 5 3
.

4 6 3 2 2
.

6 0 0 3 3
.

0 0 0

后测 6 1 3
.

8 79 6 一 3
.

6 0 0 3 3
.

0 0 0

中动结构 前测 6 4 3
.

6 8 6 3 2
.

0 5 4 0 3
.

0 0 0

后测 6 1 3
.

1 4 3 2一 3
.

0 5 4 0 3
.

0 0 0

宾语从句被动语态 前测 6 6 3
.

48 1 2 2
.

39 15 0
.

0 2 2

后测 6 4 3
.

8 3 3 3一 1
.

39 15 0
.

0 2 2

表 .4 2可 以看出
:
高分组受试对象所有项 目被 态磨蚀很可能成为必然

。

动语态平均得分虽有下降
,

但仍高于全体对象平均 在测试中发现
,

75 % 的受试对象在高中期间每

得分
,

且所有被动语态项目两次测试得分都未呈现 周 6节英语课
,

约 25 %的受试对象有 7节或以上英语

显著性差异 ( p >0
.

05 )
,

这说明经过一年大学英语学 课
。

到了高三
,

每天都有两节英语课
,

而大学每周

习
,

高分组学生被动语态没有显著性磨蚀
。

仅四节
。

所有受试对象在高中
,

每隔一天的早晨有

表 4
.

3可以看出
:
前后两次测试中

,

低分组所有 半个小时时间读英语
,

且他们中约 70 %的人高中时

被动语态项目得分不仅低于全体对象平均得分
,

且 晚 自习有一个小时以上用于复习英语
,

约百分之三

和高分组一样也有下降
,

但是下降幅度远远大于高 十花一个小时左右复习英语
,

而高分组的学生普遍

分组幅度
,

且呈现出显著性差异 ( P0<
.

0 5 )
。

这说明 花费 1
.

5小时以上复习英语
。

到了大学
,

很多人承

经过一年大学英语学习
,

低分组学生被动语态有显 认
:
除了第二天老师听写单词之外几乎不复习英

著性磨蚀
。

根据高考成绩
,

高分组英语水平显著高 语
。

然而
,

绝大多数高分组的学生每周至少有四个

于低分组
,

而经过一年英语学习
,

前者被动语态没 晚上复习英语
,

平均每次一小时左右
。

这表明
:
受

有显著磨蚀
,

而后者有
。

这证明了磨蚀前外语水平 试对象相对高中而言
,

对英语接触量大幅减少
,

是

是被动语态磨蚀关键因素之一
。

造成被动语态磨蚀的重要因素
。

而从高分组学生

除了磨蚀前的外语水平
,

受蚀时间也是影响受 身上可 以看出
:
坚持接触英语则会有效防止磨蚀

。

试对象被动语态磨蚀因素之一
。

因为根据倪传斌 这一点与徐霞 ( 2 01 1) 指出的
“

英语水平越高
,

被动

(20 06 )
,

受蚀时间跨度主要涉及三个月
,

一年到四 语态损耗越高
”

不一致
。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

年等
。

而受试对象高考结束到大一人学正好是三 是因为高分组学生英语读写能力显著高于低分组

个月时间
,

而本研究时间跨度恰好为一年
。

因此
,

学生
。

一方面
,

两组学生高考成绩呈现出显著性差

受试对象处于语言磨蚀的这两个关键期内
,

被动语 异 ;另一方面
,

高分组学生课外花费更多时间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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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

这有助于维持其现有读写能力
,

而低分组学

生几乎没有花费时间复习英语
,

从而现有读写能力

得不到维持
,

于是造成了高分组学生被动语态没有

显著磨蚀
,

低分组学生有
。

这进一步验证了Ol s hl ia n

( 19 86
: 1 87

一
20 4 )指出的

“

读写能力能有效地防止语

言磨蚀
”

(转引自倪传斌
,

2 0 0 6 )
。

从受试对象对学习外语 目的看
:
约 60 % 的学生

是为了高考获得较高分数
,

约 17 %要么 回答为了看

懂英文电影
,

要么回答被家长所逼
,

23 %学生 回答出

于兴趣
,

最后一种答案全部集中在高分组
。

由此可

以看出
,

绝大多数受试对象学习英语是出于工具型

动机
,

而这些学生只能第四学期报考 C E T 4
,

而一年

级不允许报考
。

因此
,

在工具型学习动机为主的学

生当中
,

由于没有考试压力 自然缺乏学习动机
,

从

而英语学习时间大幅下降
,

磨蚀也成为必然
。

受试对象宾语从句被动语态经过一年大学英

语学习没有发生磨蚀
,

可能与学生习得该类被动语

态方式有关
,

因为教师在讲授此类被动语态时
,

不

是讲解主动语态转换被动语态规则
,

而是直接让学

生将其作为 固定句型来记忆
,

比如 将
“ h is sa id

*h a *…
”

记 忆 作 汉 语
“

据 说
” 、 “ I* 15 u n i v e r s a l l y

b e l i e v e d *h a *…
”

记忆作汉语
“

人们普遍认为
” 、 “ I* 15

er p or 喇 ht at …
”

记忆作汉语
“

据报道
” 。

根据对受试

对象调查
,

证实他们中学阶段习得此类被动语态时

的确采取机械记忆方式来背诵句型
,

而不是像其他

类型那样练习主动语态向被动语态转换
。

这一定

程度上说明机械记忆句型有助于防止某些被动语

态磨蚀
。

这一点
,

倪传斌 ( 2 0 0 6 )在讨论习得方式与

语言磨蚀关系时没有涉及到
。

四 结论

本研究通过一个历时实验和非结构性问卷调

查了大一新生被动语态磨蚀情况
,

结论如下
:
首先

,

大一新生经过一年大学英语学习
,

除了宾语从句被

动语态外
,

大多数类型被动语态的确有显著磨蚀
,

但是高分组由于在大一期通过间坚持接触英语维

持其读写能力
,

从而所有类型被动语态没有显著磨

蚀
。

这说明磨蚀前语言水平是大一新生被动语态

磨蚀的重要因素
。

其次
,

由于处在磨蚀关键期
,

且

相对高中而言大学里对英语接触减少
,

加上工具型

学习动机影响
,

都造成大一新生被动语态磨蚀
。

最

后
,

机械记忆习得方式有助于防止宾语从句被动语

态磨蚀
。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性
:
由于条件所限

,

选

取样本较小
,

可能不能很好代表所有大一新生被动

语态磨蚀情况
,

因此以后的研究需要扩大样本的容

量 ;本研究受试对象来 自于普通本科高校
,

研究结

果可能不适用于其他水平高校
,

这也使研究其他类

型高校新生被动语态磨蚀成为必要 ;本研究受试对

象为大一新生
,

年龄基本为 18一20 岁
,

很难根据年龄

来划分实验组和对照组来研究年龄因素对被动语

态磨蚀的影响
。

这些都是后续研究需要解决的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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