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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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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列举了一些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

特别指出泛读中附带词汇 学习的效率不

尽人意
,

有待提高
。

并相应提 出对策
,

比如基于
“

增添理论
”

下的词汇教学呈现操作模式等
。

【关键词】词汇教学 ; 附带词汇学习; 呈现 ; 增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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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二
、

词汇教学的现状及其中一些问题

随着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广泛运用与接触
,

现

代英语也相应发展
,

就词 汇而言愈来愈呈 现丰

富
、

庞杂的新趋势
。

究其原因有三
:

1
、

英语 自身发展壮大的需要
。

英语在自身发

展
、

使用 的过程中吸收
、

借用了大量的外来语
,

从而总词汇量成倍地增长
。

2
、

瞬息万变的世间万物
。

时刻涌现不断的新

事物
、

现象
、

思想等需要表达
,

所以新词汇应运

而生
。

3
、

英语的词义本身的特点
。

英语的词义有很

大 的弹性与变动
,

往往随着上下文 的具体情景派

生出新的含义和复杂的感情色彩
,

其意义的灵活

性
、

精细性与多样性让人难以捉摸
。

人类对英语

的本质规律研究得越深人
,

词汇 的意义越突显
。

作为语言三大要 素之一
,

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的
。

在长期的英语教学中
,

从对学生做过的多次

问卷调查看
,

在假定的影响阅读的因素中
,

80 %

一 85 % 的人认为词汇量是最有影响的因素
。

英国

语言学家 D
.

A
.

W il ik n s
认为

“

没有语法就很少能表

达思想
,

但没有词汇则什么也无法表达
。 ”

又正

如语言学家 is gn e r
所说

:
人们在 阅读过程中

,

“

对词汇含义 的理解占阅读能力的 39 %
,

单独词

汇量对 了解文章中的词汇含义起 47 % 的作用
,

词

汇辨认 占阅读速度 28 % 的 比例
”

(引孙兴 文
,

19 9 8)
。

由此可见
,

词汇能力是重要的语言能力

之一
,

词汇教学在英语教学系统中有着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

1
、

词汇教学把握不住重点
,

平均用力
。

面对

浩如烟海的词汇不能区别对待
,

这表现在两个方

面 :
( l) 长期形成的过分关注对词汇的横向学习 (即

一味盲目追求词汇记忆的数量 )而忽略 了对词汇的

纵深发展 (即记忆的质量
,

又叫深度加工 )
。

已有的

研究表明
:
学习者对新的词汇认知越精细

,

投入的

注意度越高
,

词汇的长期记忆效果将越好 ( aL
u fe r

& H u l s t ij
n ,

2 0 0 1 )
。

( 2 )教师针对学生的学习行为

所给的一些反馈容易产生误导
。

如在作业和课堂表

现的评判中教师往往只注重词汇运用是否正确而非

词汇的覆盖面 (即词汇使用的丰富
、

多样性 )
,

对

其中的错误更是苛责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学生因为

怕犯错
、

怕费力就不用新词或低频词
,

仅仅只选用

一些常见词
,

通过
“

回避
、

辗转表述
”

即能表达意

图
,

而教师也会满意
,

那学生又何必去冒险而吃力

不讨好呢 ? 这就阻碍了词汇的进一步发展
。

从而在

词汇的学习中存在一些似是而非
、

模棱两可 的情

况
,

比如单词拼写与词义记忆的模糊与混淆 ; 分不

清词汇文体特征
,

不知道在什么场合
、

文体中恰当

用词
。

2
、

没有正确的词汇学习观
。

缺乏有效
、

多

样
、

科学的词汇学习
、

记忆方法
,

或盲目追求一种

最快
、

最好的
“

捷径
” 。

3
、

词汇语义掌握不全 (解释不全面 )
。

一个

单词的词义往往不是单一的
,

而有些学生没有这个

概念
,

在学习时只记住单词的某一意义
,

并将它固

定化
、

僵死化
,

在不同的语境下不经过推敲
、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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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

思考
,

用记忆中的
“

唯一
、

固定
”

的意义去死

套
,

常常导致对文章意思的误解
。

4
、

学习词汇时脱离上下文
,

将词汇孤立出来
。

死

记硬背
,

没有配合必要的词汇复习
、

巩固练习
,

而忽视

了培养词汇运用的能力
。

要知道
,

词汇学习的最终目

的是运用
,

没有运用的学习其效果不会长久
。

在针对以上诸多问题的有关词汇学习
、

记忆的

方法中
,

大家普遍赞成通过大量的泛读来习得词汇
,

也就是在阅读篇章时结合语境学习单词
。

一篇文章

的意义是多种意义的综合
,

它包括词汇意义
、

语法意

义
、

语境意义
、

逻辑意义等
。

在泛读中学习词汇的最

大优势在于做到词不离句
,

句不离文
,

也就是不离开

上下文
。

通过大量阅读掌握各类生词或同一单词在

不同语言情景中的意义转变以及各种用法
,

这确实

是词汇学习的较好策略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由 N a gy 和 Her m an 于 19 8 5

年提出的附带词汇学习理论值得关注
。

他们认为
:

如果学习者进行广泛的
,

以获取意义 为 目的的阅

读
,

在语境中接触大量可理解性输人时
,

不需要进

行直接的词汇教学
,

就能自然习得其所需要的大多

数词汇
。

在阅读过程中学习者更多地关注语篇意

义
,

对生词的处理是根据语境进行推理的
,

从而使

阅读过程更加通畅
,

不被打断
,

并在有意义的语言

运用活动中自然地
、

无意识地习得词汇 (引刘伯

茹
,

2 0 0 4)
。

其实在该理论提出以前
,

广大英语学

习者和教师已经有意无意地反复介绍和运用了
。

根

据语境直接猜测
、

学习
、

处理单词
,

该方法普遍而

实用
,

被一代代人采纳而推广
。

当然
,

任何事情强调过头也有弊端
。

笔者在教

学过程中以及自我进行泛读活动时
,

特别是当读到

一些语言结构较为复杂
,

思想较为填密
、

精细
、

深

刻的文章和资料
,

渐渐感到了通过泛读进行附带词

汇学习的不足
。

总结如下
:

( l) 附带词汇学习是临时学习
、

处理词汇
,

读

者在阅读时根据上下文容易习得单词 的用法
、

意

义
,

如果过后不进行有意识地复习
、

训练则比较容

易忘记
,

记忆效果短暂有限
,

因为
“

没有意识的作

用
,

语 言材料的学得 不可能 长久
”

( M d au gh h n

19 9 0 a )
。

( 2) 在泛读中习得的生词是偶然
、

随机的
,

也

就是读者碰到一个解决一个
,

如果读者的阅读量不

够大
,

学到的词汇就有限
。

另外
,

读者在泛读中态

度往往是随意的
,

他更注意的是语篇环境下 以获取

整体意义为目的的阅读
,

不可能对每个单词平均关

注
,

也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硬性任务
: 要学会多少

生词 ? 从而对单词意义的记忆很低
,

相当数量的生

词被忽略了
。

如果过多使用这种策略
,

显然不利于

词汇的学习与扩充
。

因为语言输人不会自动转化为

语言习得
,

要有足够的突显性与重复率
。

( 3) 通过泛读进行附带词汇学 习的过程 比较

缓慢
。

按照科学规律
,

一个单词须经过 6 一
14 次

(平均 10 次 ) 的反复接触方才可能 留存于记忆

中
。

也就是读者应该有足够大的阅读量 以保证同

一生词在若干不 同的语境中完成多次的重复
,

并

被给予足够次数的有意识注意
,

才能导致词汇量

的快速增加
。

( 4) 此外
,

由于阅读者能力水平有限
,

面对结

构迥异的复杂语篇
,

学习者尚不能有效地利用上下

文提供的语境线索或语篇中并不具备充分的可用
、

可靠的信息和线索以便学习者构建足够的语境来猜

测生词词义
,

而线索有时还具有某种程度 的误导

性
,

或学习者尚不具备生词处理技巧等
,

所有这些

都影响词汇的处理与习得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猜测

词义时
,

不论是根据词形结构
,

还是借助语境线

索
,

往往会导致误猜或对词义的误解
,

越来越多的

证据可以表明
:
在语境中猜测词义是容易出错的

,

即便不出错
,

猜测出来的词义往往模糊
、

朦胧
、

不

够全面
。

(5) 由于词汇量严重不足从而学生们无法顺利

阅读真实语料
,

其泛读中自然习得词汇的效率相当

低下
。

特别是大学低年级学生的词汇量少
,

读一篇

文章往往费尽周折
,

如果非得在生词上花太多精力

就难于欣赏文章的整体美
,

其阅读毫无兴趣可言
。

长此以往
,

词汇量少
,

阅读量也少
,

难以巩固
、

扩

充词汇
,

不能提高阅读能力
。

反之
,

读得少相应地

词汇量也难以提高
,

造成词汇量 和泛读的不 良循

环
。

对二语习得者而言有一个最低词汇临界值的限

制
,

如果大约具备 5
,

00 0 个词汇
,

泛读就较为顺利

容易
。

反之
,

若词汇量和生词之 间的 比例较高的

话
,

比如大于 2 0%
,

则表明读者难于获得充足的

可供使用的语境知识和帮助
,

从而无法在阅读中有

效使用词义猜测 的阅读策略来习得生词
。

因此
,

从

严格意义上讲
,

在阅读语境中成功猜测词义并习得

词汇的方法对于高水平者更加有效
。

三
、

改进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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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
,

泛读中的附带词汇学习尽管是一个

好方法
,

但其效率还有待提高
。

在今后的英语教学

过程中
,

从心理学和应用语言学角度出发
,

结合词

汇教学的特点
,

采取如下一些策略可以将词汇习得

进行得更好
:

1
、

培养学生正确的词汇意识
,

树立积极的词

汇学习观
。

词汇意识是指学习者在认识
、

情感及态

度上对词汇的一种心理倾向
。

在阅读教学中应注重

培养学生正确的词汇意识
。

学生在阅读中碰到太多

生词时
,

往往只有一种意识
:
觉得材料难度大

,

心

烦意乱读不下去
,

有灰心受挫之感
。

针对这种情

况
,

教师要让他们明白
: A

、

碰到生词是非常自

然
、

正常的事
,

也是好事
,

这表明有新东西值得我

们注意
,

学习生词能使我们进步
。

繁复庞杂的词汇

其实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英语的优势
。

正如

文章开头所述
,

每一时刻所产生的五花八门的新事

物
、

现象
、

变化以及人们日趋精细
、

严密的思想观

念
,

势必要求英语用更准确
、

妥帖
、

生动的词汇分

别从宏观
、

微观两个角度来描述其种类的复杂性
,

区别的精细性
。

丰富多样的英语词汇增强了语言反

映
、

描述客观世界的表现力
,

也让表达更加方便
、

容易
。

B
、

词汇反映大千世界
,

是学习者发展心智

的重要学习内容
。

C
、

学生是词汇习得的主体
,

别

人无可代替
。

只有经过自身的努力认知才能积累一

定的词汇量
。

D
、

没有最好
、

最快
、

唯一的词汇学

习方法
,

只能努力寻求适合学习者本人的多样的方

法
。

2
、

通过
“

精加工
”

来加强对词汇的认知程

度
。

限于学生的能力
、

水平和精力
,

不可能对每一

个词汇平均用力
,

应该教会他们区别对待阅读中遇

到的生词
,

意识到哪些生词的意义不是语篇理解所

必须
,

可以忽略 ; 哪些是需要学习的
,

比如怎样根

据语境推出词义
,

怎样求助于字典
,

怎样根据构词

来获得意义
。

加强对词 (主要是针对高频词汇 ) 的

认知
,

即对于构词
、

词源等方面的科学认识
。

加强

学生处理生词时的元认知意识
,

使他们能给予 目标

词充分的注意
,

变生词学习为有意行为
,

使学生更

积极主动地将其纳人认知体系
,

从而长久巩固记忆

效果
。

C r a ik & oL
e k hart ( 19 7 2 )的

“

加工水平说
”

认为
:
着重从语义角度更深入

、

更精细
、

更全面的

深编码法能进一步将语义联想固定在学习者的认知

结构中
。

加工的水平越精细
,

其认知程度越高
,

从

而记忆得以长久保存
。

3
、

要求学 习者有更 大的投人程度
。

基于

L a u fe : & H u l s t ij n
( 2 0 0 1 ) 所提 出的

“

投 人量 假

设
” ,

教师应注重适当地给学生一些关于词汇的学

习任务
。

如果学习任务对学习者的
“

投人量
”

要求

越高
,

也即让他们产生越多
“

需要
”

与
“

搜索
”

有

关词汇知识的努力
,

则词汇习得的效果越好
。

这样

可以弥补阅读中词汇附带习得的不足
。

可 以这样

做
: A

、

对词汇学习重要意义的正确
、

深刻认识
。

B
、

对词汇学习的强烈要求
。

C
、

尽力寻求词汇的

意义
。

D
、

通过对不同的词
,

同一个词的多种意义

或不同搭配进行分析比较等等
。

4
、

根据
“

增添理论
”

改善英语词汇教学呈

现模式
。

呈现也称展示或引人
,

是语言教学中的

一个步骤
,

指介绍新的语言项 目
。

词汇教学的呈

现就是把教学的目标词汇 以一定的方式
、

手段展

示给学习者的过程
,

包括展示词汇在不同层 面上

的知识信息
,

如词形
、

读音
、

讲解词汇的意义
、

句法特征
、

搭配及其运用
,

举例说明并介绍其它

必要内容等
。

教师通过各种方式的呈现能加深学

习者对 目标词汇的感知
,

帮助学习者利用从呈现

过程中所得到的丰富
、

全面的词汇信息
,

使 目标

词汇能以比较完备的形式储存在心理词汇中
,

并

且尽快地进人长时记忆
,

以便在日后的学习中随

时被激活
、

提取
。

皮亚杰认为
:
人的心理建立起来的认知结构

,

在接受处理外界新的信息时
,

并非只是对它进行简

单地复制
、

储存
,

而是要对新的知识信息予以增

减
,

并把它与长时记忆中所存有的信息独特地结合

起来
,

形成对生活的构造
。 “

… …新经验与过去存

在的认知结构相互作用
,

从而改变结构使之更恰
,

当
。

这种经过修正的结构
,

反过来对个体新的感知

产生影响
”

(朱纯
,

19 94)
。

也就是说增添更有利

于信息的储存记忆
。

5
、

阅读中进行生词处理策略训练
。

阅读中不

同的词需要采取不同的处理策略
。

阅读活动不同的

目的
、

任务
、

要求
,

阅读文本不同的类型及结构特

点
,

读者不同的认知能力和阅读水平
,

思维模式
,

阅读词汇量
,

阅读习惯等直接影响词汇处理策略
。

培养多样
、

恰当的策略能够增加阅读中词汇学习
、

处理的效率
。

6
、

学以致用
。

一个词汇要多次重现才能保持

长久记忆
。

在反复的语言使用中全方位
、

多层次地

接触
、

深化
、

巩固词汇
,

习得才有效果
。 “

学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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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

是一种词汇习得方法
,

更是词汇习得的最终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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