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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词块（lexical chunk）大量地出现在口语和书面

语语料中，是流畅连贯的语言交际的主要构成要

素。词块习得近年来受到二语习得研究的普遍关

注，研究集中在语块本质、二语学习者习得和加工

语块的认知心理过程。词块的教与学正在引起各

级英语教育者广泛的关注，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之

一应是培养学习者理解和运用语块的能力。

个体对其能力的判断在其自我调节系统中起

主要作用，是影响个体学习行为的重要因素，自我

效能感在学生的学习成败以及个性品格方面都有

极其重要的影响。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良好“技能”

和“效能”，都是学生取得学业成功的必不可少条

件。正确认识大学生英语学习的自我效能感，并培

养其良好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对于发挥学生在英语

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其学业成就有着重要的

意义。如何从教育、培训及其它社会环境的改变入

手，有针对性地提高大学生的英语学习自我效能

感，这将是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新视角。

二 基本概念
（一）词块的定义和分类

尽管国内外有关词块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

不同的研究者对“词块”这一语言现象，有不同的表

述。例如：Syder 称之为“form-meaning pairings”，

“lexcalized sentence stems”[1]；Sinclair 称 之 为

“prefabricated phrases”，“lexical phrases”[2]；Haworth

称之为“prefabricated or ready-made language”[3]。

Nattinger和DeCarrico认为：词块是介于词汇和句子

之间的模式化短语[4]；Wray认为：词块是作为整体储

存和使用的词语程式[5]。马广惠将词块定义为：由

多词组成，可以独立用于构成句子或者话语，实现

一定语法、语篇或语用功能的最小的形式和意义的

结合体[6]。这些表述和定义表明词块是事先预制好

且被频繁使用的多个词的组合，这种词汇组合有自

己特定的结构和相对稳定的意思。

在词块理论中，影响较大的还有 Nattinger 和

DeCarrico的观点，Nattinger与DeCarrico把词块从结

构上分为 4 类：（1）聚合词（Polywords），如“at any

rate”、“once and for all”、“by and large”等；（2）习俗语

（Institutionalized expressions），如 ：“no pains no

gains”、“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how do

you do”等；（3）短语架构语，限制性短语结构

（Phrasal constraints），如：“as far as I can see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in short/sum/ summary”等；（4）句子

构建语（Sentence builders），即为整个句子提供框架

的词汇短语，例如：I think（that）X 和 I’m a great

believer in X，其中的X表示语法范畴[4]。

（二）自我效能感的涵义

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于

1977年提出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情感内

容中的一个重要参考维度。所谓自我效能感是指

个体在执行某一行为操作之前对自己能够在什么

水平上完成该行为活动所具有的信念、判断或主体

自我把握与感受[7]。

随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越

来越重视学习者的情感因素。参照班杜拉的自我

效能感理论，可将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界定为：学

生在英语学习活动中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学习

任务和进行具体学习活动的能力评估（主观判

断）。周勇、董奇的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水平与学

生的自我监控学习行为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8]。张

日昇、袁莉敏的研究也表明大学生的外语成绩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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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9]。

本研究采取对比实证研究，在大学英语教学中

开展词块学习策略训练，来提高学生学习和使用词

块的能力；将写作成绩作为英语输出质量的衡量指

标，由此来探索词块训练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

语输出质量及其自我效能感是否具有积极影响，以

期获得显著结论，从而对教师提高学生的英语业绩

和个性品格有所启示。

三 实验设计与过程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回答以下问题：1. 词块训练是否能显

著提高学生的二语写作水平？2. 词块训练是否能

显著提高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3. 大学英语教学

中如何提高学生学习和使用词块的能力？

（二）研究对象

从安徽省某地方本科院校随机选取非英语专

业两个班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A班（45人）和B班

（45人）均为二年级，他们专业背景基本相同，在学

习和认知能力上大致相当。在实验前，两班学生均

未了解和学习过词块知识。为了考察两班的英语

水平，实验者对两班的上学期参加英语四级考试

（CET-4）成绩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

班的英语总体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随机指定A班

为实验班，B班为控制班。

（三）测量工具

1.写作测试与评分

在本研究的两次（前测和后测）限时写作测试

中使用的作文题目和提纲均来自于英语四级考试

真题，该测试具有较高的效度和效度，作文的分值

为15分。本研究邀请本校两名英语专业写作课教

师，根据英语四级考试写作评分标准，担任写作评

分工作，两位教师多次参加英语四级考试写作阅卷

工作。本研究中每位学生的作文成绩均是将两班

作文混在一起后，由两位老师分别批改后得出的平

均分。

2.外语学习自我效能感问卷

参考Pintrich 和 De Groot的学习自我效能问卷

中有关维度[10]，结合国内学者边玉芳提出的“学习自

我效能感量表的编制原则”[11]，研究者编制了《大学

生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问卷》。问卷共有29个项

目，包括了努力感、能力感、控制感和环境感四个维

度。问卷采用Likert形式评分，从“完全不同意”到

“完全同意”，共分5个等级，0≤得分≤145，得分越

高表示学生的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越高。总问卷

的Cronbach’s α为0.87，Sperman- Brown分半信度

为0.79。

（四）实验安排

1.确定实验班和对照班后，进行《大学生英语学

习自我效能感问卷》和英语写作的前测，以班级为

单位进行集体施测，主试由研究者担任，英语写作

题 目 为“Getting to know the world outside the

campus”，写作时间为30分钟，问卷15分钟内完成，

学生回答完毕立即回收。然后对写作进行评分，对

问卷进行得分统计，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

数据管理和分析。

2.本研究的教学部分即词块训练阶段为17周

（从2011年2月21日到6月17日），总课时为68学

时。对照班和实验班的英语教学均有笔者担任，教

材采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视野大学

英语读写教程》第三册。

对照班主要还是沿用传统的词汇教学方法，采

取基于意义理解的传统教学方式：课前自学了解大

意，课堂讲解分析全文，课后练习知识点巩固。对

照班的教学没有对学生讲解语块的概念及其作用，

也没有特别强调对于“语块”的掌握和运用。除此

之外，对于写作没有其他形式的特别教学，教师采

用常规的教学模式，即写作前对写作方法进行简单

介绍，教师命题，学生在规定时间内一稿完成。

笔者在实验班的词汇教学过程中：1）向学生介

绍了“词块”这一概念，并强调了“词块”学习的重要

性，帮助学生认识和识别词块；2）指导学生以词块

习得为中点开展“输入——仿写——输出”的一系

列训练活动，指导学生利用课内资源收集和运用词

块，帮助学生养成从教材和其它课堂资源中识别、

选取和积累词块的良好习惯，鼓励学生积极使用词

块表达自己的观点、思想情感和亲生经历；3）在每

单元结束时，就所学内容进行词块测试，以词块翻

译和造句为主；4）指导学生利用课外英语学习资

源，扩大语言输入量，丰富词块习得内容，鼓励学生

通过“摘抄——朗读——背诵”美文佳句来增强语

感，然后在写作中有意识地积极模仿使用。

3.学期结束进行《大学生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

问卷》和英语写作的后测，写作题目为“Students’

rating of their teachers”，测试程序和方法与前测相

同。

四 实验结果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如表1显示，在词块训练

前，无论在词块使用数量（根据Nattinger和DeCarrico

的分类标准）、作文成绩还是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水

平层面，实验班和对照班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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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大于0.05）。而在词块训练后，实验班和对照班的

作文成绩和自我效能感水平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

平（p值均小于0.05），p值分别为0.024和0.037，而且

在词块使用数量方面，实验班和对照班之间达到非

常显著性水平：p=0.000<0.001。这表明大学英语教

学中进行词块训练，有效地增强了学生使用词块的

意识和效率，对学生的英语写作成绩和英语学习自

我效能感水平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注：*P<0.05，**P<0.01，***P<0.001。）

表1 实验班与对照班各项目的前测和后测成绩对比分析

班级

对照班

实验班

对照班

实验班

对照班

实验班

对照班

实验班

对照班

实验班

对照班

实验班

项目

词块

数量

作文

成绩

自我

效能

时间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平均值

9.587

9.339

9.8043

12.833

9.348

9.203

9.739

10.583

87.000

84.196

87.457

93.039

标准差

3.519

2.439

2.769

3.004

1.506

2.487

2.205

1.587

14.533

15.311

14.613

13.323

t值

.426

-5.321

.368

-2.292

.923

-2.113

p值（双尾）

.671

.000***

.714

.024*

.359

.037*

五 结论与启示
（一）通过为期一学期的词块训练，实验班学生

词块使用数量和写作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班。掌握

词块对英语写作具有积极意义和较强的预测力，词

块对英语写作的提高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传统

的语言教学相比，带有词块学习策略训练的词汇教

学对学生的写作水平作用更大。

（二）词块是作文的基本单位，在英语写作中具

有重要作用。词块学习可以使学生在实际的语言加

工和表达的过程中，更加快速、方便地提取记忆库中

有用表达进行有效加工，增加表达的流利度、准确度

和自动化，提高书面表达水平，这对于词汇教学和提

高学习者语言输出能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本研究表明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外，词

块 具 有 可 教 性 、可 习 得 性 ，正 如 Nattinger 和

DeCarrico认为的一样，词块为组织课堂教学指明了

方向[4]。这也充分解释了为什么市场上作文辅导书

的畅销，这些书向学习者大量的句型和英语等级或

入学考试的模式，帮助学生学习许多词块来应对一

些重要的英语测试。尽管这些辅导材料只是帮助

学生在写作中使用了更多的词块，但是也充分说明

词块在写作中的重要性。

（四）本研究显示非英语专业学习者的英语学

习自我效能感水平不高，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词块

训练能显著提高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在大学英语

教学中，教师不但要尽力帮助学生学习和使用词

块，也要帮助学生提高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大学

英语教学既要重知也要重情，要重视培养学生良好

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大学英语教学中积极开展词

块训练有效地干预了学生的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

一方面，教师指导学生广泛学习和使用词块促进了

词汇习得，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同时也提升了学生

的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教师帮助学生掌握正确

的词块学习策略，教会了他们学会学习，不断体验

英语学习成功的经验，进而提高了英语学习的自我

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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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表达。学生正确理解话语含义离不开语境的

参与，教师应把真实的语境带进教室，使语言自然

融入语境中，将学生置于交际的环境中，更好地调

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有意义

的交际活动中，真正达到在语境中理解英语听说的

话语含义，提高英语听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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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lexical chunks have aroused extensive attention of all kinds of English
teachers. One of important English teaching tasks should be to cultivate learners’abilities to understand and make
use of lexical chunks. Self-efficacy put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learner’s learning result and personalities.
Good skill and efficacy are both necessary for the learner’s success in the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 Through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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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zing the relevant knowledge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writing marks and the level of English learning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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