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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猜词策略，是语言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生

词时所采取的猜测词义的手段，是生词处理策略的

一种，通常运用语言知识，如词性、词根词缀、上下

文语境，及常识等进行猜测。猜测词义是阅读过程

中寻找生词词义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尤其对于大学

阶段的英语学习者，大量的课外阅读是他们提高英

语水平的主要方式，而课外阅读中对待生词最高效

的手段就是猜测词义。

一定词汇量水平是阅读中猜测词义的前提条

件，词汇量对猜词能力起着一定程度上的决定作

用。Nation（2001）认为，要通过上下文线索猜出新

单词含义，学习者起码需熟悉95%的文本及每阅读

20字出现一个生词。Laufer（1991）认为，英语学习

者要达到3000词族才能够具备猜测词义的能力，才

有可能将第一语言的阅读策略转移到第二语言的

阅读中，如猜词策略。

猜词过程中，除了词汇量水平这一必备条件

外，猜词策略的运用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猜词策

略被认为是阅读理解中应对生词最有效的策略之

一，Schmitt（2002）在对600名日本初高中生、大学生

及成年学习者的研究发现，猜词策略是词汇学习策

略中第二名使用最多的策略，同时73%的学生认为

它是有效的策略。

目前大量与猜词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猜词

技巧的阐述、猜词策略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等，对

不同词汇量英语学习者猜词策略使用情况进行对

比分析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研究在对词汇量

与猜词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之外，进一步

通过定性分析来探讨不同词汇量学习者在猜词策

略使用上存在的差异性，以期对大学英语阅读及词

汇教学提供参考、给出建议。

二 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广西钦州学院物理材料学院二

年级分级教学A班和C班，在二年级开学初分级测

试中，A班和C班学生在英语词汇量、阅读理解能

力、写作能力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本研究将A

班30名学生和C班30名学生分别视为词汇量较大

和词汇量较小的英语学习者。

2 研究工具及过程

研究工具包括英语阅读文章一篇、猜词测试及

猜词策略使用情况问卷调查。

首先，学生要阅读一篇英语文章，其中有4个单

词被笔者替换成低频词，另10个单词被改成自创的

假词，测试前已确保这14个单词全部为生词，全文

词汇总量为464个词语，含目标词（生词）14个，生词

率为3.1%，根据已有研究（Nation，2001），阅读生词

率大多控制在2%-5%，这是因为学习者在猜测生词

词义的时候，必须能够识别该生词周围的词。

接着马上进行猜词测试，测试包含阅读文章中

出现生词的14个句子，测试者需写出生词的汉语意

思，完全错误0分，基本正确（接近原词含义）1分，

完全正确2分。

猜词测试结束后马上发出问卷，调查学生在猜

测每个生词时分别使用了哪种策略，包括词性、词

缀词根、上下文语境、常识四种策略供学生选择。

这四种猜词策略主要采用Schmitt（1997）对猜词策

略的分类方法。

3 数据分析

首先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对受试的词汇量

大小及其对应的猜词测试成绩进行相关关系的研

究；然后对问卷结果采用定性分析法，对比分析不

同词汇量学习者猜词策略使用情况的差异性。

三 结果与分析
1不同词汇量学习者猜词能力对比分析

不同词汇量学习者猜词策略使用情况之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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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通过猜词测试及猜词策略问卷调查，对60名不同词汇量的大学英语学习者在猜词能力及猜词策略使用

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猜词能力和词汇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不同词汇量学习者在猜词策略使用方面具有一定差

异性；最后基于结论提出相关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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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词测试成绩显示，不同词汇量学生的猜词成

绩具有较大差距，词汇量较大学生的平均得分明显

高于词汇量较小学生的平均得分（16.36>10.12）；表

1显示，猜词能力与词汇量大小二者之间存在着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结果是P=.009<.05。这表明，词汇

量较大学生的猜词能力要强于词汇量较小的学生，

当学习者掌握的词汇量越大，文本覆盖率越高，其

猜词能力则更佳。

表1 猜词能力与词汇量的t检验结果

Guessing Equal variances assumed

Equal variances not assumed

F

.000

Sig.

.998

t

2.728

2.712

df

58

49.921

Sig.（2-tailed）

.009

.009

方差齐性检验 均值相等的t检验

2 不同词汇量学生猜词策略使用情况对比分析

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时发现，学生在猜测

词义时并非使用单一的猜词策略，而是同时使用几

种不同的策略，因为每个题项都涉及多个具体的猜

词方法。这与刘津开（2002）及刘炜（2010）的研究

结论相一致，即实际我们在猜测一个单词的词义

时，往往同时使用几种策略，能否这样做与我们的

策略知识是否丰富及测试题项所涉及的猜词线索

是否多样化有直接关系。以下为不同词汇量学生

猜词策略使用情况对比分析。

比例指每种策略被使用的总次数在所有被使

用策略总次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表2 不同词汇量学生猜词策略使用情况对比

词汇量

较大（30人）

较小（30人）

次数

151

170

比例

25.1%

27.4%

次数

242

226

比例

40.2%

36.5%

次数

90

73

比例

15.0%

11.8%

次数

119

151

比例

19.8%

24.4%

次数

602

620

比例

100%

100%

词性 上下文语境 词缀、词根 生活常识 总数

注：次数指每种策略被使用的总次数

表3 不同词汇量学生使用猜词策略总体趋势

猜词策略

词汇量

较大

较小

最多

上下文语境

上下文语境

较多

生活常识

生活常识

一般

词性

词性

最少

词缀词根

词缀词根

（1）总体来看，据表2，词汇量较大学习者使用

上下文语境和词缀词根两种猜词策略的比例高于

词汇量较小的学习者；而词汇量较小的学习者使用

词性和常识两种策略的比例高于词汇量较大的学

习者。此外，词汇量较小学习者使用猜词策略的总

次数多于词汇量较大的学习者（620>602）。

据表3，不同词汇量学习者在使用猜词策略的

总体趋势上保持一致，即使用最多的都是上下文语

境，最少都是词缀词根，而词性和常识两种策略处

于中间位置。

（2）具体来看，不同词汇量学习者在使用以上

四种猜词策略时均有一定差异。

上下文语境：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不同词汇量的

学习者，阅读中使用最频繁的猜词线索就是上下文

语境，这一结果与现有研究结论保持一致（Mondria，

J.& Wit-de，M.1991），即语境对习得新的词汇起着

不可代替的作用，没有语境，就很难猜测生词的含

义，因为分析词性及词汇结构的猜词策略只能对语

境线索起到一种辅助性的作用。本研究结果还表

明词汇量较大学习者使用上下文语境的次数要超

出词汇量较小学习者，这是因为词汇量较大学习者

对文章词汇的覆盖率较高，这有助于他们对生词前

后语境的理解，从而更容易利用语境猜测词义，具

有更强的语境意识。而词汇量较小学习者对生词

周围的词汇熟悉率较低，很难正确理解上下文语

境，这就使他们无法利用语境猜测词义，甚至对语

境的错误理解会导致完全错误的猜测。

常识：运用生活常识、文化背景知识帮助理解

生词词义的方法，是本研究中仅次于语境、使用比

例较高的一种猜词策略，且词汇量较小学习者的使

用次数多于词汇量较大学习者。常识经验属于非

语言知识，它来自于个人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及

想象力，但与英语语言水平和词汇量关系不大，所

以词汇量较小学习者很可能具有更加丰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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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和文化背景知识，更擅长借助常识经验猜测词

义。生活常识及背景知识能够帮助学习者更好地

理解文章语境，从而更准确地猜测出生词词义，当

然其能否起作用与文章内容是否与学习者现有的

知识经验相关有很大关系。

词性：对于不同词汇量学习者，通过判断词性

猜测词义的使用比例都较小，均不超过20%，且词

汇量较大学习者使用的次数更少，这表明猜词能力

较强的学习者，可以跳过判断词性这一阶段，而直

接根据上下文语境和词汇结构等策略进行猜测；而

对于词汇量较小的学习者，根据语法结构判断词性

是较容易掌握的策略，学习者通过判断其词性是名

词、动词、形容词还是其它，来帮助进一步猜测生词

的词义，但判断词性仅仅是一种辅助性的猜词策

略，仅通过词性是无法确定词义的。

词缀词根：不论是词汇量较大学习者还是词汇

量较小学习者，都不能有效利用词汇结构知识即前

缀、后缀、词根等进行词义猜测，且词汇量较小学习

者使用的次数更少。这表明目前大学生对常用词

缀及词根没有有意识地去理解、记忆，在学习词汇

时没有重视分析性记忆，更多的是机械记忆单词。

词汇结构法是最基本的，去语境化的猜词技巧，词

汇构件（前/后缀，词根）是需要强化记忆学习的，因

此构词法未被纳入常用猜词策略与其词汇学习没

有重视分析性记忆、词汇教学没有做出足够指导有

很大关系。

四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猜词测试和问卷，调查了不同词汇量

大学英语学习者的猜词能力差异及猜词策略使用

情况的不同之处。研究表明：（1）猜词能力与词汇

量大小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词汇量

较大学习者的猜词能力要强于词汇量较小的学生；

（2）不同词汇量英语学习者在猜词策略使用方面存

在差异，词汇量较大学习者使用上下文语境和词缀

词根两种猜词策略的比例高于词汇量较小学习者；

而词汇量较小学习者使用词性和常识两种策略的

比例高于词汇量较大学习者。此外，词汇量较小学

习者使用猜词策略的总次数多于词汇量较大学习

者，但其猜词效果却并不乐观，这表明大学英语学

习者经过初高中阶段的学习对于常用猜词策略已

基本了解并能够自觉地使用，但词汇量不够等原因

影响了某些策略的使用效果，导致猜词失败。（3）不

论对于词汇量较大还是词汇量较小的学习者，根据

语境猜测词义都是他们使用最多的策略，但词缀词

根知识却都是他们的薄弱环节。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教学建议：

1.扩大课外阅读量，阅读是快速扩大词汇量的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对于词汇量较小的学习者，老

师应该有针对性地为他们选择难度适中、题材合适

的课外阅读材料，课外阅读能让学生在自由、放松

的环境下进行，对于出现频率较高的生词他们才有

足够的时间进行猜测并强化记忆，长时间来就可以

扩大词汇量；对于词汇量较大的学习者，老师应鼓

励他们阅读中遇到生词时尽量运用上下文语境等

猜词策略来理解词义，以此来提高阅读速度，并进

一步增强其猜词能力。

2.老师要鼓励学生经常查词典，阅读后对重要

的、出现频率较高或干扰阅读理解的词汇，一定要

通过查阅词典确定其正确含义及单词用法，并强

化记忆，以此来扩大词汇量，为提高阅读理解能力

奠定扎实的基础。尤其对词汇量很小的学习者，

老师要指导他们在阅读训练过程中当遇到新单词

时应多查词典而减少猜词策略的使用频率。刘炜

（2010）等研究表明，高职学生中只有12%的学习者

在课外阅读中通过查词典去了解生词词义，而先

猜词再读后查词典加以验证的学习者更少，仅占

4%。

3.注重词汇结构知识（前/后缀、词根）的教学。

英语的单词大多有其特定的构词方法，如果英语学

习者事先理解单词的构词法，掌握英语中常用词缀

的意思，在英语阅读中理解某些生词的含义就会容

易的多。在词汇教学中，老师不能只讲解单词的用

法或任由学生自己课下机械性地记忆单词，而应该

在课上指导学生理解单词构词法并记忆常用的词

缀及词根，这样既能激发学生学习词汇的兴趣又能

帮助其扩大词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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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 word guessing test and a word guessing strategy questionnaire，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word guessing ability and the word guessing strategies between 60 college English
learners with larger vocabulary size and smaller vocabulary siz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ffects of vocabulary
size on words guessing ability are significant，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words guessing strategies by English
learners with different vocabulary size. Based on the results，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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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ng Ximeng was a poet in the Dynasty of Qing，who had been to Xinjiang twice. He wrote many
frontier poems in Xinjiang. In his frontier poems，we can scan the complicated state of mind when he was in
Xinjiang，so as to understand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Fang Xi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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