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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言输入假说的高级英语词汇教学研究 ①

唐瑛
（邵阳学院外语系，湖南 邵阳４２２０００）

摘　要：克拉申的语言输入假说对英语教与学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而语言输入理论的核心是可理解性语料
输入。高级英语词汇量大且难以理解，词汇教学仍然在高级英语教学中占据这重要地位。在语言输入假说理论指导下

的高级英语词汇教学能够活跃词汇教学课堂、加深学生对所学词汇的理解、激发学生学习记忆词汇的兴趣、有效建构英

汉词汇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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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高级英语课程的性质和教学要求，高级英语是以语篇为单位，集修辞、文体写作和语言综合运

用为一体的精读课程，旨在培养英语专业学生对具有一定长度和难度的原著作品的阅读及欣赏能力。

高级英语课程历来是英语专业本科教学中既重要又难度很高的一项任务，其中词汇教学尤为棘手。经

过本科基础阶段的学习，并经历了英语专业四级考试之后，学生积累了一定的词汇量。在阅读课文时，

学生通常感觉对大部分的单词都较熟悉，但却难以把握语篇意义，从而对课文的措辞语句进行赏析。而

对于教师而言，高级英语词汇教学与语篇分析课时如何合理安排也是一直以来的一个难题。词汇是英

语学习的重要部分，是无论哪一阶段都不可或缺的内容，高级英语词汇教学应该与语篇相融合，而不是

作为一个孤立的知识模块来讲授。但在所有词汇教学研究成果中，有关高级英语词汇教学的研究很少

且缺乏深度和系统性。其中周慧霞提出将隐喻理论引入高级英语词汇教学中［１］；楚向群、刘彩敏则提

倡将语料库应用于高级英语词汇教学，从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词汇的能力［２］。笔者认为高级英语词汇

教学应该在克拉申语言输入假说理论的指导下与语篇分析融为一体。

１　语言输入假说的基本观点
克拉申（Ｋｒａｓｈｅｎ）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提出的“监控理论”在整个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

域引起了轰动，被称为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最全面、最可接受的一种理论”［３］，其核心是五项基本

假说：语言习得与学习假说，监控假说，自然顺序假说，语言输入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这其中影响

最深远的同时又得到批评最多的就是语言输入假说。克拉申认为，习得的产生需具备两个条件：习得者

接触到可理解的语言输入（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ｐｕｔ）即略高于他现有语言技能水平的第二语言输入；习得者
能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意义或信息而不是对形式的理解。克拉申认为理想输入应具备四个特点：可理解

性（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既有趣，又有关联（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非语法程序安排（ｎｏｔ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ｄ）和要有足够的量（ｉ＋１）。其中“可理解性”是指理解输入的语言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学习
者不能理解的语言输入不能帮助学习者习得语言。“既有趣又有关联”即克拉申所提出的“最理想的输

入应该是非常有趣的或与学习者密切相关的，它能使学习者忘记自己是从外语里获得信息”［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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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语言输入假说的高级英语词汇教学
基于克拉申语言输入假说的基本观点，笔者认为在高级英语词汇教学中教师的角色不是简单地教

会学生读音和解释词意，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将词汇通过具有知识性、趣味性甚至真实性的教学材料来组

织学生进行课堂交际活动，并在学生遇到表达和理解困难时，及时地给予引导和帮助，以便使词汇学习

与记忆不再索然无味。笔者根据以往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以此抛砖引玉。

２．１　立足显性，挖掘隐性
词汇作为语言的基本单位，往往承载着显性和隐性的双重文化信息。在英汉对比前提下，将文化阐

释手法运用于高级英语词汇教学中，既可以丰富教学方式，又能增强教学互动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从而

提高学生对原著的理解能力和欣赏水平。苏新春在其《文化语言学》中主张将词汇背后的文化信息逐

一揭示：“所谓阐释的方法就是对语言结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说明，把隐匿、依附、蕴含于其中的社

会、历史、民俗、观念、道德、思维、物质、自然等文化因素及文化意义揭示出来……把文化语言学定位为

阐释性学科，这正表明文化语言学更为看重的是语言背后的东西，它就是通过研究把蕴藏在语言内部，

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挖掘出来”［５］。以张汉熙《高级英语》中的《迎战卡米尔号飓风》（Ｆａｃｅｔｏ
Ｆａｃｅｗｉｔｈ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Ｃａｍｉｌｌｅ）［６］为例，《迎战卡米尔号飓风》是约瑟夫·布莱克（ＪｏｓｅｐｈＰ．Ｂｌａｎｋ）１９７０年
发表在《读者文摘》（Ｒｅａｄｅｒ’ｓＤｉｇｅｓｔ）上的短篇小说。作者依照时间顺序叙述了１９６９年８月居住在美
国南部密西西比州沿海一带的柯夏克（ＪｏｈｎＫｏｓｈａｋ）一家和他的朋友与威力无穷的卡米尔号飓风英勇
抗争的经过。约瑟夫·布莱克不仅运用了大量表现飓风破坏性的具体动词，而且还通过“ｂａｔｔｅｎｄｏｗｎ”
“ｒｉｄｅｉｔｏｕｔ”“ｓｃｕｄｉｎ”“ｗｒｅｃｋａｇｅ”“ｓａｌｖａｇｅ”等一系列与“船”“海”相关的词汇巧妙地凸显了文中以柯
夏克一家为代表的密西西比州沿海居民生活的这一特殊背景。在词汇讲解过程中，教师若能将隐匿、依

附、蕴含于词汇中的文化意义传递给学生，词汇教学就会成为语篇分析和提高学生写作技巧的一部分。

２．２　寓于语篇，激发联想
语篇解读需依赖语境，而基础语境线索由词汇铸就。词汇是语篇最基本的要素，词汇间的语义选

择、组织和聚合最终形成一个称之为语篇的多层级的意义系统。语篇中通常含有多个意义链条，它们之

间形成前提和结论或原因和结果等关系，相互影响的意义链条共同促成了语篇意义的形成、发展和完

成。任何语篇中的每个词表达一定的意义，词与词之间、句际和段际之间也有相互蕴含的语义关系，这

种语义关系常通过词汇同现的形式得以实现。词汇教学不能只局限于单词或单句的层面，而要引导学

生宏观地从整个语篇的角度通过比较和联想来分析词汇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加深学生对词汇深层意义

的理解，并学会如何将其应用于实践之中。以张汉熙《高级英语》中的《讹诈》（Ｂｌａｃｋｍａｉｌ）［６］为例，阿瑟
·黑利（Ａｒｔｈｕｒｈａｉｌｅｙ）通过外貌、动作、行为、语言等描写将人物心理刻画得非常的细腻。文中贪婪的私
家侦探奥格尔维（Ｏｇｉｌｖｉｅ）一开始在身犯肇事逃逸罪的公爵夫妇面前嚣张无比、企图讹诈，而后因臣服于
金钱而将自己卷入了案件之中。奥格尔维在这一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也由作品中出现的重要意象“雪

茄”巧妙地展现了出来。作者在文中对奥格尔维抽烟行为的描写达到６次之多。教师可将这６处描写
中的关键词如“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ｉｎ”“ｒｅｍｏｖｅｄ…ｋｎｏｃｋｅｄｏｆｆ…ｆｌｉｐｐｅｄ．．．”“ｂｉｔｏｆｆ”“ｗａｖｅｄ”“ｌｉｔ”“ｂｏｔｈｅｒｉｎｇ”
等进行对比分析并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表演活动，结合语篇引导学生捕捉奥格尔维由横蛮无礼到屈服

顺从的心理变化，培养学生扫描语篇中散布的相互联系、遥相呼应的词汇并将其进行链接进而挖掘语篇

线索和主题的能力。

２．３　词义辨析，重视应用
词义辨析在高级英语的教学中非常重要，近义词在高级英语课文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词义辨析对于

学生来说难度较高但同时又是必须掌握的内容，因此词义辨析在教学中要得到特别的重视。近义词的

差别表现在词义的强度、文体意义、情感意义和搭配意义几个方面。在教学中可引导学生找出课文中的

近义词，结合语境进行初步辨析，再综合总结。如在约瑟夫·布莱克的《迎战卡米尔号飓风》中作者在

文章第２６自然段的第三句话和第四句话中连用了＂ｖａｎｉｓｈｅｄ＂和“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这对近义词来描述装着小
猫的盒子和猫妈妈在风中的消失，比较词义可以发现前者强调突然性和彻底性，因此更能让当时在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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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的环境下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装着小猫的盒子就被风刮走的一幕重现在我们的眼前。阿瑟·黑利

（Ａｒｔｈｕｒｈａｉｌｅｙ）在《讹诈》（Ｂｌａｃｋｍａｉｌ）一文中对主要人物的眼神的描写非常的丰富，短短一个故事对主
要人物Ｏｇｉｌｖｉｅ的眼神描写达到１１处之多，而对另一主要人物公爵夫人眼神的描写也有６处。更令人
赞叹的是作者每次使用的词都不相同。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找出文中所有描述“看”的单词和短语并进

行比较研究，进而探索这些近义表达之间的细微差异所映射出来的人物心理的变化并引导学生学习刻

画人物的方法。ＪｏｈｎＳｃｏｐｅｓ在《震惊世界的审判》（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ＴｈａｔＲｏｃｋｅ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６］一文中为了凸显
世人对“猴子”审判（ｔｈｅ“ｍｏｎｋｅｙ”ｔｒｉａｌ）的关注对枫树下别开一面的审判场景进行了描写，尤其是围观
群众的千姿百态由“ｓａｔ”“ｓｑｕａｔ”“ｐｅｒｃｈ”这一组近义词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笔者在教学中
将这一幕从相关视频资料中截图展现给学生，学生立刻领悟到了这４个简单的单词的魅力所在。但是
仅仅掌握词义辨析的方法，了解近义词的区别是不够的，学习的目的是应用，因此笔者认为在教学中教

师还要通过各种途径督促学生把这些词汇活用到自己的说、写、译中去，以巩固知识，加深理解。

３　结语
克拉申输入假说对传统的高级英语词汇教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为改善高级英语词汇教学效果提

供了有效途径。在高级英语词汇教学输入环节，教师应从语篇赏析的角度出发将词汇教学寓于语篇分

析，结合相关理论并利用具有广度和深度的知识性例证阐释引导学生探析词汇表层意义、深层内涵、语

篇功能等多层面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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