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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语搭配具有任意性的特点，其理据性纷繁复杂。传统教学提倡整体记忆法，而认知语言学倡导以概念结
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通过学习者的身体体验、概念框架、认知方式等对语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在此理论指导下，通

过观察大量真实语料中的搭配现象发现，搭配组合中节点词的基本义项对搭配的形成起决定作用，同时上下文的语义氛

围也对搭配词的选择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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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汇是语言学习的基础，也是语言系统得以
有效运作的重要支柱。它在语言技能的发展中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英语教学中的重中之重。

然而在实际教学中，不少教师片面地认为只要记

住词的发音、拼写与词义就足够了，对词汇的讲解

也主要是通过要求学生机械地记忆课文词汇表中

罗列的单词及其汉语释义来进行。通过这种教学

方式形成的对词汇的理解非常局限，谈不上真正

的掌握，极易造成在实际运用中错用词汇的现象。

事实上，词语不是静止、单一的，而是有生命、活动

的，尤其是词与词在很多方面都相互联系，存在着

很多互相搭配的现象，这些习惯性搭配现象是词

语用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教师在词汇教

学中除了教授学生单词的发音及词义外，更重要

的是讲授词的习惯搭配用法，并以此提高学习者

准确得体地使用目的语的综合能力。

１　英语词汇搭配的研究背景
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词与词之间并不是孤立

的，而是有着多种多样的联系。词语在横向组合

和纵向聚合的关联中，逐渐形成一些习惯性配合。

英国语言学家弗思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提出了“结

伴”说，并首次提出了搭配这一概念，认为搭配是

词项的习惯性结伴使用。此后，对于搭配的界定

体系与研究方法不断地演变和发展。如新弗思学

派的代表人物韩礼德和辛克莱等提出了词项、搭

配和词语集等有关搭配界定和研究的概念，发展

了弗思“结伴”说，将“线性共现”视为搭配最重要

的界定标准，并率先运用了语料库的技术来研究

搭配，增加了研究的效度；米切尔等人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主张将语法结构和句型纳入搭配研究，提
出将词类、句法、意义等因素综合在一起来研究搭

配。之后的韩礼德和哈桑把篇章衔接引入到搭配

研究中，使得词语搭配的内涵更加丰富。而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至今，基于语料库技术驱动的词语搭配
研究蓬勃发展，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使得研究过程

中的人为干扰因素大大降低，很多研究已不仅限

于词项组合的行为研究，而是涉及到了许多语言

学的重要课题，如词法和句法研究、文本分析、语

言教学等。

由此看来，搭配在英语学习中一直是研究者

们关注的重点。ＰａｗｌｅｙａｎｄＳｙｄｅ［１］在研究外语学
习者语言输出时注意到，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

使用可以达到本族语言者的流利程度，但是本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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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者还是能轻易识别他不是本国人，原因是他的

用词、搭配不同于本族语言。比如汉语为母语的

人学英文很容易出现“ｃａｕｓ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ｒｅ
ａｔｅｖａｌｕｅｓ”这样的缺乏地道性、自然性的搭配。因
此，在英语教学中，我们一直强调学习词汇不仅要

掌握词的音、形、义，而且要熟悉词的用法和搭配。

但是在实际学习中，英语搭配因其具有任意性、不

可预测性、因循性等特点，运用规律不易掌握，学

习者主要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总是产生事倍功

半的效果。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认知科学在语言研究
中得到极大的发展，在研究语音、句法、语义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为二语习得研究增加了新

的视角，也为语言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认

知科学理论的语言学习，尝试以身体经验和认知

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探

寻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

知识结构对语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认知语言

学［２］认为，任何语言现象或形式相对于人们的经

验结构、认知方式、概念框架、语义系统以及客观

世界来说，都应是有理可据的。如果能对表面上

“约定俗成”的现象做出合理的分析，势必会有利

于学习效果的提高。

２　认知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英语搭配习得
２．１　搭配的任意性和理据性

在同样的语法、语义制约条件下，词汇搭配中

存在一些不可预期的，被解释为习惯使然的结构，

大家认为基本无规律可循。比如我们可以说

ｓｔｒｏｎｇｍｕｓｃｌｅ，ｈｅａｖｙｔｒａｆｆｉｃ，但不能说 ｓｔｒｏｎｇｔｒａｆ
ｆｉｃ，ｈｅａｖｙｍｕｓｃｌｅ；再如ｔａｌｌｐｅｒｓｏｎ，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反
之则不亦然。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搭配在一定程

度上是任意的习惯性的组合，在搭配中对词的选

择是没有什么明确的理由的，也就是说，词与词之

间没有理据可言。

但是更多的理论［３］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

有其物理、心理、意识和社会等方面的属性，表现

在语言中语音、词汇、语义、语用等方面……无论

语言间的差异或是语言历史变化有多大，都必得

在这些限制内发生，即使是某些约定俗成的成分，

也只能在这些限制范围允许的条件下才有可

能。”对于搭配的理据的研究有不少的成果，Ｒａｄ

ｄｅｎ＆Ｐａｎｔｈｅｒ［４］根据理据路径的不同提出了生态
理据、演化理据、体验理据、认知理据、感知理据和

交际理据等６种；黄新如［５］从语音、语法、语义和

语用方面分析搭配理据问题；叶丹［６］提出内部限

制、认知、文化语境等搭配组合的原因；黄四宏

等［７］研究搭配语言体系内的符号关系及体系外

的理据因素。

实际上，任意性和理据性在语言中并不矛盾。

从表面上看，任意性似乎具有无穷的解释力。事

实上它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变量，它的存在支持着

语言的变异性、选择性和多样性。语言任意性的

特点大部分只能是在一定限制范围内运作。语言

系统确实存在着限制，寻找和挖掘到底有哪些限

制，并认识分析这些限制，对研究具体的语言能力

以及语言的使用会有很大的意义。

２．２　认知语义分析
认知语言学一直强调人的语言并非像生成语

法所称的那样是天赋的，而是在人的身体体验以

及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认为学习是通过认

知获得意义的过程，强调学生积极主动学习，提倡

让学生通过观察、分析、归纳等逻辑思维活动发现

规则、原理，从而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搭配学习的关键是对语义的理解。传统语义

研究认为，英语很多词的语义具有很强的任意性，

即词的多个义项之间互不相关，没有内在联系。

如前面提到的形容词 ＋名词搭配 ｔａｌｌｐｅｒｓｏｎ／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传统语法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为：这两个形
容词都能表示“垂直高度”，但 ｔａｌｌ主要修饰有生
命力的东西，比如ｐｅｏｐｌｅ，ｐｌａｎｔ等，而ｈｉｇｈ能修饰
一些抽象的概念，如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ｍｏｕ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等；
ｔａｌｌ主要搭配一些具体的事物，除此以外的搭配
频率很低；ｈｉｇｈ尽管也能搭配一些具体的事物，
但是搭配频率远远低于 ｔａｌｌ。这样的解释虽然清
楚，但没有说明为什么 ｈｉｇｈ能修饰抽象概念而
ｔａｌｌ主要用于具体事物之前。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ａｌｌ的核心义项为 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ｐｅｏｐｌｅ
ｏｒｔｈｉｎｇ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ｕｐ；ｈｉｇｈ尽管
也有上述意义，但是它可以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即位
置或地位的高度，可以不强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ｆｒｏｍ
ｇｒｏｕｎｄｕｐ。这个ｎｏｎ－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的含义也许
能解释 ｈｉｇｈ的抽象性和修辞方面的用法，如 ｈｉｇ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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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ｉｒｉｔ，ｈｉｇｈ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ｓｏｃｉｅｔｙ等。
认知学家们如Ｌａｋｏｆｆ＆Ｊｏｈｎｓｏｎ［８］提出，词的

多个义项之间存在系统性，且多个义项互相联系，

构成一个多义网络，它们在该网络中的地位不同，

其中有一个是核心义项。搭配中节点词的核心义

项往往能解释不少搭配任意的现象。以动词

ｍａｋｅ／ｔａｋｅ为例，它们是英语词汇中最常用的动
词，与之搭配的名词也相当多。如下所示：

（１）Ｉｃａｎ’ｔｓａｙｔｈａｔＩｗｏｕｌｄｍａｋｅｂｉｇ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ｗｈａｔＩａｍｄｏｉｎｇ．

（２）ＣｏｕｌｄＩｍａｋｅａ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３）Ｈｏｗｄｉｄ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ｂｏｔｔｏｍｅｄｐａｐｅｒ

ｂａｇ”ｍａｋｅ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ｆｅ？
（４）Ｗｅｗｅｒｅｊｕｓｔ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ｔｏｕｎｐａｃｋｔｈｅｌｉｔｅｒ

ａｃ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ｏｔｒｙａｎｄｍａｋ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ｍ．
（５）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ｏｃｃｕｒｗｈｅ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ｍａｋｅｊｕｄｇ

ｍｅｎｔｓａｂｏｕ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ｃ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ｓａｂｏｕｔｃｅｒｔａｉｎｒａｃｉａｌｇｒｏｕｐ．

（６）Ｔａｋ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ｓｔｈｅｙ
ｗｏｒｋｅｄ．

（７）Ｅｒｉｃｄｅｃｉｄｅｄｔｏｔａｋｅａｗａｌｋ，ａｓｈｏｒｔｔｕｒｎａ
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ｓｉｔｅｂｅｆｏｒｅｈ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ｈｉｓｃａｒ．

（８）Ｗｅａｒｅｇｏｉｎｇｔｏｔａｋｅａｂｒｅａｋ，ａｎｄｃｏｍｅ
ｂａｃｋｔａｌｋｓｏｍｅｍｏｒｅａｂｏｕｔｔｈｉｓ．

（９）ＩｗｉｓｈＩｃ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ａｖａ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ｕｓｓｉａ．
（１０）Ｉ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ｕｒｔｉｍｅｔｏｔａｋｅａｌｏｏｋ．
以上是部分有关 ｍａｋｅ／ｔａｋｅ的常用搭配，我

们可以看到和 ｍａｋｅ搭配的名词有 ｃｈａｎｇｅ，ｓｕｇ
ｇｅｓ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ｎｓ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和 ｔａｋｅ搭配
的名词有ｐｉｃｔｕｒｅ，ｗａｌｋ，ｂｒｅａｋ，ｖａｃａｔｉｏｎ，ｌｏｏｋ。仔
细分析可看出，这些搭配也是与 ｍａｋｅ／ｔａｋｅ的核
心义项相关的。根据《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

ｍａｋｅ的核心义项为 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ａｋｅ则
是ｔｏｇｒｉｐ；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比ｔｏｇｒｉｐ更具有劳动性和创
造性，核心义项的差别体现在了它们各自的搭配

中。因此，和 ｍａｋｅ搭配的名词多是需要付出努
力才能实现的事情，而 ｔａｋｅ搭配的名词相对而言
要轻松休闲一些。

再以英语空间介词 ａｂｏｖｅ，ｏｖｅｒ为例，传统的
语义研究认为，英语的空间介词具有很强的任意

性，即介词的多个义项互不相关，没有内在联系。

ａｂｏｖｅ／ｏｖｅｒ两者都有“上方”的含义，且搭配意义
众多，初学者很容易混淆两者的区别。空间实际

是一个基本的认知领域，空间介词的多个义项构

成一个连贯的自然的范畴。在这个范畴中，其原

型义项是人们最先认知的，也是最初获得的义项。

认知语言学家Ｔｙｌｅｒ＆Ｅｖａｎｓ［９］在实例分析的基础
上探索出一套分析空间介词用法的系统，该系统

以空间介词原型意义为认知参照点，通过意象图

示转换或隐喻拓展不断向外延伸，进而构成一个

多义网络。以介词ａｂｏｖｅ／ｏｖｅｒ为例，ａｂｏｖｅ惯常用
法如下：

义项一：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ｅｌｓｅ
（１１）Ｈｅｌｉｆｔｅｄｈｉｓｈａｎｄａｂｏｖｅｈｉｓｈｅａｄ．
义项二：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ｅｖｅｌ；ｏｒｍｏｒｅ

ｉｎｎｕｍｂｅｒ，ｖａｌｕｅｏｒｗｅｉｇｈｔ
（１２）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ｒｅｐｔｕｐｔｏｊｕｓｔａｂｏｖｅ４０

ｄｅｇｒｅｅｓ．
（１３）Ｉｗａｎｔｔｏｂｅｈｏｎｅｓｔ，ｈｏｎｅｓｔｙａｂｏｖｅｅｖｅｒｙ

ｔｈｉｎｇｅｌｓｅ．
义项三：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ｎｓｔａｔｕｓ
（１４）Ｉｋｎｏｗｙｏｕ’ｒｅａｂｏｖｅｍｅｓｏｃｉａｌｌｙ，ｂｕｔＩ

ｍｕｓｔｓａｙＩｆｉｎｄｙｏｕｒ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在上述 ａｂｏｖｅ的语义结构中，义项一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ｅｌｓｅ是其基本义项，即核心义项。以
此为基础，通过图式意象或隐喻延伸出表示非空

间关系的边缘义项，如数量、权利与社会等，并搭

配与之相关的名词。

ｏｖｅｒ的原型义项与 ａｂｏｖｅ类似，但是它的空
间意义较丰富，可分为上下关系、覆盖图式、路径

图式等，如下：

义项一：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ｏｕｃｈｉｎｇ
（１５）Ａｌａｍｐｈｕｎｇ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ａｂｌｅ．
义项二：ｏｎ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ｏｒ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ｉｔ
（１６）Ｓｈｅｗｏｒｅａｌａｒｇｅｊａｃｋｅｔｏｖｅｒｈｅｒｓｗｅａｔｅｒ．
义项三：ａｃｒｏｓｓ
（１７）Ｓｏｍｅｈｏｗｔｈｅｓｈｅｅｐｈａｄｊｕｍｐ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

ｆｅｎｃｅ．
通过分析发现，ａｂｏｖｅ和ｏｖｅｒ共享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这个语义成分，但是在映射非空间概念时却有区

别。从语义分析中可以看出，介词的各种意义并

不是随意的，而是相互之间有关联，意义的延伸与

拓展大都基于介词的空间意义。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将认知模式运用于搭配教学中，对其语义加

以认知分析，培养学习者探寻语义形成依据的能

力，促进其对空间意义和隐喻转换的认知，从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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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质量。

２．３　认知语境与词语搭配
２．３．１　认知语境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每一起认知语言事件，都

会在神经元上留下神经化学印迹，刺激越多，印迹

就越深。这些刺激来源于生活各个方面，为认知

语境的形成奠定基础。人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

每时每刻都在接受各种各样的刺激，反复刺激形

成经验，经验经过整合类化形成概念系统，即为认

知语境。语境是语言行为赖以表现的物质和社会

环境。它几乎包罗万象：从狭义上看，它可以是语

言发生的上下文、说话的方式、交际者相互之间的

关系等。从广义上讲，它可指社会背景、世界知识

或文化政治背景等。因此，语境不仅限于上下文，

还包括宗教信仰、对未来的猜想、记忆和文化知识

等。认知语境是与语言使用有关的、已知概念化

和图式化的知识。这里所指的概念化、图式化知

识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体地说是

指人们从牙牙学语开始认识事物，对事物进行分

类继而形成概念和固定图式。比如说考试，人们

就会想到考场、试卷、分数等，这种知识已经固定

在人们思维之中。

认知主体对语言意义的理解本质上也是一种

认知行为，这个理解过程实质是大脑认知机制对

语言处理的心理过程，涉及学习者对信息的选择、

处理、理解和储存的能力及过程。词汇作为语言

学习的最基本的单位，其理解过程也是一个认知

推理过程［１０］。在认知语义学里，词义的理解必须

以人的经验、信念和行为背景的概念系统为参照，

概念系统是理解词义的前提条件。如 Ｉａｍｎｏｔａ
ｐｅｒｓｏｎｗｈｏｌｅｔｍｙｈｅａｒｔｒｕｌｅｍｙｈｅａｄ这个句子中，
ｈｅａｒｔ和 ｈｅａｄ很显然不是词的基本意义，但是学
习者的大脑通过联想激活了一系列概念，理解可

用一些借代概念指称，如 ｈｅａｒｔ借代 ｅｍｏｔｉｏｎ（情
感），ｈｅａｄ借代 ｓｅｎｓｅ（理智）。可以看到，确切的
含义主要依赖上下文语境进行判断。因此，重视

语境对于话语理解的作用，强调意义的情景规定

性是词汇学习中的一个必要环节。由于英语搭配

存在许多复杂的现象如多义问题、修辞意义等，因

此，语义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认知语境，在句

子、语篇等上下文语境和情境中才能获得明确的

语用意义。

２．３．２　语境与搭配学习
搭配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语义韵（ｓｅ

ｍａｎｔｉｃｐｒｏｓｏｄｙ）研究。它是指节点词的搭配词在
其上下语境中营造的一种语义氛围。具体地说，

有些词项总是习惯性地吸引某些具有相同或相似

语义特点的搭配词，它们语义相互影响、相互感

染，在一定的跨距内形成一种语义氛围。以节点

词ｃｏｍｍｉｔ和ｐｒｏｖｉｄｅ为例，与之搭配的常用词如
下列句子所示：

（１８）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ｐａｒｅｎｔ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
ｔ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ｃｏｍｍ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１９）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ｅｅｄｅ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ｃｏｓｔｔｏ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２０）Ｙｏｕａｒ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ｏ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
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ｊｏｂｆｏｒｙｏｕ．

（２１）Ｐｅｓｔｓｓｉｍｐｌ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ｆｏｏｄｆｏｒｂｉｒｄｓ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ｓｅｃｔｓ．

（２２）Ｈｅ’ｓｐａｉｄ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ａｌｓｏｇｉｖｅｈｉｓｏｐｉｎｉｏｎ．

（２３）Ｈｅｔｒｉｅｄｔｏｃｏｍｍｉｔｓｕｉｃｉｄｅｔｗｉｃｅ．
（２４）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ｉｄｎｏｔｃｏｍｍｉｔａｃｒｉｍｅａｎｄｎｅｖ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ｅｄ．
（２５）Ｈｅｒｂｏｙｆｒｉｅｎｄｈｅｌｄａｇｕｎｔｏｈｅｒｈｅａｄ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ｄｈｅｒｔｏｈｅｌｐｈｉｍｃｏｍｍｉｔａｒｏｂｂｅｒｙ．
（２６）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１２０ｄａｙｓｏｒｆｅｗｅｒｏｎｔｈｅｉｒ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ｉｆｔｈｅｙｄｉｄｎｏｔｃｏｍｍｉｔ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ｏｆｆｅｎｓｅ．
（２７）ＴｈｅＵ．Ｓ．Ａｒｍｙｄｅａｌｓｗｉｔｈ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ｗｈｏ

ｃｏｍｍｉｔｓｅｘｕａｌａｓｓａｕｌｔｏ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节点词 ｃｏｍｍｉｔ多与 ｓｕｉｃｉｄｅ，ｃｒｉｍｅ，ｒｏｂｂｅｒｙ，

ｏｆｆｅｎｓｅ，ａｓｓａｕｌｔ等词搭配，这些词都有“坏事”的
含义，它们与ｃｏｍｍｉｔ一起构成了一种消极的语义
情景。而与ｐｒｏｖｉｄｅ连用的常有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ｓｕｐ
ｐｏｒｔ，ｊｏｂ，ｆｏｏ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等，这些词多带有积极
的意义，与ｐｒｏｖｉｄｅ搭配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１１］提出语言中的意义共享机制，相互
搭配的词既享有对方的部分意义，同时又对语境

贡献意义。词汇与其所处的环境不可分割，在特

定的语境中，一个词的选择影响着周围其他词的

选择。如果学习缺乏语义韵知识，只知道词汇的

基本意义，在使用语言时按照语法规则将词汇随

意组合，就会产生搭配错误的现象。因此，在搭配

的教学过程中，不能只重视对单个单词和语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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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讲解，而应分析词语的搭配特点及出现的语

境。尤其是通过观察大量语料分析词汇的语义和

搭配特点，提高学习者的搭配能力和对语境的敏

感性。

３　基于认知科学理论的英语搭配教学
作为语言自然度构成的关键因素，搭配行为

可以体现语言使用的地道性和自然性，它是语言

最普遍的特征之一。不少学者都认为，尽管人类

有着相同的概念组织，但它是通过不同的语言以

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实现的。比如在语言运用中，

人们发现很多语言现象不能用语法规则来解释，

语言使用者运用大量储存在记忆系统里的词块，

而不是根据语法规则去生成句子。对于本族语者

来说，这些任意性不构成语言掌握和使用的障碍，

因为他们就生活在其中，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得。

然而，对于外语学习者而言，却造成了很大的理解

和使用困难，因为他们不太可能预料得到哪些词

项特征兼容，可搭配使用。由于其复杂性和任意

性，在英语搭配教学方面，一个普遍的行为即是把

搭配作为单纯的语言知识传授给学生，在学习方

法上侧重记忆和操练，遵循“讲解 －记忆 －练习
－产出”的模式。
在认知科学理论看来，所谓的学习其实就是

认知结构的组织以及其重新进行组织的过程，是

学习者对所得到的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分析、

推理、综合和归纳等能力在语言学习中有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学生知识的获得不是灌输给学生

的，而是要学生自己主动探索和发现。因此，搭配

教学应具有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发

现语言规律的特点。

３．１　语料库驱动的搭配教学
语料库技术运用随机抽样方法，搜集自然出

现的语言文本或话语片段而建成具有一定容量的

大型电子文库。在搭配教学中，教师可利用语料

库资源为学生提供大量的真实语料，将对语言的

描述建立在一个博大的真实可靠的基础上，遵循

“观察－假设 －试验”的模式［１２］，而不是单纯的

注意记忆，使学生在学习英语搭配时能较全面地

了解该搭配的用法，如了解词汇使用的细微特点，

包括不易察觉的语义韵。

语料库技术是认知语言学能更好地运用于语

言教学和学习中的一大有益尝试，它能很好地帮

助语言教师组织教学材料，提高教学效果。比如

搭配现象中的同义词辨析，传统教学主要依靠个

人直觉和主观经验，缺乏定量分析基础，这就使得

分析具有一定的任意性，结论往往缺乏说服力。

而利用语料库进行教学，学生通过索引工具接触

真实语料，通过对比观察近义词在文体以及搭配、

句法等方面的差异，进而掌握它们确切的用法。

３．２　搭配意识的培养
搭配意识是指对词语搭配的察觉性和敏感

性。这种意识的提高可使语言学习者更深入了解

词语搭配，对目的语及目的语的文化更有判断力。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搭配意识的培养可体现在：

１）培养学生能从大量语料中提取词汇搭配现象
的能力；２）学习者能较好地了解词语搭配的分类
及功能；３）学习者能认识到词语搭配受语义及语
境的限制，并逐渐具有能从语料分析中发现搭配

运用规律的能力；４）认知到搭配所表达的跨文化
多样性等。

语言学习者的语言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

决定着他们的学习效果。在英语搭配教学中，把

语义、语用及文化因素渗透到词语搭配学习中，培

养学生自己逐渐注意和积累搭配的习惯，有意识

地收集和记录，待材料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便能从

中引出规律来。学习者一旦养成词语搭配意识并

注意平时不断积累，他们准确、自然地表达英语的

能力定会不断提高。

４　结语
搭配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

象。教师对常见的词语搭配往往缺乏系统的教

学，主要以约定俗成或任意现象对搭配的理据进

行解释。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以及在语言教学中的

广泛运用，使得搭配教学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在

认知科学看来，搭配实际上是语言结构拟像性、概

念范畴化、概念隐喻制约的产物。同时，学习也是

一个认知结构的组织和再组织及信息加工的过

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分析、归纳、综合、推理等

对搭配的语义进行分析，探讨其生成的理据或就

其前后语境仔细观察，引导学习者进行联想，建立

词汇语义范畴网络。这种认知科学观指导下的搭

配教学符合学习者的认知特点，对促进词汇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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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提高学习者搭配运用能力应当是一种有益

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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