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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Ｐａｑｕｏｔ的２４个口语化词汇特征项为理论依据，基于自建语料库和孙亚真（２０１２）的研究数据，应用对比
中介语分析方法，对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结语做对比分析，以了解其口语化特征。研究结果显示，就整体而言，英语专

业本科毕业论文结语口语化词汇特征现象相当明显，但随着其二语写作者水平的提高，其口语化词汇特征呈衰减趋势。

该研究给本科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教学及教材的编写与应用均带来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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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结论）通常是各类学术、学位论文正文
的最后部分，是作者总结研究的精华所在，因此也

是读者获取重要研究信息的关键部分，其重要性

显而 易 见。然 而 笔 者 以 “结 语”“结 论”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等为检索词，在 ＣＮＫＩ、万方、维
普、Ｗｉｌｅｙ、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ＥＢＳＣＯｈｏｓｔ、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
等大型国内外数据库检索发现有关结语／结论／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以下统称为“结语”）的研究论文
仅１２篇（起止时间为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３１日，国内只统计了ＣＳＳＣＩ期刊论文）。进
一步梳理发现，这些文献主要依据 Ｓｗａｌｅｓ的
ＣＡＲＳ模型（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ｐａｃｅ）［１］对学术语
篇结论部分的结构及语言特征进行分析，并表现

出以下特点：（１）大多聚焦于非英语本族语学者
与英语本族语学者结语比较，或者非本族语硕士、

博士论文结语与本族语学者论文结语之间的比

较，涉及非本族语学习者本科毕业论文（学士学

位论文）层次极少。（２）国外研究起步早于国内，
且做体裁分析较多（占 ８０％）。国内研究起步相
对较晚，但发展较快，主要在国外研究基础上依据

Ｃｏｘｈｅａｄ（２０００）ＡＷＬ词表［２］做学术词汇特征研

究，或者从体裁分析和元话语研究的视角做论文

的首尾（引言和结论）呼应效果探究［３］。鲜见从

口语化特征视角研究本科毕业论文，更少见以历

时的视角对本科、硕士、博士论文做对比研究。因

此，本文试图通过语料库来了解英语专业本科毕

业论文结语口语化特征。

１　文献回顾及理论依据
自 Ｂｉｂｅｒ《口笔语差异》［４］出版以来，国内外

有关语言变体研究层出不穷。在国外，Ｂｉｂｅｒ建立
了多维度／多特征（ＭＤ／ＭＦ）模型并提出区别从口
头语到书面语的六个维度，即交互性／信息生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１］）、叙述性／非叙述
性（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ｎｏｎ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Ｄ２］）、所指明确／所指
依 赖 环 境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３］）、劝诱／非劝诱（ｉｎｄｕｃｅ／ｎ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４］）、
抽象／非抽象（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ｏ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５］），另加
即 时 性 信 息 阐 述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ｅｅｃｈ，Ｒａｙｓｏｎ＆Ｗｉｌｓｏｎ首先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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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与书面语在词汇上的轻微差异［５］。Ｌｏｒｅｎｚ报
告了德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写作中对副词 ｓｏ和连
词ｂｅｃａｕｓｅ的超用问题［６］。Ｎａｒｔｉａ＆Ｓｕｇｉｕｒａ发现
在口语中高频使用的ｏｆｃｏｕｒｓｅ（表示可能和确定）
在瑞典语、法语和日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写作中超

用［７］。Ｇｒａｎｇｅｒ调查了法语为母语的二语学习者
对口语词汇特征项“Ｉｔｈｉｎｋ”的超用现象［８］。在国

内，杨惠中依据 ＭＤ／ＭＦ模型，利用《上海交通大
学科技英语语料库》和《ＬＯＢ语料库》进行语言变
异研究。他发现学术英语与小说之间在Ｄ３和Ｄ４
上没有显著差异。他认为学术英语与小说相比信

息量更大、更抽象且叙述性更低［９］。马广惠采用

Ｂｉｂｅｒ的ＭＤ／ＭＦ模式，比较中国大学生和美国大
学生作文，发现中国大学生在作文中更多使用第

二人称代词、语篇虚词、连词和形容词，而美国大

学生更偏爱写长文章、ｂｅｃａｕｓｅ引导状语从句、ｔｈａｔ
引导定语从句、ｔｈａｔ引导宾语从句和说服性动
词［１０］。Ｃｈｅｎ讨论了台湾学习者在写作中对
ｂｅｓｉｄｅｓ出现于句首的超用现象［１１］。文秋芳等比

较中国大学生与英语为母语者使用第一人称单复

数（Ｉ，ｍｅ，ｍｙ，ｍｉｎｅ，ｗｅ，ｏｕｒ，ｏｕｒｓ）、第二人称单
复数（ｙｏｕ，ｙｏｕｒ，ｙｏｕｒｓ）、语境代词（ｈｅｒｅ，ｎｏｗ，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强调小品词（ｊｕｓｔ，ｒｅａｌｌｙ）和模糊词（ｋｉｎｄ，
ｓｏｒｔｏｆ，ａｎｄｓｏｏｎ等），发现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
者作文中表现出明显的口语化特征趋势。他们还

发现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者随着二语能力的提

高，其口语化趋势减弱［１２］。

以上国内外研究为丰富二语习得理论作出了

巨大贡献，但遗憾的是关于中国学习者英语学术

论文的口语化特征研究极少，且不系统。

Ｐａｑｕｏｔ应用中介语对比分析法（ＣＩＡ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比较ＩＣＬＥ语料库专家写作与学习者写作，她把中介
语特征分为六类，认为学习者缺乏语域意识是典型

特征，并列出了学习者写作中２４个超用口语化特征
项目［１３］。该研究是目前学界公认比较系统地考察

学术论文口语化特征的方法。

本研究基于自建的《中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

本科毕业论文结语语料库》（以下简称为“本科结

语”）和《英语学者学术论文结语语料库》（以下简

称为“学者结语”），通过Ｐａｑｕｏｔ的２４个口语特征
词［１３］频率的对比对大陆高校英语专业本科毕业

论文结语进行对比研究，并借用孙亚真基于硕士

论文语料库（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ＴｈｅｓｅｓＣｏｒｐｕｓ，以下简

称为“ＣＭ”）和博士论文语料库（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ｐｕｓ，以下简称为“ＣＤ”）的研究数
据［１４］作历时考察，以探索英语专业“本科结语”

中口语化词汇发展特征。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问题

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对汉语为母语以英语为

外语的英语学习者的本科毕业论文结语的口语化

词汇特征研究。研究问题如下：

１）与学者结语相比，本科结语是否存在口语
化特征？

２）如果存在口语化特征，那么这种口语化特
征是什么？程度如何？

３）与 ＣＭ和 ＣＤ对比，本科结语的口语化词
汇特征是否有变化？变化趋势是怎样的？

２．２　研究对象及语料库采集原则
语料库建设是本研究的基础。为保证本科结

语语料的平衡以提高研究的效度，我们遵循以下

原则：一是区域平衡。即保证中国知网划分的全

国七大地区高校都有语料。二是兼顾“双一流”

和非“双一流”高校，并考虑两类学校的占比。其

中“双一流”大学 １０所，非“双一流”大学 ４０所，
共５０所，约占全国有外语专业学校数的５％。三
是注意语料撰写年份的平衡。所采集语料撰写时

间是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共 ３年）。四是控制每所学
校论文的总数。每所学校最多不超过 ２篇／年。
五是应用ＣＮＫＩ科研诚信管理系统研究中心开发
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进行检测，剔除有抄

袭行为的结语。最终从搜集的２５００多篇论文中
抽取３００篇符合要求的结语，建立《本科结语》语
料库。另外建立《学者结语》语料库，其语料全部

来自近５年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杂志上高被引率的 １００篇
文章的结语。在语料加工处理时，我们保存了 ３
种不同的文本（即生文本、词性赋码文本、词形还

原文本），以适应不同研究的需要。

至于ＣＭ和ＣＤ，我们借用孙亚真（２０１２）研究
论文中的数据，其研究对象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大陆
高校以汉语为母语学习者的英语硕士和博士论

文，专业为应用语言学。其中，ＣＭ总计３０篇，库
容量（Ｔｏｋｅｎｓ）为４１６７１１。ＣＤ总计２０篇，库容量
（Ｔｏｋｅｎｓ）为１１１０５１５。为增强可比性，其频率均
做标准化处理。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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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研究方法及工具
主要通过本科结语与学者结语对比来回答第

一、二两个问题。通过本科结语与 ＣＭ、ＣＤ对比
来回答第三个问题。用 ＴｒｅｅＴａｇｇｅｒ做词性标注，
用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Ｔｏｏｌ（７．０）做口语特征词项频数统
计并检索出相关语境共现行，用 ＳＰＳＳ等进行数
据统计。

２．４　研究过程
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如下：

１）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分别把本科结
语和学者结语导入检索工具 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Ｔｏｏｌ７．０，
用Ｐａｑｕｏｔ的２４个口语特征词［１３］作为关键词得到

其在两个语料库的原始频率和相应的语境共现

行。这些语境共现行将以 Ｅｘｃｅｌ电子表格形式保
存以备做进一步分析。

在做关键词检索时，我们考虑到部分特征词

可能出现的派生和曲折变化及大小写。如在检索

ｌｏｏｋｌｉｋｅ时，我们使用“ｌｏｏｋ｜ｌｏｏｋｓ｜ｌｏｏｋｅｄ｜ｌｏｏｋｉｎｇ
 ｌｉｋｅ”作为关键词以确保能检索到所有符合要
求的语境共现行。除句子结尾副词 ｔｈｏｕｇｈ和句
子起始词 Ａｎｄ外，我们关注了所有其他超用词的
大写和小写形式。

２）手工详细检查所有口语特征词项的语境
共现行，剔除了不能履行其相应修辞功能的共现

行。以口语特征词 ｌｉｋｅ为例，它在本研究中有例
证、比较和对比两个不同功能。在检索统计时，所

有的共现行都做了功能归类，剔除了与本研究不

相关的共现行。

３）为了保证不同库容的语料库所检索出词
频具有可比性，将检索出的词项词频做了标准化

处理。

４）用卡平方检测对口语词在两个语料库里
的总标准化频率进行比较，测试其在不同语料库

的标准化频率是否有显著差异。通过逐项比较口

语特征词在两个语料库中的频率找出本科结语写

作中口语特征词，用卡平方检验法来测量得知与

学者结语相比，本科结语中哪些口语特征词超用、

哪些少用。

５）为了测试学术论文中口语特征词是否会
随着学习者二语水平提高而有所发展变化，我们

再用卡平方检验法，通过比较本科结语和ＣＭ、ＣＤ
口语特征词使用变化来测量其发展变化的显

著性。

６）通过语料库观察和对个别毕业论文撰写
者访谈，对典型的和异常的共现行做更具体深入

的探究，以了解这些口语特征词在本科结语中超

用或者少用的深层原因。

３　结果与讨论
本部分通过本科结语与学者结语比较来回答

第一、二两个问题。然后通过本科结语与ＣＭ、ＣＤ
口语特征词的历时比较研究，了解口语特征词在

学习者学术论文写作中的发展特征，以回答第三

个问题。

３．１　本科结语是否存在口语化特征
通过比较本科结语和学者结语，高级英语学

习者在学术写作中的口语化特征得以揭示。两个

语料库的整体概貌见表１。
表１　本科结语与学者结语的整体概貌数据表

语料类别 本科结语 学者结语

篇数 ３００ １００

形符数（Ｔｏｋｅｎｓ） １０４０５７ ９４４１５

类符数（Ｔｙｐｅｓ） ９１０４ ９２７２

形符／类符比（ＴＴＲ） ８．７５ ９．８２

标准ＴＴＲ ４８．６０ ４９．００

平均词长 ５．１５ ５．３３

平均句长 ２１．６０ ２６．２８

平均每篇结语长度 ３４６．８６ ９４４．１５

表 １显示，本科结语平均篇长 （３４６．８６
Ｔｏｋｅｎｓ）比学者结语（９４４．１５Ｔｏｋｅｎｓ）短很多，只有
学者结语的３６．７％。其标准形符／类符比、平均词
长和平均句长都比学者结语低，这说明本科结语

在用词的正式（ｆｏｒｍａｌ）程度、句子复杂度等方面
都比学者结语低，表现出较明显的口语化特征。

３．２　本科结语口语化特征如何
语料库检索显示，在２４个口语特征词中，有５

个在两个语料库里都没有出现，它们的修辞功能分

别用于表达个人意见（ｔｏｍｙｍｉｎｄ，ｆｒｏｍｍｙｐｏｉｎｔｏｆ
ｖｉｅｗ，ｉｔｓｅｅｍｓｔｏｍｅ）、引介话题或者观点（Ｉ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ｔｏ／ｗａｎｔ／ａｍｇｏｉｎｇｔｏｔａｌｋａｂｏｕｔ）和在句末表
达让步功能（ｔｈｏｕｇｈ），因此无法对比分析。为确保
数据的有效性，我们又删除了在两个语料库中频率

都低于５的口语词项（ｔｈａｎｋｓｔｏ，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ｉｓｗｈｙ，
ｌｏｏｋｌｉｋｅ，ｂｙｔｈｅｗａｙ）。其他１５个口语词项被用于
两个语料库的分析和比较，以探究本科结语中口语

化词汇特征具体情况，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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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本科结语和学者结语标准词频统计表（１５项）

序号 修辞功能 词项 本科结语词频／１０万 学者结语词频／１０万

１ 例证 ｌｉｋｅ［Ｅ］
"

３２ ３５

２

３
因果

ｓｏ ２０２ ４０

ｂｅｃａｕｓｅ ９５ １００

４ 比较和对比 ｌｉｋｅ［Ｃ］" ３６ １９

５

６
添加信息

Ａｎｄ １２０ ２４

ｂｅｓｉｄｅｓ ４０ １

７ 表达个人意见 Ｉｔｈｉｎｋ ７ ０

８

９

１０

１１

表达可能性

和确定性

ｒｅａｌｌｙ １９ ６

ｏｆｃｏｕｒｓｅ １０ １７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１０ ２

ｍａｙｂｅ １２ １

１２ 引介话题和观点 ｔｈｉｎｇ １９ ７

１３ 列出项目 ｆｉｒｓｔｏｆａｌｌ ２４ １

１４ 引用和报告信息 ｓａｙ ２０ ２２

１５ 概括和归纳总结 ａｌｌｉｎａｌｌ １４ １

总计 １５ ６６０ ２７６

　　 注：表中标有“
"

”的两项方括号为作者所添加。因为ｌｉｋｅ在表中出现２次，分别代表不同的修辞功能。为了避免混淆和下文叙述

方便，在本文中用“ｌｉｋｅ［Ｅ］”来代表其“例证”功能，用“ｌｉｋｅ［Ｃ］”来代表其“比较和对比”功能。

　　从表２得知，本科结语总词频为６６０，而学者
结语词频为２７６，明显低于本科结语，这说明与学
者结语相比，本科结语表现出较明显的口语化特

征。仔细观察各个词项，发现有１１个特别明显，
有４个词项不明显（要么基本持平，要么略高于
本科结语）。详见图１更直观。

图１呈现了１５个口语特征词每个词项在本
科结语和学者结语的比较结果。在图１中，这些

词项在本科结语中的超用和少用现象都列出来

了。口语特征词 ｓｏ，ｌｉｋｅ，ａｎｄ，ｂｅｓｉｄｅｓ，Ｉｔｈｉｎｋ，
ｒｅａｌｌｙ，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ｍａｙｂｅ，ｔｈｉｎｇ，ｆｉｒｓｔｏｆａｌｌ和 ａｌｌｉｎ
ａｌｌ在本科结语中都超用了。这１１个词项的超用
现 象 与 Ｌｏｒｅｎｚ，Ｃｈｅｎ和 Ｐａｑｕｏｔ的 发 现 吻
合［６］［１１］［１３］。下面我们以 Ｉｔｈｉｎｋ为例来进一步
说明。

图１　本科结语和学者结语口语化特征词频率（十万分比）

　　图 ２是本科结语中含有口语特征词 Ｉｔｈｉｎｋ
来表达个人观点的语境共现行。Ｉｔｈｉｎｋ词项在本

科结语中的例证印证了 Ｐａｑｕｏｔ的发现，即 １４种
不同母语背景的英语学习者都超用 Ｉｔｈｉｎ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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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项［１３］，因此，不论母语背景如何，词项Ｉｔｈｉｎｋ可 能是中介语发展特征。

图２　Ｉｔｈｉｎｋ在本科结语中的语境共现行

　　表３为两库口语特征词频数卡方检验值。结
果显示，本科结语与学者结语存在整体差异。检

验数据说明，在 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本科结语
表现出明显的口语化特征。

表３　本科结语和学者结语中口语特征词频数卡方检验值

Ｎｕｍｅｒｏｆｏｂｓ＝３０Ｒ－ｓｑｕａｒｅｄ＝０．７３７８

ＲｏｏｔＭＳＥ＝３３．４６４５ＡｄｊＲ－ｓｑｕａｒｅｄ＝０．４５６９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ＳＳ ｄｆ　 ＭＳ Ｆ Ｐｒｏｂ
#

Ｆ

Ｍｏｄｅｌ

ｄｕｍ

ｓ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４４１１８．６ １５ ２９４１．２４ ２．６３ ０．０３９４

５３８６．８ １ ５３８６．８ ４．８１ ０．０４５７

３８７３１．８ １４ ２７６６．５５７１ ２．４７ ０．０５１０

１５６７８．２ １４ １１１９．８７１４

Ｔｏｔａｌ ５９７９６．８ ２９ ２０６１．９５８６

　　为探究其原因，我们分别对１０所学校共计１０
位本科结语撰写者进行了电话访谈。其中典型回

复内容及关键词如下：（１）学生甲说，他并不十分
清楚这些词属于口语化特征词汇。写作中当他需

要表述自己观点时，首先想到的就是“Ｉｔｈｉｎｋ”“Ｉｎ
ｍｙｏｐｉｎｉｏｎ”这类短语。（２）学生乙说，他只记得学
术论文写作教材上强调论文不同部分写作内容不

同、目的不同，文体要“正式一点”，被动语态要多

用，要用第三人称来写，写作课老师也给他们介绍

过一些常用词串，但动笔写时还是把握不好文体特

点。（３）学生丙说，让他写３００～５００词的小作文还
可以，写３０００词以上的论文根本把控不好。因为
要注意的问题太多了，所以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

证不出语法错误和拼写错误。（４）当问及高年级
是否撰写过“课程论文”时，学生丁说，写过，但不

多，课程老师也只是强调要注意格式，不能抄袭，最

终老师只是给一个期末总成绩，写得到底如何，自

己也不清楚。（５）当问及阅读文献数量及英汉语
文献比例时，学生戊说，因为做毕业论文时还要考

研、考专八，时间紧张，他只读了１０篇左右与毕业
论文特别相关的论文，为节约时间以读汉语文献为

主，没有认真阅读相关专著。

从学生的回答中我们可以发现，教材对口笔

语差异的讲解不够，学术论文写作课教师强调也

不够，更缺乏深入细致的对比分析，学生普遍缺乏

基础英语写作向学术论文写作发展的中间环节训

练以及学生的语类和语域意识缺失。

３．３　口语特征词发展趋势如何
最后一个问题是：与 ＣＭ、ＣＤ相比，本科结语

中的这些口语化特征词词频是否有变化，变化趋势

是怎样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查看这１５
个口语特征词在本科结语、ＣＭ和ＣＤ中的频率。

由表４得知，在１５个口语特征词项中，有１１
项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有３项表现出先降后
略升态势，但总体来看还是保持下降趋势，因为虽

然与 ＣＭ相比，ＣＤ有微升，但与本科结语相比，
ＣＤ还是呈现下降趋势。细致观察会发现与硕士
论文相比，ＣＤ中表现上升的 ３项变化幅度都不
大。这可能与语料库不够大有关。通过表 ４，我
们也观察到有一项口语词汇特征词与众不同，表

现出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逐级上升趋势。经过比

对和思考，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为了有说服力，无论

哪级学位论文都需要例证支撑，而硕士和博士论

文撰写者更重视例证对其观点的支撑作用。图３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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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ｌｉｋｅ［Ｅ］的索引行可以为证。
表４　本科结语、ＣＭ和 ＣＤ中口语化词项频率变化情况

（单位：十万）

词项 本科结语 ＣＭ ＣＤ 变化趋势

ｌｉｋｅ［Ｅ］ ３１．７１ ４１．７５ ４２．４１ 
ｓｏ ２０１．８１ ７０．３１ ４２．８６ 

ｂｅｃａｕｓｅ ９４．１８ ５７．８３ ６７．４５ →
ｌｉｋｅ［Ｃ］ ３５．５６ １３．２０ １７．０２ →
Ａｎｄ １１９．１７ ５５．１９ ３０．３５ 
ｂｅｓｉｄｅｓ ３９．４０ ２１．１２ １８．０１ 
Ｉｔｈｉｎｋ ６．７３ １．２０ ０．００ 
ｒｅａｌｌｙ １８．２６ ９．８４ ５．２２ 
ｏｆｃｏｕｒｓｅ ９．６１ ６．４８ ３．０６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９．６１ ２．８８ ０．３６ 
ｍａｙｂｅ １１．５３ ２．６４ ０．８１ 
ｔｈｉｎｇ １８．２６ １１．５２ ５．８５ 
ｆｉｒｓｔｏｆａｌｌ ２３．０６ ７．２０ ４．５９ 
ｓａｙ １９．２２ ０．４８ ０．９９ →

ａｌｌｉｎａｌｌ １３．４５ １．２０ ０．２７ 

　　注： 表示下降趋势； 表示上升趋势；→ 表示先降

后升

图４更加直观地显示本科结语、硕士论文
（ＣＭ）和博士论文（ＣＤ）中口语化词汇特征的总
体变化趋势。图４中的三条线分别代表了本科结
语、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口语化特征词的标准化频

率。代表本科结语口语化频率的线处于图的上

部，而代表博士论文的线处于底部，代表硕士论文

口语化特征词频率的线处于中间。这三条线的分

布揭示出随着学习者二语水平的提高，其学术论

文里的口语特征词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除 Ｉ
ｔｈｉｎｋ（表示个人意见）在博士论文中没有出现外，
其余１４个词项在三个语料库里都出现了。

表５显示了本科结语、ＣＭ和ＣＤ卡方检验结
果。自由度为３４，卡方值为２．９２５Ｅ２，至少在．０００
水平上是显著的。显著水平比对照意义水平．０５低
很多。１５个口语特征词项在本科结语的平均频率
是１．６０４０Ｅ２，高于ＣＭ平均频率（１．２７３５Ｅ２）和ＣＤ
平均频率（１．１９９８Ｅ２）。

图３　本科结语中用ＬＩＫＥ［Ｅ］用来引出例证的索引行（抽样）

图４　１５个口语特征词在本科结语、ＣＭ和ＣＤ中的频数对比（单位：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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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本科结语、ＣＭ和ＣＤ中口语特征词频卡方检验值

Ｎ Ｍｉｎｉ Ｍａｘ Ｍｅａｎ
Ｓｔ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ｉ－Ｓｕａｒｅ

ｄｆ

Ｔｅｓｔｓ

Ａｓｙｍｐ．Ｓｉｇ．

（２－ｓｉｄｅｄ）

本科结语 １５ ．００ ７０３．１３ １．６０４０Ｅ２ ２２５．５１９６３

ＣＭ １５ ．００ ６７４．４６ １．２７３５Ｅ２ １９３．４４３０９ ２．９２５Ｅ２ ３４ ．０００

ＣＤ １５ ．００ ５９６．７１ １．１９９８Ｅ２ １７１．２５９４３

　　这一研究结果与文秋芳等的研究发现吻合。
即读者／作者显现度（口语化特征的代表）随着学
生英语水平的提高（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与大学

三、四年级学生的对比）在降低。另外，随着学生

英语水平的提高，他们在写作中倾向于更多使用

学术词汇 （ＡＷＬ），更少使用基础词表词汇
（ＧＳＬ）［１２］。本研究扩展了这一研究结论：随着二
语水平的提高，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他们的学术写

作中趋向于更少使用口语特征词。结合 Ｓｈａｗ＆
Ｌｉｕ的研究发现（二语写作的语言变化与二语写
作发展关系密切）［１５］，本研究证实了这个结论，即

二语水平越高，他们在学术论文写作中使用口语

特征词就越少。

４　结语
本文基于自建语料库，采用中介语对比分析

法，对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结语的口语化词汇

特征进行了分析。主要研究发现及其对教学的启

示归纳如下。

４．１　主要发现
与英语为母语专家学术论文结语相比，英语

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结语不仅存在口语化词汇特

征，而且非常明显。本科毕业论文结语、硕士和博

士论文写作者随着其二语写作水平的提高，写作

中口语化词汇特征呈衰减趋势。但作为例证引导

词的“ｌｉｋｅ”却出现异常情况，即随着二语学习者
水平的提高出现递增趋势。我们推测这是因为写

作者为了使论文具有说服力，喜欢用 Ｌｉｋｅ引出例
证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所致，且高级写作者更擅长

这种技巧的应用。

４．２　启示
鉴于本科毕业论文学术写作有明显口语化用

词特征现象，我们应多管齐下共同解决这一影响

毕业论文质量的“瓶颈”问题。首先教材编写者

应高度重视对学生语类和语域意识的培养，要专

门开辟章节对口语词汇和学术词汇、口语句型和

典型学术句型进行对比分析，以便引起学生的高

度重视。教师要多给学生提供英文范文，并引导

学生关注学术论文用词的特点。越来越多的研究

证明意义单位常常由半固定短语实现，储存大量

常用的短语（多词序列，四词词串最为理想）是母

语口笔语地道流畅表达的关键。高频短语有组织

语篇及维持社交关系等语用功能。因为学术性短

语具有较为完整的意义，所以有助于提高学习者

学术语言输出的自然性和流畅性。现代语料库语

言学技术和方法已能比较容易地对其现成的结构

整体提取和考察。“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学生要

平衡专八考试、研究生考试与毕业论文撰写的关

系，增加英文学术论文阅读的数量，在阅读实践中

提高语类和语域意识，提高学术英语表达的得

体性。

由于用于研究的语料库库容量不够大，加上

在做历时考察时，所借用的 ＣＭ和 ＣＤ数据是硕
士和博士论文整篇文章的，而不是单独结语部分

的，这些都可能对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产生一定影

响。因此今后的研究要扩大语料库容量并尽量保

证对比语料库语篇的完整性，以增强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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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ＢＩＢＥＲ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Ｓｐｅｅｃ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５］ＬＥＥＣＨＧ，ＲＡＹＳＯＮＰ，ＷＩＬＳＯＮＡ．Ｗｏｒ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ＷｒｉｔｔｅｎａｎｄＳｐｏｋｅ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０１．

［６］ＬＯＲＥＮＺ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ｃｏｈｅｒｅ：ｃａｕｓａｌｌｉｎｋｓｉｎｎ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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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ｓ．ｎｏｎ－ｎａｔｉｖ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Ｃ］／／ＩｎＷ．Ｂｕｂ
ｌｉｔｚ，Ｕ．Ｌｅｎｋ，＆ Ｅ．Ｖｅｎｔｏｌａ（ｅｄｓ．）．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ＳｐｏｋｅｎａｎｄＷｒｉｔｔｅ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Ｈｏｗ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Ｉｔａｎｄ
Ｈｏｗ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Ｉｔ．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ａｎｄ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１９９９．

［７］ＮＡＲＩＴＡＭ，ＳＵＧＩＵＲＡＭ．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ｃｏｎｎｅｃ
ｔｏｒｓｉ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ｅｓｓａｙｓｂｙ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ＥＦ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ｏｒｐｕ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６（２）：
２３－４２．

［８］ＧＲＡＮＧＥＲＳ．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Ｆ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ｏｒｍｕｌａｅ［Ｃ］／／ＩｎＡ．Ｐ．
Ｃｏｗｉｅ（ｅｄ．）．Ｐｈｒａｓｅ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９］杨惠中．语料库语言学导论［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０］马广惠．中美大学生英语作文语言特征的对比分

析［Ｊ］．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２（５）：３４５－３４９．
［１１］ＣＨＥＮＣＷ．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ｅ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ＥＦＬ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ｒｐｕ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６（１）：
１１３－１３０．

［１２］文秋芳，丁言仁，王文宇．中国大学生英语书面语中
的口语化倾向［Ｊ］．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３（４）：
１４１－１４７．

［１３］ＰＡＱＵＯＴＭ．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ｉｎＬｅａｒｎ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ＩｎｔｌＰｕｂ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０．

［１４］孙亚真．中国高水平英语学习者学术写作中的口语
化特征［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１２．

［１５］ＳＨＡＷ Ｐ，ＬＩＵ．Ｗｈａ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９８（２）：２２５－２５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ｅｓ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ａｊｏｒ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ｆｕ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Ｊｉｕ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ｕｊｉａｎｇ３３２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ｌｆｂｕｉｌ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ａｎｄＳｕｎＹａｚｈｅｎｓｄａｔａ，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ＣＩＡ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ｎｄ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ｏｕｒ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ｉｔｅｍ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ｂｙＰａｑｕｏｔ（２０１０）ａ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ａｒｔ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ｏ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ｉｓａ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ｈ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ｓ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Ｌ２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ｓ．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ｈａ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ｓｏｍ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ｏ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ａｊｏ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ｏｒｐｕｓ；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责任校对　朱正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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