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 '()*%'+,-+#$./$(,#01$%'%& 2)3+',-$(

4$56!" 7$6"

8356#$##

&'(!!$)!*+,#-.)/01()!2%"

3

+,,")#$##)$")$$7

移动学习视阈下不同输入模式对

英语词汇附带习得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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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本研究以 #$,名大二学生为被试!以移动应用软件/极光单词0为实验平台!探讨了移动学习模式下不同的

输入方式对大学生英语词汇附带习得的影响以及词汇附带习得效果的保持" 实验结果表明#中英双语文本阅读能促进

学习者的英语词汇附带习得!听读结合的输入方式能促进学习者的长期记忆效果"

关键词!移动学习$词汇附带习得$即时测试$延时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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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随着移动网络和移动设备的升级#移动学习

日渐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学习方式( 移动学习为

英语学习者提供了随时)随地按需获取学习资源

的可能( 越来越多的现代化移动终端)通信软件

等工具帮助英语学习者创建了全新的英语词汇学

习和认知模式( 在这些全新的词汇习得模式中#

词汇附带习得是扩大词汇量有效方法之一( 词汇

附带习得指学习者在学习语言时#其注意力并未

集中在词汇上#却在无意中增加了词汇知识#,是

一种注意力聚焦于其他活动时顺便出现的认知活

动-

&!'

( 本文以移动应用软件*极光单词+为实验

平台#研究移动学习模式下不同的输入方式对大

学生英语词汇附带习得的不同影响(

!4国内外研究概况

!)!4国外研究概况

#$世纪 ,$ 年代#继 T@U]等提出词汇附带习

得假说之后#其他学者分别从听)说)读)写四个方

面开展了"母语%词汇附带习得的实证研究( 例

如#\>9]和Q<@F?;0的实验表明,听-能促进词汇

附带习得&#'

$5(VF'0的实验验证了,说-有助于习

得词汇&*'

$P@F'0和Q<@F?;0提出阅读能有效促进

词汇附带习得&"'

$=<'Y0 和\'01@;YV>@发现写作

促成的附带词汇习得效果优于听说&+'

( 之后#词

汇附带习得的研究范围逐渐从母语词汇习得发展

到二语词汇习得( 例如#E@>X;<和N>:FD(.0 创新性

地提出了基于学习任务的投入量假说#词汇附带

习得被他定义为,信息的偶然习得而不是有意的

记忆-

&2'

#他的研究推动了词汇附带习得研究向

前发展( S(&@:提出英语学术听力讲座对学习者

的词汇附带习得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习得效果与

学生的语言水平呈正相关&%'

( =<'Y0 等研究比较

了阅读)听音与听读三种模式下词汇附带习得的

效果#指出听音输入模式下的词汇附带习得效果

最差#听读模式效果最佳&,'

( _;;:@0& 和 L/?W(DD

的研究表明#阅读词汇复现率对词汇附带习得效

果影响极小&7'

( 8::(F和 R?@0U的实验表明#听力

文本的反复收听能明显增强词汇附带习得

效果&!$'

(

!)#4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对于词汇附带习得的研究起步较晚#早

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视觉"阅读%输入方式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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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附带习得( 例如#邵艳春的研究显示#理解语

篇比了解语篇所促成的词汇附带习得水平更

高&!!'

$武卫和许洪的研究表明#汉字注释比英文

注释更能促进词汇附带习得&!#'

$袭兵发现重复阅

读文本对词义习得有着显著的影响&!*'

( 之后#多

模态与词汇附带习得研究在国内兴起( 顾琦一和

臧传云的实验结果证明了在词汇附带习得方面#

视觉)视听结合的输入模态效果均优于听觉&!"'

(

莫丹也提出类似观点!学习者听力的词汇附带习

得及保持效果都不及阅读&!+'

( 但王同顺等发现

在学习任务相同时#听力输入下的词汇附带习得

效果优于阅读输入&!2'

( 此外#刘桢研究结果显

示#在三种注释类型"文本型)图文型)动文型%

中#图文型注释和动文型注释有助于促进词汇附

带习得&!%'

( 近年来#对移动学习与词汇附带习得

的研究逐渐引起关注( 例如#凌茜等指出游戏化

移动学习对学习者词汇附带习得"尤其在词汇使

用方面%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 李亚茹研究了

移动技术支持下多模态输入类型对单词拼写习得

和意义习得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输入类型对单

词拼写习得和意义习得的影响不明显#但是对单

词听力习得的影响较明显&!7'

( 李秋东等发现移

动应用软件 i>(̀:;D对学习者的词汇附带习得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记忆词汇的中文意

思方面具有较长期的保持效果&#$'

(

国外词汇附带习得的研究经历了从母语词汇

习得到二语词汇习得)从建立理论模型到开展实

证性研究的发展路径#为国内词汇附带习得研究

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 起步较晚的

国内词汇附带习得研究同时涵盖了母语词汇习得

研究和二语词汇习得研究#但后者多于前者( 从

具体的研究领域来看#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

本阅读领域#在听)说)读)写#尤其是写方面的研

究和听说)听读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此外#国内

有关词汇附带习得策略的研究较多#有关保持词

汇附带习得效果的研究较少$传统学习模式中的

词汇附带习得研究较多#移动学习模式下词汇附

带习得的研究较少( 鉴于此#本文力图丰富国内

的相关研究#探讨移动学习模式下不同的输入方

式"视觉)听觉)听读结合等%对大学生英语词汇

附带习得的不同影响( 研究也涉及词汇附带习得

效果的保持(

#4研究方法

#)!4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随机选取的某大学 #$!7 级大学

二年级=级学生共 #$,名""个自然班%( 实验中

各班学生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小组!阅读文本组

!"文本为英语原文%#+# 人$阅读文本组 #"文本

为英语原文d中文翻译%#+# 人$听音组#+# 人$阅

读文本"文本为英语原文%

d听音组"以下简称为

听读组%#+# 人( 因 #$, 名研究对象均来自某大

学分级教学的同一级别"=级%#所以每一组学生

的英语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这样能保证实验的有

效性和准确性(

#)#4目标词和目标测试卷

本研究选取移动应用软件*极光单词+中,读

外刊-栏目中的两篇文章!=@DD:;'XD?;L;Z;F! M?]

O?(FG;@<1FHF/@<FM(::=;@5;0&;<M@<"选自

5>@<&(@0*卫报+#词数!#2+%和C)L)K@/D'<]L:>W9

L?'YFP@0>X@/D><(0UJF01DD?;=;::Y;D?;<JDCF;& D'

=;"选自 M@::LD<;;D̂'><0@:*华尔街日报+#词数!

#"7 %# 以这两篇文章中的生词为目标词( 为了

确保实验的效度和信度#首先让每个受试者从以

上两篇文章中各选出 !+个生词#然后从 #$, 名受

试者所选取的生词中选取共性生词"共 #$ 个#其

中名词 7个)动词 #个)形容词 +个)副词 ! 个)短

语 *个%作为本次研究的目标词( 这些词在文中

出现的频率均为一次( 选定目标词后#研制目标

词即时测试卷和延时测试卷( 它们均由词形辨认

和词义产出两个部分构成!词形辨认部分为选择

题"共 #$ 题#每题包括一个目标词和 * 个起干扰

作用的非目标词#共 #$ 分%#该部分考查学生对

于目标词词形的辨识情况$第二部分为词义产出

题"共 #$ 题#每题包含一个目标词#共 #$ 分%#要

求学生给出具体语境中目标词的词义#以考查学

生对于目标词词义的理解情况( 为减少重复测试

的干扰#即时测试卷和延时测试卷的部分题目调

整了先后顺序( 在阅读文本组 !)阅读文本组 #)

听音组)阅读文本d听音组分别开展实验!各组学

生在测试前使用移动应用软件*极光单词+#按照

各组指定的输入方式自主学习前文中指定的两篇

文章#学习时间均为 !+分钟( 各组完成即时测试

卷的时间均为 !+分钟( 各组在完成即时测试后#

继续使用移动应用软件*极光单词+学习这两篇

文章#学习时间为两周#两周后发放目标词延时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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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各组完成延时测试卷的时间均为 !+分钟(

#)*4数据分析和结论

对回收的 #$, 份有效试卷进行统计分析#得

出各组"阅读文本组 !)阅读文本组 #)听音组)听

读组%目标词即时测试成绩和目标词延时测试成

绩均值#各组即时测试成绩和延时测试成绩分项

分如表 ! 所示( 高分组"阅读文本组 # 和听读

组%的独立样本D检验结果如表 #所示(

表 !4词汇测试成绩"分项分#

即时测试成绩

词形辨认 词义产出

延时测试成绩

词形辨认 词义产出

阅读文本组 ! 7)%2 !*)%% !!)%+ !*)$*

阅读文本组 # !$)27 !")"* !*)+, !*)7"

听音组 ,)", !!)*7 7)$# !!)!#

听读组 !$)+, !*)*" !#)7% !")*"

表 #4高分组的独立样本D检验结果

阅读文本组 #

P L\

听读组

P L\

A

即时测试 #+)!# #),% #*)7# *)$, $)$*

延时测试 #%)#+ *)*# #%)*! *)#+ $)#!

表 !的数据显示!阅读文本组 # 的即时测试

成绩最高#听读组的延时测试成绩最高#听音组的

即时测试成绩和延时测试成绩均为最低( 听读组

两周后的延时测试成绩明显高于其他各组成绩#

比听音组高出 %)!% 分( 学习者在完成即时测试

后#利用移动应用软件自主学习指定篇章#视听结

合的输入方式有效促进了学习者的英语词汇附带

习得( 阅读文本组 !"文本为英语原文%的即时测

验成绩略低于阅读文本组 ##但即时测试成绩和

延时测试成绩均明显高于听音组( 这一结论与莫

丹,学习者在听觉模态与视觉模态下都可以附带

习得词汇#听力的词汇附带习得与保持效果都稍

逊于阅读-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

( 词义产出

得分明显高于词形辨认得分#尤其在即时测试成

绩中差异显著( 这一结论与鲍贵)吴翼飞,在新

词的初学阶段#词形记忆的挑战或许比词义记忆

的挑战性更大-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

( 延时

测试成绩中#词义产出部分和词形辨认部分的分

差缩小"阅读文本组 # 的分差最小%#这是因为学

习者通过反复多次的文本阅读#强化了词形的辨

认和记忆#在较长时间的阅读过程中#在词形辨认

和词义产出两方面均获得了积极的附带习得(

表 #的数据显示!阅读文本组 # 的即时测试

成绩比听读组的得分高#两组的均值"A

k

$)$*

"

$)$+%有显著差异( 听读组的延时测试成绩比阅

读文本组 #的得分略高#两组的均值"A

k

$)#!

#

$)$+%无显著差异( 阅读文本组 # 在即时测试中

优势明显#听读结合方式的优势在延时测试中得

到了较大体现(

从以上数据看出#移动学习模式下不同的输

入方式"视觉)听觉)视听结合等%对大学生英语

词汇附带习得有着不同的影响( 视觉输入方式

中#英文原文阅读这一传统的文本阅读方式在移

动学习模式下不能有效保持学习者的注意力#学

习者在移动学习过程中因为输入形式单一)生词

量大)理解难度大等因素而感到疲倦或厌倦#也容

易受到移动设备上其他信息的干扰( 因此#英文

原文阅读这种单一的输入方式在促进学习者的词

汇附带习得方面作用不明显( 带有中文译文的英

语阅读更契合中国学习者的认知模式和学习方

法#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生词难句#可以借助

中文译文帮助理解#从而在可理解的语义环境中

更好地附带习得词汇( 单一的听觉输入方式不能

有效提高学习者的词汇附带习得水平#这一结论

尤其体现在文章题材较新"如前沿科普类文章)

新闻报道等%)生词量较大的文章上( 学习者在

单一的听音模式下理解全文大意都存在障碍#词

汇附带习得又何从谈起( 听读结合的输入方式综

合调动了视觉)听觉等感官#将文本)图片)声音)

影像等媒介形式巧妙地融合于一体( 以移动应用

软件*极光单词+为例#,记单词-和,趣练习-板

块包含了文本)图片)声音)影像)动画等多模态输

入方式#对于促进学习者的词汇附带习得"在词

形辨认和词义产出两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因

此#文本)图片)声音)影像等媒介形式能有效激发

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在阅读过程中保持其注意力(

进行文本阅读时#学习者可以选择带有中文译文

的英文原文阅读文本#以保证有效的英语词汇附

带习得(

此外#从学习者词汇附带习得的保持效果来

看#延时测试成绩在总体上高于即时测试成绩#即

学习者附带习得词汇的长期记忆效果优于其短期

记忆效果#这一点充分显示了移动学习模式的优

势( 移动学习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融合了

听)读等学习模式#能有效地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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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并且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学习者的注意力"注意

力是记忆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优化学习者

英语词汇的长期记忆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移动

学习模式毕竟不能替代传统的课堂教学#它只能

与课堂教学相辅相成#发挥辅助和促进作用( 对

即时测试成绩进行横向比较#不难发现!听音组的

学习者由于受到题材熟悉度)生词量)听力技巧)

理解力等因素的影响#短期记忆效果不佳( 听读

组的短期记忆效果略优于听音组#因为听音时疏

漏的信息通过文本阅读得到了补充( 阅读文本组

#"文本为英语原文d中文翻译%的短期记忆效果

最佳#因为它刨除了听力技巧这一影响因素#强化

了重复阅读"英文文本d中文文本%这一过程#对

文本的反复研读有助于学习者的词汇附带习得(

这一结论与闫丽俐,阅读文本中生词重现 ! 次便

可促成可观的接受性词汇搭配形式与意义知识的

附带习得#重现次数越多#习得量越大-的研究结

果具有一致性&##'

( 对延时测试成绩进行横向比

较#不难发现!听读组的长期记忆效果最佳( 从

*极光单词+软件中,注册教室-的后台数据来看#

这一组学习者在即时测试结束后的两周内登录平

台学习的总时长居首位#证明听读模式在较长时

间内能有效保持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注意力#对

学习者的长期记忆效果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这一

结论与双重编码理论相吻合!当人类大脑同时接

收文字和图像时#大脑的言语和视觉渠道分别对

两种信息同时处理加工#更有利于信息储存和意

义构建&#$'

( 听音组的长期记忆效果不佳#除了上

文中已提到的影响因素外#也不能排除受试者

"听音组共 +#人%整体听力水平欠佳这一因素(

*4结语

本文通过实验探讨了移动学习模式下不同的

输入方式"视觉)听觉)听读结合等%对大学生英

语词汇附带习得的影响以及词汇附带习得效果的

保持( 实验结果表明!中英双语文本阅读)听读结

合的输入方式均能有效提高学习者的英语词汇附

带习得水平( 从词汇附带习得的保持效果来看#

听读结合的输入方式能促进学习者的长期记忆效

果( 在设计即时测试卷和延时测试卷时#本研究

只考虑了句子语境#没有从篇章语境来设计检测

任务( 在后续研究中#从句子语境和篇章语境两

方面综合设计任务是课题组的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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