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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模因论与英语动词习得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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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大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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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报道一项旨在验证语言模因论对英语动词习得是否有促进作用的教学实验% 受

试者为 $O 名英语专业 !"#" 级本科学% 实验组在课内接受教师的讲解后#朗读和背诵 #"! 个

动词类型的句子#同时做模仿造句练习#背诵检查合格后#参加第二次动词类型测试% 两周之

后参加第三次动词类型测试% 与实验组唯一不同之处是#对照组只接受教师的讲解#未被刻意

要求这样做% 结果发现+在同等条件下受试者通过朗读$背诵和模仿等方法学习英语动词类型

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句子#与没有用过这些方法的受试者相比#效果完全不同#前者在动词类型

运用方面的错误次数明显减少#语言知识被记住的可能性更大#且在大脑中保持的时间较长%

这证实了语言模因论确能有效地促进英语动词的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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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词汇是语言的三大要素之一! 英国著名的语

言学家威尔金斯.#FI!'O%/说过(没有语法"人们

不能表达很多东西"而没有词汇"人们则无法表达

任何东西+.徐密娥#李炯英"!""I'$F/! 可见"词

汇是语言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词汇是词的总

和"不仅指语言中所有的词"而且指诸如方言#使

用域或术语等某一语言变体中使用的词和短语!

词是语音#意义和语法特点三者统一的整体! 词

又是语句的基本结构单位"因为通常说的每一句

话都是由许多的词构成的.陆国强"#F%&'#JK/!

词汇学习是英语学习的基础和核心部分"对缺乏

语言环境的中国学习者来说"是一大难点! 由于

学生没有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英语词汇"严重影响

了他们英语理解和表达能力的提高! 因此"如何

教好英语词汇成为我国师生普遍关注的课题! 要

搞好词汇教学"首先要确定词汇教学的重点! 有

不少学者.濮建忠"!"""2桂诗春#杨惠中"!""&2李

海亭"!""%'#"K/认为"动词在英语词汇教学过程

中处于核心地位" 且学习者在动词词汇方面使用

的失误占了主体"动词应该成为词汇教学的重点!

霍恩比.#FI$/在%英语句型和惯用法&以及他主

编的%牛津高级现代英语词典&.#FIO 年第三版和

#F%F 年第四版/中把英语动词句型归纳成 !K 种!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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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英语动词句型的详尽描述和解释为学习者了

解英语动词内在结构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也为外

语教师在外语教学中进行英语动词教学提供了依

据.何广铿"!""!'KJ$/! 国内不少学者.陆国强"

#F%&2李庭芗"#F%&'#IFJ!"O2朱纯"#FFO'!#OJ!!$2

王嫱"!"""'I#JIF2田世国"!""#'#KKJ#$"2文秋芳"

!""&'%!J#"K2潘淑敏"!""I'#OJ&#2邹为诚"!""%'

IJ%2汪榕培#王之江"!""%'&!"J&$#/基于不同的

理论对如何搞好词汇教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

多好的方法和建议! 但是"国内学者在英语词汇

教学研究领域里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研究方

法以思辨性的理论研究为主"验证性研究缺乏等

.徐密娥#李炯英"!""I'I&/! 近年来"随着模因

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模仿#朗读#背诵等传统教法

再次引起了师生学者的普遍关注!

模因论的核心是模因! 模因.X6X6/这个概

念是f471-,9 L-Y\4);在 #FI$ 年写的%自私的基

因&里首次提出来的! 在汉语里(X6X6+有好几

个译名"何自然.!""&/将(X6X6+译为(模因+"

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同! 模因是一个文化信息单

位"通过模仿而得到传递! 判断(模因+的基本依

据是(模仿+"任何一个信息"只要它能够通过广

义上称为(模仿+的过程而被(复制+"它就可以称

为模因!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模因"模因也寓于语

言之中"所以有(语言模因+之说! 语言的任何部

分"如'语音#语法#词汇#句法#句段#篇章等"只要

通过模仿而得到复制和传播"都有可能成为语言

模因.何自然"!""%'$F/! 任何语言模因要得到

模仿#复制和传播"必须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

复制保真度"即'复制的越忠实"保真度就越高2二

是多产性"即'模因复制速度越快"散布越广2三是

长久性"即'复制模式存在越久"复制的数量越大!

语言模因的模仿和复制过程必须经过以下四个阶

段'一是同化"即'一个有效的模因应该能够(感

化+受体"被受体注意#理解和接受2二是记忆"

即'模因必须在记忆中保持一段时间"否则就不是

模仿2三是表达"即'模因在与其他个体交流时必

须从记忆模因中出来"进入能被他人感知的物质

外形这一过程"最突出的表达手段是话语2四是传

播"即'模因传播需要有形载体或媒体"如"书本#

照片#人工制品#光碟等"这些载体或媒体应该有

很强的稳定性"防止信息流失或变形!

模因的这些特性对英语词汇教学颇有启发!

第一#语言习得或学习的过程就是语言模因模仿#

复制和传播的过程! 朗读和背诵在这一过程中成

为语言输入的主渠道"因为朗读和背诵能有效地

积累语言和文化知识! 通过大量的朗读和背诵"

可以熟知语言模因"正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

会吟诗也会吟+! 第二"模仿是人的天性"幼儿就

是通过模仿习得母语的! 模仿的目的是创新"而

创新又是语言模因传播的动力! 在英语词汇教学

中"让学生模仿地道的语音#语调#句法结构以及

正确的句子表达方式等"当学生的这种模仿行为

得到强化并长期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之后"他们就

能对模仿到的语言素材进行创造性地#扩展性地

在语言交际环境中使用! 因此"词汇模因从输入#

吸收和输出的过程应该成为词汇教学过程的

主线!

自模因论引进我国学术界以来"不少学者

.聂睿# 陈玉红" !""%2王纯磊" !""%2吴燕琼"

!""F/对国内外模因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

%外语学刊&也于 !""% 年第 # 期以专栏的形式发

表了一系列论述模因论及其应用研究的论文! 这

些论文主要介绍模因论与语言教学相结合所带来

的启示以及学者们发表的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或者

是个人教学经验的总结! 但是"从实证性的角度

阐述模因论与英语词汇的教学实践还未有人涉

及"实证研究的数量几乎为零! 本文通过一项动

词句型练习的教学实验"试图验证语言模因论对

英语动词习得是否有促进作用"能否减少学习者

在词汇使用方面的失误! 本次研究填补了国内模

因论与外语词汇教学实证研究的空白"可为模因

论与外语教学的相关研究提供实证数据及理论

支持!

二%实验设计

"一$受试者

参加此项教学实验的受试者是某学院英语专

业 !"#" 级本科生! 在同一年级里"以我们担任的

两个自然教学班级为对象"根据学生参加高考后

取得的英语成绩"一个班的学生高考成绩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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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分"另一个班的学生高考成绩平均分为

##F*II 分"独立样本 5检验结果为'5a"*##"e

.双侧检验/ a"*F#! 因此"两个班的高考英语成

绩没有显著差异! 两个班的学生再分成两大组"

一组为实验组"另一组为对照组! 由于实验考核

的次数达 & 次之多"前后相隔近三个星期"其间有

受试者因故缺席! 为此"两组受试者的人数以 &

次都参加测试的学生为准! 实验组最终实际人数

是 &O 人"对照组 &" 人!

"二$步骤

实验由一名教师在一节课内进行"时间只有

O" 分钟! 一个教学班随机安排到实验组"另一个

教学班安排到对照组! 实验的具体步骤如下'

#*选择英语词汇学习材料!

本次教学实验以英语动词类型为词汇学习材

料"原因是'第一"对于任何学着说或写正确英语

的人而言"一个句子中最重要的一个词便是动词!

掌握英语动词的类型"学习者就能正确地运用动

词造正确的英语句子"因为这些动词类型告诉学

习者怎样用动词造正确的句子2第二"把英语当作

外语去学习的人可能会受到诱惑"用(类推+的方

式造句"比如他听到或看到 e.6-;6>6..X6>16

X6-)4)2和e.6-;6;1+YX6>16Y-8.间接受词后跟

直接受词/这种句子"就会以此类推"造出 e.6-;6

6WV.-4) X6>16X6-)4)2这种错误的句子.正确者

应为e.6-;66WV.-4) >16X6-)4)2>+X6/2第三"通过

基于模因论的教学实验试图帮助我国学习者避免

这种错误"提高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

动词类型学习材料选自张芳杰.#F%O/主编

的%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三版/"共有

二十五种类型"总计 !#O 句子! 我们选择了其中

的第二#三#四#六#七#十二和十三等 I 种动词类

型共 #"! 个句子作为学习内容! 选择这些动词类

型是因为它们都至少有两种用法以上"学生使用

的时候容易产生混淆! 我们之所以只选择七种动

词类型而不是全部动词类型"是因为使受试者在

规定的学习时间内有足够的时间输入这些动词类

型知识"并在后续的练习和测试中加以运用!

!*设计词汇测试试卷!

我们把试卷的名称定为英语动词类型测试"

试卷内容包括受试者的个人姓名#专业班级和 !K

个中文句子"要求所有被试用所给的动词把 !K 个

句子翻译英语! 这些动词以及相关的句子都是从

第二#三#四#六#七#十二和十三等 I 种动词类型

中随机选出! 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翻译

测试! 我们一共设计了 & 份试卷"作为 & 次考

试用!

&*实验在课内进行"课堂的环境是数字化语

言实验室!

首先进行第一次英语动词类型测试! 任课教

师将动词类型测试的卷子发给每位受试者"要求

他们写上自己的姓名和班别"然后让他们根据要

求把 !K 个句子翻译英语! 此项测试约需要 &" 分

钟! 完成之后"教师马上收回卷子! 试卷由一名

美国籍的老师根据评分标准进行评分!

O*实验阶段!

笔者把动词类型学习材料发给每个受试者"

课堂上学习时间为 O" 分钟"共 K 次! 每次学习 K

项动词类型和 !K 个句子! 实验组在每次课上通

过教师的讲解后"大声朗读并背诵这些句子"然后

模仿句子造句! 通过教师的背诵检查后"所有的

受试者才能参加第二次测试! 对照组被试没有刻

意要求这样做"只接收教师的讲解! 其它的四次

学习方法与第一次相同! 所有被试者在课堂上学

习 K 次后参加第二次测试! 第二#三次测试方法

与第一次相同!

K*两周之后"所有受试者接受第三次测试!

"三$记分方法

我们按照受试者翻译的句子动词用法的正确

与否进行评分"动词用法错误记 # 次"最后用

?e??#I*"" 统计学生在动词用法错误次数的平均

数#标准差以及进行独立样本5检验!

三%实验结果与讨论

表 # 列出实验组与对照组前后 & 次测试的结

果! 我们把第一次测试学生在动词类型运用的错

误平均次数用字母 M表示! 例如"在第一次测试

中"卷子中有 !K 个动词和相应的 !K 个句子! 实

验组动词用法平均错误次数为 #F*KK 次"对照组

动词用法平均错误次数为 #F*!$ 次! 第二次测试

学生在动词类型运用的错误平均次数用字母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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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第三次测试学生在动词类型运用的错误平

均次数用字母0表示!

表 #C实验组与对照组的 & 次测试结果

测试
第一次测试

.M/

第二次测试

.:/

第三次测试

.0/

实验组 &O 人 &O 人 &O 人

均值 #F*KK %*&K %*FO

标准差 #*K% O*!# !*"#

对照组 &" 人 &" 人 &" 人

均值 #F*!$ #O*"& #I*O&

标准差 #*II !*F" #*O&

> "*$F N%*!& N#F*!"

e.双侧检验/ "*O% "*"" "*""

分析表 # 的这些数据"我们主要发现以下

三点'

"一$第一次测试的结果

第一次测试的结果表明'实验前"实验组与对

照组受试者在动词类型运用方面的平均错误次数

十分接近"分别为 #F*KK 次和 #F*!$ 次"对照组虽

然略低一点"但两者毫无统计意义上的差异.>a

"*$F"V a"*O% d"*"K/! 这为实验最终结果的比

较提供了非常理想的参照! 此外"测试的结果表

明"受试者的动词运用水平较低"!K 个动词中运

用错误的动词数达 #F 个左右!

"二$第二次测试的结果

第二次测试的数据表明'教师在要求实验组

通过朗读#背诵和仿写等方法学习这些句子之后"

实验组受试者平均错误次数为 %*&K 次2对照组没

有刻意要求这样做"对照组平均错误次数为#O*"&

次! 两者相差悬殊"有异常显著的差异.>aN%*

!&" V a"*""/! 这说明"学习语言材料的方法不

同"受试者运用动词进行表达的能力也不一样!

与实验前相比"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动词运用错误

次数都有明显的减少"但实验组动词运用错误的

次数减少非常明显! 这说明通过朗读#背诵和仿

写等方法"受试者的语言知识在输入#吸收和记忆

中得到了加强"有了较强的英语语感! 此外"我们

在检查学生的背诵和分析他们的试卷时发现"记

忆力强或背诵熟练程度高的学生"在动词运用方

面的错误次数越少"反之亦然!

"三$第三次测试的结果

第三次测试的数据表明'学习了 #"! 个句子

两周之后"实验组动词类型运用方面的错误次数

仍然保持着优势"为 %*FO 次! 对照组的错误次数

为 #I*O& 次"接近实验前的错误次数! 与第二次

测试相比"实验组在错误的次数上略有所增加"但

两组的差异依然很明显.>aN#F*!" V a"*""/"

这表明"通过朗读#背诵和仿写等方法"受试者的

动词类型知识可以比较长期地保持在记忆里"而

没有使用这些方法的学生的语言知识在记忆中储

存的时间比较短暂!

上述动词句型练习的教学实验结果证实了模

因论对英语词汇学习有促进作用"确实能减少学

习者在词汇使用方面的失误!

四%结论

本次教学实验围绕一项英语动词类型的练习

进行! 受试者为 $O 名英语专业本科 !"#" 级学

生! 实验组在课内通过教师的讲解并理解所学的

动词类型后"朗读和背诵 #"! 个动词类型的句子"

同时做模仿造句练习"背诵检查合格后"参加第二

次动词类型测试! 对照组只接受教师的讲解并理

解所学的动词类型"未被刻意要求这样做! 学习

两周后"所有受试者参加第三次动词类型测试!

整个教学实验过程中"实验组与对照组唯一不同

之处是一个简单的朗读#背诵和仿写要求'前者必

须通过朗读#背诵和模仿等方法学习这些动词类

型的句子"后者未被刻意要求这样做! 结果发现'

在同等条件下受试者通过朗读#背诵和模仿等方

法学习英语动词类型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句子"与

没有用过这些方法的受试者相比"效果完全不同"

前者在动词类型运用方面的错误次数明显减少"

语言知识被记住的可能性更大"且在大脑中保持

的时间较长! 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语言模因论确

能有效地促进学习者英语词汇的习得和减少他们

在词汇使用方面的失误! 本次教学实验的结论仅

限于动词类型"其它的词汇或语言知识"如'成语#

名词#形容词#语法等与模因论的关系如何"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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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进一步研究!

本次教学实验的规模不大"设计也不复杂"但

对外语教学颇有启发! 此实验告诉我们'在缺乏

语言环境下学习外语"模仿#朗读和背诵是帮助我

们识记外语知识和提高外语理解和表达能力的一

条有效途径2学外语光靠单纯的技能训练或单纯

的语言知识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最好再通过模仿#

朗读和背诵等方法记住大量的语言知识和文化知

识"才能具有较强的语言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实验还告诉我们'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外语模仿

能力和背诵的学习方法就是好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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