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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因论与 @LQ学习者词块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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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本文讨论了一项旨在验证模因论对@LQ学习者词块习得是否有促进作用的教学

实验$ 受试者为 GX 名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 他们在课内学习六篇英语写作范文#同时学

习词块#然后在课外用英语写一篇作文#两周和八周之后各参加一次写作测试$ 要求实验组必

须通过朗诵范文学习词块并在作文中尽量使用这些词块#对照组未被刻意要求这样做$ 结果

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记住并正确使用词块的可能性更大#词块在大脑中保持的时间较

长#英语写作表达能力也相应地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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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 世纪 %" 年代美国心理学家 R6008-和 ?801K

-6:48提出了+组块, $'3,.O6.4%这一概念" 组块

是用于解释单个信息集结成块的过程!其产物称

为+词块,$'3,.O%

.#/EX

" 词块于 J" 年代被应用于

语言教学领域以来!虽然人们对词块的概念还存

在分歧!但是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词块

是词与词之间有意义和有语用价值的组合" 这些

词组合可以是规范的!如 <(-6'(09<T8/O6.4(或非规

范的!如 a9/.: 0/-48(在结构和意义上可以是完

整的或是不完整的.!/.E/

" 国外有些学者$M0(8.K

a8-4!#FF"(D/((6.48-!#FF!(;6a8-! #FFF%从不同角

度对词块进行了分类!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分类

标准!但现有文献对词块的分类主要以结构和功

能为主线!这对词块的教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支

持.#/E%!.X/!.E/XEKXX

" 由于词块能极大地提高语言口

头和书面语的表达能力!因此!最近二语词块研究

引起了国内外语界的广泛关注" !""! 年以来!国

内二语词块研究开始从对词块理论的介绍向实证

研究方向发展!研究的角度和内容日趋多样

化.E/X!

"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涉及探讨词块

使用与英语表达能力之间的关系!调查英语学习

者词块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以语料为基础探讨学

习者口笔语中的词块使用特点等.#/EX

" 以往的研

究得出了两点一致的结论!即#二语词块知识与二

语能力密切相关!学习者的词块知识水平较

低.E/XE

" 然而!二语词块是怎么样习得的5 现有

的文献就这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却很少见"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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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模因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解决

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模因论是基

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一种

新理论!其最核心的术语是+模因$b8b8%," 该

术语是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7道金斯$]6'3/-:

Y/\O6.<%在 #FJG 年写的)自私的基因*$738?801K

6<3 W8.8%里首次提到的" 其发展已有二三十年

的历史!但在国内这一理论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

太多的注意!仍是一个很新的理论.%/EG

" 何自然

等在 !""E 年首次将模因论引进国内!并将

+b8b8, 译为 +模因,! 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

注.G/!"#K!"!

" 现今+b8b8,一词已得到广泛的传播!

并被收录到)牛津英语词典*中" 根据)牛津英语

词典*!+b8b8,被定义为#+文化的基本单位!通

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 因

此!模因$R8b8%的涵义主要可以通过两个方面

来理解#+b8b8,是复制因子!其表现形式是词语&

音乐&图像&服饰格调甚至手势或脸部表情

等.J/#EE

(模仿是模因$b8b8%的主要传递方式!其

生命周期可分为同化&记忆&表达&传播等四个前

后有序&周而复始的运行阶段" 同化意指一个有

效的模因应该能够+感化,受体!被受体注意&理

解和接受" 记忆指模因必须在记忆中保持一段时

间!否则就不是模仿" 表达指模因在与其他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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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指模因传播需要有

形载体或者媒体!这些载体或者媒体应该有很强

的稳定性!能够防止信息流失或者变形.$/XG

" 语

言本身就是一种模因!它可以在字&词&句乃至篇

章层面上表现出来" 语言又是模因的主要载体之

一!模因可以通过语言复制&传播而生存" 语言模

因的复制传播主要有两种方式!即模因基因型和

模因表现型" 语言使用者可以根据具体语境和交

际意图有选择性地重复或类推出某种语言模因!

帮助自己有效地达到交际目的.%/EJ

"

模因的概念对英语词块习得颇有启发" 首

先!词块的习得过程就是模因模仿的过程" 模仿

的主要方式是重复!而重复的基本形式是反复朗

读和背诵" 因为朗读和背诵能有效地理解和积累

大量的语言材料!如#少儿时熟背的诗词等语言材

料!成年后仍能在大脑中复制出来并应用于各种

言语交际" 此外!通过大量的背诵!可以识记语言

模因!应验了俗话所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

作诗也会吟," 其次!模仿是人的本性!社会就是

模仿" 幼儿习得母语的过程就是模仿的过程" 模

因学的创始人 W-/a-6807/-:8$#$F"%在他的著作

+738Q/\<+1Pb6(/(6+.,中指出#社会交际起源的

所有相似物都是各种模仿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的结

果!如风俗模仿或时尚模仿&同情模仿或服从模

仿&天然模仿&刻意模仿等" 所以他认为社会就是

模仿" ?,/. ;0/'Ob+-8指出!更加复杂的人类认

知过程!例如语言&阅读&科学研究等等都以某种

方式建立在模仿的基础之上.J/#EEK#EX

" 模仿的目的

是创新!而创新又是语言模因传播的动力" 如果

没有创新!语言模因就不会发展!就会出现停滞不

前的状态!语言模因只有通过模仿和创新才能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语言宝库" 词块作为英语学习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英语表达能力和语用

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只模仿而没有被复制或记

不住的词块等于没习得" 复制或记忆是逐步掌握

词块知识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有了这一

步才有运用等第二步" 因此!模仿是词块习得的

基本途径之一" 但是!目前基于模因论对二语词

块习得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

本文设计一项英语写作练习并在课堂中进行

实验!旨在探讨通过模仿&记忆与运用等方法是否

能有效地促进英语语块的习得!从而有效地提高

英语书面表达能力" 此项实验的假设是#写作练

习中通过朗诵英语写作范文学习里面的词块!并

在写作中加以模仿运用可以有效地促进英语词块

的记忆和正确使用!从而有效地提高英语书面表

达能力"

二%实验设计

"一$受试者

参加此项调查的受试者是某高校英语专业二

年级本科生" 我们在同一年级里挑选了 ! 个教学

班!根据学生 !"#" 年春季学期各门专业课期末考

试的成绩!! 个班的英语平均成绩大致相当" !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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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学生再分成两大组!一组为实验组!另一组做

对照组" 由于实验考核的次数达 E 次之多!前后

相隔近 #" 个星期!其间有受试者因故缺席" 为

此!两组受试者人数以 E 次都参加考核的学生为

准" 实验组最终实际人数是 EX 人!对照组 E" 人"

"二$词块分类%界定%提取与来源

本次实验主要参照D/((6.48-$#FF!%&;6a8-等

$#FFF%和;,(08-$!""E%的分类方法!将词块分为

语篇&人际关系和话题内容等 E 大块 $见表

#%

.#/E%!.E/XX

" 语篇词块指具有衔接功能!能把句子

和句子&语段和语段!有时甚至是段落与段落连接

起来!使它们之间建立起各种各样的语义关系!并

使整个语篇在意义上具有连贯性的词块" 人际关

系词块表示说话人对某人某事的观点与看法" 话

题内容词块与体验功能有关!与身体或抽象实体

发生直接关系!反映某种经验模式!可详细分为#

动词词块&名词词块&形容词词块&副词和介词词

块等" 但是某个词块可能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兼备

多种功能.#/E%!.E/XX!.X/X$KXF

"

表 #C词块分类及举例

类别 举例

语篇词块CC 16-<(+1/00! 1+-6.<(/.'8!/006. /00!(+<,b,T

人际关系词块 6. b9+T6.6+.! 1+-b9T/-(!P(36.O

话题内容

词块

过程$动词词块% /:: (+! b88(,T! 48(/::6'(8: (+! a8/b\6(3

参与者$名词词块%

<T/-8(6b8! b8.(/038/0(3! 6.1+-b/(6+. (8'3.+0+49! a/: 6.10,8.'8! /<8.<8+1

3+.+-

环境$形容词词块&副词词

块&介词词块&%

Z80T1,0(+! .+0+.48-! /-+,.: (38\+-0:! 6. (38<8->6'8+1

CC本次实验词块的界定主要参照)朗文现代英

语词典*$!""E 版%!具体方法是将词典电子版安

装在电脑中!如两词或两词以上的组合在词典中

出现!就可被视为词块" 对不能通过电子词典判

断的词块!由一位美国籍的英语外教根据语感作

出最终判断" 词块的提取主要由一位老师通过手

工操作完成!然后笔者负责审核"

本次实验使用的英语词块主要来自王新刚主

编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快速通关*历

年真题$!"""'!""$%和英语专业四级网站$ 3(K

(T#HH(8b)<108T)'+b%公布的 !""F 年至 !"#" 年英

语专业四级考试短文写作的参考范文!共 G 篇!每

篇作文 !"" 个单词左右!共 #F" 个词块!平均每篇

共 E#)J 个词块" 为了使受试者掌握更多相关词

块的用法!我们参考)新编英语语法*$第三版%的

相关内容!在原有 #F" 个词块的基础上拓展了

!#" 个词块!使词块总数达到 X"" 个.F/$EK#G%#

" 采

用英语专业四级测试短文写作的参考范文!主要

是针对受试者在学习之后也要按照四级测试的要

求写四篇作文" 我们选择六篇范文而不是一篇短

文!主要是使受试者能结合足够多的语境识记足

够多的英语词块的用法!有足够的英语词块要学

习和模仿!并在以后的写作练习和测试中加以

运用"

"三$实验步骤

实验由一名教师在课内进行!时间只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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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完成的四篇英语作文作

为写作课程平时成绩的重要参考!其中三篇在课

堂上布置并在 E% 分钟内完成" 实验前!教师统一

教学方法和实验步骤" 实验在语言实验室里进

行!实验的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进行第一次测试" 测试的形式是写一

篇作文! 题目是# ?3+,0: 2+00848?(,:8.(<Z6-8

208/.8-<5 作文写作的要求和时间限定与英语专

业四级考试大纲$!""X 年新版%的要求完全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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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根据所给的作文题目&提纲或图表&数据等!写

一篇 !"" 词左右的作文!时间为 E% 分钟.##/XK%

" 任

课教师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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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根据要求在 E% 分钟

内写一篇作文" 完成之后!卷子由教师马上收回"

然后安排一名教师根据词块的界定和提取原则!

统计受试者在作文中使用的词块的数量" 安排另

一位教师根据作文评分标准给受试者的作文评

分" 所有的数据输入电脑并运用 ?_??#J)" 软件

对两组受试者的词块数量和作文得分进行独立样

品7检验!判断两组受试者的词块平均数和作文

得分平均分是否存在差异"

!)接下来是让受试者学习六篇英语写作范

文!同时发放印有语篇词块&人际关系词块和话题

内容词块等的词块表" 每篇学习时间是 #" 分钟"

第一篇朗读完之后!教师用英语泛泛讲解其内容!

促进理解" 在讲解短文的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

针对词块表上的词块!每碰到一个$教师所用的

英语短文上已事先做好标记%!便解释一下它的

意思!并用一个英语例句说明其用法!同时要求受

试者在词的下面划一横线!强化注意" 第一篇讲

完之后!其余五篇的处理方式与第一篇的相同"

以上步骤!在实验组和对照组都同样实施"

E)最后布置课后写作练习" 我们要求所有被

试者课后继续学习这六篇短文并根据我们提供的

作文题目$U600_3+.8<S600Q8((8-U-6(6.45%和要求

写一篇作文!然后第二天下午 %#"" 交给老师" 教

师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要求唯一不同之处是#要

求实验组首先背诵这六篇范文并学习词块的用

法(然后尽量在作文中恰当使用词块表上的词块!

用得越多越好(最后必须通过教师的背诵检查后

才能参加第二&三次测试(但跟对照组只字不提这

些要求"

X)实验两周之后!所有受试者接受第二次测

试" 第二次测试的形式&要求和评分统计方法与

第一次完全一致!但作文题目不同" 第二次测试

的作文题目是#738;8<(U/9(+?(/9Z8/0(39" 测

试的目的是检验他们是否记忆和掌握了两周前所

学词块的正确用法并能否在新的语境中进行模仿

和复制!以此检验两组受试者对这些词块的记忆

和运用以及作文得分有无差别"

%)实验 $ 周之后!所有受试者接受第三次测

试" 测试的形式&要求与目的等跟第二次相同!但

题目是#738PbT+-(/.'8+1@V(-/',--6',0/-M'(6>6K

(68<"

"四$记分方法

本次实验共要求学生写了四篇英语作文" 我

们分别安排四位老师对受试者作文中使用的词块

进行统计!受试者在作文中使用一个词块记 # 分"

另外安排四位老师严格按照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四

级考试的评分原则和评分标准对受试者的作文进

行评分!作文满分为 #% 分" 这八位老师事先都不

知道这些受试者那些是属于实验组或对照组" 我

们把所有的数据输入电脑并运用 ?_??#J)" 统计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和独立样品7检验"

三%实验结果

表 ! 列出实验组与对照组课后作文和前后 E

次作文测试的结果" 我们把第一次测试受试者使

用的词块平均数&第二&三次测试和课后作文受试

者正确使用词块表中的词块平均数用字母 M表

示!用字母;表示其作文得分的平均数"

分析表 ! 的这些数据!我们有以下几点主要

发现#

#)第一次测试的结果显示#实验组跟对照组

在作文中使用的词块平均数和作文平均分十分接

近!各为 %)GJ 个和 X)"% 分!对照组虽然各略高和

略低一点!但两者毫无统计意义上的差别$(h

")X%!T h")GXF((hN")GJ!T h")%"G%" 这说明!

两组被试的词块平均数和作文平均分差异不大"

这为实验最终结果的比较提供了非常理想的参

照" 此外!分析被试的作文中使用的词块特点!我

们发现#被试使用的语篇内容词块比语篇和人际

关系词块要多得多!但是语法错误非常多!主要体

现在动词&名词&形容词和副词以及其他构式词

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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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实验组与对照组课后作文和前后 E 次测试结果

测试
第一次测试

M ;

课后作文

M ;

第二次测试

M ;

第三次测试

M ;

实验组$EX 人%

均值 %)GJ X)"% #J)J" $)"! !E)!G #")!" !!)JG #")!G

标准差 #)J$ #)"F !)"! #)#G E)$! ")F# E)%G ")FG

对照组$E" 人%

均值 %)$G E)$G E)!G E)!G J)EE G)#" G)JE %)$"

标准差 #)%" #)#F #)EE #)!! #)G! ")$$ #)X# ")$X

7 ")X% N")GJ NEE)#F N#%)$$ N!#)#J N#$)!" N!E)"% N#F)%J

_$双侧检验% ")GXF ")%"G ")""" ")""" ")""" ")""" ")""" ")"""

CC!)教师在讲解范文和词块之后!要求实验组

朗诵范文并在作文中尽量多用词块表中的词块!

对照组未刻意要求这样做" 对提供的 X"" 个词

块!实验组平均使用了 #J)J" 个!其作文平均分为

$)"! 分!对照组只使用了 E)!G 个!其作文平均分

为 E)!G 分!两者相差悬殊!有异常显著的区别

$(hNEE)#F! T q")"""((hN#%)$$!T q")"""%"

这说明!教学要求不同!受试者使用英语词块的数

量以及作文得分也不一样"

E)第二次测试的数据显示#作文完成两周之

后!实验组能够记住并在作文中使用的词块平均

数为 !E)!G 个!对照组使用了 J)EE 个" 实验组由

于朗诵并实际使用过的词块明显多于对照组!记

住的也相应多得多!两者有显著的区别 $(h

N!#)#J! T q")"""%" 实验组的作文平均分为

F)$!!标准差为 #)"%!对照组的作文平均分为

G)#"!标准差为 ")$$!两者也有显著的区别$(h

N#%)#%! T q")"%%" 这意味着!通过朗诵范文学

习词块并在作文中使用过一次以后!记忆效果明

显比以前好得多!而且作文得分也相应地得到提

高"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课堂上教师对范文和词

块进行了讲解!受试者阅读并理解了范文!这也有

助于识记词块!使对照组能够记住 J)EE 个" 因为

实验对课堂讲解方式和时间都进行了控制!所以!

实验组记住 !E)!G 个词块!多于对照组!这种记忆

差别只能是来自朗诵范文和在写作中运用的

效应"

X)第三次测试的数据显示#作文完成八周之

后!实验组能够记住并在作文中使用的词块平均

数为 !!)JG 个!对照组记住和使用了 G)JE 个!该

组所记住的词块平均数非常显著地多于对照组

$(hN!E)"%! T q)"""%" 实验组对那些通过朗

诵范文并在作文中使用过的词块数仍然保持着明

显的优势!对照组也记住了范文里和作文里所使

用过的词块" 此外!实验组的作文平均分为#")!G

分!对照组的作文平均分为 %)$" 分!两者也有显

著的区别$(hN#F)%J! T q")"""%" 这说明!通

过朗诵范文学习里面的词块并在作文里用过一次

以上的词块可以比较长期地保持在记忆里!同时!

作文表达能力也相应地得到保持和提高" 值得注

意的是!两组记住的词块数均略少于第二次测试

的结果!这可能跟受试者在 $ 周期之后对所学词

块遗忘有关" 这是实验无法控制的因素!但不影

响我们对结果的解释"

四%结论

本次教学实验围绕一项英语作文练习而展

开" 教师首先在课内让受试者写一篇英语作文!

然后学习六篇英语写作范文!学习过程中解释和

举例说明范文中词块的用法!并将这些词块抽出

来单独列在词块表上!引起受试者注意!供其运

用!最后要求受试者在课外用英语写一篇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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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和八周之后!受试者分别参加一次写作测试"

就整个实验过程而言!实验组与对照组唯一不同

之处在于一个简单的写作要求#前者必须通过朗

诵范文学习里面的词块并在作文中尽量模仿使用

这些词块!后者未被刻意要求这样做" 实验最主

要的发现是#在同等条件下受试者通过朗诵范文

学习里面的英语词块并在写作中模仿运用这些词

块!与没有这样做的受试者相比!效果完全不同!

前者记住并正确使用词块的可能性更大!词块在

大脑中保持的时间较长!英语书面表达能力也相

应地得到保持和提高" 这证实了我们先前的假

设!写作练习中通过朗诵范文学习里面的英语词

块!并在写作中加以模仿运用能有效地促进英语

词块的记忆和正确使用!确能有效地提高英语书

面表达能力"

本次实验结果对外语教学颇有启示" 通过此

实验!我们得知#通过朗诵范文学习词块并在写作

中加以运用是帮助我们记住外语词块和提高外语

表达能力的一条有效途径(学外语光靠阅读或听

教师讲解是远远不够的!最好再往朗诵&模仿和运

用方面多走一步" 实验还告诉我们#熟读成诵并

学以致用确能有效提高外语语言表达能力!是好

的学习方法" 发挥朗诵和模仿的作用!设计好写

作练习!让学习者通过朗诵学习词块等语言知识

并在写作和口语中尽情发挥!把学过的外语知识

尽量用出来!学习效果会很好"

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某高校英语专业

的学生!对其他类别及水平学生的词块和写作能

力的诊断!本研究尚无力做到!测试对象均在同一

年级和同一学校内抽取!因此也缺乏较广泛的代

表性" 本次实验的结论还需以后进行更大规模的

研究加以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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