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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量假设在网络阅读环境下
对词汇附带习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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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网络环境下 ,投入量大的阅读任务比投入量小的阅读任务更能促进词汇附带习

得。“投入量 ”指数大的阅读任务对学习者词汇知识的保持效果更好 ,而在同等“投入量 ”指数

时 ,网络环境下的阅读过程的词汇附带习得效果优于传统阅读模式。网络环境下的词汇习得

认知心理环境框架和双码理论可有效弥补传统阅读中词汇附带习得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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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外语 /二语教学中 ,许多研究者对泛读能有效

促进词汇习得已基本达成共识 [ 1 ] [ 2 ] [ 3 ]。泛读中习

得词汇的过程是真实、自然的 ,为学习者提供了丰

富的语境。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会设法查找对于

自己理解过程非常重要的生词意思。但是 ,在实际

的教学中 ,泛读与精读课的教学方式类似 ,学生仍

然以单纯的记忆单词为主以增加词汇量 ,而通过泛

读附带习得词汇的积累过程没有得到很好地实

施 [ 4 ]。教育部最新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

求 》详细列出了大学生在大学阶段应该掌握的

8 200个词汇 (单词 6 500个和词组 1 700)的词汇

量要求。很明显 ,这样大的词汇量不可能单凭刻意

的单词学习和记忆来实现 [ 5 ]。大部分的词汇主要

是在阅读或听力活动的过程中 ,就像学习者习得母

语词汇一样 ,伴随性的附带习得。因为读者或听者

的目的是解读信息和理解话语 ,而不是刻意注意单

词本身。

在有关词汇附带习得的研究中 ,关于阅读促进

词汇附带习得的研究最多。研究分析阅读中影响

词汇附带习得的主要因素有 :年龄 ,背景知识 ,阅读

策略 ,猜词能力 ,阅读任务 ,文章语境线索 ,阅读目

的等。但是 ,笔者发现以上研究都是基于传统的纸

质阅读模式 ,并无一例是基于网络环境下词汇附带

习得研究 ,也不乏关于网络中词汇习得的研究 [ 6 ]。

可是以上研究都侧重在如何利用网络学习词汇 ,对

于网络中词汇附带习得的可行性尚欠考虑。网络

环境下的阅读过程存在词汇附带习得的可能吗 ?

在同等“投入量 ”时 ,网络环境下的阅读过程的词

汇附带习得效果是否优于传统阅读模式过程 ? 在

网络环境阅读过程中 ,投入量假设如何影响阅读过

程中的词汇附带习得 ? 基于以上考虑 ,本文将从词

汇附带习得理论和投入量假设出发 ,探讨网络环境

下阅读过程的词汇附带习得情况和检验投入量假

设在网络环境阅读中的可行性。

二、词汇附带习得理论和投入量假设的

概述
“附带习得 ”这一概念早在 20 世纪初就被运

用于心理学 , 但是 Nagy、Herman和 Anderson
[ 7 ]后

来在研究儿童学习母语词汇的基础上 , 才提出了

词汇附带习得 (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概

念。“附带习得 ”只能是相对“刻意学习 ”进行界

定 ,指的是学习者在完成其他任务或学习过程中伴

随性的附带习得生词 ,学习者的最初目的不是学习

词汇 ,而是学习其他方面 ,如进行交际 ;刻意学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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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学习者刻意的背单词 ,如机械记忆词汇表和做词

汇练习等 ;附带习得区别于刻意学习在于实验前是

否告诉参加实验的受试实验后要进行词汇测试。

目前 ,对于词汇附带习得的研究范围 (如听、

说、读、写各项学习技能 )和影响因素 (如猜词能

力、文章的语境、词典的使用、加盖边注等 )涵盖很

广 ,但是大多数的相关研究都是基于 Craik 和

Lockhart
[ 8 ]的认知加工层次理论 ( Theory of Dep th of

Processing) ,该理论认为学习者对新信息加工层次

越深 ,保持效果越好。可是 ,加工层次的构成成分

是什么 ? 怎样判断层次的深浅度问题 ? 由此 ,

Laufer和 Hulstijn
[ 9 ]基于认知加工层次理论提出了

投入量假设 ( the Involvement Load Hypothesis) ,用

以观测和判断加工深度。该假设以动机和认知两

方面相结合 ,运用三个因素 ,即需要 ( need, 动机因

素 )、搜索 ( search, 认知因素 )、评价 ( evaluation,认

知因素 )来对学习者在任务中的投入进行量化。

“需要 ”指的是学习者学习动机方面的情感因素 ,

“搜索 ”指寻求生词词义或者寻找表达某个概念的

外语词 ,“评价 ”涉及对不同的词或同一词的各种

意义或不同搭配进行分析和比较 ,从而确定该词是

否符合语境。该理论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研究者可

以根据此模式设计各种实验以研究各种因素对外

语词汇学习效果的影响 ,检测其正确与否。国内外

有很多基于此模式的实证研究 [ 10 ] [ 11 ] [ 12 ]
,但对于网

络环境下词汇附带习得的影响却不曾见到。

三、研究问题
Hulstijn et al.

[ 5 ]3272339指出了三个最能有效促

进阅读中词汇附带习得的重要因素 :提供边注 ;使

用词典 ;语境中生词重现次数。在语境中学习词

汇 ,是众多词汇研究者指出的有效途径。但是通过

词汇在上下文中的出现来积累词汇将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 ,传统的课堂 ,阅读教材和有限的课时不能

有效满足情景化的输入。网络技术的发展给学习

者的自学动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提供无限可

能。学习者可以自主地在网络中搜索类似的语篇

再现生词 ,新词汇在各种不同的语篇上下文中反复

出现 ,以高频率 ,变化的强度呈现则可以增强词汇

的再认知。此外 ,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可以提供真实

的话语交流环境 ,并且阅读过程也可以产生有声的

语境。根据戴炜栋等 [ 6 ]126的网络环境下的词汇习

得认知心理环境框架得知 ,词块声音库和视觉图像

库是单独存在又互相连接 ,经过单独加工后 ,构建

言语心理模型和图形心理模型 ,而后通过整合形成

一个言语和图形相结合的表征。

传统的阅读过程中 ,频繁的使用词典会影响阅

读的连贯性 ,不利于生词的猜测和推断。在阅读材

料较长时 ,学习者即使遇到生词 ,只要该生词不影

响文章的理解和任务的完成 ,往往会放弃使用词

典 ,不理会遇到的生词。网络技术环境可以提供即

时的屏幕取词功能 ,并提供了有声的拼读功能 ,网

络技术的屏幕取词功能类似传统阅读材料中添加

边注的过程。此外网络中的超链接技术可以获取

大量例句、相关图片和创建生词出现的许多类似语

境 ,为学习者提供丰富的词块材料。

基于以上综述和分析 ,笔者提出本研究有待验

证的三个假设 : ( 1)网络环境下 ,投入量大的阅读

任务比投入量小的阅读任务更能促进词汇附带习

得 ; (2)在网络环境下 ,投入量指数大的阅读任务

对学习者词汇知识的保持效果更好 ; ( 3 )在同等

“投入量 ”指数时 ,网络环境下的阅读过程的词汇

附带习得效果优于传统阅读模式。

四、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该研究选取某高校一年级非英语专业的四个

自然班级学生为实验对象 ,共 226人。三个自然班

级完成网络阅读任务 ,其中三次测试都参加的共

170 (56 + 58 + 56)人 ;另外一个自然班级 (30人 )完

成传统纸质阅读任务。根据实际情况①和实验特

点②
,从完成网络阅读任务 III的班级中随机抽取

30人的词汇测试成绩与传统阅读任务词汇测试成

绩进行对比。这四个自然班级学生的入学成绩在

经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后 ,显示各班级整体英语水平

无显著性差异 ( F = 0. 230; P = 0. 634 > 0. 05)。事

后多重比较的 Scheffe检验也进一步保证了随后的

分析结果的有效性。

2. 研究工具和实验任务

根据 Laufer和 Hulstijn
[ 9 ]1226的词汇附带习得理

论中要求文章的生词量小于 4% ,用于研究的测试

材料来自一篇实验对象还没有学过的《新视野大

学英语 》第二册阅读文章 ,单词难度适中 (见表 1)。

该文内容讲述的是灾难中的孩子间的纯真关爱。

这篇文章在另外一个同级水平但不参与实验任务

的班级进行先导测试 ,目的是检验阅读文章难易

度 ,并让学生选出绝大多数考察对象不熟悉的生词

作为测试的目标词 ,最后确定了 16个目标词 (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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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文中加粗单词 )。但为了避免在实验班级出现

已知情况的干扰 ,教师要求实验班级学生在即时测

试后的词汇解释过程中对事先已知的单词翻译后

还要进行标记。
表 1　实验测试材料各类词汇分配概况

课文生词总量 32 ∶课文长度 810 = 生词占课文的比率 3. 95%

一般要求词汇
较高要求

词汇
更高要求词汇 超纲词汇

受试普遍认可生词量

(与问题很相关 )

32 (积极词汇 11) 0 0 0 16 (1. 98% )

　　

　　测试材料设计有 8道问题 ,问题与目标词所

在文章中情景相关。研究采用 FrontPage软件将

文章进行处理 ,制作成网页界面形式 ,使其能在自

主学习实验中心用于研究测试。网络阅读过程提

供屏幕取词功能 (附带读音功能 )和超链接 (搜索

相关情景图片 ,以及其他背景信息 , ) ,这使得该

类任务中的“搜索 ”指数总是比传统阅读任务要

高 ,投入量要大。网络阅读任务前 ,各个任务均由

先导测试班级事先测试 ,以检验操作规范和技术

的可行性。

网络阅读任务 I:阅读后回答问题 (目标词给

出一个中文边注 )。在任务中 ,需要 ( 1 )、搜索

(1)、评价 (0) ,设计投入量总指数为“2”。

网络阅读任务 II:阅读后回答问题 ,但目标词

给出多个中文边注 (根据上下文和利用屏幕取词

功能、超链接等选择恰当词义 )。任务中需要

(1)、搜索 ( 1 )、评价 ( 1 ) ,设计投入量总指数为

“3”。

网络阅读任务 III:阅读后回答问题 ,随后指

出目标词选定的解释 ,并进行造句 (目标词给出

多个中文边注 ,根据上下文和利用屏幕取词功能、

超链接等选择恰当词义 )。任务中需要 (1)、搜索

(1)、评价 (2) ,设计投入量总指数为“4”。

传统阅读任务 :阅读纸质文章后 ,回答问题 ,

随后指出目标词选定的解释 ,并进行造句 (目标

词给出多个中文边注 ,根据上下文和提供的《牛

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选择恰当词义 )。任务中

需要 (1)、搜索 (1)、评价 ( 2) ,设计投入量总指数

为“4”。在“投入量 ”指数相同情况下 ,传统阅读

任务与网络阅读任务 III进行比较 ,分析两种学习

模式过程中词汇附带习得效果。

3. 数据收集

网络阅读和传统阅读任务 ,以及词汇测试都

是在课堂环境下进行。在网络阅读任务进行前 ,

各班级学生都会给定一段时间适应阅读过程将会

用到的屏幕取词和超链接等功能。任课教师对阅

读过程在实验室主机上进行全程监控 ,避免学生

进行其他活动干扰阅读过程。学生在规定统一时

间内完成阅读后 ,教师将问题答卷回收 ;随后用主

机控制每个学生的显示器界面 ,并显示目标词 ,学

生完成词汇即时测试试卷后 ,回收测试卷。传统

阅读任务在普通教室完成 ,阅读试卷统一发放 ,学

生完成问答后回收试卷 ,随即发放词汇即时测试

试卷 ,完成后进行回收。二周后对网络阅读和传

统阅读实验对象进行相同词汇的第一次延时测

试 ;四周后进行第二次延时测试。时间间隔参照

心理学实验设计要求 [ 13 ]。每次测试前和测试后

都不给予任何暗示要进行词汇测试。

4. 词汇测试和评分标准

词汇的测试分三个阶段 :即时测试 ,延时 I测

试 ,延时 II测试。每次测试的目标词一样 ,但延

时测试中更改了目标词的顺序 ,目的是避免重复

测试对实验结果造成的影响。测试的要求是让四

个班级学生写出目标词对应的中文词义或英文释

义 ,并要求对已知词汇进行标识。词汇测试的结

果参照了 W atanabe
[ 14 ]研究的 3分制评分标准 ,并

根据本研究网络阅读和传统阅读特点 ,采用渐进

式计分法 0～4 (根据词义接近文章语义为准 )。

五、研究结果和讨论
实验所得数据采用社科统计软件 SPSS

(11. 5)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

1. 假设 1:网络环境下 ,“投入量 ”指数大的任

务比投入量小的任务更能促进词汇附带习得

网络阅读的三类任务中 ,学生阅读的目的主

要是完成材料后的阅读问题。为了查看完成问题

情况 ,笔者对三类任务进行统计 :平均写对 6个 ,

正确率为 75% ,并且各类任务间总平均数经单因

素方差分析显示无显著性差异 ( F = 0. 954, P =

0. 387)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生在网络阅读过

程中没有过多的关注单词本身 ,也证实了学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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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并不知晓对阅读后要进行词汇测试。

随后 ,经 GLM单因变量双因素方差分析 (词

汇测试成绩为因变量 ) ,得出时间三个水平上不

同投入量的网络阅读任务的成绩分析结果。从表

2可以看出 ,投入量大的网络任务 III、任务 II在

三次不同时间段词汇测试成绩都比投入量小的网

络任务 I要好 ,呈递增趋势 ,尤其是网络任务 III

的测试成绩比较突出。这说明产出性词汇知识的

投入 (评估 )要比另外二个因素 ,即需要、搜寻得

到的效果好。此外 ,从表 3也可以进一步证实 ,网

络任务的主效应 ( F = 38. 153, P = 0. 000 < 0. 05)

和测试时间的主效应 ( F = 56. 836, P = 0. 000 <

0. 05)都具有显著性差异 ,并且测试时间和网络

任务的交互效应也具有显著性差异 ( F = 11. 972,

P = 0. 000 < 0. 05)。这说明了测试时间和网络任

务在三个水平上的平均值有显著性差异。通过分

析 ,结果验证了假设 1的真实性 ,即网络环境下 ,

投入量大的任务比投入量小的任务更能促进词汇

附带习得。

表 2　网络任务与测试时间的描述性统计

测试时间 网络任务 Mean Std. Deviation N

即时 Ⅰ 30. 660 7 11. 795 65 56

Ⅱ 32. 534 5 11. 420 53 58

Ⅲ 54. 303 6 11. 1549 7 56

Total 39. 088 2 15. 644 66 170

延时 Ⅰ Ⅰ 24. 357 1 9. 720 51 56

Ⅱ 26. 517 2 11. 539 77 58

Ⅲ 33. 625 0 14. 530 92 56

Total 28. 147 1 12. 648 95 170

延时 Ⅱ Ⅰ 30. 1571 12. 443 95 56

Ⅱ 30. 258 6 12. 725 94 58

Ⅲ 34. 589 3 12. 872 49 56

Total 31. 668 3 12. 961 62 170

　　
表 3　网络阅读任务与测试时间组间效果 (主效应及其交互效应 )

变异来源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测试时间 11 147. 821 2 5 573. 910 38. 153 . 000

任务 16 606. 658 2 8 303. 329 56. 836 . 000

测试时间 3 任务 6 996. 134 2 1 749. 033 11. 972 . 000

　　2. 假设 2:在网络环境下 ,投入量指数大的阅

读任务对学习者词汇知识的保持效果更好

为了进一步验证不同“投入量 ”指数的网络

阅读任务在进行两次延时测试后的词汇保持情

况 ,研究采用了 Post2hoc事后多重比较 Scheffe检

验法 (见表 4) ,得知即时测试与延时 I、延时 II的

均差为正数 ,分别为 10. 941 2和 8. 229 4,并具有

显著性差异 ( P = 0. 000 < 0. 05) ,说明三次网络任

务在即时测试后 ,学生的词汇知识开始遗忘。但

是 ,在第二次延时词汇测试后 ,数据显示它与延时

I的均差为负值 ( - 2. 711 8) ,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119 < 0. 05)。这说明在四周后 ,学生的词

汇知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加和保持。这可以从

图 1中直观的看出。阅读任务 III在即时测试后 ,

大部分附带习得的词汇知识基本得到保持 ,并可

以看出 ,投入量最大的该任务保持效果也最好 ,其

次是任务 II和任务 I。因此 ,这可以说明假设 2

成立 ,即在网络环境下 ,“投入量 ”指数大的阅读

任务对学习者词汇知识的保持效果更好

但是 ,从图 1和表 2中可以发现 ,第二次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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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各个任务中的词汇知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

加 ,好于第一次延时测试成绩。为了合理的解释

这个结果 ,笔者对接受网络阅读任务的三个班级

的部分学生进行了访谈 ,并对访谈过程进行了记

录 ,经整理后发现这样普遍类似说法 ,“当老师又

把单词发给我们的时候 (指延时 I的测试 ) ,我们

觉得这些单词肯定很重要 ,所以后来就把不确定

的单词经常在网上搜了搜 ,反正网上搜索很方

便 ”。这可以反映出网络阅读的优势 ,同时这种

阅读模式下附带习得的词汇知识可以得到即时的

复现 ,降低遗忘的速度 ,从而使其进入长时记忆。

词汇出现频率对词汇附带习得至关重要 [ 15 ]。另

外 ,这也说明了“搜寻 ”这个因素在网络阅读模式

下的优势和重要性。
表 4　测试时间组内多重比较

( I)测试时间 (J)测试时间 Mean D ifference ( I2J) Std. Error Sig.

即时 延时 I 10. 941 2 1. 311 01 . 000

延时 II 8. 229 4 1. 311 01 . 000

延时 I 即时 I - 10. 941 2 1. 311 01 . 000

延时 II - 2. 711 8 1. 311 01 . 119

延时 II 即时 - 8. 229 4 1. 311 01 . 000

延时 I 2. 711 8 1. 311 01 . 119

图 1　网络阅读任务中不同测试时间对词汇知识的保持

　　3.假设 3:在同等“投入量 ”指数时 ,网络环境

下的阅读过程的词汇附带习得效果优于传统阅读

模式

网络阅读任务 III和传统阅读任务的“投入

量 ”指数设计均为“4”。为了比较两种模式词汇

测试成绩 ,研究对两类数据进行了独立样本 T检

验。从表 5可以看出 ,网络任务 III的词汇测试成

绩的均值在时间的三个水平上都高于传统任务。

并且由表 6可以看出 ,双尾 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

分别为 0. 000, 0. 035和 0. 000,均小于 0. 05的显

著水平。这表明两组任务的均值在时间的三个水

平上有显著性差异。这也验证了假设 3的成立 ,

即在同等“投入量 ”指数时 ,网络环境下的阅读过

程的词汇附带习得效果优于传统阅读模式。

另外 ,数据经过进一步分析 ,发现传统阅读任

务的词汇知识随着延时测试的进行 ,不断被遗忘 ,

从即时测试的均值 19. 066 7下降到第二次延时

的均值 15. 500 0。这表明传统阅读模式的保持效

果也并不理想。在本实验中 ,学生在网络阅读环

境下 ,利用网络搜寻的便利 ,得到词汇复现几率

高 ,可以对所获得的词汇知识进行即时复习巩固。

表 5　网络阅读任务 III和传统阅读任务比较描述统计量

N Mean Std. Deviation Std. ErrorMean

即时 网络任务 III 30 35. 400 0 12. 904 42 2. 356 01

传统任务 30 19. 066 7 12. 281 00 2. 242 19

延时 I 网络任务 III 30 22. 500 0 9. 478 65 1. 730 56

传统任务 30 17. 733 3 10. 824 41 1. 976 26

延时 II 网络任务 III 30 33. 133 3 13. 224 15 2. 414 39

传统任务 30 15. 500 0 9. 387 26 1. 713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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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网络阅读任务 III和传统阅读任务的词汇测试成绩对比

Levene’s Test for

Equality of Variances
t2est for Equality ofMeans

F Sig. t df Sig. (22tailed) Std. Error D ifference

即时 方差齐性 . 001 . 971 5. 022 58 . 000 3. 252 42

延时 I 方差齐性 2. 065 . 156 1. 815 58 . 035 2. 626 87

延时 II 方差齐性 4. 768 . 033 5. 955 58 . 000 2. 960 85

　　六、结语
本研究通过实证数据分析 ,验证了实验提出

的三个假设 :在网络环境下 , (1 )投入量大的阅读

任务比投入量小的阅读任务更能促进词汇附带习

得 ; (2)“投入量 ”指数大的阅读任务对学习者词

汇知识的保持效果更好。以上两个假设的验证有

力支持了词汇附带习得理论和投入量假设在网络

环境下阅读中的可行性 ,说明了网络阅读可以有

效促进词汇知识附带习得。 (3)在同等“投入量 ”

指数时 ,网络环境下的阅读过程中词汇附带习得

效果优于传统阅读模式。该假设的证实突出了本

研究区别于以往相关研究 ,拓展了投入量假设的

应用范围。

实验结果还证实了网络环境下的词汇习得认

知心理环境框架 ,说明了网络环境下提供的取词

注释 ,声音库和视觉图像库的结合可有效促进词

汇习得。注释和图片等情景信息的结合要比单一

的词义注释效果要好 , 这一结果与武卫 , 许

洪 [ 3 ]44249相同。

该研究的结果对词汇习得也有一定借鉴作

用。随着“投入量 ”指数的增大 ,学生的附带词汇

习得效果越好 ,这说明词汇的习得效果与学习者

的接受性词汇知识和产出性词汇知识密切相关。

学习者在利用网络的便利增加词汇复现几率 ,扩

大词汇语境的同时 ,可以考虑将词汇附带学习和

有意识学习结合起来 ,以加大词汇加工深度 ,提高

词汇知识的保持效果。

网络环境下的阅读过程中词汇附带习得效果

优于传统阅读 ,这也表明采用单一的语言符号系

统处理信息的传统阅读过程没有同时采用语言和

非语言符号系统处理信息的网络阅读环境好 ,验

证了 Paivio
[ 16 ]的双码理论。双码理论指出人的记

忆和认知过程包含语言和非语言两个符号系统 ,

它们分别负责语言与非语言的表征和信息处理。

外界的信息同时以语言和非语言系统刺激感官 ,

使个体对信息进行编码。该网络实验中的图像 ,

声音与文字同时呈现 ,使得语言系统和非语言系

统之间产生联系 ,这比单独使用语言进行刺激更

容易让个体编码储存至记忆。因此 ,学习者在平

时的词汇附带学习中 ,要注意将语言与非语言性

的网络和多媒体学习方式结合起来 ,加深理解和

记忆 ,进而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本研究虽然检验了投入量假设在网络环境下

阅读中词汇附带习得的可行性 ,但必须指出 ,实验

主要是从词汇的意义方面进行探讨 ,而词汇的其

他知识 ,如词形 ,搭配和语法知识的习得并没有涉

及 ,所以并不能说明词汇知识的最终习得。这还

期待后续更多的实证研究。

注 :

①本研究提供的是《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为便

于传统阅读任务班级学生都能得到纸质字典 ,故随机抽

取了部分学生。

②Laufer和 Hulstijn (2001)提出的投入量假设指出 ,

投入量越大的阅读任务词汇附带习得越好 ,保持效果也

越好。所以本实验选取投入量设计为最大的网络阅读任

务 III和一个传统任务班级进行对比 ,“投入量 ”指数都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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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 pact of Involvem en t L oad Hypothesis on inc iden ta l vocabulary acqu isition

under network2a ssisted read ing cond ition

GUO Gao2pan, WANG Zong2ying
( East China Institu te of Technology, J iangxi Fuzhou 344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etwork2assisted reading condition, the more involvement load, the better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the more involvement load keep s the vocabulary much longer, the effect of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under

network2assisted reading condition is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reading condition ( reading on paper) with the same involvement load.

The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e framework of cognitive2p sychological p rocess in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d the Dual Coding

App roach can effectively supp lement for traditional reading p rocess in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Keywords: Involvement Load Hypothesis;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network2assisted reading condition; reading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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