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第 ! 期

&'()!"#! *+,(-./+012+-345-36782-+/+39.-: ;,<5-7<<=-5>7(<5?9!@+85./@857-87<A:5?5+-" B+/C!%DEF)!

:+5!#!)G%H%IJ)5<<-)#HK!L"M%N)!"#!)"!)"!!

语块对英语听力能力发展的有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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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语块不仅能增加短时记忆的容量$加快听力理解的速度$而且还提高了输入输出

时解码编码的效率$从而降低听力理解的难度% 本文基于学生在听力理解过程中遇到的普遍

问题$以语块教学为切入点$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语块能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语块知识与

二语听力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对英语听力成绩具有较强的预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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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听力是英语的基本语言技能之一!它能比较

客观地反映学生应用语言的能力# 然而!听力也

是最难提高的语言技能!虽然教师和学生都投入

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效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

我们通常发现*学生听懂长句非常困难!有时虽能

辨认出长句中的大部分英语单词!但听完之后全

都忘了!无法理解句子的含义或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分析其含义# 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通常以词

汇为单位将接收到的信息储存在短时记忆中!而

短时记忆有限的容量不足以一次性容纳并处理太

多的记忆单位#

;+/5-37($#%KM'指出!语言交际更多地建立在

长短不一的词汇成分上!语言使用者更多地使用

大量储存在记忆系统里的语块# 而且随着我们对

记忆材料的熟悉程度而增加!语块的数量也相应

增加!从而使大脑可以存储和回忆更多的信息#

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显示!那些出现频率高!不同程

度词汇化的词串构成英语中基本的语言单位# 就

语言的使用而言$&/?7-Z7(3lg(.-37(!!""#'!大

约 K" f的日常口语都是由预制语块构成的# 可

见!语块研究对于解决如何提高听力理解能力的

问题!提高二语习得效率和习得质量等都有着举

足轻重的意义#

近几年!国内学者紧随国外相关的研究并结

合国内实际情况!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在实证研

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目前国内有关语

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块与学习者的语言输出能

力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上$丁言仁(戚焱!!""M)王

立非(张岩!!""H)姚宝梁!!""$)刘加英!!""H)李

太志!!""H 等'!而对于语块与听力教学之间关系

的研究则寥寥无几# 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分析

语块对听力理解的促进作用!并探讨其对英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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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教学的有益启示!以期对大学英语听力教学有

所帮助#

一&语块应用于听力教学的理论基础

英语中语块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其至今未有一

个明确的界定标准# 该领域权威学者 &/5<+-

W(.9$!""!* %'在其专著 O+(_,/.58a.-3,.37.-:

?27a7e58+-中对语块所下的定义是*语块是一个

存储在大脑中的整体预制块!在使用时从记忆中

被整体调用!而不是按照语法规则产出或分析的

连续或非连续的由词汇构成的语串# 国内学者将

语块定义为一种兼具词汇与语法特征的语言结

构!通常为多词单位!具有特定的话语功能$卫乃

兴!!""$'# a7c5<$#%%G* %$L%K'从结构和功能角

度将语块分为 $ 种类型*复合词和短语!如%8+_7

.8(+<<&)高频搭配!也就是那些以较高频率出现的

单词组合!如%c+(Y +,?.<+/,?5+-&)惯用话语!指

的是形式固定或半固定(具有固定语用功能的词

汇组合!如%c27- 5?8+_7<?+1&)句子框架和引

语!这一类语块仅指书面语词汇!它们通常作为组

织篇章的手段!如%-+?+-/91! Z,?./<+1&#

"一%自动性

自动性指某一认知技能的操作过程能够自动

进行的程度!即某一技能在完成过程中无需明显

注意力的分配$方玲玲!!"#"*H$'# @82-75:7(和

@2500(5- $#%KK*#LHH'的实验证明!人们在运用任

何一个认知技能时!客观上存在两个性质不同的

认知处理过程*可控制过程和自动性过程# 可控

制过程需要注意力!它会减少其他处理过程的注

意力配额# 自动性过程则不需要注意力资源!所

游离出来的注意力资源可用于高端处理和可控制

过程# 例如!在听力理解过程中!如果注意力过多

集中在词的识别上!那么字词的解码过程将占用

大量的处理容量!而理解过程的高端处理!如篇章

理解将会受到阻碍# 语块是语言使用中形成的习

惯性语言构块!以整体形式长期储存在心理词库

中# 实际上!学习者在反复的学习过程中已经将

语块内化成能直接运用的语料# 反复的次数越

多!内化的程度越高!其自动性便越强# 使用者在

输出信息时!从词库中提取语块这类语言资源已

经近乎一种自动的认知操作# 这种语块提取提高

了语言信息的提取效应!减轻了大脑的语言编码压

力!从而提高了语言的流利性$方玲玲!!"#"*H$'#

"二%工作记忆

听力理解是听觉器官和大脑对声音的认知活

动!其目的是理解# 5̂82.7/$!""M* H%LK"'认为

完全理解是指听者在记忆中对说话人所说的每一

所指都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记忆因此在听力理解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记忆分为短时记忆和长时

记忆#

美国心理学家 5̂//7($#%%H*!%KLG"N'发现短

时记忆的容量大概是 K n! 个单位!即如果不作任

何复习!人们对感知的信息只能记住各自没有联

系的 ML% 个单位!这也是短时记忆的一个缺陷#

长时记忆与听者的知识(经验相关!只有当短时记

忆中的信息与长时记忆中的已知信息相匹配时!

短时记忆中的信息才能被理解# 因此!短时记忆

的容量(长时记忆的储存量对听力水平产生重要

影响#

最早对词块进行研究的 ;78Y7($#%KM'发现!

语言的记忆和存储(输出和使用不是以单个词为

单位!而那些固定或半固定模式化的板块结构才

是人类交际的最小单位# 由于语块具有较为固定

的语法结构限制(稳定的搭配意义和特定的语用

环境!融合了语法(语义和语境的优势$段士平!

!""N'!以语块作为整体记忆(输入输出单位!不

仅能增加短时记忆的容量(长时记忆的储存量!加

快听力理解的速度!而且还提高了输入输出时解

码编码的效率!降低听力理解的难度#

二&基于语块的听力教学实验

本研究设计了一项教学实验!尝试将语块和

听力教学相结合!进行教学实践研究!以检验听力

教学中采用语块策略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为有效

教学提供参考依据和策略# 实验拟解决以下问

题*语块策略是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能

力2 语块的掌握程度是否与听力水平具有相

关性2

"一%实验对象

参加本次教学实验的是重庆交通大学大二的

非英语专业学生!实验班 M! 人!控制班 MM 人# 选

择他们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被试

者已具有一定的语言基础和听力水平!能较快学

会识别语块和使用语块策略#

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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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测量工具

测量的主要工具是语言测试的前测和后测以

及短文听写# 教学实验前!实验班和控制班参加

了%!""% 级大学英语 bbb课程考试&$!"##)#'!听

力部分成绩$满分 G" 分'作为前测成绩)后测成

绩依据%!""% 级大学英语bB课程考试&$!"##)K'

的听力部分成绩$满分 G" 分'# 为了检验语块对

听力水平的影响及其之间的相关性!在教学实验

结束前!要求两组被试者听写一篇短文!播放录音

共三遍!统计被试记录的语块数量#

"三%实验过程

实验从 !"## 年 G 月至 K 月!历时 # 学期# 实

验班和控制班的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手段都

保持一致# 在实验班将语块策略运用于听力教学

中!具体表现为*

$#'培养学生的语块意识和识别能力!使他

们逐步养成自觉注意(模仿和运用语块的习惯#

首先!结合教材和听力原文!帮助学生识别语块!

特别是高频语块!有意识地让学生注意和接触大

量语块# 其次!对一些英语固定结构和半固定结

构进行归纳和总结!然后加以操练!强化学生的记

忆# 最后!让学生学会用意群来读句子#

$!'加强语块教学!提供语块知识!培养学生

%组词成块&的能力!帮助学生分析和使用语块!

鼓励学生对听力内容进行大胆的预测#

$G'增加语块输出机会# 针对语块的使用语

境!为学生创造语块的使用情境#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通过课外自主学

习!培养自主学习语块的能力#

三&实验结果与分析

"一%听力能力前&后测结果

表 #D实验班和控制班听力能力前&后测成绩结果

听力测试 组别 均值 二班均值差 6值 值̀

前测
实验班$E\M!'

控制班$E\MM'

##)N!H

##)NGH

")"# P")"#$ )%N%

后测
实验班$E\M!'

控制班$E\MM'

#$)KN%

#!)NKG

#)%#H G)#H#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在听力前测中!实验班和

控制班的被试在均值上的 `值为 ")%N%!大于

")"M!说明两组的听力水平在教学实验前没有显

著差别!实验班和控制班是同质的# 经过一学期

的教学实验!实验班的听力成绩的均值为#$)KN%!

远远高于控制组被试的均值 #!)NKG# 独立样本6

检验的结果表明!`\")""! i")"M!两组被试

的听力水平在后测中存在着显著差异#

"二%听力理解中对语块的掌握情况

表 !D实验班和控制班听写记录中的语块数量

组别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6值 值̀

实验班

$E\M!'

控制班

$E\MM'

H

G

!M

!"

#M)%"$

#G)$MM

$)"!#

$)!NM

G)"$M )""G

表 ! 显示!在短文听写中!控制班掌握的语块

非常有限!被试记录语块数量的平均值为#G)$MM!

实验班记录语块数量的平均值为 #M)%"$# 独立

样本6检验表明!`\")""G i")"M!两组被试者

在掌握语块的数量上有显著差异# 数据还说明!

学生在听写时尽管已经听了三遍原文!但以语音

形式储存的语块为数不多!学生把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了对单个单词的识别!忽略了语言形式!因而

影响了对句子(语篇的整体记忆和理解#

"三%语块与听力成绩的关系

表 GD语块和听力成绩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语块数量

后测听力成绩D 7̀.(<+- 1+((7/.?5+-

@53)$! P?.5/7:'

E

)N"M

!!

)"""

#"K

!!

1+((7/.?5+- 5<<53-5058.-?.??27")"# /7>7/D$! P?.5/7:')

为了验证语块掌握情况与听力成绩之间是否

存在相关性!本研究将两组被试所掌握的语块数

量作为自变量!将后测听力成绩作为因变量进行

了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相关系数为 ")N"M#

相关系数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密切程度# 正相关

表明随着掌握的语块数量的增加!听力成绩也相

应提高# 语块与听力成绩之间存在着较高相关#

即听力成绩分数高的学生!相对地!掌握的语块也

较多!换言之!语块掌握得多的学生!听力水平也

相对高一些# 相关系数的平方可以用来表示相关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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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的两个变量之间的预测能力# 相关系数

")N"M 的平方为 ")H$N!即语块掌握的数量对听力

成绩有 H$)Nf的预测能力!这与朱京和孙倚娜

$!"#"*#GKL#G%'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四&讨论

"一%语块能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

首先!语块有利于减轻大脑的短时记忆负担!

加快听力理解的速度# 语块的整体性特点有助于

扩大短时记忆的容量# 语块本身就是词汇和语法

的结合体!而且语块中可能既包含语义成分也包

含语用成分!所以基于语块的听力理解可以减少

心理处理的步骤!减小心理处理的负担!使听力理

解更加容易!也更加快速# 听力差的学习者往往

不能以整体形式直接提取语块!而是通过单词识

别(词义匹配等费时低效的方式提取语义# 反之!

如果学习者具备一定的以语音形式储存的语块!

在听力理解过程中!就可以比较轻松地提取储存

在大脑中的语块# 对这些语块的熟练掌握有利于

学习者克服对英语自然语流中语音(语调(节奏及

表达生疏的障碍!减少信息处理的认知消耗!提高

听力理解效率#

其次!语块还能帮助学习者预测话语!使理解

更为准确# 语块是语篇功能和语篇意义的结合#

不少形式和功能固定或半固定的语块不仅是语篇

衔接的重要手段! 也是学习者对语篇进行预测的

标记语# 例如!%+- ?27+?27(2.-:&表示前后对

照!%c2.?-<_+(7& 表示进一步阐述! %?+<,_,'!

5- .c+(:& 表示后面是该话题的结论# 因此!了

解这些语块有助于学习者掌握语篇的宏观结构以

及段与段(句与句之间的语义关系!从而提高语篇

理解能力#

第三!语块教学有利于提高对语篇的整体理

解能力# 语块的使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现

象! 它涉及多种认知心理机制!如解码(重构(注

意(工作记忆(自动化等# 学习者在语言加工的过

程和实际的语言表达过程中!把语块作为语言记

忆(交际和使用中的最小单位整体被提取使用!

而无需按照语法规则生成和分析! 从而减轻大脑

信息加工和编码的任务!可以帮助学习者把学到

的语块从短期记忆转入长期记忆!同时学习者能

将更多的注意力资源放在语篇层次的理解而不仅

仅是单个的词上$王改燕!!""M* HL#"'#

"二%语块知识与二语听力之间存在着相关

性#对英语听力成绩具有较强的预测力

在本研究中表现!听力水平较高的学生往往

能够听写记录到更多的语块# 此发现支持了

W5::+c<+- $#%N%'的观点!即学习语块比学习语

法更为重要!使用语法是确保语块的组合能够合

乎语法和语境的需要# 刁琳琳$!""$'的调查显

示了语块能力与语言综合能力以及听(读(译(写

技能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由此可见语块能

力是语言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这便是我们要全

面认识语块法和提高学习者语块意识的原因$陈

伟平!!""N*M"'# a7e58./&''(+.82 的倡导者认

为*要获得语言能力!不仅要有通过语法规则生产

语言的能力!而且要有在语境中识别和熟练使用

恰当语块的语用能力 $E+(Z7?@82_5??l[+-./:

1.(?7(! 转引自杨玉晨!#%%%*!$L!K'#

五&结语

母语使用者善于使用长串的(复杂的语块!通

常不用语法分解它们 $ W(.9! !""! '# 1+c57

$#%%$'指出!学习者能否像母语使用者那样流利

地使用语言取决于他们是否掌握了大量的预制语

块# 8̂&/'5-7l 9̂/7<也认为!对于学习者来说!

了解词汇详细的搭配信息即固定和半固定的短语

是很有必要的$!""G'# 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的

各个环节中!语块应是语言教学的中心# 有学者

认为! 语言本质上是分析性的# 对一个新词的注

意程度越深(加工程度越精细!就越有可能掌握

它# 学生对词汇以及词汇学习策略就会有更深入

的认识和把握!对语言和语用知识的敏感程度就

会提高# 培养学习者发现句型和短语的能力犹如

授之以渔$g.Z(57/.?+<!!""M'# 语块给我们认识

语言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一个有待开发的空

间# 例如!在外语教学中可以给学习者提供大量

的语块!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分析和归纳!增加语块

的储存量!特别是生活中使用的高频语块)给学习

者创造使用语块的情景!进行大量的练习逐渐达

到活用)发挥学习者的自主性! 教授以语块为中

心的学习策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语块的

能力# 或许这样能够避免 W5::+c<+-$#%N%' 所

提出的在外语教学中常出现的两个极端!即%或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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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过度强调语言结构能力的培养!或是过度强调

语言的实际交际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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