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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no language skill can be separated from the depen-
dence on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the ability to use vocabulary knowledge. Correspondingly, 
how to improve the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bility and concept generation abil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research. Based on the theories on psycholinguistic lex-
icon, this paper takes the written language output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grades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develop-
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mental lexicon of language learners, so as to help teachers control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serve the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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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二语学习过程中，没有哪一种语言技能能够脱离对词汇知识与词汇知识运用能力的依赖。相应而言，

针对如何提高二语词汇能力及概念生成能力的问题成为英语教学与研究的重要部分。本文以理工类大学

生在一年级和二年级的书面语产出情况为例，以心理词库理论为基础，探讨和分析语言学习者第二语言

心理发展的特征变化及规律，借此帮助教师对学生外语学习整体情况进行把控，以服务于第二语言的教

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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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第二语言加工中，心理词汇在记忆系统中表征、组织、重构与通达等相关问题的研究随着语言学

与心理学、神经科学不断融合与完善，其研究焦点从语言表层现象逐渐转向对语言学习认知心理及神经

机制的深层阐释。本文拟以二语学习者在不同学习阶段的汉译英翻译任务为语料，依据心理词库理论，

借助批改网与 Vocabulary Profiler 词频检测工具，探索二语学习者第二语言词汇能力深度发展的特征及规

律。 

2. 心理词汇的研究综述 

心理词库(mental lexicon)主要探讨词汇知识的在大脑中是如何表征、存储、组织与通达的以及词汇能

力如何发展等问题，其概念源自心理语言学，大多数心理语言学家把心理词库看作一个由各种词汇组成

的复杂的网络系统。心理词库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大脑中所有有关词汇的词形、词义及其用法的一个巨

大仓库，是一个在发音、意义和单词数量方面呈动态变化的完整的知识系统[1] [2]。 

2.1. 心理词汇的跨语言语义表征映射规律 

语言影响长期使用该语言的人们，其外在的语言行为(语言输出)受制于内在的心理概念[3] [4] [5] [6]。
以概念为语义构建载体，国外研究在网络可塑性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任意映射假设认为，词汇获得年龄实

质上反映了心理词汇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输入表征和输出表征之间的映射关系，因此较关注一语、二语或

三语习得产生的概念表征共享性，并通过实证研究深入比较源语和目标语在概念范畴上的异同；另外，

一些研究分析了语言间概念表征的差异所必然导致的语言理解和使用错误，并通过历时语言案例分析学

习者语言形式和概念出现不对称性的原因，提出学习者固有母语心理词汇链接结构倾向于映现在二语的

概念组织结构上，具体体现在二语输出的词汇、语法、语篇等语言形式[4] [7] [8] [9]。在进一步的研究中，

通过汉英概念表征的范畴化规律和基本层次化的对比，以实例说明不同概念系统的个性与共性并存的特

点[10] [11]。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l.2018.6507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娜 等 
 

 

DOI: 10.12677/ml.2018.65079 687 现代语言学 
 

2.2. 心理词汇的概念迁移问题 

心理词汇通过概念节点的链接，使词与词之间形成相互关系和交叉的语义表征结构关系[1] [12]，概

念节点影响心理词汇的识别、理解、扩展、推理和范畴化[3] [13]。在言语产出过程中，学习者言语产出

中语义系统不仅激活目标词汇，同时激活其他语义相关的非目标词汇，形成一个众多相关概念节点间相

互竞争的结果[14]。部分研究通过行为主义、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据支持二语词汇习得中的母语词目中

介假设，即：母语直接被拷贝为二语词汇概念信息，学习者在本族语词汇网络系统基础上再创建一个双

语编码网络系统，从而影响或改变化心理词汇语义表征加工中的注意焦点。结合我国的文化特点，二语

概念迁移的研究集中于三个维度：语言文化概念、二语习得过程和中介语[15]。 

2.3. 心理词汇语义表征的再组织与重构 

新的心理词汇进入词库代表着语义表征之间的竞争、再组织与重构。心理词库组织是通过概念节点

的链接，形成词与词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包括从概念到语义、从词汇到句子、从结构到篇章都发生着

相互关系和交叉作用[1] [16]。当新词进入某个次网络时，它与周围词汇建立联系，并与相关词汇在发生

关联，再次进行词汇间的共现关系，这样整个习得过程形成“一个知新和温故的不断循环的系统”[17] [18]。
新词进入词典才会被语言使用者提取并使用，根据词汇提取机制语言学习者言语产出中的词汇提取被视

为一个众多相关概念节点间相互竞争的过程[13]。在言语产出过程中，语义系统不仅激活目标词汇，而且

同时激活其他语义相关的概念节点，这些被激活的概念节点在词汇提取过程中与目标词会形成竞争[14] 
[19]。 

3. 研究设计 

基于以上对心理词汇的概念形成、迁移及重构的研究，可见对语言学习者而言，要完成理解和翻译

的准确性与地道性，需掌握词汇的运用需在以上三个层次组合性和整合性构建词汇如何同其他词汇发生

联系时共同形成的整体意义。 
鉴于此，本研究借用 Vocabulary Profiler 工具测试翻译任务的低频和高频词汇比例。考虑到翻译资源

的可靠性、翻译评判结果的可用性、第二语言学习时间差异等因素，采用横断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
方法，以批改网限时翻译任务输出为材料，调查第二语言为英语的理工类大学生在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心

理词汇发展的特征及语义结构规律，所测试的学生经大学入学英语测试均在：75 ≤ 英语成绩 ≤ 65 (100
分制)区间，并且作文和翻译的平均分均在所在题分数 65%以上，属于本校中等英语熟练程度的学生。以

汉译英翻译为测试内容，通过 Vocabulary Profiler 的词汇文本频率分析，测量四级模拟汉译英语篇中使用

的低频和高频词汇的比例，见表 1。 
由此可见，本批改网汉译英任务的主要英语词汇集中于高频常用词汇，少量 AWL 常用学术词汇，

重在考察学生汉译英过程中在核心语义概念(10 个)的选取与激活、核心词在词汇和语法层面的搭配情况，

并通过时态和指称的情境变化以形成翻译考察的语言点全貌。 
在确定翻译文本内容的基础上，以批改网系统测评学生作文中词汇运用能力的对比维度为参考数据，

选取词汇维度的“单词拼写正确率”、“词汇丰富度”、“平均词长”和“词汇难度”与句子维度的“语

法正确率”和“从句密度”；通过系统数据的维度测量值对学生在一年级和二年级的翻译情况进行考察，

以掌握学生汉译英过程中心理词汇的输出情况及心理词汇发展的特征及深度。通过批改网对一年级和二

年级两个学习阶段学生的翻译输出在平均词长、词汇丰富度和词汇难度的数据对比如图所示： 
基于图 1~4 可知，单词拼写错误的均值分别为 0.989 和 0.99，无明显变化。在词汇知识输出维度上，

平均词长的均值由 4.641 上升 4.80，词汇丰富度的均值由 4.212 上升为 4.908，词汇难度的均值由 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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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Vocabulary profiler 
表 1. 检测的词汇文本频率 

Vocabulary Profiler Results 

Words in text (tokens): 123 

Different words (types): 75 

Lex density (content words/total) 0.63 

 Frequency Percentage 

1 - 1000 words 83 66.9355% 

1001 - 2000 words 3 2.4194% 

AWL words 11 8.8710% 

UWL words 0 0.0000% 

Off-list words 27 21.7742% 

 

 
Figure 1. Spelling accuracy 
图 1. 单词拼写正确率 

 

 
Figure 2. Average word length 
图 2. 平均词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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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Vocabulary richness 
图 3. 词汇丰富度对比 

 

 
Figure 4. Lexical difficulty degree 
图 4. 词汇难度对比 

 
上升为 5.622。由图对比可知，学生在二年级阶段心理词汇输出在的词长、丰富度和难度上较之一年级具

有显著提升，词汇在接受量和词汇难度维度均得到提高。 
双语心理词库词汇的提取在于词汇识别，词汇识别的关键是双语间语言节点概念之间的联系，而句

子产出始于概念生成，段落翻译的信息加工是局部信息加工的连贯。Read. J 把词汇知识的掌握分为知识

宽度和深度，知识宽度指某一语言水平学习者所掌握的词汇数量，而深度知识即对词汇知识的了解质量

及程度，包括与其他词汇共现的句法和语义的特征与关系，词汇深度知识的发展决定所学词汇运用能力

的质量[8] [9]。 
为更精确的分析与考察翻译段落中学生心理词汇深度知识输出状况，在上述数据基础上针对批改网

句子产出维度的评阅数据进行分析，句子层面评阅结果如下： 
与翻译任务中的词汇输出比较，从图 5 和图 6 可知语法正确率均值从 0.972 下降到 0.943，从句密度

由均值：1.192 下降到 0.69，词汇接受量增加前提下，句子产出与词汇质量的评阅分数出现不对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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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Sentence grammatical accuracy 
图 5. 句子语法正确率对比 

 

 
Figure 6. Clause density 
图 6. 从句密度对比 

 
趋势。 

4. 结果与讨论 

二年级学生词汇产出在词长、丰富度和难度上均有提升，但是在二语词汇语义网络的深度发展中出

现语义、语法搭配偏误及错误，导致句子层面评阅分数的降低，可见词汇深度和广度与语言输出能力

关系密切，学生随着习得时间的增加，词汇深度知识发展较为缓慢且滞后于词汇接受量的掌握与输出。

针对以上数据，本研究针对核心词汇的激活和应用进行了层次化分析与考察，研究结果发现学习者核

心词汇语义表征信息选取是选择性激活的而非全部激活，并且具有明显词性选择差异和母语语义表征

的介入。学生输出核心词的心理词汇语义表征存在三种一语、二语和中介语的三种概念模式，并且从

翻译中发现动词的应用多于名词化应用，显性的且具体语义表征的词汇较容易从心理词库中被激活和

提取。 
句子翻译层面，语言水平较高同学的心理词库组织结构中隐性内涵语义在翻译语义启动中起主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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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过词汇量与语言综合能力、词汇深度知识之关系研究得出，词汇量只能预测语言综合能力的 34.7% 
[20]。因此，对不同语言水平的学习者来说应将通过语境把词汇深度知识和词汇广度结合起来以实现其共

同增长，使心理词汇的概念节点具有更高的通达性和完整性。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同一班级在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限时翻译任务完成情况分析心理词汇的发展特征及主

要影响要素，探究认知理据引导的学生词汇发展和运用能力状况，并为词汇与句子产出的心理机制的

整合问题进行了探讨。心理词库作为大脑中有关词的综合信息的表征，这些表征常常由于在主观上学

习经验、个人语义偏好、习得程度和客观上翻译任务难易程度、语义诱导因素分布特征等因素的多重

影响，学生的翻译输出结果存在语义涌现或固化现象，可以反观和折射出第二语言学习者词汇知识的

构建变化及词汇能力的基本发展特点。虽然翻译任务简单易操作，但仍需要通过更科学的研究方法进

一步完善对二语言心理词汇发展特征及组织模式的考察与分析，从而为概念重构及通达研究进行更纵

深化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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