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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ased on cognitive psychology theory is a psychological process 
in which strategies are used to understand and output the second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a serie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s well as factors that influence lis-
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cognitive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laws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LA listening compre-
hension, and give a certain reference to listeners and listen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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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认知心理学理论的二语习得是一个不断通过运用策略来理解和输出二语的心理过程。本文从认知心

理学角度分析听力理解的一系列信息加工转换的认知过程，影响听力理解的因素以及认知心理学视角下

的认知策略。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二语习得中的听力理解，可以更深层了解听力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

给听者和听力教学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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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听是人类语言交际活动活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二语习得中的语言输入来源。Krashen (1985)的
“语言输入假设”理论认为，语言习得是通过听和阅读的语言输入完成的[1]。所以，没有听的习得，必

然会影响二语的语言输入，进而阻碍语言习得。然而，听力常常是二语学习者习得二语的阻碍。国外进

行二语听力理解的研究主要从听者的主体特征、母语差异、学习经历等因素进行研究，多数为实证研究

[2]。而国内对听力理解研究要晚于国外，但经过几十年的探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主要是表现在听

力策略的研究上[3]。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研究者调查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二语学习水平的学习者的

听力理解策略的运用情况，并尝试建立二语学习者的英语听力策略使用模型。更多的研究者则在如何提

高学习者的听力策略使用方面进行了探索。不管是对听力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是听力策略的研究，都需建

立在认识听解特点和过程的基础上。本文将在认知心理学视角下，结合国内外二语听力习得研究成果对

二语听力习得研究作一个系统的阐述，涉及二语听解的的本质与认知加工过程、影响二语听解的因素以

及提高二语听力的策略，希望结合认知心理学的二语听力习得研究对我国的外语听力教学具有重要启示

意义。 

2. 二语听力理解的认知加工 

2.1. 听力理解的实质 

听力理解在以往被人们认为是被动地接受语言输入的过程，因此被看做是语言技能中的接受性技能

(receptive skill)。然而，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解是一个使用人类信息处理系统的认知过程，听力理解是一

个主动接受加工信息的过程。大量实验也证明，听力理解是语言习得者积极主动的认知加工过程，也是

听者的心理过程的呈现，是听者用外部输入信息与大脑中已有的认知经验在各种语言或非语言线索之间

找到一种最合适的整合方案，以最终完成交际活动。Lado (1961)认为“听力理解就是对交际过程中的语

言信号成分的认知和控制。”认知在美国心理学家卫肯宁编著的《心理学年鉴》里就是“感知世界或搜

集知识，进行了解的过程或行为。”因此可以说，听力过程就是认知过程，但又不仅仅是认知过程。在

Ross (1989)提出的听力加工模式中，听力理解实质上具有二元性：从语言输入的角度看，它确实是一个

被动接收信息的过程；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它又是一个主动加工的认知心理过程[4]。 

2.2. 听力理解的认知加工过程 

听力的两个认知成分是字词解码(word decoding)和理解(comprehension)。其中字词解码在书面材料的

阅读中表现为将听觉符号转化为意义符号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语音解码(语音、语调、词汇、语法的听

辨)、音形转换等因素；理解是在词汇记忆和句法识别的基础上，对材料所包含的各种非语言信息的加工

和理解。Anderson (1985)将听力理解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感知(perceptual processing)、分析(parsing)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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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utilization)。这三个阶段在不同的认知加工方式中得以体现。听力理解的认知加工方式可分为两种，

分别为“自下而上”(bottom-up process)和“自上而下”(top-town process)。 
“自下而上”的听力认知加工是听力理解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认知过程，即从语音识别到句子

理解再到语篇理解的认知过程。听者首先是将听觉感受器接收的语音信息由感觉记忆来接受并储存在形

声记忆中，然后经短时记忆将语言刺激进行解码和编码，初步将它们辨认为词语。接下来的一个阶段是

以语音识别为基础的句子理解。听者通过对词义的初步把握及句法和语义的关系分析，确定句子的命题，

进而理解句子意义。最后一个阶段是以句子理解为基础的语篇理解。听者在单句理解的基础上，根据语

义逻辑关系连句成篇，推测出语篇主旨和说话人所表达的真正意图。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尤其是对初

学者而言，他们对二语的句法结构、语言表达习惯、文化背景等了解不多，所以对词汇有非常大的依赖

性，常常不自觉地就进行逐词听辨，即他们倾向采用自下而上的信息处理方式。听力信息在足够的注意

力和对听力材料涉及到的词汇有足够的认知的前提下能被听者准确理解，但是，听者也很容易在听的过

程中陷入困境。因为“自下而上”的认知加工是逐层连续演进的单向过程，每一层次都是听力理解的必

要环节并且作为下一环节的前提提供信息。某词没听清，听者就会纠结于上一句的内容而错过下一句，

或只听到零散的词汇而不能理解句子及语篇信息。而且这种“自下而上”的认知过程对短时记忆的依赖

性很强。听者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对语言信息进行解码、编码、加工和储存。根据 Bussmann (2000)的研究，

短时记忆的保存时限仅为十秒。Bullard (1985)在其研究中提出，本族语者在听话时则以语篇感知为主，

而非逐词法，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认知过程。 
“自上而下”的认知加工强调听者已有的知识架构对听力理解的重要性。在这一认知加工过程中，

听者的认知图示(cognitive schema)起着重要作用。在接收、理解输入信息时，人们总是以头脑中已存在的

信息图式为认知基础，将输入信息和头脑中已有信息图式联系起来，只有输入信息与头脑中的图式匹配，

才能完成输入信息的解码、重组和储存。各层次的语言加工过程并不按固定次序进行，而是在听解过程

根据语言信息的刺激灵活调整，或依次或同时亦可能逆向进行。听者在某一主题的认知图示框定的内容

范围和句式结构上，或者联系上下文对单个词句进行情景意义的分析，将已有的语言知识迁移到新信息

中来对听的过程中遗漏的信息进行补充或预测输入信息。图 1 为朱正才和范开泰提出的听力理解过程的

信息处理模型[5]。 
这表明，语言知识和非语言知识所形成的认知图示在听力理解中是同时发挥作用的，因为这涉及大

脑中的工作记忆在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之间的信息中转。只有激活大脑长期记忆中的认知图示才能建立

起与短期记忆的语言刺激的联系，进而经工作记忆的加工编码和储存。 
听力理解是一个多因素综合作用的认知加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音的辨析，词汇的识别，句子

语篇的理解，语言文化背景，听者的记忆、心理等都对听力的认知加工过程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

说，听力理解既有“自下而上”的认知过程，也有“自上而下”的认知过程。对于不同的听力材料和任

务，应采取适当的听解认知方式。如，在要求补充语篇缺失词汇的听力测试中，听者采取“自下而上” 
 

 
Figure 1. Model of information-processing in the process of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图 1. 听力理解信息处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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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显然会使听解更加准确；而在要求选择与语篇内容相符的句子时，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可使

篇章理解更整体快速，而不是专注于单个词的辨析理解，导致“顾此失彼”。可以说，“自上而下”的

信息处理方式对听者的听力水平要求更高，也更能显示出听者的二语听解能力，听者应注意“自上而下”

的听解认知模式的训练，以便于面对听力任务时能将两种模式综合应用。 

3. 影响二语听力理解的因素 

国内外学者对二语听力理解的影响因素做了很多假设和验证研究。如 Anderson 和 Lynch (1988)的“基

于词汇的二语听力习得研究”，探讨了词汇对听力理解的影响[6]；梁文霞(2009)的“学习者因素之间的

交互作用及其对二语听力的影响”研究等[7]。总体来说，影响二语听力理解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语言因

素和非语言因素。 

3.1. 语言因素 

语言因素是二语习得者语言文化知识的掌握熟悉程度，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 

3.1.1. 语音 
听力理解过程的第一步就是当语音信息输入时，听者根据语音、词汇、句法结构对语言信息进行解

码、编码。听者对二语的语音知识(包括词汇发音、句子的语音语调、连读等语音现象)的准确掌握对二语

的听辨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3.1.2. 词汇 
语音信息被识别之后，大脑中的长期记忆中储存的已有图示开始寻求与短期记忆的语音信息进行对

应。桂诗春(1992)曾对学习者的心理词汇进行研究。他将词汇形式和词汇意义贮存在不同的档(语音档、

句法/语义档、缀词档)里，若一个词在语音档里是空白的，那么该词在听力过程便无法被激活，这就加重

短时记忆的负荷，进而阻碍听力理解[8]。词汇量的大小并不是影响听力理解的程度的决定因素，但准确

的词汇语音和足够量的词汇认知对听力理解有着积极的作用，反之则阻碍听力理解。 

3.1.3. 语法 
语法知识是将词汇组合起来的粘合剂，以架构起大脑中的图示。词汇和句法结构的知识为大脑中的

长期记忆作储备。当听觉感受器接收语言信号刺激时，大脑中原有图示被迅速激活以对应经初步编码加

工的短期记忆，经工作记忆加工整合，获得听力理解并形成新的图示。听者也不必紧张与零散单词的听

辨而影响整体语篇信息的理解。 

3.2. 非语言因素 

非语言因素包括心理因素、文化背景及听力策略的使用。语言层面的因素比较客观的、具体的、可

量化的，而非语言层面的因素则较为抽象、模糊、难以量化。 

3.2.1. 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是影响听力的主观内部因素。听者的兴趣、动机、态度、注意力、意志力以及听的过程中

的情绪(如过于兴奋、焦虑等)，都是影响其听力理解的心理因素。 

3.2.2. 语言文化背景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听力材料多是反映或涉及二语国家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维方式及价值观

念等，如果听者对这些语言文化背景有所了解和熟识，那么将会促进听力理解。除了各国文化差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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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学生所积累的知识面对他们的听力理解也会大有帮助。通过之前的语言输入(母语或二语的阅读和听解)，
相关的认知图示将被建立并储存在大脑的长期记忆里，一经刺激便会被激活。 

除了上述的一些语言及非语言因素以外，还有其他因素如听力材料的选择、听力环境、学生的听力

习惯、记忆力和思维方式等也影响二语听力理解。 

4. 提高二语听力习得的策略 

研究把握二语听力的实质和影响因素对于探索提高二语听力水平的方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听力

远不只是测试词汇、句法或语篇等语言能力，还测试听者的决策能力”[9]。语言能力需要语言知识的积

累，而决策能力则关系到听解过程中的各种修正和补偿策略的使用，这对听力认知加工过程尤为重要，

也是本文要从认知心理语言学角度进行探究的内容。这个过程相关的策略可分为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

和情感策略。 

4.1. 认知策略 

认知策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 对所听到的信息加以初步理解；2) 对所初步理解的信息进行长短期

记忆的储存；3) 对被储存的信息从记忆中加以提取。国内关于认知策略的研究层出不穷，大多验证基于

认知策略理论的听力模式能够有效提高二语听力水平[10]，但对认知策略的探索较宽泛，不够深入，缺乏

对结合个体特征的具体认知策略指导。 

4.2. 元认知策略 

元认知是指“认知主体关于自己认知过程、认知结果及相关活动的知识，既包括对当前正在进行的

认知过程和自我认知能力以及两者相互作用的认知，也包括对这些过程的积极监控和调节”[11]。元认知

策略包括四方面的内容：1) 听前对自己的知识及所听材料的种种限制加以检测；2) 听的过程中对本人或

他人的听力效果进行检测；3) 对本人或他人的听力效果进行检测；4) 为判断听者语言运用的好坏加以检

测和调整。这四方面内容可用“评估、监测和调整”来概括。Goh 和 Taib (2006)对 10 名儿童二语学习者

进行了 8 个课时的元认知培训。培训中对受试的观察以及培训后的听力测试表明，这些学生的自信心和

元认知知识均有增长，其听力测试成绩也有所提高[12]。Vandergrift ( 2007: 193)认为，有技巧的二语听力，

并不简单是使用策略的数量问题，它需要听者灵活地将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综合运用，以便有效调控

学习过程并最终获得听力理解[13]。这也表明，认知心理学下的听力理解是积极主动的认知过程。此外，

在认知心理学理论中，情感策略也是二语听力习得策略之一。 

4.3. 情感策略 

情感策略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听者的兴趣、动机、态度、注意力、意志力制约着听力的成败，也和

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有着一定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尚未丰富，但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例如，Vandergrift 
(2005)发现，在动机调查中得分较低的学生，表现出对二语学习的消极态度，所采取的策略也并不是很有

效。而那些动机水平较高的学生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集中注意力在听力上，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元认知学

习策略[14]。所以，不管是二语学习者还是其指导者，一定不能忽视对情感态度上的策略使用。进行听力

教学和策略训练时，适当轻松的听力氛围和积极主动的心理状态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5. 结语 

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二语习得中的听力理解，可以更深层了解听力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给听者和

听力教学有一定的启示。我们不能一味强调行为主义心理学所提倡的刺激—反应训练法，而是应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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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将语言认知转化为内在语言能力。信息加工模式会导致二语听力高低水平

的显著差异[15]，因此，二语教师和习得者应加强对听解信息加工的认知和把握，尤其在记忆力培训上应

意识到记忆力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短期记忆可以通过得当的方法进行提升，如速记法、联想归纳法。长

时记忆可由短期记忆积累而提升，也可通过平时语言材料的记忆内化提升。二语教师应该重视从认知心

理学角度深入研究外语教学，以兴趣引导，根据个体特征分析影响听力的因素，以有效方法和策略指导，

不断提高二语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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