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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corpus of 120 argumentative English compositions on the same topic written by 30 
Chinese English majors through their four-year study period, this study,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reader/writer visibility, lexical density and lexical frequenc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al fea-
tures of colloquial style in English writing.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exists colloquial style in stu-
dents’ compositions with no obvious improvement between year-to-year changes. The first person 
pronouns are found to be frequently used by students. Lexical density cannot be employed to pre-
cisely measure colloquial style in English writing. High-frequency words are overused b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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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30名英语专业学生从大一到大四4年中所写的120篇同题议论文，运用纵贯研究方法从读者/
作者显现度、词汇密度和词频三个维度，探讨了二语写作口语化特征的历时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学习

者存在写作口语化倾向，并且随着学习者写作水平的提高，写作口语化特征没有呈现明显减弱趋势；二

语写作中频繁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表达观点；词汇密度不能准确反映二语学习者写作口语化特征；学习者

在写作中过度使用常见高频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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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语语体可分为口语语体和书面语语体。口语语体通常指亲密朋友之间进行交谈或邮件中使用的英

语，具有临时性、随意性；书面语语体通常指在正式书信、正式会议、书籍中使用的英语，具有严谨性、

准确性、严密性[1]。英语议论文文体属于书面语中正式的语体，强调准确性和逻辑性。 
国外学者对书面语体中口语特征的研究相对较少，Ure (1971) [2]指出口语语体词汇密度远低于书面

语体词汇密度，提出词汇密度是口语语体与书面语语体最显著的区别。国内文秋芳等(2003) [3]对不同母

语背景下英语学习者/读者/作者显现度、词汇分布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中国高水平英语学习者书面语

存在较强的口语化倾向，但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有所弱化。吴瑾和邹青(2009) [4]采取中介语对比分析法、

从词汇密度和词频两方面，发现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语没有呈现出较强的语体特征差异。以上研究均是从

词汇层面展开的横切面探究，缺乏对学习者大学四年的纵贯研究，且研究维度各异，研究结果有待进一

步验证。 
鉴于此，本研究拟从读者/作者显现度、词汇密度和词频分布三个维度，探究中国西部地区英语专业

学生在 1~4 年级阶段的书面写作中是否存在口语化特征？若有，写作口语化特征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呈

现怎样的发展趋势？ 

2. 研究设计 

2.1. 语料来源 

研究语料来源于中国西部地区某省属普通高校英语专业 30 名学生的写作。学生年龄为 18~23 岁，其

中男生 4 名，女生 26 名。写作主题统一为 2012 年英语专业八级考试题目 Comment on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Phones Calls and Text Messaging，文体要求为议论文，课堂 45 分钟内完成，不能查阅词

典和参考其它资料，要求英语书写清晰，词数不少于 150 词。 
2014 年 9 月，收集完成学生一年级的作文，2015 年 9 月、2016 年 9 月和 2017 年 9 月分别完成学生

二、三、四年级的作文，历时 4 年收集了学生在同一写作要求下完成的 120 篇有效作文，词数分别为 6369，
8384，8601 和 7011，共计 30,365 个形符。 

2.2. 语料分析步骤 

1) 语料处理：本研究文本语料只计入词形、词意和搭配均无误的词汇，删除文本中出现的人名、地

名等。 
2) 读者/作者显现度：运用 AntConc 软件统计处理后文本各特征频率。按照标准化公式统计出每

10,000 词的相对频率：标准化频率(每千词) = 观察频数 ÷ 总体频数 × 10,000 (注：观察频数即检索词项

实际出现的次数；总体频数即语料库的大小或总形符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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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词汇密度：将英语中的功能词(限定词、代词、介词、连接词、助动词、感叹词等)设为停用词(stop 
list)，再运用 AntConc 软件统计出每篇处理后文本中实词形符(token)量(即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占
各文本总字数之比。为便于统计，将所得数据去掉百分号。 

4) 词频分布：使用词频分析工具 RANGE 分析处理后文本词频分布情况——包括最常用 1000 词，

次常用 1000 词，学术词汇和范围外词汇，并分别计算各年级文本词类(Type)占总词数的比率。 
以上研究步骤得出的所有数据，分别使用语料库卡方检测器和 SPSS 13.0 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讨论 

3.1. 读者/作者显现度 

基于 Petch-Tyson (转引自文秋芳等，2003 [3])读者/作者显现度的划分，本研究主要从第一/二人称代

词、情境指代词/小品词/模糊词两个主要参数进行分析。 
表 1 所示，学习者第一人称代词(单复数)的使用频率最为显著，与此同时，学习者在 1~4 年级阶段

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呈非线性发展趋势，书面语写作中存在显著口语化倾向，该研究结果与文秋芳等

(2003) [3]、王莉青(2009) [6]研究基本一致。学习者倾向于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表达文章观点和立场，议论

文写作以客观陈述为主，第一人称代词的过度使用突显出其论述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为深入考察第一/二
人称代词情况，运用 SPSS 软件采取对应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受试在 1~4 年级阶段没有显著性

差异(X2 = 6.86, p = 0.334)，说明受试在大学本科各阶段的书面语写作中均广泛使用第一/二人称代词。 
 
Table 1. Relative frequency for the first/second person pronouns   
表 1. 第一/二人称代词相对频率 

年级 
特征维度 一 二 三 四 合计 

第一人称代词(单数)：I, me, my, mine 363.6/万词 161.9/万词 270.8/万词 201.7/万词 998.0/万词 

第一人称代词(复数)：We, us, our, ours 276.9/万词 206.0/万词 330.9/万词 343.6/万词 1157.4/万词 

第二人称代词(单复数)：You, your, yours 150.1/万词 119.1/万词 156.4/万词 91.8/万词 517.4/万词 

合计 790.6/万词 487.0/万词 758.1/万词 637.1/万词 2672.8/万词 

 
为具体探究第一/二人称代词使用情况，对其各特征类型分别进行语料库卡方检测，统计结果表明受

试仅在第一人称代词单数类别存在显著差异(X2
1~2 年级 = 60.19, p = 0.000, X2

2~3 年级 = 23.45, p = 0.000；X2
3~4

年级 = 7.79, p = 0.005)。观察检索行，发现第一人称单数中 I 的使用高达 69.67%，用于作者向读者表达看

法或作出论断、提出建议，以期唤起读者思考，如“I think…”，“I support…”，“I disagree…”，“I 
approve…”等。 

观察表 2 可以发现，学习者在 1~4 年级阶段写作中强调小品词使用频率最高，学习者将口语交际中

常用的 just/really 广泛用于书面英语写作中，而情境指代词和模糊词的使用频率相对不高。运用 SPSS 软

件采取对应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受试在 1~4 年级阶段写作中情境指代词/小品词/模糊词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X2 = 16.294, p = 0.061)。为深入探究使用情况，对相邻年级分别进行语料库卡方检测，统计结

果表明各特征类别在相邻年级中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X2
1~2 年级 = 0.34, p = 0.56; X2

2~3 年级 = 0.14, p = 0.71; 
X2

3~4 年级 = 0.81, p = 0.37)。 

https://doi.org/10.12677/ml.2019.71001


何微微 
 

 

DOI: 10.12677/ml.2019.71001 4 现代语言学 

 

Table 2. Relative frequency for situational pronouns/particles/fuzzy terms 
表 2. 情境指代词/小品词/模糊词相对频率 

年级 
特征维度 一 二 三 四 合计 

阅读/写作情境指代词： Here, now 7.7/万词 2.4/万词 4.5/万词 8.3/万词 22.9/万词 

强调小品词：Just, really 26.3/万词 36.9/万词 28.3/万词 25.0/万词 116.5/万词 

模糊词：kind/sort of, and so on, etc. 10.2/万词 8.3/万词 3.4/万词 19.5/万词 41.4/万词 

总计 44.2/万词 47.6/万词 36.2/万词 52.8/万词 180.8/万词 

 
在读者/作者显现度总体特征方面，通过合计表 1 和表 2 可以发现，学习者在 1~4 年级阶段总体特征

分别为 834.8/万词，530.46/万词，790.43/万词，680.99/万词；学习者写作词汇中读者/作者显现度并没有

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而是呈现出非线性发展趋势。对照文秋芳(2003) [3]研究：美国大学生读者/
作者显现度总体特征为 119/万词，发现中国西部地区英语专业学习者在 1~4 年级阶段每万词的使用数量

约高达美国大学生的 4~7 倍不等。 

3.2. 词汇密度 

图 1 显示，学习者在 1~4 年级阶段词汇密度的发展呈现波动性。为纵向考察相邻年级是否存在显著

性，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齐性检验结果(p = 0.640 > 0.05)表明组间方差齐性，满足单因素方差检验

要求条件。单因素方差检验结果显示英语专业学习者在 1~4 年级阶段写作词汇密度发展不显著(F = 1.372, 
p = 0.255 > 0.05)。词汇密度是文本中信息量蕴含大小的指标，该结果表明随着学习者英语水平提高，文

本信息量却没有明显增多，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学习者在写作过程中缺乏透过现象的深入思考，也有可能

是其词汇知识的发展无法满足思维表达的需要。 
 

 
Figure 1. Mean development curve for lexical density  
图 1. 词汇密度均值发展曲线 

 

进一步观察图 1 可以发现，学习者在大学四年阶段写作词汇密度值均大于 50%。Waller (1993) [7]曾
提出实词密度大于或等于 50%的作文可能被判定为母语写作，但结合本研究表 1 结果可知，词汇密度无

法有效区分同一实词(如 I，we，you 等人称代词)在文本中的重复出现率，这样即便词汇密度大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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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法说明文章涵盖较大的信息量，该研究结果与朱慧敏和王俊菊(2013) [8]等一致：词汇密度不能很好

地反映二语写作中的词汇发展水平，进一步说明词汇密度无法准确反映学习者写作口语化特征。 

3.3. 词频 

观察表 3 可以发现，学习者在 1~4 年级阶段 1000 词频单词的使用比例分别为 63.87%~72.01%不等，

高频词的使用比例并没有随着其英语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为具体探究学习者词频使用情况，运用 SPSS
软件采取对应分析方法，结果表明受试在 1~4 年级阶段无显著性差异(X2 = 2.374, p = 0.984)，英语专业学

习者在四年大学阶段英语写作词汇主要为 1000~2000 词频单词，该结果与文秋芳等(2003) [3]、刘兴兵

(2005) [9]等研究结果一致，英语专业学生写作词汇过度使用中学阶段习得的常用高频词汇，写作词汇口

语化现象突出。课后交谈发现，原因可能在于学习者存在畏难情绪，恐出现单词拼写、单词搭配等词汇

错误，因此不敢自由使用大学阶段新学习学术词汇；其次，可能由于学习者大学阶段所接触的学术词汇

依然停留在接受性阶段，无法自由产出。 
 
Table 3. Lexical frequency ratios   
表 3. 各等级词频比率 

年级 
单词级别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0~1,000 72.01% 63.87% 66.38% 64.92% 

1,000~2,000 13.00% 18.50% 17.96% 16.67% 

学术词汇 4.68% 4.36% 4.19% 4.65% 

其它 10.30% 13.26% 11.46% 13.76% 

4. 小结 

本研究发现，中国西部地区英语专业学生书面写作中的读者/作者显现度、词汇密度、各词频单词使

用比率并没有随着英语总体水平的提高而有显著进步，而是呈现出非线性发展趋势。学习者在英语议论

文写作中频繁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表达观点。词汇密度不能有效区分同一实词的重复出现率，无法准确反

映二语学习者写作口语化特征。学习者在写作中以常用词汇为主，避免使用生僻单词。 
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提出以下二语写作教学建议：首先，在英语专业写作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

将第一人称代词作为在英语写作中作者探求其身份构建的一种有效途径，向读者渗透主体意识，体现作

者角色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其次，教师应强调书面语语体和口语

语体的区别，帮助学生树立语体意识，避免写作中口语语体干扰，以开展词汇竞赛等教学激励方式将学

习者在大学阶段接触的学术词汇转化为产出性词汇，并积极鼓励学生正确使用学术词汇。 
当然，本研究仅从写作词汇维度展开、文体仅限于议论文，未来研究可以从句法、语篇等视角进行

多维度探究，语料文本内容可选取如毕业论文、论文摘要等，以期为二语写作口语化特征研究提供更为

丰富、完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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