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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s an important field in linguistic research. In the second lan-
guage environment,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mainly occurs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This 
study summarizes and reviews the studies of incidental L2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its origin, four main factors affecting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d empirical studies on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under different input 
modes.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The findings obtained from 
previous studies reviewed in this paper research provide useful insights to L2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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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词汇附带习得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二语环境中，词汇附带习得主要发生在阅读和听力中。

本研究从词汇附带习得的产生、影响词汇附带习得的四个主要因素、不同输入模态下词汇附带习得的实

证研究等方面对国内外第二语言词汇附带习得研究的发展进行述评，并对未来的研究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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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成果给二语词汇学习及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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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词汇学习是掌握二语的首要任务，词汇关乎二语学习者听说读写等每一项语言技能。语言学习者的

大多数词汇都是他们在进行诸如阅读和交际等语言活动的过程中获得的，这一点已经得到语言学者的普

遍认可。盖淑华[1]指出，相对于通过背词汇表或完成词汇练习等方法来直接、刻意地学习词汇，词汇附

带习得，即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指的则是学习者在进行其他语言活动时无意中附带地习得词

汇的现象，许多二语词汇研究者也为此将其认为是语言活动的副产品。随着对词汇附带习得实证研究的

深入，有些学者从实验的操作方面来区分附带学习和有意学习。他们认为，如果在实验前不告诉参加实

验的受试实验后要做词汇测试，那么受试进行的是词汇附带学习；相反，受试就是进行了词汇的有意学

习。本文通过对 CNKI 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以及部分国外期刊文献中相关论文的检索，对二语习得中

有关词汇附带习得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 

2. 词汇附带习得的产生 

杨雪[2]指出，Laufer 和 Hulstijn 针对二语阅读中发生的词汇附带习得所提出了“投入量假设”

(involvement load hypothesis)。在该假设中，动机和认知首次成为研究二语阅读中发生的词汇附带习得的

两个维度。动机指的就是学习者在阅读时所产生的成就需要。李灵芝[3]提出，当学习者在二语阅读时，

他们一般会有两种阅读形式：单纯性阅读和目的性阅读。前者只需要学习者理解语篇，学习者在阅读过

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有碍于理解语篇的生词，他们需要加工处理这些生词以便理解语篇。在这种学习者

无意识地加工处理生词的过程中，便产生了词汇附带习得。后者需要学习者通过阅读完成一些任务，在

该过程中，词汇附带习得通常产生在那些与完成阅读任务相关的生词上。 

3. 词汇附带习得的影响因素 

词汇附带习得主要有四个影响因素：语篇、词汇、学习者和语境。这些因素对词汇附带习得的发生、

过程和结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1. 语篇因素  

语篇因素主要指语篇话题熟悉度、语篇存在的生词率以及语篇本身特征。语篇因素与二语词汇附带

习得有着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当学习者对语篇话题熟悉度较高时，便易于产生词汇推理。Pulido [4] (2003)
选取了初级、中级、高级三种二语水平的受试者，研究了学习者的篇章文化熟悉度和词汇附带习得之间

的相关性。研究发现，篇章文化熟悉度和词汇附带习得以及学习者的短时记忆具有正相关关系。何苗苗

[5]等人研究发现，在二语阅读中，当语篇中的生词率低于 5%时，有利于产生对词汇附带习得。当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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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过高时，学习者很难顺利理解语篇。因此，为了让学生成功完成阅读任务，教师需要选择适宜的阅读

材料。除此之外，语篇本身特征(如篇章主题和文本类型等)也会影响词汇附带习得的产生。Paribakht 和

Wesche [6] (1999)探究了篇章主题与词汇语义推测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学习者关于篇章主题的背景知

识对其目标词义的推测有促进作用。杨学云和陈捷[7] (2011)指出，因为不同类型的文本(如形式文本和信

息文本)中包含不同的词频信息且具有不同的词频特征，所以会对学习者的词汇习得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 

3.2. 词汇因素  

词汇因素主要包括目标生词本身的特征、目标生词对语篇理解的重要性以及目标生词在语篇中的重

复率等。目标生词本体的特征指词性、词频、词形和同源性等。Laufer [8] (1997)指出，这些词汇本体特

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目标词的可习得性。Wagner 和 Hatch [9] (1976)提出了词频假设，即目标语言成分

在输入中出现的频率能决定学习者习得语言的先后顺序。随后众多的研究验证了词频假设，即学习者对

高频词的习得明显优于对中低频词的习得。在同等条件下，名词、同源词和学习者熟悉度较高的词比虚

词、非同源词和学习者熟悉度较低的词更利于学习者推理。目标生词对语篇理解的重要性也不尽相同。

对于文本理解较为重要的生词，学习者会给予更高的关注度，此时便易于产生词汇推理。戴劲[10]指出，

目标生词在语篇中的重复率高低会影响词汇附带习得的效果。龚兵[11] (2009)提出，目标词在文本中出现

的次数，对阅读过程中词汇习得的影响取决于词汇知识类型。徐浩[12]指出，目标生词的词汇性质会影响

学习者对生词的推理和理解。他还提出，相比词义少的生词，学习者更难推理和理解多义词。 

3.3. 学习者因素  

学习者因素主要指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包括学习者的语言水平、词汇深度知识、词汇学习动机以及

阅读能力和阅读目的等。学习者作为语言学习的主体，发挥着主观能动性，因此，学习者自身的因素对

其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的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学习者的语言水平与其词汇推理能力密切相关。语言水平

较高的学习者更能利用和结合语言线索来推理词义以及理解语境，而语言水平较低的学习者局限于有限

的语言知识，从而会限制他们利用语言线索。雷蕾[13] (2011)指出，学习者的二语水平对词汇在篇章中的

运用性知识习得影响显著。Nassaji [14] (2004)考察了学习者词汇深度知识与其词汇附带习得发生之间的

相关性，研究发现，丰富的词汇深度知识有助于学习者对学习者有效推测词义并附带习得词汇有促进作

用；反之，匮乏的词汇深度知识有碍于学习者的词汇附带习得。吴建设[15]等(2010)研究发现，词汇学习

动机显著影响新词汇的延时记忆。学习者的阅读能力通常与学习者的词汇基础、背景知识、阅读技巧等

有关。阅读能力高的学生通常比阅读能力低的学生具有更强的词汇推理能力。阅读目的是指学习者需要

完成一些读后任务。王改燕[16]指出，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学习者会采取不同的词汇加工和处理方式，

进而对词汇附带习得的发生和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 

3.4. 语境因素  

语境是词汇成功习得的重要因素，因为词义推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境线索。Krashen [17]等(1989)
对多种二语学习语境假说进行了检验，并证实了词汇附带习得在第二语言语境中的普适性。语境在此主

要是指目标词的上下文。Webb [18]等(2008)研究了语境信息丰富度(语境信息对目标词语义推测的支持水

平)对学习者词汇附带习得的影响，研究发现语境信息丰富度对学习者词汇习得有显著影响。另外，Webb
等人还提出，阅读材料的长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被试对于目标词的语义推测。目标生词的成功推理更

多依赖于直接语境。语篇中存在着一定的上下文语境线索，这种语境线索会影响学习者的词汇推理。在

语篇中，当生词没有可供利用的直接语境时，学习者很难推理出目标生词的词义。王少娟[19] (2018)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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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语境线索不仅有助于学习者对文本中出现的生词进行词义推断和意义匹配，还能增强学习者的词

汇数量和质量，进而掌握语篇的含义；反之，如果提供的语篇没有提供足够的语境线索，学习者就容易

通过上下文得出错误的信息，阻碍对语篇的理解，从而会降低词汇附带习得的效果。因此，在二语阅读

中，利用语境线索推测文本中目标生词的词义一直是学习者最常用且最有效的阅读技巧之一。 

4. 不同输入模态下词汇附带习得的实证研究 

语言习得的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输入。顾曰国[20]指出，模态指的是人类通过感官(如视觉、听觉等)
与外部环境(如人、物体、动物等)之间的互动方式，模态会影响学习效果。视觉和听觉模态是学习者在语

言学习中最常用的两种输入模态。郭良英[21]指出，Penny 等人的研究发现，在非语言学习中，如果信息

通过多种输入模态传递时，学习者可以同时从多种渠道接收和处理信息，这样，学习者的工作记忆容量

会有效增加，从而提高学习效果。但是，刘艾娟[22]提出，Kalyuga 的研究中却发现了“冗余效应”，即

当学习者同时从多种渠道同时接收到相同的信息时，他们会因为同时处理这些信息而增加认知负荷，这

样就会降低学习效率。研究者们所研究的影响第二语言学习者词汇附带习得的输入模态主要聚焦于视觉

(阅读理解)、听觉(听力理解)以及视觉与听觉并存(听力与阅读理解)模态。 

4.1. 阅读理解中的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研究 

在二语学习中，学习者在阅读理解时会促进他们的词汇附带习得，该过程也会涉及很多因素。任俊

超[23]指出，Pulido 主要考察过三个对学习者词汇附带习得的影响因素：1) 学习者对阅读材料中话题的

熟悉程度；2) 学习者的二语阅读能力；3) 学习者的二语词汇量。该项研究中选取的受试是 99 名学习西

班牙语的成人，受试者的母语均为英语。受试者需要阅读四篇文本材料，受试者对其中两篇文本的话题

比较熟悉，对另外两篇的话题相对不熟悉。所有受试者的二语阅读水平通过“成人基本学习考试”来测定。

此外，受试需要根据对每一篇文本中的非目标词进行两项测试(受试的自我评定和翻译)，这两项测试是为

了测定受试的二语词汇量。Pulido 对所收集的实验数据通过 F 检验和回归分析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

是：学习者对文本材料中话题的熟悉度和学习者的二语阅读能力会影响他们词汇附带习得的程度和结果。

学习者对阅读材料中的话题熟悉度越高，词汇附带习得效果就越好；学习者二语阅读能力越强，附带习

得的生词就越多。另外，学习者对目标生词的推理通常受学习者的词汇量以及词汇的语境线索的影响。

常乐[24]指出，Knight 对比研究了在阅读中词汇量大和小的两组学生对目标生词的推理能力和保持力，发

现词汇量大的学生在测试中表现出更好的词汇推理能力，并且词汇的保持量也优于词汇量小的学生。段

士平[25]指出，Li 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其实验结果表明，受试者从语境中推理出词义的分数越高，他们

的词汇记忆就会越好，而且充足的语境线索对学习者推理目标生词的词义也很有帮助。 

4.2. 听力理解中的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研究 

关于词汇附带习得在听力理解中的研究聚焦于在线学术讲座。学术听力选择的群体是高水平的英语

学习者，而这些高水平的英语学习者的听力理解需要解决词汇问题。在学术听力中，接收对象和信息源

之间没有互动性，因此接收对象需要有技巧地及时处理专业词汇和一些长句以及复杂句。Smidt 和

Hegelheimer 的实验研究在线学术讲座对 ESL 听力理解、附带词汇习得及策略使用的影响。通过对实验采

集数据的分析，研究者得出结论是，当应用了不同媒体(如幻灯片等)后，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比单纯地口

头输入更高。因此，单一的听觉的输入模态不利于二语学习者的词汇附带习得。 

4.3. 阅读与听力输入模态下的词汇附带习得研究 

连秀萍[26]等(2010)开展了一项样本较大(408 名大一新生)的研究——对比四种输入模态(阅读、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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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听边读以及边听边读边看录像)对词汇附带习得的影响。连秀萍等修改了 Paribakht 和 Wesche 在 1997
年研制的“词汇知识等级表”(VKS)，将修改后的 VKS 作为该研究对受试者词汇知识的测试工具。实验

前两周，受试者需要进行包括 10 个目标词在内的前测；实验中，声音组、文字–声音组以及文字–声音

–图像组需要连续三次收听或者观看一段 5 分钟的录像短片，文字组则是阅读由录像文稿转换成的 15 分

钟的英文文字稿，受试者需要完成选择和改写材料两项任务；实验后，受试需要进行词汇知识后测；一

周之后，研究人员对受试进行了延时测试。该研究发现：阅读输入的词汇习得效果优于听力输入；四者

相比而言，边听边读边看录像是最有利于词汇习得的输入方式。顾琦一[27]等在 2011 年选取了 99 名英语

专大二的本科生，并将他们随机划分为四组——视觉组、听觉组、视听组和控制组，以考察受试在视、

听与视听这三种不同输入模态下对 6 个目标词的词汇附带习得效果。研究采用 Nation 的 5000 词量表以

及经过修改的 VKS，实验前一周，研究者对受试进行了词汇量和目标词前测；实验中，受试需要分别在

听或读短文两遍后用母语回忆短文的内容；实验后，受试需要进行目标词即时后测；实验两周后，受试

进行了目标词延时后测。该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视觉组和视听组获得的词汇附带习得明显优于听觉组，但

前面两组之间并未呈现明显差异。王同顺[28]等(2012)以 140 名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为实验对象，将受试

分为阅读–写作、阅读–互动、听力–写作和听力–互动四组，对比研究不同输入模态对 15 个目标词词

汇附带习得的影响。实验中，受试需要在读或听一篇 400 词长度的短文后利用词表中的目标词写出文章

大意或者通过与教师一对一互动完成口述文章大意，受试随即参加了即时词汇后测以及三周后的延时后

测。该研究发现听觉模态(听力)具有与视觉模态(阅读)相同的词汇附带习得效果，并将其归因为听力组的

重复放音克服了受试在实验中读不到文章的局限，以及由于受试在听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词表中的目标词

而给受试带来的声音和视觉上的双重刺激。 

5. 展望 

实证研究需要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会相对严谨。虽然对于词汇附带习得的研究已经

得到许多学者的综述论证，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李红[29]等(2005)提出，先前关于词汇附带习

得的一些研究中忽视了“最小词汇量”这一因素，最小词汇量(2000 单词)是词汇附带习得发生的重要前

提之一。总而言之，当前国内外对词汇附带习得研究的某些研究结论仍存在分歧，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

探究。未来有关语码切换及代价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5.1. 儿童的词汇附带习得研究 

国内外以往的词汇附带习得研究中选取的受试对象大多都是成人，而二语初学者(尤其是儿童)很少得

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儿童和成人不仅在年龄上存在差异，还在习得二语词汇的方式上存在差异。一般来

说，与成人相比，儿童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的输入模态比较单一，主要依靠听觉。词汇附带习得的输入模

态不同，学习者词汇附带习得的效果也会不同。以成人为受试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可以推论到儿童的词汇

附带习得研究上，因此，以儿童为受试探讨学习者的二语词汇附带习得必将成为该领域的一个发展潜势。 

5.2. 口语语篇的词汇附带习得研究 

语篇的本身特征会影响词汇附带习得的产生。目前，国内外对学习者在文本阅读中的词汇附带习得

研究较多，却忽视了口语语篇下的词汇习得。苗丽霞[30] (2014)指出：近年来，口语语篇与词汇知识之间

的相关性逐渐受到二语词汇习得研究界的重视。口语语篇输入条件下学习者词汇附带习得过程存在较大

的探究空间。另外，与文本阅读类似，学习者在接受何种类型的干预性任务后能促进其词汇附带习得？

这个问题在未来也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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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不同注释方式的词汇附带习得研究 

国内外研究者在词汇附带习得研究中，对受试者大多是提供同样的生词注释，而忽视了不同的生词

注释方式对受试者词汇附带习得效果的影响。夏珺[31] (2018)研究了注释方式对少数民族地区初中生词汇

附带习得的影响，实验中的注释设计了三种类型：汉语注释、英语注释和英汉双语注释。该研究发现，

英语注释有利于产出型词汇的习得，汉语注释有利于接收型词汇的习得，而英汉双语注释对产出型和接

收型词汇都有促进作用。然而，该研究忽视了受试者二语水平这一因素对词汇附带习得效果的影响，没

有将受试按照英语水平划分为不同的小组。那么，双语注释是否有利于各个二语水平阶段的学习者？该

问题也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讨论。 
本文主要从词汇附带习得的产生和相关实证研究，以及有关词汇附带习得的理论进行了概述。词汇

附带习得研究是词汇研究的新领域，丰富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的二语习得以及词汇教学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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