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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L2 words acqui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ntal lexicon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Following two results are concluded. Firstly, there are two ways tap-
ping into representation of L2 novel words—form and semantic prim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L1 
and L2 words may be stored in different memory areas, with L1 words in “lexical memory” and L2 
words in “episodic memory”. Secondly, the results when newly learnt L2 words integrate into es-
tablished mental lexicon are controversial. Some of them are in favor of the role of memory con-
solidation, while others hold the view that newly learnt L2 words can integrate into established 
mental lexicon without memory consolidation period. Finally, the author holds the view that fur-
ther empirical studies are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memory consolidation on L2 
words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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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旨在探讨心理词库视角下的第二语言词汇习得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第二语言新学词心理表征形成的研究可以从词形和语义两方面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二语词汇与母语词汇

存储方式可能不同，母语词汇存储在“词汇记忆”中，而二语词汇存储于“事件记忆”系统。第二、关

于第二语言新学词何时进入到已建立的心理词库中，研究结果并不一致。部分研究表明记忆痕迹巩固过

程对于第二语言新学词进入心理词库至关重要，然而也有部分研究支持无需记忆痕迹巩固过程，第二语

言新学词便能进入心理词库。最后，作者认为要探究二语词汇的存储方式以及记忆痕迹巩固过程对二语

词汇习得的影响还需进一步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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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词汇习得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词汇习得的研究也呈现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其中，

对心理词库的研究尤为广泛。近年来国内对二语心理词库的研究成果显著，如二语心理词库的表征结构

研究[1] [2]，双语者语义通达机制研究[3]等，这些研究都针对第二语言已学词汇在大脑中的表征情况以

及如何提取这些词汇。然而，对于第二语言新学词汇心理表征形成的探讨并不多见[4] [5]。 
对新学词心理表征形成的探讨最早开始于对母语新学词汇的研究。然而，成年人的词汇习得一般发

生在二语情境中，因此研究者开始探讨第二语言新学词心理表征的形成与发展情况。主要探讨的问题有

二：其一，如何判断新学词已进入心理词库？其二，第二语言新学词何时进入到建立的心理词库中？针

对问题一，不同研究者采用不同的实验范式以及测试任务判断新学词是否已经进入心理词库。许多研究

者认为词形启动实验可以判断新学词是否进入心理词库[6] [7]。也有许多研究者通过语义启动实验探究二

语新学词是否进入心理词库[8] [9] [10] [11]。对于问题二，部分研究者认为新学词进入心理词库需要经过

记忆痕迹巩固阶段[4] [5] [11]。部分研究者则认为不需要记忆痕迹巩固阶段，二语新学词就能进入到心理

词库中[7] [9] [10]。 

2. 心理词库 

心理词库此概念最早由 Treisman (1964)提出，指的是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词汇知识。他认为，在每

个说话者的头脑中，都存在着一个高度有序、自动化程度很高的专门存储语言的词典，即心理词典。该

心理词典中存储了大量的词条，每个词条包括音、形、义、语法等词汇信息。心理词库的研究方法有词

汇联想测试、词图命名任务、Stroop 实验、词汇判断任务、语义启动实验等[12]。研究者认为早期中英双

语者和晚期中英双语者学习二语词汇时的心理表征形成过程不一样。相比早期中英双语者，晚期中英双

语者二语新学词的心理表征形成过程更为复杂[13]。对于晚期中英双语者，研究心理词库视角下其第二语

言词汇习得，词汇词形竞争是衡量标准之一。词汇词形竞争可以由抑制效应体现。词汇判断任务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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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实证研究发现了启动词对其正字法邻近目标词的抑制效应，根据交互激活模型(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的解释，视觉呈现一个词不仅会激活这个词本身的特征，同时还会激活与它表征相似的所有词，

激活在不同水平的单元上是双向连接的，相容的单元之间表现为相互激活，不相容的单元之间则出现相

互抑制[14]。另外，根据激活扩散模型(Spreading Activation Model)，词的组织像一张由彼此关联的结点

组成的网，各个结点之间既有语义上的联系也有功能上的联系。概念信息通过激活扩散提取：某一结点

被激活后，会同时向所有的方向扩散，使与它相联系的各个结点都受到激活的影响[15]。因此，也可以用

语义启动实验探究二语新学词是否进入心理词库。 

3. 如何判断二语新学词已进入心理词库 

3.1. 词形启动实验(PLE) 

为了回答学习者是否习得第二语言词汇，部分研究采用词形启动实验[4] [5] [8]。他们考察了词形启

动实验中的“真假启动词效应”(Prime Lexicality Effect，简称 PLE)。该效应首次由[16]提出并且已经在

许多掩蔽启动实验中得到证实[4] [5]。该效应显示，在掩蔽启动实验中，假词启动词(如 contrapt - 
CONTRACT)往往产生显著的词形启动效应，而真词启动词(如 contrast - CONTRACT)由于词汇之间相互

干扰导致启动效应消失，该效应的存在说明真词、假词在大脑词库中的表征方式或区域存在差异，这种

差别在第二语言新学词汇的心理表征研究中被转而应用到新词学习上，也就是说，如果经过反复学习，

假词“contrapt”的词汇特征逐渐明显，当它最终具有与真词“contrast”相似的心理表征之后，启动效应

则应该消失。因此，“真假启动词效应”可以作为词汇习得的衡量标准之一[4]。[8]的研究使用无掩蔽词

形启动范式、掩蔽重复启动范式以及语义启动范式探究通过有意学习，双语者是否能习得二语新词。研

究发现无掩蔽词形启动试验中出现明显的真假启动词效应(PLE)。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有意学习双语者能习

得二语新词。[5]探究母语新学词的词汇化过程及其心理表征情况，和[8]的研究一样，该研究使用真假启

动词效应(PLE)作为词汇习得的标准。与[8]的研究不同的是该研究采用掩蔽词形启动实验。实验结果表明

相比未学词而言，新学词未出现明显的词形启动效应，该实验中出现了真假启动词效应，说明新学词已

进入到心理词库中。[4]的研究基于[5]，该研究使用掩蔽词形启动范式，采用词汇识别任务探究经过有意

学习，二语新学词的心理表征情况，但是，对于真假启动词效应(PLE)，虽然该研究与[5]采用相同的实验

过程以及材料但却得出了相反的实验结果。二语新学词作为启动词时对目标词有明显的词形启动效应，

表明并没有出现像[5]中发现的真假启动词效应(PLE)。另外，[17]探究日英双语者二语新学词的心理表征

时，同样也并没有出现真假启动词效应(PLE)。这与[8]所得出的实验结果并不一致。 

3.2. PLE 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分析 

关于 PLE 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第一、[4] [5]的两个实验中采用掩蔽词形启动范

式，而[8]采用了无掩蔽词形启动范式，相比后者启动词的呈现时间(522 ms)，前者由于启动词呈现时间

过短(50 ms)导致受试人员不能完全加工启动词，从而没有出现词汇之间的竞争，导致真假启动词效应(PLE)
消失。对于这个假设，[4]给出解释，有 ERP(事件相关电位)研究表明刺激触发后，即便是母语者也需要

140 ms 加工刺激。因此，掩蔽词形启动实验中启动词呈现时间 50 ms 对于母语者也明显不够，然而在 L1
的掩蔽词形启动实验中却观察到了 PLE。那么，有另外一种可能，因为启动词的呈现时间足够长，所以

[8]中的受试会利用“事件记忆”(episodic memory)帮助其判断目标词为真词或假词。当学习阶段出现过

的词作启动词时，会激活该词的心理表征又因为加工时间足够长，根据词条开放模型(Entry-opening model)，
大脑能完全加工刺激并找到与刺激相匹配的表征，即其本身的表征，从而导致词条关闭。此时，当目标

词出现时大脑需要重启词条，从而导致加工时间变长，出现 PLE。第二、这两个研究中受试的母语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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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选用德–英双语者为受试，而[4]的受试为中–英双语者。德语和英语均为拼音文字，且属于同一语族，

相似度更高。根据语言近似模型(Linguistic Proximity Model)，相比结构差异较大的语言，对于结构相似

的语言，学习者学习效果更好。第三、对比[4] [5]两个实验，这两个实验均采用掩蔽词形启动范式，不同

之处在于[5]探究的是母语新学词的心理表征情况，[4]探究的是二语新学词的心理表征情况。二语新学词

作为启动词时对目标词有明显的词形启动效应，并没有出现像[5]中发现的真假启动词效应(PLE)。因此，

[4]认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的过程不同。研究提出该不同可能与母语和二语的词汇存储方式有

关。根据[18]，可能的解释是母语词汇存储于“词汇记忆”(lexical memory)，二语词汇存储在“事件记忆”

(episodic memory)。 

3.3. 语义启动实验 

二语词项内部结构的构建，即习得一个二语单词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词形发展阶段(the formal 
stage of lexical development)，第二、一语概念层中介阶段(L1 lemma mediation stage)，第三、二语整合阶

段(L2 integration stage)。词形发展阶段注重的是一个单词的拼写与发音。这时，学习者对该词项的其他信

息空白。因此，此时并不能理解为二语新学词已经进入到二语心理词库。第二阶段时，二语的一语对译

词与二语词产生联系并随着学习者的不断使用而加强。直到第三阶段，随着一定数量与质量的二语语言

输入，二语学习者逐渐地从大量的语言输入中获取某一二语词项的语义、句法、形态信息，然后把它们

整合在一起[18]。这样一来，二语学习者的二语词项有了自己的语义表征。此时就可以理解为学习者已经

习得了该词汇。所以有部分实验采用语义启动实验探究第二语言新学词能否进入到心理词库中。[19]通过

分析[18]提出的二语词项的内部构建，认为二语词汇能力的发展过程是二语词汇得从母语系统向目的语系

统的发展过程，首先是通过迁移部分一语语义系统中的概念节点来发展，并随正迁移的加强，形成二语

语义表征系统。[7]探究新学词能否进入已建立的语义网络中。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启动词掩蔽与否，新学

词都能够启动与之语义相关的熟悉词，表明新学词已进入到已有的语义记忆系统中。[20]认为词汇知识不

是简单的“习得”或者“未习得”，而是一个不同水平的连续体。学习者对词汇的习得通常由语音和其

他非语义层面逐渐过渡到词法、句法、语用等语义层面。随着习得程度的加深，词汇不断向心理词汇的

中心位置靠近，从最初的语音、字形方面的联系到语义方面的联系。[9] [10]的研究结果表明启动词能否

启动与之语义相关的目标词取决于新学词的词汇知识深度，受试能够回忆语义的新学词作为启动词时，

对目标词存在语义启动，而受试不能够回忆语义的新学词作为启动词时，对目标词存在语义抑制。[21]
通过对比不同熟悉度的二语词汇联想反应探索二语心理词库研究结果表明第二语言词汇习得过程中，母

语知识的影响无可避免。另外，熟悉一个词并不意味着在二语心理词库中已形成相关的语义词汇网络。

同样地，[15]根据心理词库的构建模式，建立了二语词汇习得模式——联想网络体系，研究发现长时间段

内联想网络式习得模式较“在上下文中学单词”更有助于各层次学习者的词汇学习。 

4. 第二语言新学词何时进入心理词库 

对于第二语言新学词何时进入心理词库该问题并未取得统一的结论。主要探讨的问题是记忆痕迹巩

固过程对第二语言新学词进入心理词库的作用。记忆是“对信息的编码、存储和提取的过程”。信息的获

取和编码是整个记忆活动的开始，外在刺激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为记忆系统通用的编码，在神经系统中

形成初步表征。随后经过整理信息以更稳定的形式保存在神经系统中。经过短暂的记忆编码阶段，稳定

的长时记忆形成之前还要经历一段时间，最初的信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加深、改造甚至丢失，这个阶

段被称之为记忆巩固阶段[22]。记忆巩固的方式有重复练习和睡眠。睡眠对于记忆巩固的重要作用受到广

泛关注，睡眠使得经历过练习、初步编码的记忆痕迹得到巩固，从而进入更稳定的模式，因此关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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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巩固过程作用的探讨主要关注有无睡眠对学习者二语新学词进入心理词库的影响。 
[7]的研究结果表明无需经过记忆痕迹巩固过程，新学词依然能够进入到心理词库中。证明记忆痕迹

巩固过程并非新学词进入心理词库的必要条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经过记忆痕迹巩固过程后，新学词的

启动效果更加明显。同样地，[9] [10]的研究也表明无需记忆痕迹巩固过程，只需要重复出现三次，第二

语言新学词建立的语义表征能很快进入到已存在的语义网络中。 
但是，[11]认为母语和二语词汇习得都有两个过程：一个是快速获得的情景表征过程，另一个是缓慢

的学习过程。前者由内侧颞叶支持，后者由大脑新皮层支持。经过新词初期学习过程和相对长期的巩固

过程词汇表征有可能发展成和已知词大致相同的语义状态。对此，[23]的研究也给予肯定。他们认为二语

的内隐和外显性学习两个过程中，新词的语义表征表现为外显性记忆，经过新词初期学习过程和相对长

期的固化过程，词汇表征有可能发展成与已知词大致相同的记忆状态，即就是经重复学习后的词汇语义

可发展为内隐表征。[8]也支持记忆痕迹巩固过程的做用并在他的研究也加入了记忆痕迹巩固过程。[5]的
研究包括两个实验，实验一不包含记忆痕迹固化过程，实验结果出现明显的词形启动效应。换句话说，

实验一并没有出现真假启动词效应。实验二中加入记忆痕迹巩固过程，相比未学词而言，新学词未出现

明显的词形启动效应，该实验证明了真假启动词效应并且说明需要经过记忆痕迹巩固二语新学词才能进

入到二语心理词库中。 

5. 结论 

本文主要梳理了国内外心理词库视角下的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关注的问题有二，其一，如何判

断二语新学词已进入心理词库？其二，二语新学词何时进入到建立的心理词库中？根据国内外现有的实

证研究不难发现，第二语言新学词心理表征的形成可以从词形和语义两方面进行研究。采用语义启动范

式时，研究结果发现学习者对不同的词汇掌握程度不一样，词汇知识并非简单的“习得”和“未习得”。

另外，在二语新学词心理表征形成的过程中母语会起中介作用，其发展过程是二语词汇得从母语系统向

目的语系统的发展过程，首先是通过迁移部分一语语义系统中的概念节点来发展，并随正迁移的加强，

形成二语语义表征系统。当采用词形启动范式，以“真假启动词效应”作为词汇习得衡量标准时，实验

结果不尽相同。作者给出了三种可能的原因。关于第二语言新学词何时进入到已建立的心理词库中，研

究结果并不一致。部分研究支持无需记忆痕迹巩固过程，第二语言新学词便能进入心理词库[7] [9] [10]。
部分研究却表明记忆痕迹巩固过程对于第二语言新学词进入心理词库至关重要[4] [8] [11]。 

上述研究结果给未来的研究以下启示：第一、[8]与[4]两个研究中，“真假启动词效应”出现与否和

母语与二语词汇存储方式不同有关，或者是与母语和二语的结构相似程度有关，这些都值得进一步验证。

以后的研究中可以采用无掩蔽启动范式设计一组实验，如果与[4]的实验结果相同，出现真假启动词效应，

则说明启动词的呈现时间可能影响了学习者对其的加工过程。如果出现与[4]一致的实验结果，即没有出

现真假启动词效应，则表明[8]与[4]的结果差异可能是由于母语不同(德语、英语)，这种差异可能是表义

文字与拼音文字之间的不同导致。另外，也可以设计一组实验探讨中英双语者学习母语词汇时是否会出

现真假启动词效应，如果该效应的确存在则证明真假启动词的出现与否确实和母语与二语词汇存储方式

不同有关。除此之外还能证明和拼音文字相似，汉字识别存在正字法邻近字抑制效应。当然，未来的研

究也可以采用情景识别任务进一步验证[18]提出的母语词汇存储于“词汇记忆”(lexical memory)，二语词

汇存储在“事件记忆”(episodic memory)。第二，现有的实证研究都是针对熟练中英双语者，未来的研究

也可以探讨不熟练中英双语者二语词汇的心理表征的形成或者将二者进行对比。最后，记忆痕迹巩固过

程对第二语言新学词进入心理词库的作用也有待考证，因为实验过程中有其他变量。比如，重复测试对

实验结果的影响。另外，学习者要习得词汇需经过多个学习阶段，该过程中既有阶段效应也有睡眠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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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汇习得程度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分别控制这两个变量从而探讨它们各自对二语词汇习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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