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语教学

编者按:外语教学是一个看似容易实则复杂的系统工程。一定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发掘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方面 (戴运财,郭乃照,于华、彭工 )。同时, 运用元认知理论寻求我国外语教学质量的提高 (肖武云、

王晓萍、曹群英 ),是本刊近期关注的系列问题之一。运用语言学已有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外语教学实践

中的困难现象 (郭红霞 ) ,一直是本刊追求的目标。

工作记忆与教学方式在
英语关系从句习得中的作用

*

戴运财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浙江农林大学,临安 311300)

提 要:为了解工作记忆和教学方式在关系从句习得中的作用, 本研究测试两组学生的工作记忆容量; 分别采用显

性和隐性教学方式进行 4种关系从句知识的教学, 在教学后进行即时测试。研究表明: ( 1)在 4种关系从句中, 在产出性

任务中, OS类型关系从句最易习得, 并且显著易于 SS, SO, OO类型从句, 在理解性任务中, OS类型关系从句同样最易习

得,但只与最难的 SO类型从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2)工作记忆容量大、中等组的学习者的关系从句习得结果显著好于

工作记忆容量小的学习者; ( 3)显性教学方式下的习得效果显著优于隐性教学方式下的习得效果 ; ( 4)虽然工作记忆容

量与教学方式都对关系从句的习得产生显著影响, 但两者没有发生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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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ole ofW orkingM emory and Instructional Treatm ent

i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Relative Clauses

Da iYun cai

( Shangha i Jiao tongUn ive rs ity, Shangha i 200240, Ch ina;

Zhejiang Ag ricu ltu 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L in an 311300, China)

In o rder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w ork ingm emo ry and instructiona l treatments on the acquisition of re lative clauses, tw o

groups o f students are measured on the irw orkingm em ory capac ity, and then instructed on the ru les o f relativ e c lauses in term s o f

exp lic it deductiv e teach ing and im plic it inductive teach ing fo llow ed by a test imm ed ia tely a fter the instruction. The resea rch re

sults indicate: ( 1) Among the four types of re lative c lauses instructed, OS is acqu ired significantly easie r than SS, SO and OO

based on the produc tive task, w hile OS, still be ing the eas iest, on ly s ignificantly d iffers w ith the most d ifficu lt SO based on the

com prehension task; ( 2) Learners w ith larg e and m ed ium w orkingm em ory capacity per fo rm s ignificantly bette r in the test o f rela

tive clauses than those w ith sm a ll memo ry capac ity; ( 3) The acqu is ition under explic it deductive teach ing is superior to that un

der im plic it inductive teach ing; ( 4) The re is no in terac tive e ffect be tw een workingm em o ry capacity and the type of instruction on

the acquisition of re lative c lauses, though both of them p lay a significant ro le in it.

Keyw ords: working m em ory; explic it teaching; imp licit teach ing; re lative c lause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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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过对不同类型关系从句习得情况的调查研究, 可

以窥见相关心理结构对语言加工的作用以及其它相关因

素的影响,因此对关系从句习得的研究也从语言学本身

逐渐转向心理语言学、语言习得机制、语言教学等领域的

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工作记忆 ( wo rk ing m emo ry)在关系从

句习得中的作用 ( G ibson 1998, Juffs 2006, Just& Carpenter

1992, W aters& Caplan 1996 ), 教学方式对关系从句习得

的影响 ( Doughty 1991)等。国内学界近几年在这方面的

研究也明显增多,但大多局限于语言学视角, 且主要是对

学习者语法知识习得结果的调查, 很少涉及教学方式在

关系从句习得中的作用。因此, 本研究调查学习者的工

作记忆与教学方式对关系从句习得的影响, 以期进一步

拓展该领域的研究视角与深化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2 文献综述

2. 1工作记忆与语言习得

Badde ley& H itch于 1974年最先提出工作记忆概念。

后来,随着语言学能研究的进展, Carro ll( 1990), M iyake&

Fr iedm an( 1998)等提出工作记忆可作为语言学能的一个

组成部分。与工作记忆有关的理论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

Badde ley& H itch的工作记忆模型, 他们认为工作记忆不

同于短时记忆, 它包括对被加工的认知任务中的信息的

暂时储存与控制, 强调在复杂的认知活动中同时加工与

存储信息。他们的最初模型包含 3个子系统:语音环路、

视空模板、中央执行系统, 后来又加上情景缓动器 ( Badde

ley 2003)。在语言习得研究中, 该模型及其测试工具大

量用于调查与解释语言习得的成效 ( B adde ley 2003,

E llis& S inc la ir 1996, Korm os & Sa far 2008, Serv ice 1992,

W illiam s& Lova tt 2003)。这些研究的结果基本都支持工

作记忆容量越大, 语言习得的效果越好。另一个重要的

工作记忆理论是 Danem an & Carpenter( 1980)的复合语言

记忆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强调记忆的存储和加工两项

功能的并行作用, 它包括 Baddeley模型中的语音短时记

忆能力和中央执行系统的功能。该理论使用的测试工具

主要有阅读广度测试与听觉广度测试。有关该理论的大

量研究结果都支持阅读或听觉广度测量的工作记忆容量

与阅读或语法的习得有关 ( Danem an & Carpenter 1980,

H arr ington& Sawyer 1992, Leeser 2007, M iyake& Fr iedm an

1998, W aters& Caplan 1996)。

关于关系从句的加工与工作记忆的关系, 理论假设

主要有:第一个是 G ibson( 1998)的句法预测局域理论: 对

关系从句的加工首先需要将最初的信息存入短时记忆,

然后再与后面的信息融合; 为了追踪句子的句法中心词,

首先需要占用一定的存储资源, 而为了在后面出现的词

语与它的中心词之间建立联系,则需要利用整合资源, 整

合难度取决于需要整合的成分之间的距离。第二个是

Slob in( 1973)的语言加工和表达的操作原则。第三个是

de V illiers, T age r F lusberg, H aku ta and Cohen( 1979)的最

短距离假设。有关关系从句习得的理论假设, 可参考戴

运财、胡慧玲、章晓雯 ( 2008)的研究。

2. 2教学方式与二语习得

教学方式同样对语法的习得产生重要影响, D oughty

( 1991)调查显性教学在关系从句习得中的作用, 结果发

现显性教学对关系从句习得的结果产生显著的促进作

用。Rosa( 1999)的调查结果也表明, 显性教学条件下的

学习比隐性的或附带学习条件下的二语输入效果好。De

Keyser( 1995)的调查则显示对规则的显性教学使学习者

在自己归纳规则方面占有优势。

2. 3工作记忆、教学方式与二语习得

至于语言学能 (含工作记忆 )、教学方式与二语习得

的关系, R ob inson( 1997)在调查成人的显性与隐性二语学

习的基础上发现, 不仅不同教学方式对习得结果产生显

著影响,而且语言学能在显性与隐性学习环境中都具有

预测作用。De G raaff ( 1997)的实验结果表明, 在 3次测

试的 4项任务中, 接受显性教学的受试比接受隐性教学

的受试得分高, 所以显性教学有助于二语语法习得; 此

外,语言学能在两种教学条件下对语法习得的影响没有

显著差别。E rlam ( 2005)调查工作记忆与教学方式共同

作用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结果发现分析能力强、工作记忆

容量大的学习者在侧重语言输入、无需语言输出的教学

方式中获益最多。

3 研究设计

研究问题: ( 1)在理解与产出任务测试中, 不同类型

关系从句的习得难度如何? ( 2 )工作记忆容量大小对关

系从句习得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 ( 3)显性教学与

隐性教学是否导致关系从句的习得效果产生显著差异?

( 4)工作记忆容量是否与教学方式交互作用影响关系从

句的习得结果?

受试:本调查的受试是某市外国语学校初中二年级

两个自然班的学生。入学时两个班为随机编班, 整体学

习成绩比较接近; 我们还对两个班学生的英语水平进行

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发现两个班的英语水平没有显著

差异。此外,所有受试均未接受过关系从句教学。

教学方式与内容:在教学方式上, 一个班采用显性演

绎式教学法,即先进行演绎式的详细语法分析, 讲解后立

即让学生就所教内容进行形式操练; 另一个班采用隐性

归纳式教学法,即先进行大量的关系从句展示, 并提供大

量翻译练习,然后让学生从中找出关系从句的语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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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教学方式均借助幻灯片在课堂进行。在教学内容

上,共有主语关系从句、直接宾语关系从句分别修饰主句

的主语和宾语, 所以共有 4种结构的关系从句 ( SS, SO,

OS, OO )供教学。教学内容的要点和步骤分别参照 Gass

( 1980)和戴运财、尤陈静、陈旭英 ( 2008)的设计。

测量工具:本调查采用的测量工具有工作记忆测试

和关系从句测试。 ( 1)工作记忆测试。本研究以 Dane

m an& C arpente r( 1980)的工作记忆理论为基础, 测量工具

采用中国社科院崔耀设计的阅读广度测试。测试卷由 70

个汉语复合句组成, 每句平均包含双字词 16- 18个。每

句话均附加一个短句,用来进行理解判断。其中, 35个短

句的意思与测量句一致, 另 35个句子与测量句不一致。

要求受试记住每一句的尾词, 并判断句子内容。例如, 测

试句:在欧洲, 儿童文学经典作品安徒生童话是除圣经之

外发行最广的图书;尾词: 图书;判断句: 安徒生童话是欧

洲发行最广的图书 (与测试句的意思不一致 )。测量方法

按照崔耀、陈永明 ( 1996)的设计。通过电脑编程设计一

个工作记忆测试软件,将上述 70个句子分成 4个组合, 分

别是 2、3、4、5个句子的组合, 每个组合又包含 5组, 即 2

个句子的组合有 5组,每组有 2个句子, 同样 3个句子的

组合也有 5组, 每组有 3个句子, 以此类推。受试在电脑

上完成测试,测试成绩即时显现在电脑屏幕上。 ( 2)关系

从句习得测试。测试题目形式参照 Izum i( 2003)和戴运

财、胡慧玲、章晓雯 ( 2008)的测试卷,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

分是句子连接题,共由 24小题, 4种类型的从句各 6个小

题;另一部分是语法判断题, 共有 48小题, 4种类型的从

句各 12小题,其中 6小题为语法正确的句子, 6小题为语

法错误的句子。

评分与数据分析: 研究人员首先对收集的测试卷进

行评分,然后将 4种类型的从句分别进行计分。为回答

研究设计中提出的问题, 在数据统计分析上, 我们利用

SPSS( 11. 5)对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方

差分析、双因素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

4 结果与讨论

4. 1关系从句习得的难易程度分析

首先,我们对关系从句的测试卷进行信度分析, 结果

显示信度系数 为. 8633, 信度较高。然后,为了发现 4种

关系从句习得的难易程度, 我们对学习者相应从句习得

的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在产出性任务

中, OS类型的关系从句难度最小 (平均得分为 5. 55), SS

类型的难度最大 (平均得分为 4. 14) ,但对 4种关系从句

的测试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只有 OS类型的从

句与其它 3种类型的从句习得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F =

10. 797, P< . 001) ,而其它 3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表

明 OS类型的关系从句最容易习得, 其它 3种关系从句习

得的难度相近。OS类型的关系从句最容易习得的原因可

能是:这类从句在组句任务中的填充词的移位距离最短,

此外也没有内镶分句来打断主句的主谓结构; 其它 3种

类型的从句习得结果在产出性任务中相近, 其原因可能

是:首先中国学生比较擅长学习语法, 即使在没有理解句

子的情况下,根据语法规则也可以试着将两个简单句组

合成合乎语法的带有关系从句的复合句, 而且, 因为语法

学习的能力较强, 这几种关系从句的加工难度对他们来

说区别不大,所以加工结果也没有明显差异; 其次是我们

在教学后进行了即时测试, 教学的结果可能受教学因素

的影响太显著,在学生基本掌握教学内容的情况下, 他们

很容易套用刚学到的知识内容与解题方式, 结果导致这

几种从句之间的测试成绩差异不够明显。

在理解性任务中, OS得分最高, SO得分最低,单因素

方差分析显示只有 OS与 SO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F =

3. 107, P= . 027)。同样的原因是: OS类型中的填充词与

缺位之间的距离最短, 因此对其理解所需要的记忆容量

也小,而 SO类型中的填充词与缺位之间的距离最长, 处

于加工难度的最难端点, 结果导致 OS与 SO的加工难度

存在显著差异。

4. 2工作记忆容量对关系从句习得的影响分析

为了得出工作记忆容量大小对关系从句习得的影响

差异,我们首先将两个班学生的工作记忆容量按工作记

忆测试的得分分为大、中、小 3个档次, 前三分之一为大,

中间三分之一为中, 后三分之一为小 (W a ters & Caplan

1996) ,然后以工作记忆为影响变量, 关系从句的测试成

绩为依存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不管是

在产出性任务还是理解性任务中, 工作记忆容量大的一

组学习者取得的测试成绩最高, 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

显示:一方面, 在产出性任务中,工作记忆容量大、中、小 3

个层次的学习者在关系从句的测试成绩中没有显著差异

( F= 2. 071, P= . 133); 另一方面, 在理解性任务中, 工作

记忆容量小的学习者与其它两组学习者的关系从句测试

结果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F= 5. 597, P= . 005), 且明显低

于其它两组学习者。若不区分产出性任务和理解性任

务,将两者合计, 则工作记忆容量小的学习者的测试成绩

同样明显低于另两组学习者的成绩 ( F = 4. 699, P =

. 012) ,但是工作记忆容量中、大组的学习者关系从句测

试的成绩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数据表明,一方面工作记忆容量与关系从句的习得

存在一定关系。一般情况下, 工作记忆容量小不利于关

系从句的习得, Just& C arpente r( 1992)认为, 工作记忆容

量小的读者在阅读理解句子时, 将较多资源用于信息储

存,而用于加工资源相对较少, 其阅读效率就低。另一方

面,当工作记忆容量达到中等以上水平, 对关系从句习得

的影响就没有明显区别,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 首先 ,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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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容量不是太小, 学习者都可以很好地习得基本的句

法知识。作为语言学能一部分的工作记忆, 可能与智力

的影响存在相似性, G enese( 1976)发现, 智力对语言基本

知识的习得不产生显著影响, 只是在学习高级阶段才发

挥作用。学能研究还进一步展示语言习得发展的两种取

向:以语言学为基础的取向和以记忆为基础的取向。前

一类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注重分析语言, 而后一类学习

者更倾向于依靠语言模块和有效记忆, 因此记忆能力中

等、分析能力强的学习者同样可以在语言学习中取得好

成绩,只是采用的学习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 Skehan 1986)。

其次,句法习得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工作记忆容量只是其

中的一个因素,学习者的外语水平、分析能力等都会影响

关系从句的习得,在实际学习过程中, 学习者可能采用其

它策略来补偿。

4. 3两种教学方式对关系从句习得效果影响的差异

分析

为了考察显性演绎式教学与隐性的归纳式教学对关

系从句习得效果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对两组

受试的关系从句测试成绩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 比较两

种教学方式下习得效果的差异。结果发现, 教学方式对

产出性任务和理解性任务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 ( T值分

别为 4. 108和 2. 768, P值分别为. 000和. 007), 且显性教

学效果显著好于隐性教学。这与 Dough ty ( 1991), E rlam

( 2005)等的调查结果一致, 因为显性教学能凸显语法的

重要特征并将学习者的注意引向语法的某些关键方面。

这样,不仅有助于对某些特定语言特征的学习, 而且可以

减轻工作记忆的负担; 更多的注意力与记忆容量可用来

学习新内容。此外, 注意又是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心理

机制, Schm idt( 1990)的研究认为, 注意是习得的基本条

件,它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对本研究中的

受试而言,关系从句的基本结构不是难度很大的语法规

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并支持上述研究的成果。

4. 4工作记忆容量与教学方式的交互情况分析

为了了解工作记忆容量与教学方式是否交互影响关

系从句的习得结果, 我们将工作记忆容量与教学方式作

为影响变量,关系从句的测试成绩作为依存变量进行双

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工作记忆容量与教学方式都对

关系从句的习得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工作记忆 F= 5. 681,

P= . 005, 教学方式 F= 15. 405, P< . 001),但两者之间没

有发生交互作用 ( F= 1. 896, P= . 157)。之所以出现这种

结果, 可能的原因是: 第一, 工作记忆与关系从句的习得

不呈正相关,当工作记忆容量达到一定程度, 学习者在两

种教学条件下都可以学好基本语法知识, 而工作容量小

的学习者在任何教学条件下习得的结果都明显偏差; 第

二,尽管学习者的工作记忆容量不同, 两种教学方式对习

得结果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可见工作记忆对教学方式

的影响没有产生显著效应; 第三, 工作记忆容量与学习者

的即时理解加工能力相关, 而教学方式更多关注分析能

力与归纳能力, 所以工作记忆与教学方式交叉的地方就

少,在具体语法知识学习方面, 分析能力或归纳能力似乎

更加重要,此外教学方式与综合学习能力可能有关, 而工

作记忆只是学习能力的一部分;第四, 中国学习者擅长语

法分析的特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工作记忆容量大

小对教学方式的影响; 第五, 语言习得涉及许多方面, 教

学方式与工作记忆只是影响习得的两个因素, 关系从句

的习得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二语水平、母语特征等。

我们在进行的多元回归分析中也发现, 教学方式的 R平

方决定系数为 0. 144, 即教学方式可以解释关系从句测试

成绩 14. 4%的方差;教学方式与工作记忆联合的 R平方

决定系数为 0. 203, 即两者联合解释关系从句测试成绩

20. 3%的方差, 可见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水平不是很高。

归根结蒂,中国外语学习者与学习环境有其自身特点, 其

外语学习更多受制于自身的语言能力、习得水平、母语影

响以及环境特点等因素, 因此在西方进行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对中国语境下的语言习得与外语教学虽有一定借鉴

作用,但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研究成果。

5 结束语

通过对工作记忆、教学方式与关系从句的习得效果

调查发现: ( 1)在产出性任务中, OS类型的关系从句最容

易习得, SS, SO, OO类型的从句习得难度相近,且 OS类型

与其它 3种类型从句习得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在理解性

任务中, OS类型的关系从句最容易习得, SO类型最难习

得,且只有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2)工作记忆对关系

从句的习得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工作记忆容量大、中的学

习者的关系从句习得效果显著好于工作容量小的学习

者; ( 3)显性教学方式与隐性教学方式对习得结果的影响

存在显著差异; ( 4)虽然工作记忆容量与教学方式都对关

系从句习得产生显著影响, 但两者没有发生交互作用。

本研究需进一步调查的内容主要有两项: ( 1)工作记

忆与不同复杂程度任务的关系研究。 ( 2 )母语特征对二

语关系从句习得的迁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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