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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从 4个方面论述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中关于记忆的研究成果, 指出记忆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 必须设法改善学习者的第二语言记忆效果。同时, 应认真研究我国学生学习外语的记忆特点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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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om five aspects th is pape r d iscusses the resea rches ofm emor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 isition. It points out tha t m em ory

p lays a very im portant rol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 isition,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second language learne rs. m em ory

effect, and tha t a ser ious study shou ld bem ade of them emory fea tures and laws ofChinese learners in fore ign languag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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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认知科学特别是心理语言学的发展, 第二语言

习得 ( second language acqu isition, SLA)研究的重点从第一

和第二语言 (L1, L2)表层差异的对比分析转向认知过程

分析。作为认知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记忆在 SLA研究

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反思这类研究的主要成果, 进

而考察其启示。

1 记忆的结构和功能
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的保持和提取。传统心理学

对记忆的研究或者运用 /痕迹理论0, 或者运用 /肖像理

论0,但都 /无法使用精确概念分析记忆的结构和功能0

(章士嵘 1992: 26- 27)。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处理模型则

为研究记忆的结构和功能提供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框架。

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处理模型认为, 记忆是信息处理

系统的核心, 由感觉记忆、工作记忆和永久记忆三个相互

联系的心理结构组成 (Ca rroll 1994) 。外部信息必须通过

记忆的编码、储存和检索方能获得和使用。外部信息首

先通过感觉记忆进入信息处理系统, 感觉记忆把接收到

的视觉感觉或听觉感觉先以完整的形式保存起来, 时间

约为 1 /5秒,等候从永久记忆提取的信息来辨认。如果接

收到的信息与当前的活动有关, 就会被输入工作记忆 ;反

之则随即消失。工作记忆具有短时储存信息和对信息加

工处理的双重功能, 相当于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但工

作记忆的信息容量非常有限, 大概是 7 ? 2个单位;保存

的时间也很短, 约十秒钟, 不及时复习会迅速遗忘, 而且

储存功能和加工功能很可能因争夺有限的认知资源而发

生冲突, 是信息处理系统中的 /瓶颈0。为了扩大信息保

存的容量, 工作记忆往往采取 /组块0 ( chunk ing)的方式,

通过某些有意义的形式把原本独立的信息组合成较大的

信息单位。新信息经过工作记忆编码后存入永久记忆。

永久记忆的容量非常大,是人们真正保存知识的仓库,分

为语义和情节两种内容,通过检索, 可用于辨认和理解新

信息。

信息处理模型是针对人类心智活动的一般规律提出

来的, 但由于该模型所提供的研究框架不仅适用于研究

一般的心智活动 ,因而引起了 SLA研究人员的广泛兴趣,

成为了 SLA研究领域对记忆展开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2 记忆与成功的第二语言习得
根据对成功和不成功的 L2学习者的研究成果, 语音

编码能力在初学阶段至关重要,但就成功的 SLA而言,其

作用相对语言分析能力和记忆能力来说最小;语言分析

能力在各学习阶段都非常重要, 但充其量只能使学习者

达到 /较好0水平, 难以造就出 /卓越的成功学习者0;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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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 记忆对 SLA的全过程非常重要, 其重要性超过语音

编码能力和语言分析能力, 是帮助学习者在高级学习阶

段获得近似本族语水平的关键因素 ( Skehan 1998)。

SLA研究人员对记忆与 L2技能的相关性研究则从

另一个侧面揭示记忆对成功的 SLA的影响。这些研究主

要围绕短时记忆广度与 L2阅读和听力技能的相关性展

开。例如, H arr ington和 Sawyer曾调查 L2短时记忆与阅

读技能的相关性 (H arr ington & Sawyer 1992); Ca ll曾调查

短时记忆广度与 L2听力技能的相关性 ( Call 1985)。结

果显示, L2句子的短时记忆广度对 L2阅读和听力确实具

有重要的作用。

3 记忆型语言与第二语言习得
记忆型语言 (m emorized language) 指公式语 ( formu la2

ic speech)、套语 ( routines)、词汇短语 ( lexica l phrases)等

特殊的多词现象, 其特点是形式和语用功能相对稳定、使

用频率高, 而且内部具有一定的语法结构, 可作语法分

析。但在语言运用中却不是依照语言规则临时生成的,

而是现成的语块, 是以整体形式学到和保存在记忆中的。

研究发现, 第二语言学习初期, 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

教学环境, 学习者不论年龄大小, 都会经历一个记忆型语

言依赖阶段, 而且似乎比第一语言初学时期更突出 ( F ill2

m ore 1976, H akuta 1976, H anan ia& Gradm an 1977, H atch

1972, Itoh & H atch 1978)。其原因除了记忆型语言本身

的特点外, 与第二语言初学者不无关系。第二语言初学

者一般都已经完成第一语言习得过程, 比初学第一语言

的幼儿具有更为强烈的交际欲望, 但由于第二语言能力

弱, 往往无法运用第二语言规则生成句子进行交际, 为了

避免语言错误又达到交际目的, 只能更多地利用记忆型

语言。换言之, 依赖记忆型语言进行交际是第二语言初

学者的一项重要交际策略和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记忆型语言并非只是第二语言初学者使用。按照

Bolinger ( 1975 ) , Pawley 和 Syder ( 1983 ) , Skehan

( 1998), W iddowson ( 1989)等人的说法, 语言运用尤其是

口语交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记忆型语言。他们认为, 尽

管语言规则的确具有强大的生成能力, 可以确保句子形

式获得最大限度的创造性和灵活性, 使说话人表达的意

思更加准确, 但它在语言运用中的运作需要大量的计算

资源, 须要交际者特别注意语言形式, 因而会分散交际者

对交际内容的注意力 ,影响交际的效果。而且,即时交际

的速度相当快, 而语言规则的编码须要提前计划, 复杂的

语言规则运用更是如此,很难满足即时交际的速度需要。

相比之下, 记忆型语言在语言运用中的最大优势之一就

是对计算资源要求不高,检索和提取的速度相当快, 能够

把语言编码的工作负荷减小到最低限度, 不但可以减轻

即时交际对语言规则计算的压力, 为语言规则计算争取

时间, 满足即时交际速度的需要;而且有助于交际者更多

注意交际内容, 获得理想的交际效果。

然而, 记忆型语言对第二语言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究

竟有多大作用, 迄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

点认为, 记忆型语言对 SLA只有短期效应,至少对成功的

SLA作用不大 ( Bohn 1986, Krashen& Scarce lla 1978)。另

一种观点则认为, 记忆型语言的学习与创造性的语言学

习相互联系, 随着学习的深入, 学习者会认识到原先作为

整体来理解和记忆的那部分语言实际上受规则支配, 这

时他们就能运用这些规则创造性地生成相应话语。从这

一意义上说, 记忆型语言可以为创造性的语言建构奠定

基础, 促进 SLA的可持续发展 ( C lark 1974; E llis 1984,

1994; F illm ore 1976; N attinger& DeCarrico 1992)。

4 第二语言学习的记忆策略
尽管研究人员对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归类不尽相

同, 但通常都把记忆视为第二语言学习策略之一。例如,

Oxford把第二语言的学习策略分为 /直接策略0和 /间接

策略0,记忆策略位于直接策略之首 (Oxford 1990)。 Co2

hen把第二语言学习策略分为 /学习语言的策略0和 /运

用语言的策略0,记忆策略也被列入学习语言的策略之中

( Cohen 1998)。研究人员大都将记忆策略进一步分为若

干种分策略。Oxford提出的记忆策略就包含创建心理联

系、利用形象和声音、认真复习、利用动作等 4种分策略

( Oxford 1990)。对记忆策略列举最为详尽的学者也许是

Schm it.t 他把记忆策略归纳为利用能够反映词义的画面、

对词义进行形象思维、对词形进行形象思维、建立与个人

经历的联系、建立与同类事物词语的联系、建立与同义词

和反义词的联系等 27种 ( Schm itt 1997)。须要指出, 正

如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分类迄今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

标准一样, 第二语言学习的记忆策略分类也是如此。

5 启示
综上所述, 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 记忆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先, 作为人类认知活动的重要心理过程和语言潜能的

重要因素, 记忆贯穿于第二语言学习的全过程。其次,记

忆力强是成为成功的语言学习者的重要前提之一。

第二, 设法改善学习者的第二语言记忆效果。此前,

先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认识问题。首先, 师生必

须正确认识记忆对第二语言学习的重要作用和记忆的认

知特征;其次,师生必须认识各自在改善第二语言记忆效

果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另一个是方法问题。教师必

须掌握相应的指导和训练方法, 学生必须掌握相应的记

忆方法。方法问题解决不好,也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第三, 认真研究中国人学习外语的记忆特点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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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外语教学质量和效率, 应在吸收国

外有益经验的同时认真研究我国学生学习外语的记忆特

点和规律, 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外语记忆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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