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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词汇是二语习得的中心环节，词汇石化二语习得常见的现象，它影响着学习者语言能力的提升，纵览近二十年的
研究发现，学者多以二语习得的质量为支点，着眼于二语习得的过程以及心理认知的特点，来分析二语习得词汇石化的现象，

并找出相应的原因和对策。

Abstract: Vocabulary is the focus of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vocabulary petrochemical common phenomeno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t affects the learners’ language ability of ascension, through nearly a decade of research, to the quality 
as the fulcrum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focusing on the proces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to	analysis	 the	phenomenon	of	vocabulary	petrochemical,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find	out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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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D.AWiIkins曾说：“没有语法，人们不 

能表达很多东西，而没有词汇，人们则无法表达任何东

西。”词汇习得是二语习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更大

结构句子段落篇章的基础，是语言表达的基础材料，词汇

习得在二语习得中占据中心地位。石化指的就是由于受语

言环境、语言水平、心理因素、认知方式、学习策略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外语学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处在停滞不

前的徘徊状态，未能达到母语这个理想的终点，这种现象

就是外语学习中的石化现象。词汇石化现象会打击学生学

习的信心，阻碍学生二语能力的提升，探讨二语习得词汇

的石化现象分析原因，找出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2 二语习得词汇中石化内容
2.1 词量的石化

词汇习得贯穿二语学习者的始终，处于二语习得的中心

位置。随着学习者年龄的增长，学习时间的增加，学习者词

汇积累会呈现出上涨的趋势，但是二者并不是线性相关的关

系。在初级阶段词汇数量增长得比较快，到了中高级阶段词

汇数量的增长会相对较慢，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词汇增长会

停滞或者磨损。例如，中国学者戴炜栋（1999）、牛强（1999）

把石化分为暂时性石化和永久性石化，认为中国大学生英语

水平经过小学中学的训练后，有了基本的外语知识，外语能

力基本稳定，在大学阶段经过训练显著提高后，外语能力逐

渐停止发展，出现暂时性石化现象 [1]。周大军（2000）等人

对理工科大学生词汇量习得性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大学生在

经历了小初高训练积累后，在大学期间学生词汇量会出现石

化甚至是磨损现象。这都体现了学习者在习得二语词汇的过

程中词汇量的积累会出现石化现象。

2.2 词位的石化
在二语词汇习得的过程中，由于现有词汇满足了学习者

基本表达需要，或者其他原因，学习者词汇的量的积累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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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石化现象，与此同对于学习者来说，习得词汇的质和词汇

的深度同样也会出现石化现象，首先体现在词条的词位方

面。当一个人在学习二语词汇时，首先接触到的是词汇的形

式（语音和书写），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会接触到跟母语发

音不同，或者或母语中不存在的音，这时候受母语的影响，

会产生语音的石化现象。以中国学生学英语为例，许多学生

用 S 代替英语中的 [θ]，用 Z 代替 [δ]。在书写的过程中，

也会受到母语影响出现石化现象，以中国学生为例英语中

“L”往往和汉语拼音中的“l”混淆产生石化现象 [2]。

3 二语习得中词汇石化现象的原因
词汇石化是二语习得石化现象中值得关注的分支，造成

石化的原因更是专家们重点关注的问题。Slinker（1972）将

石化现象形成的原因归纳为五个过程：①母语迁移；②培训

转移；③二语学习策略；④二语交际策略；⑤目的语过度概

括。但是，石化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和交互性（沈刚、冯涛，

2017），这样简单把原因归为这五大类，在实际学习过程中，

会出现把学习者多样性的原因僵化套入这个原因，对于二语

习得并没有太多的实践意义。所以，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

二语习得词汇成因做了更深入研究探讨，徐欢（2017）从心

理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二语心理词库发展过程中词汇石化

现象发生的认知、语义等方面的成因 [3]。

3.1 母语迁移
母语中语言知识与二语中不一致，会对二语学习产生干

扰，阻碍二语习得，产生负迁移，由此产生石化现象。例如，

汉语中的“红眼”一词，在英语中就会变为 green-eyed；而

英语中的“brownsugar”翻译过来就是红糖。张淑静（2003）

认为母语在极高水平的操双语者加工二语的过程中仍然继续

发挥作用，但是习得者以母语为中介的二语词汇习得策略将

导致长时记忆中跨语际语义关系（二语词形—母语对译词概

念）的根深蒂固，阻碍了二语心理词汇之间语义关系的发展 [4]。

3.2 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
学习策略指学习者语言学习者为有效地掌握语言规则系

统，发作战语言技能和交际能力。词汇学习策略包括词汇学

习观念、元认知管理、编码记忆等等。研究者发现，学习者

采用不当的策略去学习词汇时就会产生偏误最后导致石化

现象。交际策略包括回避、预制结构、求助权威和变换语言

（牛强，2002），当学习者达到一定程度，往往会采取简化

和回避，只是在原有词汇的基础上进行交际，长此以往，会

发生词汇高原现象。

3.3 目的语的过度概括
目的语的过度概括指的是学习者将学过的一些语言规则

或者单词错误地应用到其他语境中去，如将名词复数规则用

于特殊变化的名词中或将动词第三人称的变化规则笼统化。

这样的现象往往发生在初级阶段较多。冯涛（2016）、胡小

颖（2010）等学者都在 Slinker 提出的基础上，结合汉语学

习者特点对此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5]。

3.4 学习动机
Krashen（1985）曾提出情感过滤器假说，包括四大变量，

即动机、态度、自信心、焦虑。任何一个变量发生变化，都

可能影响二语知识的学习。动机又分为内部动机，外部动机，

工具性动机与融合性动机。例如，学习者为了考试而去背诵

四六级词汇、考研词汇等，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多关注词汇

的量，忽略词汇质，只关注词汇常见意义，忽略词汇的实际

用法，产生词汇石化现象。李颜伟（2015）、鲍绢（2011）

等学者都提到了动机是导致词汇石化原因之一 [6]。

3.5 教学模式
教学在二语习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教师，教材，教学

模式，训练方式，都会对学习者产生影响。吴茜（2017）在

对艺术生习得英语词汇石化现象研究中，就重点提出了不合

理的教学模式，如缺少词义对比、机械记忆训练、缺少语境

等原因造成学习者产生石化现象。教材的适当选用，教师教

学策略的选择以及课堂教学输入的质量都会影响到二语习得。

3.6 母语中社会文化迁移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差异阻碍交际的进

行。母语文化的思维定势和对异文化的成见也会导致在二语

学习的过程中产生母语迁移进而产生石化现象。学习者已有

的母语语言心理机制很容易对新学习的语言产生干扰。例

如，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我们对“酒”的理解就与英语文

化不同，我们看到“酒”就想到“wine”，但是“wine”在

英文中专指葡萄酒。

4 结语
词汇石化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中介语石化的基础上，这

样虽然促进中介语石化和词汇石化现象的发展的，但是词汇

石化研究的角度收到了限制，且人们对词汇石化的专门性研

究较少，更多是集中在中介与石化的研究当中。对于石化的

原因分析受 LaryreShnker 的影响比较大，出现固化现象，多

数的分析都是从这五个角度，而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对策，

也缺少现实针对性，对于消解词汇石化现象的指导意义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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