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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I 

内容提要 

二语阅读中的猜词策略（Guessing Strategy）是外语学习者在进行外语阅读

时为了达到更好的阅读理解效果常常使用的一种元认知策略。现有的研究成果表

明，猜词过程是个主客观互动的过程，它需要阅读者利用自身的语言知识、背景

知识等知识体系来推测词义，因此阅读者主观意识的作用，对于学者的阅读研究

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在借鉴国内外英语教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参考了此前对外汉语教

学界在这方面所做的小范围研究的成果，从二语习得、学习策略、心理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等多个理论角度出发，应用问卷调查、阅读测试、访谈、偏误分析、

对比分析多种研究方法，对印尼汉语学习者的猜词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的调查和分

析，并从中比较差别，分析发现其特性。本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发现印尼汉语

学习者在自然阅读状态下使用猜词策略的特点，为现行的汉语猜词训练以及阅读

教学提出建议。 

从本课题调查研究的结果来看，大多数印尼学习者对于猜词的信心还略显不

足。尽管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学习者在猜词策略的应用、汉字优势的把握以及

猜词成功率等几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总体而言，学习者在猜词策略的

运用和猜词结果方面的表现还不尽如人意。因此，在阅读教材编写和阅读课教学

等方面，必须根据学习者的猜词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猜词训练，才能达到更好的

教学效果。 

 

 

关键词：猜词策略；二语阅读；印尼汉语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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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Guessing Strategies in L2 Reading by Indonesian Learners of Chinese: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II 

Abstract 

The guessing strategy in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is one of the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which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often use for better reading comprehension 

effects. The existing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process of word-guessing is 

interacted by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and require learners to combine their 

mother tongue knowledge and background knowledge to guess the meaning of 

unfamiliar words. Therefore, the effect of learners’ subjective awareness in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is of great value to researchers. 

Based on the relevant research in TESOL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some small-scale word-guessing investigations in TCFL, this study 

applies theories of SLA, learning strategy, psycholinguis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veral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 reading test, interview, error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word-guessing strategies by Indonesian learners of Chinese, for the purpose of 

discovering differ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word-guessing process through 

comparison between learners at varying levels.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find out how 

they adopt the strategy in reading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instruction of Chinese reading.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most of the Indonesian learners do not have 

enough confidence in word-guessing. They achieve various improvements in use of 

guessing strategy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n success rate of word-guessing, as 

they go on with learning of Chinese. On a whole, however, Indonesia learners’ use 

and result of word-guessing need to be improved. Therefore, it is highly necessary to 

train guessing strategy according to the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in materials 

compilation and instruction of reading so as to achieve better teaching results.  

 

 

Key Words: Guessing Strategy;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Indonesian Chinese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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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章  绪 论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动机 

掌握一定的外语阅读能力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听说

读写四种基本的语言技能中，听和读同样都是语言的基本输入方式。但事实上，

阅读能力的掌握比起听力来，显得更为重要，是更高一层次的理解和信息获取方

式。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二语学习目的不仅在于掌握一种语言工具，更重要的

一点是要通过这种语言工具来实现信息的通达和理解，因此，“读的机会则是大

量的，获得外语阅读的自由能使一个人的知识水平更上一个层次。”①另一方面，

外语阅读与母语阅读不同的是，前者属于学习型的阅读，阅读的目的除了获得相

应的信息外，学习和复习各种语言知识的目标也十分突出。如果在语料选取和教

学方法等方面作法得当，外语阅读还可能促成伴随性（附带性/偶然）学习的进

行，学习者不仅可以在所提供的语境当中综合复习各种知识，还有可能在此基础

上积累更多的语言知识，可见，“培养阅读有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② 

但外语学习者的阅读现状并不乐观，归根结底的原因在于词汇问题。陈贤纯[1]

（1998）指出：“在成千上万的外语学习者中，获得外语阅读自由的人并不多。”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陈贤纯将其总结归纳为以下三点困难：1、词汇

量不足；2、理解不通畅；3、阅读速度太慢。③这三个因素都将会阻碍外语阅读

的顺利进行。陈贤纯所提出的三点困难，分别从语言能力、理解和阅读技能三个

层面指出了二语阅读的困难所在，如果从更深的层次审视他所提出的这三方面的

困难，不难发现，词汇问题是其中最为基础、最为本质的问题，在阅读当中生词

是阅读者最直观的、最先接触到的阅读障碍，也是造成后两方面困难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学习者自身在阅读中也已经意识到了词汇给阅读造成的困难。 

高彦德、李国强和郭旭[2]（1993）在《外国人学习与使用汉语情况调查研究

报告》一书中，通过对出于不同学习目的，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各种汉语学习者

进行的多方面调查，结果发现，无论是哪一类的学习者，词汇的不足都成为了影

                                                        
① 陈贤纯．外语阅读教学与心理学[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7． 
②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续十五）[J]．世界汉语教学．1996（2）：71-78． 
③ 同 1 注，第 7-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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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他们各项语言技能习得的重要因素。而在读这项技能的具体调查中，学习者无

一例外地都将词汇量不足（或专业词汇不足）列在导致阅读产生困难的第一位，

调查结果充分证明了“掌握的词汇量不够是影响调查对象掌握、运用各种技能的

首要困难。”① 

周小兵[3]在《高级阶段词汇教学特点与措施》一文中，引用了研究生张斐斐

（2003）对中山大学高级阶段汉语学习者阅读困难所做的调查结果。调查中显示，

“绝大多数学生认为生词仍是阅读的最大障碍。”②可见，即便是高年级的汉语学

习者，也对处理阅读中出现的词汇障碍并不十分自信。 

从高彦德等人到张斐斐的调查，前后跨度整整十年，但从调查的结果来看，

学习者阅读时在面对生词障碍时，仍然怀有很高的畏惧感。从阅读理解的另一个

角度来说，由于外语阅读者相对于母语阅读者，语言水平和背景知识数量有限，

阅读时“视觉感知以字词为单位，常逐字逐句理解”，阅读模式“自下而上的模

式占重要比重”③。外语学习者的阅读方式也体现了词汇理解的重要作用。因此，

汉语学习者在进行汉语阅读时如何跨越词汇障碍就成了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

亟待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从观察和调查学习者在自然状态的阅读行为入手，

了解他们在阅读中如何消除生词障碍。关于这方面的调查，国外学者已经就英语

为二语的学习者进行了许多调查和实验研究（详见第二章），总结出了学习者在

阅读当中应对生词问题所使用的一些策略，以及影响这些策略使用的因素。有学

者就通过对以英语为二语的学习者的调查发现，猜词策略是“外语学习者在阅读

中遇到生词时最爱使用也是最经常使用的策略”④。那么，以汉语为二语的学习

者在面对生词时情况是否和英语学习者相同；他们会采取哪些策略解决问题，猜

词策略是否也同样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策略之一；学习者使用的猜词策略有哪些；

这些猜词策略是否有助于提升外语阅读理解，还有哪些策略对理解起到了阻碍的

作用；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相关调查分析结果做出回答。本课题正是基于这方

                                                        
① 高彦德、李国强、郭旭．外国人学习和使用汉语情况调查研究报告[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1993，65． 
② 周小兵．高级阶段词汇教学特点与措施[A]．对外汉语书面语教学与研究的最新发展[C]．冯胜利、胡文

泽编著．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308-350． 
③ 王碧霞．谈阅读课教学环节规范化[A]．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课程规范[C]．王钟华编．北京：北京语

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426-433． 
④ Paribakht & Wesche.Reading and “incidental” L2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 Introspective Study of Lexical 

Inferencing.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9 (21): 19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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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考虑，从大样本问卷调查着手，并结合个体实验调查，争取做到较为全面地

描写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者的猜词策略情况，随后对照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

提出自己的看法。本课题将着重就目的语的差异（即汉语和英语的差异）分析学

习者进行汉语阅读时猜词策略的特点，特别是汉语书面语的独特个性与学习者猜

词策略之间的关系将是主要关注的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在厦门学习汉语的印尼籍学习者，虽然他们的数量不

多，但他们是较为特殊的一类学习者。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华裔，但他们的

母语——印尼语的文字系统却是一种与汉语差异较大的表音文字体系。之所以说

他们特殊，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对文字和书面语言的认知方式应该同以印欧

语言为母语的人更为接近，但由于地理位置和家庭传统等诸多原因，他们对汉语

以及汉语文化并不像其他国家的学习者那样陌生。所以，如果能对具有如此特殊

的认知背景的他们在猜词策略方面的特点进行详尽的分析，或许能给其他华裔学

习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1.2 课题研究目标 

1.2.1 研究范围界定 

在探讨课题研究目标之前，要对课题研究的范围进行严格的界定。 

本文所涉及到的“阅读”概念均指的是泛读，不涉及精读，由于在泛读过程

中，意义的整体理解才是阅读的真正目的，泛读中的词汇学习只能是伴随性学习，

不同于课堂教学中的讲解式教学，因此以下所讨论的一系列词汇研究问题只和泛

读中的伴随性词汇学习有关系，而不涉及课堂教学中的词汇讲解教学，目的在于

调查的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在非教学的泛读过程中猜测词义的策略及其

应用情况，以期对现行的对外汉语阅读教学提出一些建议。因此，本文将主要对

印尼汉语学习者在泛读过程中猜测生词词义的情况做详细的调查，以此进行资料

统计和分析，最终得出结论。 

在汉语本体研究当中，词义的概念涵盖了多个层面，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词的理性意义；（二）词的色彩义。本课题在讨论词义时，只对受试者

的答案中涉及词汇理性义部分进行评分，而对色彩义的做答不做任何要求（由于

色彩义部分牵涉到过多的词义层面以外的认知体系）。同时，词义在语言的使用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印尼汉语学习者二语阅读中猜词策略调查与分析 

4 

过程中还存在着词典释义和具体的语境义的差别，两者有时甚至差距还不小。因

此，本课题的研究借鉴了朱勇、崔华山[6]（2002）的做法，对于受试者做出的回

答，只要和测试文章整体意义相协调，不论受试者回答的是词典义还是语境义，

都相应给予评分。 

1.2.2 课题研究目标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印尼汉语学习者，调查的是学习者在自然的阅读状态

下，不依靠外在的帮助（如借助词典等工具），在面对生词时，使用各种方法猜

测并最终获得生词意义的过程。整个过程实际上包含了众多复杂的环节：识别判

断生词；选择策略；寻找各种线索；综合整理线索；进行分析猜测；监控猜测结

果；继续阅读。整个过程涵盖了阅读心理、语言心理、语言认知、认知监控等多

个研究领域，但由于受到调查数量、笔者的研究能力等因素的限制，因此本文的

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使用何种策略。即学习者在进行汉语

阅读时，一般选择使用了哪些猜词策略，所获得的猜词结果如何，以及两者之间

的相关性。（二）学习者的主观态度。即学习者在自然阅读状态下，主观意愿上

对待猜词策略的态度，包括是否经常采用猜词策略，是否认同猜词策略对自己的

阅读有帮助等问题。（三）汉语书面形式对猜词的影响。汉语的书面形式是以汉

字进行组织的，它和印尼学习者所熟悉的书面语组织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字和词

界限模糊，字义和词义之间的关联，以及词与词之间没有分界等等都有可能对学

习者猜词造成或有利或不利的影响，汉字所具备的独特特性，无疑也要成为考察

学习者猜词情况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此，本课题在问卷调查的设计，阅读测试问题设计，数据分析方面都将从

以上三方面着手进行，结论方面的总结也着重侧重于此，着力解决这三方面的问

题，以便总结现行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的经验和不足，发现教学中仍然存在的问题。 

1.3 研究方法及理论框架 

1.3.1 研究方法 

阅读中猜测词义是个心理过程，国外心理语言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大多采取了

内省式的调查和有声思维（think aloud）的方法来观察心理进程，因此，本课题

的研究也借鉴了相似的研究方法，用于本课题的数据的收集。但由于猜词过程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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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了诸多复杂的因素，为了避免遗漏，本课题还将以其他方式对内省式调查给予

补充。 

1、问卷调查 

大样本问卷调查（大于 30 份），主要调查印尼汉语学习者对自身阅读行为的

内省式自我评价，整体了解印尼学习者阅读中猜词策略的基本情况。本次调查根

据印尼学习者在各年级的总人数的大致比例，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问卷。 

2、个体阅读测验 

为了避免问卷调查当中，学习者的判断过于主观，或者是对自己的策略评价

不足，本课题还选取了具有一定难度的汉语阅读材料，发放给不同层次的个体学

习者，尽可能模拟学习者的自然阅读状态，让学习者在阅读中先进行猜测词义的

练习，随后对刚才的猜词做出策略的判断，由此发现在实际的阅读中的较为真实

的猜词情况，以补充或是对照前一个问卷调查的结果。 

3、访谈法 

考虑到学习者的汉语水平有限，他们有可能在进行测验时，并不能很完整地

描述自己猜词的心理过程。所以，除了采用阅读测验以外，还决定采取访谈方法，

争取全面地挖掘学习者在进行猜词过程中复杂的心理过程。 

4、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基于问卷调查和测试、访谈等所产生的定量数据结果，本课题着重从理论方

面进行相关的定性分析，在数据和现象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理论方法进行分

析阐释。 

5、对比分析方法 

本课题的调查重点在于学习者的二语阅读猜词情况，将就问卷中的调查变量

对不同学习阶段的学习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同时考虑到可能存在母语迁移现

象，笔者还将对照学习者母语阅读猜词情况，比较母语阅读和二语阅读中的差异。 

6、偏误分析法 

使用偏误分析法，主要针对被调查的学习者在阅读测验中猜词所出现的各种

各样的错误进行分析，探究偏误发生的原因与学习者使用猜词策略之间的关联。 

以上的这些方法将调查结果和实验结果两者相结合，以达到点面结合，学习

者自我主观评价与客观实验观察相结合，综合对照分析汉语学习者猜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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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理论框架 

二语教学界普遍认为，二语学习者猜词行为是个很复杂的过程。阅读本身就

是个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尤其是学习者主观建构意义的过程更值得关

注。阅读中，学习者的主观认知机制参与到建构文字词汇所呈现的意义的过程中，

其中包括对文字材料的识别、认知，对文字材料意义的建构、分析、检验，整理

综合理解文章等等。因此在研究学习者的猜词策略时，除了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

程中要从语言学角度关注词汇在阅读的自然语境中的特点，还必须且更应该对猜

词行为所涉及的学习者的心理活动及其思维过程进行关注。国外学者在研究二语

学习者阅读中猜词策略方面的问题，理论方面主要立足于阅读心理学的研究，从

母语研究的成果入手，对二语学习者在阅读中猜词行为进行调查、实验和研究，

并尝试就猜词对词汇伴随性学习的影响进行研究，他们打开了二语词汇学习和阅

读学习研究的新领域。第二章将对国内外关于猜词策略研究的现有成果做详细的

综述，并总结猜词研究的理论框架，故此处不做赘述。 

1.4 本章小结 

研究二语学习者的猜词情况，对对外汉语阅读教学来说有着重要的作用。近

些年来，在西方认知理论、习得理论、心理语言学等众多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

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学习者在阅读中的猜词情况，并加以细致地分析，发现猜词这

一策略的实施过程及结果与词汇学习、阅读能力间存在诸多复杂的联系，是二语

学习者阅读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本课题主要针对印尼学习者在汉语

阅读中的猜词策略使用情况，应用多种调查实验手段进行群体实际调查以及个体

实验分析，在二者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运用习得理论、

认知理论、汉字研究相关理论、偏误分析等多种理论框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

综合分析猜词策略的使用情况，以期比较全面描述印尼汉语学习者的猜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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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研究综述 

2.1 国外猜词策略研究综述 

国外心理语言学界从上个世纪的 60 年代起，就开始对阅读心理学以及阅读

的认知模式开展研究，并总结出了几种阅读模式。其中古德曼[7]（Goodman）

（1967）提出的自上而下的阅读模式最受关注。他打破了以往逐字逐句理解的阅

读模式，指出“阅读是一种心理语言猜测的游戏。”“阅读是一种选择的过程。这

个过程包括部分使用所能得到的、最低数量的语言提示。这种语言提示选自以读

者的预见为基础的视觉输入。在处理这种部分信息的过程中，提出的初步推断随

着阅读的进展而被证实、否定或改进。”①可见，语言材料的视觉输入总是会在一

定程度上激发读者内心的知识体系，从而对将要出现的或是陌生的文字材料进行

猜测，当猜测的结果得到肯定后，阅读理解将继续进行。由此，读者利用自身的

知识背景和猜测能力在阅读中所产生的一系列伴随性学习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

注。 

80 年代起，猜词作为伴随性词汇习得的一种方式在母语学习的研究领域受

到较高的重视。Nagy，Herman & Anderson[9][10]（1985、1987）提出的伴随性词

汇学习假说，最早从母语词汇习得研究的角度肯定了阅读中猜词对儿童习得词汇

产生的重要作用。随后，虽然有 Krashen[11]（1989）在其提出的输入假说的基础

上，支持了外语学习者通过超出自身水平一定量的阅读，猜测生词意义可以达到

词汇习得的观点，但由于此假说尚未得到实践证明，因此众多研究二语习得机制

的学者们（如 Liu & Nation[12]，1985；Li[13]，1988；Coady & Nation[14]，1988；

Barnett[15]，1989；Laufer[16]，1988；Nation[17]，1990；Morrison[18]，1996；Kees de 

Bot[19]等，1997；Schmitt、McCarthy[20]，1997；Paribakht & Wesche[5]，1999；Fraser[21]，

1999）在借鉴母语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调查实验出发，开始了对外语学习者

（主要是以英语为二语的学习者）在阅读中猜词策略、影响猜词策略的因素等方

面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研究的出发点还是属于伴随性词汇习

得研究，这一点对于他们观点的倾向性有很大的影响。后文将做具体详尽的分析
                                                        
① 见陈贤纯．论初级阅读[A]．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C]．中国汉语教学学会

编．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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