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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词频在语言使用和习得中的影响作用一直是词汇研究的热点之一 国外词频对词汇再认记忆 

的影响作用的研究起步于 2o世纪 60年代，而国内相关研究在 1990年代才陆续起步。作者检索 了国内外近 

2O年此领域的相关文献 ，从实证研究文献的视角出发 ，对研究中语言选择、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实验受试等 

四个方面进行现状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此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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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s of word frequency on language using and acquisition have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the vocabulary 

study．Abroad studies of word frequency affecting recognition memory started from 1960s，while domestic research in the 

field appeared in 1990s．The author has investigate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this field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ies of this area，the literature is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which are language selection，the object 

of study，research methodology，and participants．All the categories are discussed and summarized respectively．At the 

end，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predicting trends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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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再认记忆 (Recognition Memory)，也称为再 

认 ，是人类记忆 中识记 、保持和再认 (再现、重现) 

三大认知过程之～。对曾经感知过的事物进行再 

次感知，并判断是否曾感知过该事物，这一认知过 

程 即为再认。再认记忆涉及 领域十分广泛 ，包括 

语言学 、心理学和脑神经学等 ，这些学科都会涉及 

对再认记忆 的研究 。语 言学 中主要在词汇、语块 

和语音等层面结合再 认记忆进 行语言 的认 知研 

究。词汇频率又是影响语言认知及加工的重要因 

素 ，词汇学、词典学 和语料库语 言学等领域中 ，词 

频也都是重点研究对象，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和心 

理语言学对再认记忆的研究中，词频的影响与作 

用更是不可忽视 。本文回顾再认记忆与词频相关 

研究的近二十年研究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发 

展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 ，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 

趋势等进行综述和讨论 。 

二、发展背景 

从语言学角度对再认记忆进行的研究大致起 

步于 2O世纪 6O年代，至今已有 50多年，这一时 

期的研究基本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 

段主要从 2O世纪 6o年代到 9O年代中期，其研究 

特点是 以词汇研究 为核心 ，而词汇研究的核心就 

是词频 。在此之前 ，词频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高 

频词和低频词的影响作用在阅读理解、语言习得 

和信息提取中都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比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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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词更容易习得 ，使用中更易提取 ，阅读 中花费时 

问更短等，相比低频词，高频词在这些方面具有诸 

多优势。然而在再认记忆 中，关 于词频 的研究却 

几乎是空白。 

Alien和 Garton【l1 是最早一批关注再认记忆 

中词频作用的学者，他们认为在词汇再认中，低频 

率词更容易被感知或者识别出来，而高频词则不 

容易被再识别 ，也就是不容易被再认 。所 以在再 

认记忆 中，低频词具有优势 ，这与传统词频研究理 

论相悖 ，基本否定了高频 词永远 占据优势地位的 

理论观 点，这也是 镜像效应 (Mirror effect)的雏 

形 。Snodgrassl2]探讨 了词、图片和词汇加 图片三 

种形式 的再认记忆 ，研究词 汇和图片在再认记忆 

中的异同 ，发现图示材料 比语言材料更容易再认 。 

Zechmeisterl_3]也对词频 和再认 记忆 的关 系进行 

了研究 ，他在实验中将实验材料分为低频词 、中频 

词和高频词来检测它们在再认记忆 中的表现 ，结 

果显示词频确实呈现 出一定规律 ，所 以词频效应 

肯定是存 在的。词频 和再认 的关 系呈现一个 U 

型趋势的认知关 系，低频词 和高频词在再认记忆 

中更容易被识别，而中频率的词则不容易被识别。 

Glanzer和 Adams_4 对再认记忆 中镜像效应做 了 

详细的阐述 ，他们归纳总结 自己及前人的实验研 

究成果 ，认为镜像效应在再认记忆 中是普遍存在 

的 ，任何关于再认记忆 的理论都应该遵循这一效 

应 ，即在再认记忆 中，对新旧事物进行再认判断 ， 

如果某类事物作为新事物可 以被准确识别 ，那 么 

该事物作为旧事物也很容易被识别 ，反之亦然 ，即 

如果该事物作为新事物不容易被识别，那么其作 

为旧事物也很难被识别。我们将这一理论运用于 

词汇再认研究时，可以理解为 ：如果某类词作为新 

事物可以被准确识别或准确再认 ，那么该类词作 

为旧事物也很容易被识别，反之亦然。在镜像效 

应理论之后 ，有关再认记忆 的研究多数围绕其展 

开，并对其进行不断完善改进。Hintzman[5 介绍 

了一种研究再认记忆的新模 型，多痕迹记忆模型 

(Multiple—trace memory mode1)，该模 型完 全从 

心理学出发来分析再认记忆，也许未来会有学者 

结合其研究进一步拓宽再认记忆中词频的影响作 

用。总而言之，从语言学角度对再认 记忆进行研 

究的第一 阶段，是 围绕词频这一核心进行 的，学者 

们使用镜像效应理论，不断扩展词频对词汇再认 

记忆作用的研究 。 

1990年代后期至今，第二阶段的再认记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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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开启 ，仍然在语言学框架内进行研究 ，这标志着 

再认记忆研究已进入新 的发展 阶段 ，其研究范围 

越来越广 ，研究方 法也越来越先进有效 、科 学系 

统。学者们不再只是研究母语的词汇和词频 的影 

响作用 ，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二语认知记忆及多 

词短语 、惯用语串的再认记忆，这也是当今再认记 

忆研究的主流趋势 。国内对再认记忆的研究基本 

起步于上世纪 9O年代末 ，主要发展在本世纪初 。 

就再认记忆研究 的第一阶段来说 ，国内的相关研 

究基本为零。90年代开始 ，国外关于再认记忆的 

研究逐步丰富起来并进入新 阶段 ，而 国内才开始 

词汇再认记忆的初步研究。 

三 、研究现状 

作者检索 了国内外近 20年有关再 认记忆 和 

词频效应 的文献 ，并对其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研 

究。在中国知网中检索了国内关于再认记忆的相 

关文献 ，发现多数文献发表于心理学类刊物 ，而在 

语言类 刊物上发表 的相关文章只有 13篇 。心理 

学科关于再认记忆的研究多集中于再认记忆加工 

模型和再认记忆影响因素等方面 ，其 中也有相关 

研究 以词汇为研究对象进行再认实验研究。语言 

类刊物上关于再认记忆的 13篇文献中，有 8篇有 

关词汇再认记忆，就数量而言 比较缺乏。虽然直 

接研究词频对再认记忆影响 的文献很 少，但就此 

方面可参考的词频类文献相对丰富 。作者在 Wi— 

ley，Springer，Sage，Elsevier和 JSToR 中检索 

了近 20年再认记忆相 关的 国外文献 ，搜 索出约 

20余篇 国外文献 。虽然数量较国内占据优势 ，但 

可参考文献数量依然有限。 

鉴于检索文献数量有限 ，且再认记忆相关研 

究多数为实证研究 ，本文遂以实证研究的文献 为 

核心 ，从实证研究 的语言选择 、研究对象、研究方 

法和实验受试等四个方面介绍国内外再认记忆中 

词频效应研究的现状、新发展和新趋势 。 

(一 )语 言选择 

在语言选择的研究层面上 ，整体研 究方向是 

从母语研究转向二语或者外语研究。从发展背景 

中可以看出，第一阶段主要是国外学者研究英语 

词汇词频与再认记忆之间的关系 ，而从 90年代开 

始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一语范围内。一些学者开始 

探寻再认记忆 中一些理论或者结论是否在二语或 

者外语理解加工 中同样存在 。Akamatsul_6]从一 

语向二语迁移的角度 ，探讨 一语词汇拼写特征对 



二语再认记忆的影响作用。他认为一语单词的拼 

写特征对二语 中编码机制有影 响，他也是 较早从 

二语视角出发研究再认记忆 的学者 ，但是 他的研 

究并未涉及 到频 率效应 。Jiang和 Nekrasova_7] 

研究讨论了二语程式化语言的处理过程 。他们的 

发现证明并支持了二语程式化语言处理的整体性 

观点，认为程式化语言在呈现和处理的过程中都 

是整体或块状处理的，这个过程非常类似于词汇 

的处理过程 。程式化语言的研究也为再认记忆提 

供了新的关注焦点 ，同时也引发 了一些学者对程 

式化语言再认记忆的研究。Asschel_8]研究探寻了 

在语言处理 中，一语和二语 在再认产 出中是否有 

差别，其研究是通过词汇判断和图片命名结合的 

跨模式方式测试相 同受试 对二语 (英语 )和一语 

(荷 兰语)的再认测试结果有何异同。实验得出在 
一 语和二语词汇再认测试中，一语、二语均呈现出 

词汇频率效应，且频率对再认和产出的影响作用 

趋势相同，即频次越 高再认测试所用的反映时间 

越短 ，尤其在重复实验 1—5次时 ，影响变化较大 ， 

10次以后影响会渐渐消除。图片命名所需时间 

整体高于词汇判断，而且在两种模型的实验中，高 

频词 反应 时间均低 于低频词 ，尤其在测试初期 。 

但是高频词在反应时间上的优势 ，会随着测试 次 

数的不断增加而减少。当实验重复进行到第 1O 
一 15次时，低频词的反应时间持续下降，逐步与 

高频词反应时间持平，一语和二语在再认记忆和 

语言产出上的差异主要存在于反应时间的长短 

上 。不论是词汇判断还是 图片命 名，一语所需反 

应时间均大幅低于二语 的反应时间。 

国内学者对汉语 字词频率 的研究 比较成熟 ， 

但是将英语作为二语研究的英语词频文章相对较 

少 ，尤其是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词频在再认记忆 中 

的影响作用。国内一些心理学专业的研究者对再 

认记忆表现出较浓厚的兴趣 ，他们 尝试通过频率 

对再认记忆 的影响作用来研究遗忘过程 ，比如李 

琦[9]、周强口 和张顺梅[n 等。外语界的学者对再 

认记忆和频率效应关注较少，个别学者尝试从二 

语习得和教学 的角度研究频率效应 ，着 重研究词 

汇频率对阅读理解、词汇习得和听说教学等方面 

的影响作用。李发睿[1 在进行从语言负迁移视 

角分析 中国英语学 习者错误 的研究 中，在相关研 

究统计的基础上列 出了英 国英语 、美 国英语和汉 

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六个英语单词或汉字，认为 

不论英国英语还是美国英语，冠词的使用频率都 

最高，但汉英语言的差异导致英语为外语的汉语 

学习者在冠词使用时，发生错误的几率很高，语言 

负迁移的倾向也越 明显。 

(二)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指再认记忆研究的对象，有时也就 

是实验材料。在研究对象上 ，第二 阶段不再只是 

关注词汇的再认 记忆，关于多词短语或者惯用语 

串再认记忆，特别是其再认记忆中频率效应的研 

究受到学者 们 的青 睐。前文 中提 到 的 Jiang和 

Nekrasov讨论 了二 语程 式化语 言 的处理 过程 。 

他们重点研究程式化语言的处理过程，其中也涉 

及到再认过程 ，因为语言的处理与认知是不 可分 

离 的。他们 的实验研究试 图发现程式化短语处理 

的过程是否 与词汇相 同，或者是否有特殊之处 。 

他们的实验结果支持了前人关于二语程式化语言 

处理的研究结论，认为程式化语言在呈现和处理 

的过程中都是整体或块状处理的，和词汇相同，被 

看作整体进行认知加工的。 

再认记忆研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词汇频率 ，EllisË叫 ]比较系统地讨论 了语言在认 

知处理和再认过程 中的频率效 应，并从语言显性 

学习和隐性习得的角度分析语言认知处理中的频 

率效应 。他从语音 、阅读 、拼写 、语 言理解 、语法、 

句法和句子生成等多个语言要素来分析研究频率 

效应 。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他对 于词素和惯 

用语产出的分析讨论。Ellis的研究总结了前人 

关于频率对词素和惯用语产出的相关研究，这对 

词素、惯用语再认记忆的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随后 ，Arnon和 SniderË 又探讨 了词汇频率 

对多词短语的影响作用 。他们在实验 中选用四字 

短语(如 A11 over the country)作为实验材料，证 

明了频率效应在多词短语 中存在 的假设 ，认为人 

们在多词短语再认记忆处理时，对高频率短语处 

理更准确且速度更快 。Janssen和 Barber口阳对短 

语产出时的短语频率效应进行讨论 ，认为短语频 

率确实对语言的产出有影响作用。Mata、Percy 

和 ShermanE” 对形容词名词结构进行讨论，其中 

涉及了形容词名词结构的再认记忆，他们认为母 

语语法影响再认记忆和相似性感知。 

最近 Jacobs[1 又对短语频率和再认记忆的 

影响作用做了研究，认为短语频率与词汇频率的 

效应不同，并未在再认测试中体现出镜像效应，而 

且 Jacobs通过实验得 出，在形容词名词短语 中， 

影响再认记忆的核心是名词，是名词的频率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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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短语频率影响再认记忆 ，短语并不是作为整体 

被储存和产出的。国内研究者平君等探讨了程式 

化语言频率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程式化语言的接受 

及产出能力的影响作用[1 。该研究结果认为 中 

国英语学习者对高频率的程式化语言的处理在速 

度上及准确性上均显著高于低频率的程式化语 

言 ，这也支持了国外学者在一语短语 再认记忆 中 

关于频率效应 的结论 。 

(三)研 究方 法 

再认记忆研究 的方法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 

进步。上个世纪前期，再认记忆相关研究多是采 

用传统测试、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 ，基本使用纸质 

测试材料。如今随着计算机科学和“互联网+”技 

术的迅猛发展，语料库研究方法 、心理实验法、神 

经实验法 (ERP和 FMRI)等更科学 、更严谨 、更 

便捷的研究方法被运用在再认记忆研究的实践 

中，特别是心理实验法 占据 主流地位。在最近 2O 

年的再认记忆研究文献 中，约 80 的研究成果是 

通过心理实验法进行的，主要 原因要归功于心理 

学实验软 件 的完善 与普 及。DMDX 和 E—prime 

等心理学实验软件为学者们提供 了巨大的便利， 

它们使得学者们在没有眼动仪、事件相关电位技 

术等昂贵科学仪器和技术的条件下，仍能进行相 

关研究。语料库研究方法也是不可忽视的，虽然 

很少有学者单纯使用语料库研究方法进行再认记 

忆相关实验 ，但是语料库的作用几乎渗透到 了大 

多数研究中。不论进行词汇研究 ，惯用语串研究 ， 

还是短语研究 ，多数学者还是结合语料库 ，尤其语 

料库中提供的频率数据进行相关研究。神经实验 

法一开始是神经学 、医学等领域使用的研究方法 ， 

后来随着科研条件 的 日益改善 ，学者们也 开始使 

用一些仪器设备来进行语言学相关的实验。Ber— 

man、Friedman和 Cramer 是最早 开始 尝试使 

用 ERP探索词汇和图片的再认记忆 ，后来也有学 

者陆续使用 ERP做一些语言再认记忆相关 实验 

研究 ，但是更多借助这类设备 的实验活动 还是应 

用在神经学和医学研究 中。 

(四)实验受试 

再认记忆研究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 ，根据 

其研 究 目标 的不 同，受试 的选择也发 生着变化。 

最初，学者们多选用大众受试，比如学生群体作为 

受试 ，研究普遍性 的再认记忆过程 。后来 由于研 

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受试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同 

时 ，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年龄差异的影响因素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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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rs、Meyer和 Jansel2 对青年人和老年人的语 

言使用差异做 了相关研究 ，其 中讨论 了词频对不 

同年龄人群语言使用的影响作用。除了年龄上的 

差异 ，还有学者研究正常人与大脑疾病患者再认 

记忆或语言产出上的差异，譬如 Kittredge、Dell、 

Verkuilen和 Schwartzl_2。 研究 了失语症患者词汇 

产出中的频率效应 。也有学者研究老年痴呆症患 

者的语言再认记忆 ，此类研究不仅为语 言研究提 

供实证，更为医学研究提供 了有益的参考作用 。 

四、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半个多世纪 的发展中，语言再认记忆的研 

究可以说硕果颇丰 ，经历 了由集中研究词汇的再 

认记忆及词频与再认记忆的关系的第一阶段 ，再 

到开始关注二语认知记忆及多词短语 、惯用语 串 

的再认记忆 的第二 阶段 ，虽然 国内再认记忆只发 

展了不到 2O年 ，依然取得 了不 少成果 。另 一方 

面，依然要看清存在的问题。再认记忆作为跨多 

个学科的研究领域 ，在现今 的研究 中还是存在很 

多的问题。主要问题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范围的局限性 。虽然语言再认记 

忆的相关研究范围一直在扩大，但从宏观层面而 

言 ，研究范围还是很局限的。这么多年以来 ，语言 

再认记忆 的研究只是从词 汇阶段步人 到短 语 阶 

段 ，从词频研 究渐人短语频率研究 ，并没有把句 

子 、段落和语篇等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质性 、突破 

性的研究 。 

再者是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缺乏。再认记 

忆研究基本均是实验研究 ，虽然许多学者在理论 

模型上提出了 自己的观点，甚至开拓 出一些新的 

理论模式，但是关于再认记忆的理论仍然很匮乏， 

尤其是权威性强、认可度高 、操作性强的理论学说 

廖若星辰 。词汇 、短语再认记忆研究 的一些结论 

在许多方面存在争议 ，未能形成较统一的观点，这 

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仍然有人不断重复前人研究 

的原 因之一。再认记忆虽然横跨心理语言学与认 

知语言学，实证研究多，但具体应用少。多数学者 

都是通过实验提供实证数据 ，并 由此得 出 自己的 

推论或结论，极少有学者就相关理论 的研究成果 

进行实际语言习得或语言教学的实践运用。 

五、未来研究的展望 

鉴于 以上研究 中存在 的问题，笔者对语 言的 

再认记忆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展望 。 



 

首先 ，再认记忆的理论研究将会 日趋完善与 

丰富。与传统语言学分支相比，再认记忆的研究 

还很年轻 ，其理论缺乏 是客观事实并有 情可原。 

随着此领域研究 的不断完善与深入 ，理论也定然 

会随之丰富、完善和成熟 。 

其次 ，再认记忆研究作为跨学科研究 ，需要利 

用各学科优势，还要突出相互关联，丰富提高其实 

际应用价值。再认记忆研究在神经学、医学和心 

理学 中的相关研究有很大实用价值 ，但在语言学 

中其实用价值和具体应用不明显 。未来此领域研 

究将会更重视对语言习得 、语言教学 和语 言产 出 

等方面的服务和实践，尤其在二语习得领域可以 

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 

最后，国内再认记忆的研究虽然起步晚，但未 

来的研究将会更加注重英语作为二语的研究和汉 

语母语 的研究 ，包括对 比研究 ，发挥各 自优势 ，为 

中国学习者的二语和母语学习及运用提供理论和 

实践方面的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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