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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时有声思维是一种探索人脑思维过程的数据收集方法。 本文以 1998 年 1 月至 2022 年 5 月发表于中文核心期

刊的研究论文为一手资料,借助 CiteSpace 和 Excel 进行关键词可视化分析和具体数据统计,探讨共时有声思维在国内二

语研究中的应用范畴、趋势与方法问题。 结果发现:(1)共时有声思维法广泛应用于翻译、词汇、写作等相关研究中,其发

展趋势不一;(2)大部分研究报告没有提及共时有声思维法的局限性,对其应对措施也缺乏详细描述。 文章根据这些发

现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共时有声思维法在我国二语研究中的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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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共时有声思维(后文简称有声思维)是一种数据收集方法,要求人们在执行任务的同时口头描

述自身思维过程。 这一方法主要与工作记忆相关,其提出源于人们对长时记忆与工作记忆两种认

知系统的认识(Cowan,
 

2019)。 长时记忆中存储着大量信息,较长时间后仍能获取,而工作记忆容

量有限,只能短暂存储少量信息并对其进行即时加工。 Ericsson 和 Simon(1993)在阐释有声思维的

工作原理时指出:(1)工作记忆中的信息在短时间内能够被检索到;(2)在线思维是以语言的形式在

工作记忆中存在的,故可以通过有声语言获得;(3)由于工作记忆容量有限,只有在某一思维过程发

生后即刻表达出来的内容才能准确反映有意识的思维。 有声思维法提出后广泛应用于各方面的研

究,如阅读、写作、翻译、策略应用、会话互动、语言测试及跨语语用等(Bowles,
 

2010)。
有声思维能够得到大批学者的青睐是因为其具有自身的优越性。 事后方法(如访谈和问卷)在

任务完成之后进行,极有可能出现信息遗忘现象,而有声思维在任务过程中发生,不太可能产生信

息遗忘问题;事后方法揭示的有可能是研究对象完成任务后受各种因素影响“以为”自己关心的问

题,而有声思维揭示的是人们执行任务时真正关心的问题;事后方法提供的思维信息相对模糊,而
有声思维提供的信息更加具体(Barkaoui,

 

2011)。 当然,有声思维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如操作复杂、
耗时耗力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其反应性( reactivity)和真实性( veridicality)问题。 反应性主要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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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思维对任务执行过程和结果的影响,真实性主要指有声思维反映思维过程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Jordano
 

et
 

al. ,
 

2018)。 一些学者认为,要求研究对象报告思维过程会干扰任务的完成,同时,言语

描述不一定能真实反映所有思维信息( Abdel
 

Latif,
 

2019)。 然而,不少实证研究( Godfroid
 

et
 

al. ,
 

2015;
 

Yang,
 

2019,
 

2020)表明,有声思维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任务完成情况,且能较好地反映工作

记忆中的思维信息。 关于有声思维的反应性和真实性问题,尽管多年来争议不断,但至今仍无

定论。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有声思维有助于人们直观地窥探人脑的思维过程,但同时也可能存在反

应性和不真实性问题,从而影响研究数据和结果的可靠性,在实际操作中必须慎之又慎。 在我国二

语研究领域,有声思维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的综述性文献外,还出现了一

批以有声思维为主要数据收集方法的实证研究。 在此形势下,梳理与反思有声思维在我国现有二

语研究中的应用有助于我们发现进步,认识不足,为其在未来研究中的合理应用提供更清晰的思

路。 因此,本研究以 1998 年 1 月至 2022 年 5 月刊发在中文语言类核心期刊及少数综合性期刊上的

相关论文为一手资料,考察以下两个问题:
(1)在我国二语研究中,有声思维的应用范畴有哪些? 其发展趋势如何?
(2)我国学者是否对有声思维的局限性表现出充分认识? 是否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

 

关于第二个研究问题,我们无法直接获知每位学者的操作细节,故只能通过研究报告对有声思

维局限性和应对措施的描述间接了解。

1　 研究方法

1. 1
 

文献来源

文献主要源自中国知网,检索范围为 1998 年 1 月至 2022 年 5 月的 CSSCI 核心期刊(包括扩展

版)论文,根据试检索的结果,最终得到 88 篇文献。
1. 2

 

文献搜集过程

文献搜集分三步走。 第一步,确定搜索词。 为避免遗漏搜索词导致文献缺失,笔者仔细查阅相

关文献,最终将搜索词确定为“有声思维”“出声思维”与“自述”;第二步,搜索文献。 根据相关性选

择和下载文献并批量导出文献信息;第三步,查漏补缺。 研读主要外语类核心期刊相关文章的参考

文献并再三核对,以免错漏。
1. 3

 

文献编码

根据研究问题,笔者对搜集到的文献进行了编码,主要有刊名、发表时间、研究范畴、对有声思

维局限性的讨论以及对局限性的对策描述等五项内容。 刊名与发表时间按文献显示的情况记录;
研究范畴分为阅读、写作、翻译、听力、语法、阅读理解、语言测试以及“其他”等八类;对有声思维局

限性的讨论根据详细程度分为未提、略提、较详、详细四个层次;对局限性的对策描述分为未提、略
提、详述与未提但有培训四个层次。 “未提但有培训”作为一个层次的原因是,培训是保证有声思维

有效性的手段之一,可视为一种对策(详见 2. 2)。
1. 4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主要分两个方面。 一是利用 CiteSpace 做关键词可视化分析,以发现研究重点;二是借

助 Excel 进行具体的数据分析,以探索研究详情。 为便于观察,折线图按五年一个时间段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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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清　 唐佳帆　 王玲　 共时有声思维在国内二语研究中的应用———范畴、趋势与方法　

2　 结果与讨论

2. 1
 

有声思维在我国二语研究中的应用范畴与发展趋势

图 1 与图 2 展示了我国有声思维二语研究的主要研究范畴。 图 1 显示,有声思维法主要用于词

汇、写作、翻译、阅读与语言测试等方面。 结合具体文献,笔者注意到,除这五方面外,还有少量研究

涉及听力和语法。

图 1　 关键词展示的主要研究范畴(阀值= 5)

图 2 进一步显示,词汇研究主要涉及词汇推理与词义猜测;写作研究主要涉及写作教学、读后

续写、限时与非限时作文等;翻译研究主要涉及口译、同声传译、翻译过程、翻译策略、翻译教学等。
对于阅读与语言测试的研究内容,关键词可视化分析没有提供细节信息。

图 2　 关键词展示的主要研究内容(阀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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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展示了各研究范畴的论文分布情况。 在 88 篇论文中,翻译论文最多,达 25 篇;其次是词

汇、写作与语言测试,分别为 16 篇、13 篇与 12 篇。 阅读理解数量居中,为 9 篇,而听力与语法数量

非常少,只有 2-3 篇。 以下是对各个研究范畴的具体分析。 “其他”类内容宽泛,在此不作赘述。

图 3　 各研究范畴的论文分布情况

就翻译而言,有声思维研究的焦点问题是翻译过程,包括成果、方法介绍与实证研究报告两类。
关于前者,李德超(2005)总结了翻译过程有声思维研究的主要成果;肖开容和文旭(2012)评述了有

声思维法在西方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周亚莉(2012)则讨论了有声思维法在国内翻译过程研究

中的应用。 关于后者,郑冰寒和谭慧敏(2007)描述了翻译单位在非亲属语言转换中的特征;邓志辉

(2011)探析了译者选词决策的影响因素;秦明星(2018)调查了英语专业学生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此外,翟秋兰等(2013)与王巍巍、李德超(2015)揭示了不同水平译者的翻译策略及其影响

因素。
就词汇而言,有声思维研究的焦点问题是词汇推理与词义猜测。 词汇推理方面,王震和郑志恒

(2016)统计了包括有声思维在内的词汇推理研究;范琳等人(范琳
 

等,
 

2013;范琳
 

等,2014)剖析了

汉英词汇推理加工过程。 词义猜测方面,王平(2009)考察了语篇因素与学习者因素对二语词义猜

测的影响;王瑛(2011,2013)探究了学习者认知风格与外语阅读水平对词义猜测的影响。 其他研究

内容还有语块识解(郑航
 

等,2020)、词汇使用(唐建敏
 

等,2022)、词汇记忆策略(陈桦
 

等,2001)等。
就写作而言,有声思维的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二语写作能力的影响因素,包括母语

思维(文秋芳
 

等,1998)、时间限制(吴红云,2006)、读者意识与读者策略(许恒
 

等,2007)等。 二是

特定二语写作方式的机理与效果,如文本重写(刘春燕,2009)、读后续写(王初明,2015)等。 三是二

语写作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周保国和唐军俊(2010)检验了二语写作焦虑对写作过程的影响;卢鹿

(2016)探查了学习者的二语习作修改过程与影响其修改行为的因素;靳红玉等(2020)分析了学习

者对不同二语写作任务的难度感知和注意力资源的分配。
就语言测试而言,有声思维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有自我评估与教师评估的对比(韩宝成

 

等,
2007)、特定测试类型的性质(李雪莲,2009)、评分员的心理因素(陈建林,2016)、语言测试在教学中

的应用(范婷婷
 

等,2016)、诊断模型构建(杜文博
 

等,2018)、评分策略(徐鹰,2018;徐鹰
 

等,2020)、
试题特征对答题过程的影响(孔菊芳,2020)、测评量表的研发与验证(马晓梅

 

等,2022)等。 不过,
涉及以上内容的研究大多只有 1-2 项。 因此,每项内容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就阅读理解而言,有声思维的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母语或母语思维在二语阅

读中的作用:鞠秋红等(2007)发现学习者在阅读不同难度的外语文章时需要不同程度地用到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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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吴诗玉和胡文杰(2007)则发现一定程度上使用汉语能帮助大学生解决外语阅读中的难题。
另一类是学习者在二语阅读中的策略使用情况:瞿丽丽(2014)发现高水平阅读者使用的全局性策

略和解决问题策略比低水平阅读者多;周艳琼(2017)也发现不同水平的二语学习者使用阅读策略

的质量存在显著差异。
听力与语法的有声思维研究一共只有五项。 听力方面,于翠红(2013)揭示了词汇视、听觉协同

发展对学习者二语听力信息加工的影响;赵国霞和桑紫林(2016)比较了高低二语水平者听力策略

的差异;王海萍(2019)解析了英语学术讲座听力能力的构念。 语法方面,汤春晓和许家金(2011)研

究了高中生英语关系从句的习得顺序;李菲和孙云梅(2019)揭示了不同显性教学方式对大学生学

习英语虚拟语气的影响。 听力与语法的有声思维研究不多,说明两者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图 4 展示的是上述七个有声思维研究范畴的变化趋势。 从 1998—2002 段到 2008—2012 段,翻

译与写作的论文数量增速较快,此后急剧下降,翻译尤为明显。 不过,这种趋势近年来有所减缓。
词汇的论文数量在 2013—2017 段达到高峰后也开始迅速下滑。 另一方面,语言测试的论文数量一

直持续上升,而阅读理解、听力与语法的论文数量起伏不定。 由这些变化可以推断,有声思维在翻

译、词汇与写作研究中的应用相对成熟,在语言测试研究中的应用正处于上升阶段,在阅读理解、听
力与语法研究中的应用趋势尚不明朗。

图 4　 各研究范畴的变化趋势

综上所述,在我国二语领域,有声思维法的应用与西方一样涉及许多研究范畴,但也许是因为

起步较晚,各个范畴的研究数量都不是很多,成果说不上丰富。 在笔者纳入分析的文献中,即使是

有声思维应用最多的翻译领域也只有 25 篇,听力与语法更是只有寥寥数篇。 客观地说,西方学者的

有声思维二语研究已经形成多个完整的系列,如写作过程有声思维研究、阅读策略有声思维研究

等,而我国的有声思维二语研究缺乏系统性,说明研究的宽度足够但厚度不足,还需要向纵深发展。
2. 2 我国学者对有声思维法的局限性表现出的重视程度和采取的应对措施

图 5 是笔者收集的文献对有声思维法局限性的讨论情况。 88 篇论文中,对有声思维的局限性

只字未提的多达 62 篇,略有提及的有 14 篇,有详细或较为详细的论述的一共只有 12 篇。 而且,这
12 篇文章绝大部分为文献综述,有声思维只是作为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之一受到关注(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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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2012;范祥涛
 

等,2019)。 可见,实证研究报告极少提及有声思维的局限性,即便提到,也只是一

笔带过。 尽管这可能是篇幅限制的结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学者对有声思维的局限性

认识不足或不够重视。

图 5　 研究报告对有声思维局限性的讨论情况

图 6 是 88 篇论文对有声思维局限性的应对措施的描述情况。 没有任何描述的论文有 30 篇,简
略提到的有 14 篇,而详细描述的只有四篇。 鉴于绝大多数论文没有提及有声思维的局限性,出现这

一结果不足为奇。 有趣的是,有些实证研究报告没有强调有声思维的局限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对

研究对象进行了培训(40 篇)。 培训普遍被认为可以增强有声思维的可靠性,故出现上述结果可能

是作者对有声思维的局限性有所了解,因此试图借助培训来保证数据的可信度。 笔者斗胆认为,这
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般的文献记录都显示有声思维包括一个训练过程,因此作者只是在按部就班,
对有声思维的缺点并没有充分的认识。

图 6　 研究报告对克服有声思维局限性的措施描述

如前所述,有声思维虽然应用广泛,但一直充满争议,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它潜在的反应性和不

真实性。 历年来,西方学者一直在用实证研究探讨这两个问题。 例如,Barkaoui(2011)结合有声思

维和事后访谈探讨了新手评分员和专家评分员的思维过程,发现有声思维法不能完全反映评分员

的评分思维,而且会改变其评分结果。 相反,Godfroid 和 Spino(2015)在研究有声思维对二语学习者

阅读理解与词汇辨识的影响时,发现有声思维没有影响学习者的阅读理解,对其词汇辨析也只产生

微弱的影响。 可见,对于有声思维的反应性和真实性,西方学者非常重视,而且目前结论不一。 然

而,在笔者收集的中文文献中,没有任何实证研究试图探索这一问题。 这再一次证明我国学者对有

声思维的局限性可能缺乏充分的认识。
对于如何克服有声思维的反应性,保证其真实性,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有声思维本身的

谨慎操作,二是与其他数据收集方法交叉应用。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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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声思维的谨慎操作,一个重要举措是设计正确指令。 Ericsson 和 Simon(1993)将有声思

维分为三个层次。 在第一层次,研究对象只需将短时记忆中的信息客观陈述出来,因此丝毫不会改

变认知过程和任务结果。 在第二层次,研究对象要将短时记忆中以非语言形式存在的内容(如图

像)转换为语言描述出来,因此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思考,从而延长任务执行时间,但仍不会改变认

知过程和任务结果。 在第三层次,研究对象需要经历一个更为深入的思考过程,以解释自己的思

想、动机等,故要从长时记忆中提取信息并将之与短时记忆的内容进行联系,因此不仅会延长任务

执行时间,还会改变认知过程和任务结果。 在从事有声思维研究时,研究人员必须根据希望获取哪

一层次的数据,为研究对象设计严格的指令(Bannert
 

et
 

al. ,
 

2008)。 具体而言,如果要获取第一、二
层次的数据,就必须在指令中告知研究对象将任务过程中的所有想法描述出来,但不能有任何解释

性或评判性行为;如果要获取第三层次的数据,则需要在指令中让研究对象反思自己的思维过程,
报告自己的元认知情况。

除合理设计指令外,其他举措还有组织任务前培训、进行热身活动、用安静的形式提醒研究对

象持续其有声思维、将复杂任务分解成简单任务等。 在笔者搜集的中文文献中,虽然不少实证研究

的研究对象接受了任务前培训,但只有极少数作者提到了明确的指令(徐鹰,2018)、热身活动(瞿丽

丽,2014)和安静的实验场所(王初明,2015)等措施。 所以,我国学者在有声思维的实际操作中是否

足够谨慎不得而知。
关于多种方法的交叉应用,可以与有声思维结合的有访谈、日记、自陈量表等。 时间限制、任务

压力、焦虑心理等常常会导致研究对象在有声思维过程中遗漏重要信息。 访谈、日记等事后方法可

以捕捉到这些信息,从而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研究对象的思维过程。 不少国外学者在其有声

思维研究中使用了其他数据收集方式。 例如,Abdel
 

Latif(2019)研究学习者的二语写作过程时同时

使用了有声思维与事后访谈两种研究手段;Rogiers 等(2020)研究中学生的阅读策略时同时使用了

有声思维、自陈量表与学习轨迹三种研究手段;Ibrahim(2019)研究外语学习者在游戏过程中的目标

语使用情况时同时使用了有声思维、日记、观察和访谈四种研究手段。 在我国,除王文宇和文秋芳

(2002)之外,还有少数学者也将有声思维与其他方法结合在了一起,如赵国霞和桑紫林(2016)在研

究不同水平二语学习者使用听力策略的差异时采用了有声思维与问卷调查两种研究工具;周艳琼

(2017)在研究大学生英语阅读策略时采用了有声思维、事后访谈与阅读日志三种研究工具。 这些

学者的做法非常值得借鉴。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二语界,有声思维法在翻译、词汇、写作、阅读和语言测试研究中的应用相对

较多,在语法与听力研究中的应用相对较少,在各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发展趋势不一;大部分研究报

告没有提及有声思维的局限性,一些研究报告虽然提到了有声思维的部分操作细节,但没有详述针

对其局限性采取的措施。
有声思维是直接洞察人脑思维过程的最佳工具( Gu,2014)。 如果要探索学习者的思维过程和

认知规律,我国学者可以在翻译、词汇等方面的研究中继续使用有声思维法,同时将其更多地应用

于听力、语法等方面的研究。 在使用有声思维法收集数据时,要充分考虑前人建议,吸取已有研究

的经验,利用多种研究手段,尽量减少其反应性,增强其真实性,力图产出准确、可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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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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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人心的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1832—1888)是美国女性主义先驱,废奴主

义者,也是美国最早女性文学大师。 奥尔科特常常与纳撒尼尔·霍桑和亨利·大卫·梭

罗等著名作家一道探索文学,在美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
    

奥尔科特反对社会限制女性的独立性。 作为一名废奴主义者,她在美国内战期间以

护士的身份,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照顾受伤的士兵。
 

35 岁时,一位出版商要求她写一

本关于“女孩的故事”。 于是她在三个月内完成了《小妇人》的创作。 奥尔科特是一位鼓舞

人心的女性作家。 自 1868 年出版以来,她的小说引起了轰动。 它已成为畅销书,被翻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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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语言。 她谴责美国社会的父权制。 小说多次被拍成电影。 著名导演格蕾塔·葛韦

格
 

(Greta
 

Gerwig)以《小妇人》为蓝本于 2019 年拍摄的电影《马奇医生的四个女儿》再一次

演绎了奥尔科特作品的现代性与女性主义思想。 早在 2010 年,意大利编舞家凯瑟琳·萨

尼亚(Catherine
 

Sagna)以《小妇人》为原型,编排了《小妹妹》这一著名的舞蹈作品,并参加

了第戎艺术舞蹈节。
    

《小妇人》是一部艺术价值极高的作品,它为女性提供了自强不息的精神食粮,也为其

他艺术门类提供了大量灵感来源。

《外国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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