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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视角，参照词汇深度知识的分类、发展框架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词汇共

选理念与工作程序，从使用频率、类联接、搭配、近义词网络拓展等四个维度，分别对大学英语专业不

同年级学习者使用虚化动词ｍａｋｅ的发展轨迹进行考察。研究表明：ｍａｋｅ内部四个不同维度及同一维度

下各方面有各自的变异轨迹，呈现出非线性、复杂性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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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汇虚化 （亦称为 “非词语化”），作为具有

普遍性的语言现象，在英语中也广泛地存在着，虚

化动词即为其中非常典型的一类。［１］真实语言中的

英语虚化动词，因其意义上的广泛性、使用上的复

杂多样性以及对于语言学习的重要性，而成为不少

研究者重点关注的一项内容。

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英语学习者的虚

化动词搭配进行了研究。张淑静 （２００２）考察了
中国英语专业学习者 ｍａｋｅ在频率和搭配上的使用
特点［２］；邓耀臣、肖德法 （２００５）以中国大学非
英语专业和英语专业学习者为考察对象，对中介语

中ｄｏ，ｇｅｔ，ｇｉｖｅ，ｍａｋｅ，ｈａｖｅ，ｔａｋｅ等６个虚化动



词搭的配型式特征及其变异规律作了分析和讨

论［３］；缪海燕、孙蓝 （２００５）从动词搭配的组块
效应角度考察了中国非英语专业学习者虚化动词

ｄｏ，ｍａｋｅ，ｔａｋｅ的使用情况［４］；桂诗春 （２００７）
引入不确定性判断理论，对学习者在 ｄｏ，ｍａｋｅ，
ｈａｖｅ，ｇｅｔ，ｔａｋｅ，ｇｉｖｅ等虚化动词上的使用策略进
行了探讨［５］；张莎 （２０１１）以系统功能语法的二
维及物模式为框架，考察了大学英语专业一年级学

习者 ｍａｋｅ，ｆｉｎｄ的经验类型、类联接和搭配［６］；

刘国兵 （２０１１）对中国英语专业高年级学习者ｔａｋｅ
的词汇型式作了梳理和分析［７］；唐洁仪、何安平

（２０１５）则从语法和语义两个维度分析了 ２０１１年
至２０１４年广东英语高考作文 ｍａｋｅ的使用特点［８］；

胡开宝、刘静 （２０１６）则分析了记者招待会汉英
口译中虚化动词 ｍａｋｅ的应用情况［９］。由此可见，

已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考察某一特定阶段学习者虚

化动词的搭配特征，较少对不同阶段的英语学习者

虚化动词的变异性本身和发展轨迹进行动态的、系

统的研究，因此存在比较大的研究空间。

一、研究设计

本文尝试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研究虚化动

词的变异特征和发展轨迹。２０世纪末开始应用于应
用语言学研究的动态系统理论认为，语言是一个复

杂、动态的系统，内部由相互联系的子系统组成，

其发展是多重资源 （包括认知资源、心理资源、社

会文化资源等）在多层次、多维度上不断互动的非

线性过程。而且由于系统的有限资源并非平均分配

给各子系统，故子系统发展也并不均衡。［１０］

（一）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理论视角，本文借鉴何安平 （２０１５）
的研究范式，即运用词汇深度知识的分类与发展框

架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词汇共选理念与工作程序，

探讨大学英语专业学习者一年级、二年级、三年

级、四年级这四个年级中虚化动词 ｍａｋｅ的发展轨
迹，揭示其间的变异性、复杂性［１１］。具体研究以

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１ｍａｋｅ的使用频率具有哪些变异性特征；
２ｍａｋｅ在类联接方面呈现出的特点与发展

轨迹；

３ｍａｋｅ在搭配方面呈现出的特点与发展轨迹；
４ｍａｋｅ在近义词方面呈现出的特点与发展

轨迹。

（二）语料、工具及分析步骤

本研究选取中国学生口笔语语料库２０中的笔
语语料库 （ＷＥＣＣＬ２０）。［１２］

运用Ｓｕｂ－ｃｏｒｐｕ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生成大学英语专业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等四个子库。

运用 ＡｎｔＣｏｎｃ３４４０抽取每个子语料库中包
含ｍａｋｅ及其所有曲折变化形式的检索行。然后，
对这些索引行进行定性分析，排除无法判断其语义

类别、使用错误或如 ｍａｎ－ｍａｄ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
ｉｎｇ等ｍａｋｅ作为复合词构成部分的索引行；接着
手动标注出其余每行 ｍａｋｅ所属类联结类别、搭配
词及所属义项类别。最后，在 Ｅｘｃｅｌ表格中进行汇
总和计算。

二、研究结果

（一）ｍａｋｅ使用频率的变异性特征

对大学英语专业一年级 （以下简称 Ｇ１）、二
年级 （以下简称 Ｇ２）、三年级 （以下简称 Ｇ３）、
四年级 （以下简称 Ｇ４）等学习者所使用的 ｍａｋｅ
及曲折变化形式的实际频数进行统计。鉴于各个阶

段语料库大小不一，故采用标准频数进行对比。具

体结果见表１。

表１　ｍａｋｅ使用频数
语料 Ｇ１ Ｇ２ Ｇ３ Ｇ４
总频数 ２７７８６０ ５４３８０６ ２６８０３２ ４１９６７
ｍａｋｅ频数 １２６１ ２３１９ ９２５ １３０

标准化频数／１００００ ４５３８ ４２６４ ３４５１ ３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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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能更清楚地看到 ｍａｋｅ使用频率的变化趋
势，用ｅｘｃｅｌ绘制了相应的曲线图，见图１。

从表１和图１可以清楚地看出ｍａｋｅ使用频率呈
逐步下降的趋势。为进一步了解这一下降趋势在相

邻年级之间是否具有显著性，用卡方检验进行检测，

结果见表２。

表２　使用频率差异卡方检验结果

阶段 Ｇ１～Ｇ２ Ｇ２～Ｇ３ Ｇ３～Ｇ４

卡方检验ｐ值 ００７７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６６６

表２数据显示，从大二至大三，ｍａｋｅ使用频率
明显降低，而大一到大二、大三到大四的变化并不

显著。有研究者发现，中国学习者有过度使用

ｍａｋｅ，ｄｏ，ｌｅａｒｎ等高频动词的倾向［１３］。本研究则

表明：从大二到大三的学习者避免使用 ｍａｋｅ等常
用词，因此，过度使用高频动词的倾向有逐渐改善

的趋势，但这一变化特征在其他相邻年级之间并不

显著。

（二）ｍａｋｅ类联接的发展特点

关于 ｍａｋｅ类联接的发展特点，拟从各个类联
接所占比例、高频类联接使用趋势、低频类联接

使用趋势以及类联接复杂度等几个维度对此加以

考察。

Ｔｈｏｒｎｂｕｒｙ（２００４）基于亿万词次英国国家语料
库 （ＢＮＣ），将ｍａｋｅ的类联接归纳为以下六类：［１４］

第１类：ｍａｋｅ＋ＮＰ（ｔｏｔａｌｋａｂｏｕｔ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ｔｈ）；

第２类：ＮＰ＋ｉｓ／ｗａｓ，ｅｔｃ．＋ｍａｄｅ＋ｏｆ／ｆｒｏｍ／
ｏｕｔｏｆ（Ｔｏｔａｌｋａｂｏｕｔｈｏｗｔｈｉｎｇｓａ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第３类：ｍａｋｅ＋ＮＰ＋ＮＰ（ｔｏｔａｌｋａｂｏｕｔｐｒｏｄｕ
ｃｉｎｇ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ｔｈｆｏｒｓｂ）；

第 ４类：ｍａｋｅ＋ＮＰ＋ＡＤＪ／ＮＰ（ｔｏｔａｌｋａｂｏｕｔ
ｃａｕｓｉｎｇｔｈｉｎｇｓｔｏｂｅｏｒｈａｐｐｅｎ）；

第５类：ｍａｋｅ＋ＮＰ＋ｂａｒｅｉｎ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ｔｏｔａｌｋａ
ｂｏｕｔｃａｕｓｉｎｇｏｒｆｏｒｃｉｎｇｓｂｏｒｓｔｈｔｏｄｏｓｔｈ）；

第６类：ｉｓ／ｗａｓ＋ｍａｄｅ＋ｔｏｉｎｆｉｖｉｔｉｖｅ（ｔｏｔａｌｋａ
ｂｏｕｔｂｅ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ｄｔｏｄｏｓｔｈ）。

这里采用 Ｔｈｏｒｎｂｕｒｙ的分类方式，将 ｍａｋｅ及其
屈折形式的有效索引行进行分类，具体数据见表３。

表３　ｍａｋｅ的类联接占比 ％

语料 第１类 第２类 第３类 第４类 第５类 第６类

Ｇ１ ４３０８ ２０９ ０１７ ３３５９ ２１０６ ０００

Ｇ２ ５０１２ ２６１ ０４３ ２７８６ １８７９ ０１９

Ｇ３ ４８７６ １５３ ０３５ ３２９４ １６１７ ０２４

Ｇ４ ５９８２ １１５ ０８５ ２２２２ ８５５ ０００

　　从表３得知，各个年级学习者对ｍａｋｅ的类联接
使用均不均衡，主要集中于三种高频类联接：一是

上文所列的第１类ｍａｋｅ＋ＮＰ，即表示 “制造……”

“实施……”；二是上文所列第 ４类 ｍａｋｅ＋ＮＰ＋

ＡＤＪ／ＮＰ，即表示 “使……怎么样”；三是上文所列

第５类ｍａｋｅ＋ＮＰ＋ｂａｒｅｉｎｆｉｎｉｔｉｖｅ，即表示 “让……

做……”。其中，第１类占比最高，第４类占比次

之，第５类占比最少。这一研究结果与张莎 （２０１１）

的研究结论不无差异，该研究认为 “中国学生更喜

欢用ｍａｋｅｓｂ／ｓｔｈ＋动词”原型结构，而本族语者更
倾向于ｍａｋｅｓｂ／ｓｔｈ＋宾语补足语结构”。

这三种高频使用的类联接，在句式上相对较简

单，也较容易掌握；其他种类联接句式较为复杂，

使用频率极低。这意味着学习者在此方面尚有较大

的发展空间。

下图２展示的是相邻年级之间三种高频类联接

使用的发展趋势；表４展示的是高频类联接使用频

率的卡方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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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高频类联接频率差异卡方检验结果

阶段 Ｇ１～Ｇ２ Ｇ２～Ｇ３ Ｇ３～Ｇ４

类联接 （第１类） ００００１４ ０５３ ００３１

类联接 （第４类） ０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２７

类联结 （第５类） ０１５００ ０１０４８ ００４３０

从图２和表４可知，这三种类联接呈现出不同
的发展特点，具体表现为：类联接 （第 １类）总
体呈上升趋势，从大一到大二增长显著，从大二到

大三虽有降低但差异并不显著，而从大三到大四又

呈增长趋势；类联结 （第１类）经历了三个不同
的发展阶段：大一到大二是显著下降，大二到大三

是显著上升，大三到大四又显著下降；类联接

（第５类），大一到大二以及大二到大三，变化较
小，大三到大四则显著减少。

下列图３和表５，呈现的是句式比较复杂的三
种低频类联接的发展特点。

表５　类联接 （第２类）使用频率差异卡方检验结果①

阶段 Ｇ１～Ｇ２ Ｇ２～Ｇ３ Ｇ３～Ｇ４

卡方检验ｐ值 ０４２００ ０１０３０ ０００００

从图３和表 ５可见：类联接 （第 ２类），即

表 “……是如何制造”，其使用频率的情况是：

大一到大二以及大二到大三，这两个阶段的变化

均不明显；大三到大四则呈显著下降态势。类联

接 （第 ３类），即表 “为……制作”或 “做

……”，虽从大二到大三其使用频率略微降低，

但总体上仍呈增长趋势。类联接 （第 ６类），即

表 “……被迫做……”，仅见于大二、大三，其

使用频率呈略微上升趋势，而在大一、大四均未

发现使用情况。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类联接内部的发展特点，除

了对上述６种类联接的频数和比例进行统计之外，

还对三种高频类联接中结构相对比较复杂的类联接

形式加以统计，如类联接 （第１类）中的被动语

态以及类联接 （第４类）中的 ｍａｋｅ＋ｉｔ＋ａｄｊ＋ｔｏ

ｄｏ等型式。这里将之与低频类联接合并，统称复

杂类联接。下文所列图４展示了复杂类联接在大一

到大四阶段的使用情况和比例趋势，表６则展示了

其卡方检验结果。

表６　复杂类联接使用频率差异卡方检验结果

阶段 Ｇ１～Ｇ２ Ｇ２～Ｇ３ Ｇ３～Ｇ４

卡方检验ｐ值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０００

据图４和表６，总体上来看，年级的增长能预

示复杂类联接使用的增长，但其间也有一些波动，

从大二到大三阶段，复杂类联接的比例呈显著下降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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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类联接 （第３类）和类联接 （第６类）在某些阶段出现的频数太低，不适合用卡方进行检验，因此，仅列
类联接 （第２类）的检验结果。



（三）ｍａｋｅ搭配的发展特点

这里主要从高频搭配词、所涉及的义项数

与比例、虚化用法搭配词等三个方面来加以

探究。

１．ｍａｋｅ高频搭配词的发展特点
由表７可见，从大一到大四阶段，学习者所使

用的与ｍａｋｅ相搭配且频率居于前１０位的搭配词。

表７　与ｍａｋｅ相搭配位于前１０位的搭配词

语料 第１位 第２位 第３位 第４位 第５位 第６位 第７位 第８位 第９位 第１０位

Ｇ１ ｕｓ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ｆｒｉｅ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ｐ ｅｆｆｏｒ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ｏｎｅ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ｕｒｅ

Ｇ２ ｕｓ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ｉｅｎｄ ｅｆｆｏｒ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ｏｎｅ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ｕｐ ｃａｒｄ ｓｕｒｅ

Ｇ３ ｕｓ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 ｕｐ ｍｏｎｅｙ ｐｒｏｆｉ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ｆｒｉｅｎｄ

Ｇ４ ｃａｒｄ ｆｒｏｍ ｕｓ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ｆｒｉｅｎｄ ｅｆｆｏｒｔ ｃｈｏ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

　　从表７中可以看出：四个年级学习者使用的高
频搭配词比较一致，共同使用到的高频搭配词，大

一到大四有５个、大一到大三有８个、大一到大二
有９个。由此说明了高频搭配使用具有稳固性特征。
２．ｍａｋｅ语义项的发展特点
通过分析发现，ｍａｋｅ涉及了以下１０个义项：①

（１）ｔｏｃａｕｓｅｓｔｈｔｏｈａｐｐｅｎ，ｏｒｃａｕｓｅ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ｔａｔｅｏ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２）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ｂｙｐｕｔ
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ｏｆｉｔ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３）ｕｓｅｄｗｉｔｈｓｏｍｅｎｏｕｎｓｔｏｓａｙ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ｏｎｅ

ｄｏｅｓ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４）ｔｏｃｏｏｋｏｒｐｒｅｐａｒｅｆｏｏｄｏｒｄｒｉｎｋ
（５）ｔｏｅａｒｎｏｒｇｅｔｍｏｎｅｙ
（６）ｔｏｂ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ａｔｓｔｈ
（７）ｔｏｃａｕｓｅａｍａｒｋ，ａｈｏｌｅｅｔｃｔｏａｐｐｅａｒ
（８）ｔｏｈａ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ｊｏｂ，ｕｓｅ，ｏｒｐｕｒｐｏｓｅ
（９）ｐｈｒａｓｅ
（１０）ｐｒｏｖｅｒｂ
由表８可见，ｍａｋｅ在四个年级学习者使用过

程中所涉及搭配词语义项的比例情况。

表８　各个义项的占比 ％

语料 义项 （１） 义项 （２） 义项 （３） 义项 （４） 义项 （５） 义项 （６） 义项 （７） 义项 （８） 义项 （９） 义项 （１０）

Ｇ１ ５１６４ ３２８ ４１６４ ０１６ ３５２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０ ６８９ ０９０
Ｇ２ ４４４０ ５７１ ３５７６ ０２２ ３３９ ０７６ ００９ ０３６ ７５３ ０９８
Ｇ３ ４７２０ ３０３ ３６６６ ０１１ ６３９ ０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１７ ０３４
Ｇ４ ３０８３ １７５０ ３７５０ ０８３ １６７ ０８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３

　　从表８中可知：与类联接相似，整体上看各
个年级学习者对 ｍａｋｅ义项的使用也是不均衡的，
主要集中于义项 （１）和义项 （３），即 “使役用

法”和 “虚化用法”。这和既有的研究结论是一

致的 （张淑静，２００２）。不过，这两类高频义项
仍有其不一样的发展轨迹，下文所列图 ５与表 ９
对此予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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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研究按照所占比例高低将义项进行分类，义项 （１）、义项 （３）为高频义项；义项 （２）、义项 （５）、义项
（９）为低频义项；义项 （４）、义项 （６）、义项 （１０）为稀少义项。由于义项 （７）和义项 （８）只零星出现在大一、
大二，不具有统计意义，此处忽略不计。



表９　相邻年级之间高频义项使用频率差异卡方检验结果

阶段 Ｇ１～Ｇ２ Ｇ２～Ｇ３ Ｇ３～Ｇ４
义项 （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８０ ０００１０
义项 （３） ０１８４０ ０６６４０ ０９３７０

由图５与表９可知：使役义项的使用，从整体
上呈下降趋势，虽然从大二到大三并无显著变化；

而在虚化类用法方面，相邻年级之间有所变化，但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其变化并不显著，即在轻微波动

中保持稳定。如下所列图６和表１０，展示了低频
义项使用的发展趋势。

表１０　低频义项使用频率差异卡方检验结果

阶段 Ｇ１～Ｇ２ Ｇ２～Ｇ３ Ｇ３～Ｇ４
义项 （２）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０
义项 （５） ０９１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６２０
义项 （９） ０５２６７ ０２０５７ ０１６４４

结合表１０可知，低频义项呈现出复杂的发展
特征。义项 （２），即表 “制造”这一义项，在波

动中呈上升趋势，大一到大二显著增长，大二到大

三显著下降，大三到大四又是显著增长；义项

（５），即表 “挣得、获得钱”这一义项，大一到大

二的变化不显著，大二到大三显著增长，大三到大

四的变化也不显著；短语义项 （９）的使用方面则
相对比较稳定，三个阶段的变化均不显著。稀少义

项的发展趋势见图７。

图７反映出这三种稀少义项的共同发展特征：
大一到大二呈上升趋势，大二到大三则下降，而在

大四时期又上升，上升或下降的幅度略有差异。

３ｍａｋｅ虚化类搭配名词的发展特点
为进一步了解 ｍａｋｅ的虚化类搭配词的特点，

单独对此类搭配词进行分析统计，并从偏误率、复

杂度、丰富度等三个维度加以考察。统计时，均按

照类符数进行计算。

在偏误率方面，根据直觉划出疑似偏误词，然

后将其输入ＳＫＥＬＬ、ＣＯＣＡ语料库中进行验证，两
个库中均找不到相关例子的词便可视为是搭配偏误

词。在词汇复杂度方面，使用 Ｎａｔｉｏｎ学者开发的
Ｒａｎｇｅ３２软件将虚化类搭配词进行统计，将其归纳
为三类：第一类是最常用的１０００词；第二类是次
常用的１０００～２０００词；第三类是２０００词以上的词
（Ｂｙｏｎｄ－２０００值）。然后，计算各个子库 Ｂｙｏｎｄ－
２０００在所有虚化词中所占的比例，比例越高，其
复杂程度就越高。在词汇多样性方面，采用的是搭

配词类符与形符之间的比例。比例越高，多样性就

越高。图８、图 ９、图 １０反映了三者各自的发展
趋势。

从图８可知，虚化类搭配词偏误率呈下降趋
势，但各个阶段下降的幅度不一，大一到大二，下

降幅度比较大；大二到大三以及大三到大四，下降

的幅度则比较小。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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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虚化类搭配的使用准确度总体上升。从图９可
知，在复杂度方面，大二的学习者表现最好，此后

则持续下降。

图１０反映了各个阶段学习者在搭配词丰富度
方面的不同特点：大一到大二略有下降，大二到大

三略微上扬，大四的上升幅度则比较大。

（四）ｍａｋｅ近义词网络的发展特点

根据Ｒｅａｄ（２００４）的词汇知识发展三阶段理
论可知，词汇发展的第三阶段涉及在目标词与语义

相关的其他词 （如近义词）之间建立联系并形成

语义网络。在此，运用网络在线检索工具 Ｗｏｒｄｎｅｔ
Ｓｅａｒｃｈ３．１提取学习者涉及的ｍａｋｅ所有义项的近
义词４１个和词组１５个，然后在 Ｇ１、Ｇ２、Ｇ３、Ｇ４
中搜索，结果见表１１。

表１１　ｍａｋｅ近义词网络拓展情况

语料 Ｇ１ Ｇ２ Ｇ３ Ｇ４
近义词数／个 ３８ ４７ ４８ ３７
占总数比例／％ ６７８６ ８３９３ ８５７１ ６６０７

从表１１可知，从大一到大二阶段，近义词网
络拓展增长较多，大三比大二略有增加，而大四阶

段则大幅下降。

三、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研究从动态系统的角度，考察了大学英语专
业四个年级的学习者在虚化动词 ｍａｋｅ使用频率、
类联接、搭配词、近义词网络拓展等四个方面的发

展变异特征。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在ｍａｋｅ的使用频率上，从大二到大三阶
段呈显著降低，这表明学习者在这一阶段减少了对

常用虚化动词的依赖，但这一变化特征在其他两个

阶段表现还不甚明显。

２．在类联接方面，四个年级学习者显现出一
定程度的共性：各个类联接的使用不均衡，占比最

大的是意义为 “制造、实施”的 ｍａｋｅ＋名词这一
类联接，其次是意义为 “使……怎样”的 ｍａｋｅ＋
名词＋形容词或名词，位于第三的是意义为 “让

……做……”的ｍａｋｅ＋名词 ＋动词原型这一类联
接；而句式较为复杂的意义分别为 “……是如何

制造的”“为谁制作或做……”以及 “……被迫做

……”，这三种类联接的使用频率非常低。此外，

各种类联接还呈现出不一样的、非线性的复杂发展

路径。其中， “ｍａｋｅ＋名词” “ｍａｋｅ＋名词 ＋名
词”这两种类联接在波动中上升；“ｍａｋｅ＋名词 ＋
形容词或名词” “名词 ＋ｂｅ＋ｍａｄｅ＋ｏｆ／ｆｒｏｍ／ｏｕｔ
ｏｆ”在波动中下降；“ｍａｋｅ＋名词＋动词原型”一
直呈下降趋势；“名词＋ｂｅ＋ｍａｄｅ＋ｔｏｄｏ”则先持
续上升再急剧下降。学习者使用复杂类联接的比例

则是在波动中上升。

３．四个年级 ｍａｋｅ的高频搭配词变化不大，
相对比较稳定。在义项的使用方面呈现出与类联接

类似的发展路径，其间的共性是：义项使用不均

衡，主要集中于使役项和虚化项，使役项所占比例

最大，虚化用法次之，但在这四个年级中使役项的

使用在波动中下降，而虚化项的使用则是在波动中

保持着稳定。此外，低频义项和稀有义项均呈现非

线性的、复杂的发展态势。随着年级的增加，学习

者在ｍａｋｅ虚化类搭配词的使用偏误率逐渐降低，
但搭配词复杂度的发展却呈非线性的下降趋势，丰

富度则是在波动中上升。

４．在近义词网络的拓展上，大一到大二阶段
增长较快，大三增长缓慢，而大四却急剧下降。

（二）启示

综上可知，虚化动词 ｍａｋｅ内部的各个维度或
变体，其动态发展呈非线性特征，且不可预测。词

汇的教学可从中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一是教师应正确对待学习者在词汇学习中出现

的偏误、停滞或倒退等现象。动态系统理论业已阐

明，语言的学习是非常复杂的，其发展路径往往是

非线性的、不可预测的。在通常情况下，偏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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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甚至倒退其实是词汇发展的必经阶段。对此，教

师应正确引导，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打破停滞或

倒退的状态。

二是在教学中应培养学习者一词多句型、一词

多义以及构建语义网络的意识。让学习者意识到仅

仅掌握词的一两个对应语义或句型是远远不够的。

词汇量的增长，不仅是增加生词量，还应注意对原

有词汇的句型、语义、搭配、近义词语义网络的拓

展，等等。

三是在教学中采用适当的教学干预，让学习

者多分配一些认知资源到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词汇

的内部子系统中，促进这些子系统的发展。例

如：教师可设计 “找句型、找义项、找搭配、找

近义词” “摘录句型、搭配、近义词” “填空”

“句子改写”“造句”“连句成文”等多样化的练

习活动来复现那些比较复杂的句型、义项、搭配

以及近义词。此外，教师也可利用网络上集视听

说看多模态为一体的语言体验资源，设计多模态

的词汇练习，如，兼有游戏、视频、文字的词汇

输入练习，以及视频辅助复述、影视配音、歌词

比赛等词汇输出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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