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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具身认知理论及知觉符号系统性理论，以滨州某职业学院的在华留学生为研

究对象，使用 Eprime2.0及 SPSS27.0数据分析，对其在具身语言下汉语加工过程中的通道转换

成本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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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and the perceptual symbolic system theory, this study
focuses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a vocational college in Binzhou, China. By using Eprime 2.0 and
SPSS 27.0 for data analysis, this research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channel switching costs during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under embodied language conditions and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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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外国中文学习者是怎样加工汉语符号的？认知心理学

认为，语言符号是通过在概念、判断、推理等心理活动中大

脑对语言符号的表征、处理、加工，从而获得语言符号的理

解。然而传统的认知理论并不能很好地对人类认知加工过程

做出解释，其忽视了概念符号表征过程中“身体”的重要性，

将身体状态只是看作语言符号加工过程中的工具载体。然

而，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据表明高级的认知过程与知觉、

运动过程之间是相互作用的[3]。也就是说，语言符号加工过

程是依赖于身体与外界环境的感知与运动模拟的，在此过程

中身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4]。当我们的身体与外部环境之间

相互作用并模拟运动时，对认知、心理、概念等进行影响，

这种效应称之为具身效应。而这种将“身”的状态作为一种

功能依赖的学说被统称为具身理论。具身理论认为，意义不

是概念关系中的特征清单，它必须以世界本身为根据[9]。从

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身体和语言可以处于一种“体语同构”

的状态[11]。

Barsalou（1999）在实验验证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觉符

号系统性理论（perceptualsymbolsystem），认为概念植根于

人们的感知与运动模拟，人们在概念表证过程中是通过激活

大脑中的特定感官通道（视觉通道、听觉通道、嗅觉通道、

触觉通道、味觉通道等）来进行的[2]。例如：当我们读到“听”

这个词时，语义加工过程会伴随着大脑中身体对该词的激活

与模拟的过程性体验。比如我们先前听别人讲话的记忆过

程、听老师上课时的话语、听公司开会时的领导讲话......这

些先前的过程体验就会激发大脑中的身体与该动作之间的

模拟，促进学习者对该语言符号的理解加工和表征过程。而

“听”这个词会激发大脑中的听觉通道并进行相关模拟。有

些语言符号的概念表征只会集中于一种通道（如“看-瞧”词

对会激发视觉这一相同通道），而有些语言符号的表征则会

从某一通道转换到另一通道（如“看-听”词对则会因为激发

视觉和听觉不同的通道而在语义加工过程中需要转换通

道），因此在具身理论与知觉符号系统性理论的基础上，大

量相关研究都证明了在词汇加工过程中通道转换成本的存

在（Pecheretal.，2003；VanDantzigetal.，2008；Ambrosietal.，

2011）[6][7][1]。而早期相关通道转换成本的二语研究较少，研

究方法较为局限。先前相关研究则主要集中于英语词汇的学

习，对于具身理论下外国中文学习者不同通道词汇表征过程

及规律研究尚少。因此，本文通过对外国中文学习者具身语

言加工过程中通道转换成本的产生进行研究论证，验证二语

加工过程中通道转换成本的出现，旨在进一步完善具身理论

及知觉符号系统性理论，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为

国际汉语教学及课程设计等方面提供新的参考依据，促进留

学生汉语学习的兴趣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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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设计及结果

本次实验所选择的实验受试为滨州某职业学院的在华

留学生，首先对其进行国际标准化汉语考试 HSK测试，选

取 HSK3 级及以上的留学生 20 名，并保证选择的实验词受

试都认识。HSK测试是测试外国中文学习者汉语水平能力的

标准化测试，该测试分为一到六级，其中三级属于中级水平。

而参加本次实验的受试为蒙古、摩洛哥的在华汉语学习者，

并严格控制其年龄、性别等变量。本次试验所选取的 40 个

实验词均源自于 Sidhuetal.（2014）的 687个动词具身等级评

定量表，40 个英语动词翻译成对应汉语词进行实验。将 40

组动词分为 20组，两两一组。其中 10组为同一感官通道词

（如问-吃），另外 10组为不同感官通道词（如聊天-听到）。

此外，还插入了 10 组名词作为干扰项，以此让受试对词语

的词性进行判断。最后剔除无效数据并收集整理受试的反应

时及正确率。

根据所得实验数据，最终剔除两份错误率达 8%以及反

应时大于 2.5倍平均反应时的数据。我们通过 SPSS27.0对有

效数据进行了方差分析。最终得出结论：通道组主效应显著

（F（1，58）=51.033，p<0.001）。其中，留学生们在进行

感官通道相同时的汉语词汇加工中的正确率（M=81.067，S

D=7.215）明显高于感官通道不一致时的正确率（M=72.433，

SD=9.723）；此外，留学生们在汉语词汇加工过程中通道一

致时的反应时（M=1053.646，SD=158.615）显著短于通道转

换时的反应时（M=1222.752，SD=237.476）。

判断词性 平均值
正确率

差值
SD值 P值 平均值

反应时/ms

差值
SD值 P值

HSK3s

水平组

通道一

致
81.067

+8.634

6.128

0.000

1053.646

-169.106

146.899

0.000
通道转

换
72.433

12.77

5
1222.752 145.958

表 1实验数据列表

2.结果分析

认知是具身的，身体是嵌入环境的。认知、身体和环境

组成一个动态的统一体[10]。例如：当我们读到“看烟花”这

个词时，语义加工过程会伴随着大脑中身体对该词的激活与

模拟的过程性体验。比如我们先前过年时看放烟花的整个记

忆过程、看春晚的场景、看天上烟花绽放的整个过程......这

些先前的过程体验就会激发大脑中的身体与该动作之间的

模拟，促进学习者对该语言符号的理解加工和表征过程。而

“看烟花”这个词会激发大脑中的视觉通道并进行相关模

拟。有些语言符号的概念表征只会集中于一种通道（如“看

-瞧”词对会激发视觉这一相同通道），而有些语言符号的表

征则会从某一通道转换到另一通道（如“看-听”词对则会因

为激发视觉和听觉不同的通道而在语义加工过程中需要转

换通道）。具身认知理论认为，当我们在阅读词汇文本信息

时，大脑中的字符信息就会激活相关感官通道，通过动作模

拟来促进词条间的语义加工。如果所加工的词汇均来自相同

通道，那么同一感官通道的信息就会自动激活，相互促进；

而若是该过程是从某一通道转换为另一通道时，那么不同通

道的语义信息则需要模拟器重新激活模拟，故加工不同通道

信息时会出现感知模拟运动过程中的排斥现象。语言理解包

含两个既紧密联系又可分离的过程：解码（decoding）和理

解（comprehension）[5]。如词对“问-吃”，当我们加工理解

“问”和“吃”时，该词对会激活大脑中的动觉系统，涉及

嘴巴动作的模拟。相同通道词汇之间具有相似的符号表征特

性，汉语学习者对“问”的语义加工则会促进其对“吃”的

语义加工，感知模拟过程及识别激活过程会使得解码和理解

过程所消耗的认知资源更少。但对于词对“看-听”，当我们

在解码“看”和“听”时，所激活的感官通道不一致，大脑

中关于身体对其模拟过程会产生通道间的转换成本，解码和

理解该词对时所消耗的认知资源则会增多。因此会出现本实

验的结果：受试在加工不同通道二语词汇与加工相同通道词

汇相比，反应时增加，正确率降低等现象。

此外，由于本实验的受试为蒙古、摩洛哥的在华留学生，

由于二语习得的负迁移影响，蒙语、阿拉伯语等与汉语在句

法机构、语义层次、习得语序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故学

生们在辨认、激活、理解、输出过程中存在阻碍，因此当留

学生在汉字字符加工过程中会因为母语对汉语学习过程中

的抑制阻碍作用，而使得汉语加工过程变得缓慢，表现为在

本实验中：句法判断所用时间较长，加工不同通道汉语词汇

时的正确率较低。

具身认知强调“身体感觉-运动系统”是意义创造和概念

理解的核心[11]。该实验结果也为国际汉语教学进一步提升提

供了基础。中文学习者在习得汉字过程中的顺序十分重要。

根据该研究结果可知：相同通道的汉语词汇间互相感应激活

并进行感知模拟，从而加快学习者对汉语词汇的认知习得过

程；不同通道的汉语词汇间的解码资源不一致，学习者对其

的理解加工过程则需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因此，国际汉语

教师在中文教学过程中设置教学顺序和教学步骤时应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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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外国中文学习者对于相同通道的汉语词汇间语义联系

较大，感知模拟性较强，对其接受度自然也就较高；而对于

来自不同通道的汉语词汇解码理解所付出的关注成本更高，

认知资源消耗更多，对其接受度则会较差。所以教师在汉语

词汇教学过程中所设置的词汇学习过程尤为重要。根据学生

们的汉语水平设置对应的可接受的汉语词汇。根据同一的通

道词汇加工理解过程相互激活促进的原则，将同一感官通道

的汉语词汇归类总结为同一目标学习组进行授课教学，促进

学习者对同一通道目标词的语义联系及感知运动模拟，从而

达到汉字习得过程更为高效的最终目标。同时，教师也可将

与身体交互作用更强的汉语目标词进行归纳总结，教学环节

设置过程中可增加适当的情景模拟，激发学生大脑中的身体

对目标词的模拟加工过程，促进学生对目标词的感知-理解-

记忆过程，最终使得汉语习得更顺利和高效。

3.总结

此次结果也进一步证明了具身认知理论对国际汉语教

学过程中的重要性。国际汉语教学的教授对象为来自各国不

同的在华留学生，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

信仰不同的宗教，这些无疑为教师在汉语教学过程中增加了

困难。若是教师能理解掌握具身认知理论下汉字习得过程及

规律，更好的应用于汉语教学过程，精确设计教学步骤和教

学过程，使学生对汉字结构及语义特点有更深的了解，那么

会使得汉语教学过程事半功倍。具身认知理论下，外国中文

学习者在加工不同感官通道中文词汇时，由于不同感官通道

间的语义字符信息的抑制作用，学生加工不同通道汉语字符

会产生通道间的转换成本。与加工相同通道的汉语字符相

比，其加工成本变多、加工难度变大。故教师在设计汉语学

习过程中的顺序尤为重要，按照相同通道词汇可接受度更高

的原则来处理目标学习词汇，加深学生们头脑中对词汇的模

拟运动过程，促进其对汉语词汇的理解与记忆。

本次研究基于具身认知理论，针对以汉语为目标学习语

的外国留学生，在汉语动词词汇习得过程中，受不同通道间

模态符号信息的相互抑制作用等影响，加工不同感官通道信

息时存在反应时增加，准确率降低的现象。该结果也进一步

验证了二语习得理论及具身认知理论，为国际汉语教学提供

借鉴参考价值。当然，本次研究分析尚有许多不足之处：首

先，本文作者对相关理论认知还有许多不足，文献阅读及知

识储备还未做到全面深厚，因此对本研究的分析解释尚不全

面；其次，本次研究的对象为以汉语为目标学习语的在华留

学生，但因学生人数、年龄、国别、汉语水平等条件的限制，

使得此次实验的受试人数受到局限性，对最终数据结果有一

定的影响；最后，受到以上客观条件的局限性，本次研究仅

为“通道一致-通道转换”这一变量，设置的变量纬度单一，

未达到多维度全方位研究解释具身认知理论及二语习得规

律对外国中文学习者汉语习得过程及结果的重要性。本文尚

有很多不足之处，望今后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能进一步补充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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