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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映射范式下语义参照对二语词汇学习的影响
 

Chen Zhang 

 
  

Abstract- Complementary learning system believes that the 
acqui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new information is a relatively 
slow process. Contrary to the traditional theory,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new words learned by fast mapping (FM) 
paradigm can be rapidly integrated into neocortical memory 
networks, inducing neural mechanisms different from the 
complementary learning system. However, factors affecting 
rapid cortical integration through FM are still under debate. 
This study thus explored the influences of semantic referent on 
L2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in the FM paradigm. Fifty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fast mapping or 
the incidental encoding learning condition, and completed 
three vocabulary tests shortly after learning and again about 
24 hours lat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in the lexical 
integration test, only the

 

FM group produced lexical 
competition effects, which proved that the semantic referent in 
the FM paradigm can promote the rapid lexical integration of 
new words into the pre-existing mental lexicon, (b) in the 
semantic integration test, only the FM group produced 
semantic priming effects, which proved that the semantic 
referent in the FM paradigm can promote the rapid semantic 
integration of new words into the semantic network.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emantic referent is driving factors for 
rapid cortical integration through FM. The study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vocabulary instruction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L2 vocabulary learning.

 
Keywords:

 

fast mapping, incidental encoding, semantic 
referent,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learning, memory 
network.

 
Abstract- 传统的记忆理论——互补学习系统认为，

 

新信息

 
的习得和巩固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不同于传统的记忆理论

，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通过快速映射范式学习的新词可以被

快速整合到大脑新皮质层的记忆网络中，诱发不同于互补学习

系统的神经机制。然而，影响快速映射范式下新词快速整合

的机制仍处于争议中。因此，本研究考察快速映射范式下语

义参照对英语二语词汇学习的影响。50名英语二语学习者分

别接受快速映射和偶然编码两种学习条件，并完成考查目标

词汇词-图联想记忆、

 

词形整合及语义整合学习效果的

 
即时测试和延时测试。研究发现：1）在词形整合测试中，仅

快速映射组产生了词汇竞争效应，证明了快速映射范式下语义

参照能够促进二语新词词形在原有心里词典的快速整合；2）

在语义整合测试中，仅快速映射组产生了语义启动效应，证明

了快速映射范式下语义参照能够促进二语新词语义在原有语义

网络中的快速整合。研究结论证明了快速映射范式下已知的

语义参照是促使二语新词在大脑新皮质层快速整合的关键因素

。该研究为二语词汇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启示意

义。 

Keywords: 快速映射， 偶然编码， 语义参照， 

二语词汇学习，记忆网络. 

I. 引言 

性编码（explicit encoding） 是最常见的二 

语词汇学习方式，如背诵新词列表，看图记

单词等。显性编码要求学习者在语境缺失的

条件下记忆新词，而学习者也明确知道自己在学习新词

，因此是一种显性学习（explicit learning）方式。 

传统的记忆理论认为，当人们进行显性编码学习时，新

词首先在海马体（hippocampus）进行快速编码，随后

经过一定的时间（如一夜的睡眠）才被逐渐整合到大脑

新皮质层的长时记忆网络中（McClelland et al. 

1995；Tamminen & Gaskell 2013）。 也就是说， 

新信息的习得和巩固是通过海马体和新皮质层的交互作

用完成的。而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如果新词是通过快

速映射（fast mapping） 方式获取的， 那么就可 

以绕过这种耗时的海马体-新皮质层巩固 过程而直接被 

整合到大脑新皮质层的记忆网络中（Sharon et al., 
2011； Merhav et al., 2014, 2015; Himmer et al., 

2017）。在典型的快速映射范式中（如图1），呈献给

学习者的是两幅不同物体的图片，其中一幅是已知的 

（如图1右侧蟋蟀“cricket”），而另一幅是未知的（如图

1左侧陌生昆虫），学习者的任务是回答一个问题（如

图1“Are the antennae of the Torato pointing 

up?”），这个问题中包含了一个新指称，学习者可以据

此推断新词所指对象为未知图片中的物体。依赖已知语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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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的推理行为，快速映射任务中的词汇学习不涉及外

部指导或刻意记忆，因此是一种隐性（或偶然）学习 
（implicit or incidental learning）方式。 自Carey和 
Bartlett（1978）提出”快速映射”的概念后，大量研究已

经证明快速映射范式能够加快新词在记忆网络中的整合

速度（Halberda, 2006; Coutanche & Thompson-Schill, 
2014; Greve et al., 2014; Merhav et al., 2015; Cooper et 
al., 2019b; O’Connor & Riggs, 2019; Vasilyeva et al., 

2019）。 然而， 快速映射范式下新词实现快速整 

合的因素还不清楚。 

 

图 1: 快速映射学习方式示例 

Sharon等（2011）的一项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

该研究的受试为海马体受损的四名失忆症患者，当学习

方式为引导他们有意识的对新的图片-名称联结进行记 

忆时，受试表现出严重的学习障碍；但通过快速映射方

式进行学习后，受试获得了几乎正常的学习表现。这是

一项惊人的发现，研究结果表明快速映射学习可能依赖

一种独特的神经认知加工机制，这是对传统互补学习系

统的巨大挑战。基于研究结果，Sharon等（2011）首次

提出影响快速映射范式的三个关键因素：（1）学习过

程是偶然的；（2） 新指称与指称对象的联结需要学 

习者通过拒绝已知和推断未知主动建立；（3）新联结

的建立需要已知的语义环境。随后，Coutanche & 
Thompson-Schill（2014：2296） 指出“快速映射可将新 

概念快速整合到大脑皮层的记忆网络中”。为验证该假

设，Coutanche & Thompson-Schill让健康成人 

分别通过快速映射和显性编码学习陌生动物的名称。此

外，为验证Sharon等（2011）提出的的第三个关键因素

，Coutanche & Thompson-Schill（2014） 首次创设了 

偶然编码（incidental encoding）学习方式。 偶然编 

码与快速映射的根本区别在于有无熟悉图片作为已知语

境。他们认为，如果新词在被检索时能够激活其记忆网

络中在语音或拼写上与其相似的其他词项， 才能 被称 

为真正习得了该词。因此，Coutanche & Thompson-

Schill（2014） 不仅保留了以往实验中对 新词陈述性 

记忆（declarative memory） 的考查， 还通过记 

录受试对与新词拼写相似、语义相关的熟悉词汇的反应

时来分别衡量新词的词形整合（lexical integration） 

和语义整合（semantic integration）。 结果发现， 

显性编码条件下，受试在即时和延时测试中的陈述性记

忆都优于快速映射条件，但未产生词形和语义整合效应

。相反，快速映射条件下，受试在即时和延时测试中都

出现了词形整合效应，但仅在延时测试中观察到语义整

合效应。这表明，快速映射能够帮助成年人将新信息快

速整合到大脑新皮质层的记忆网络中。另外，与快速映

射相反，偶然编码条件下学习的一语词汇并未产生词形

和语义整合。这一结果表明了熟悉图片作为已知语境在

快速映射任务中的重要作用。Cooper等（2019）更深入

地提出了语义参照（semantic reference） 和语义推理 

（semantic inference） 作为快速映射范式的两个 

关键因素。在快速映射任务中，学习者将已知图片作为

参照，通过对比推断出新事物和新词之间的联结关系。

同时，任务中的感知判断问题为推断新联结创设了特定

的语义情境。因此，快速映射任务中的熟悉图片即为语

义参照，感知判断问题即为语义推理。Cooper等(2019)

对比了快速映射（FM），显性编码以及快速映射的三

个变体（FM-r：无语义参照的FM；FM-i：无语义推理的 

FM；FM-ir：既无语义参照又无语义推理的FM） 五种学 

习条件对成年人一语词汇学习的效果。结果显示，语义

参照和语义推理均非快速映射任务的关键因素。此外，

Coutanche & Koch（2017） 发现快速映射任务中 

熟悉图片的典型程度与运用不同记忆系统的倾向都对成

人一语词汇的词形整合有重要影响。综上所述，影响快

速映射范式下新词的快速巩固机制尚未成定论。 

基于上述研究，为了进一步探究快速映射范式下已知物

体作为语义参照对新词在记忆网络快速整合的影响，本

研究设置有两个实验组分别接受两种学习方式，即快速

映射和偶然编码。在快速映射条件下，一张未知物体的

图片、一张同类已知物体的图片以及一个区别两事物不

同特征且涉及未知图片名称的感知问题同时呈现。通过

识别并排除已知图片，受试可推断出感知问题中的新词

即为陌生图片的指称，从而建立新的生词-图片联结。 

与快速映射条件相比，偶然编码条件中的已知图片被剔

© 2023   Global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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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仅一张未知物体的图片以及包含未知物体指称的感

知问题同时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快速映射在成人一语词汇习得中的作用

为二语词汇习得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现有研究

多关注快速映射范式在一语词汇习得领域的应用及发展

，少有研究关注其在二语词汇习得领域的发展。洪炜等

（2018）以中等水平的成年汉语二语学习者为受试，探

究显性编码、快速映射对汉语二语词汇学习的影响，结

果发现，显性编码更有利于目标词陈述性记忆的学习，

而快速映射对目标词的词形和语义整合更有效，而且，

快速映射+显性编码的词汇学习效果优于单一学习方式

，不仅可实现对新词表征的准确记忆，还可实现词形和

语义的快速整合。该研究表明，显性编码和快速映射可

对成人二语词汇学习产生不同影响，快速映射与显性编

码可能依赖不同的认知神经机制。洪炜等（2018）开创

了快速映射在成人二语词汇习得研究领域的先河，同时

他们指出，一语和二语的词汇学习存在本质区别，与多

种心理认知过程相关，且目前该方面的研究极少，因此

快速映射和显性编码对二语词汇学习的影响有待进一步

考察。目前，尚未有研究在二语语境下探索影响快速映

射范式实现新词快速皮层整合的影响因素。因此，本研

究旨在探究快速映射范式下语义参照对英语二语词汇学

习的影响。 

II. 研究方法 

a)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回答下列3个研究问题： 

1) 快速映射与偶然编码是否会对成人二语词汇的图片-

词形联想识别记忆产生不同影响？ 

2) 快速映射与偶然编码是否会对成人二语词汇的词形

整合产生不同影响？ 

3) 快速映射与偶然编码是否会对成人二语词汇的语义

整合产生不同影响？ 

b)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 2（学习方式）×2 （测试时间） 双因素混 

合实验设计。其中，学习方式为组间变量，包括快速映

射和偶然编码两个水平；测试时间为组内变量，包括即

时测试和延时测试两个水平。因变量为三个词汇任务的

表现，即一项外显测试（explicit tests） （词汇识 

别测试）  的成绩和 两项内隐测试（implicit tests） 

（词形整合测试和语义 整合任测试）的成绩。 

c) 受试 

受试为中国某高校50名英语专业大学生，年龄为19-

21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没有学习或阅读障碍。受

试分为两组，每组 25 名， 分别通过快速映射和偶 

然编码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进行词汇学习。各组受试的母

语背景和英语学习经历基本一致，实验前进行的英语水

平测试显示两组受试的英语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p=.564) 。 

d) 实验材料 

通过网络图片库分别选取120张动物和植物的彩色图片

，并将其剪裁为清晰的白底图片。随后，另外20名与受

试英语水平相当的学生按照李克特五级量表（1=完全不

熟悉，5=非常熟悉）对这些图片进行评分。最后，选取

16张（动物：8；植物：8）被评为“完全不熟悉”的图片

作为学习材料，另有32张被评为“非常熟悉”的图片（动

物：16；植物：16）作为快速映射任务的配对实验材料

。 

之后，需要给16张“完全不熟悉”的图片随机配上16个陌

生名称（选自Coutanche & Thompson-Schill， 

2014）。陌生词汇是通过替换现有英语名词中的某个音

素（如由cradle得到cragle）人为创造的、符合英语发音

规则的假词。最后，邀请10名英语母语者按照李克特五

级量表对假词的熟悉度、假词与图片的匹配度评分，结

果显示假词均为陌生词汇，所选图片均能很好地匹配假

词。由此，我们得到了16个生词-图片的组合作为本 

实验的学习材料。 

e) 实验步骤 

图片和文字刺激通过E-prime 2.0呈现在计算机屏 幕正 

中央。受试在安静的实验室内单独进行实验，并根据要

求通过键盘按键完成实验任务。 

f) 学习阶段 

整个学习阶段历时20分钟，两组受试分别在不同的条件

下学习相同的英语新词，具体处理如下： 

1) 快速映射组 

© 2023   Global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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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映射条件下，两张同类物体（动物或植物）的图

片与一个涉及两张图片不同特征（如植物果皮的颜色、

动物脚的数量等）的感知判断问题同时呈现（见图2）

。其中一张为陌生图片，另一张为熟悉图片，感知判断

问题提及目标生词（即陌生图片的指称）。受试需要通

过检索和排除已知图片，推断出问题中提及的生词是陌

生图片的指称，从而建立新的生词-图片联结并通过按 

键回答问题（F代表“是”，J代表“否”）。陌生图片出现

在屏幕左侧或右侧的几率相等，问题的正确答案为“是”

或“否”的几率也相等。图片及问题同时呈现10秒，要求

受试在10秒内通过按键作出回应。16对图片-生词组合 

共呈现三轮，每轮呈现顺序随机。 

 

图 2: 快速映射组学习材料示例 

2) 偶然编码组 

偶然编码组与快速映射组的学习过程完全相同，唯一区

别为偶然编码组的学习材料中删除了熟悉图片（见图 
3）。 

 

图 3: 偶然编码组学习材料示例 

g) 测试阶段 

学习结束后，受试休息4分钟，随后进行3项词汇测试。

词汇识别测试用于考查对词汇和图片的联想记忆，词形

整合测试考查词汇竞争效应，语义整合测试考查语义启

动效应，在正式测试前分别设有 8 个练习试次帮助受 

试熟悉测试流程。三项测试的设置如下： 

1) 词汇识别测试 

三张同类图片（动物或植物）和一个目标词同时呈现 

（见图3）。受试通过按键（A、B或C）选择与目标词

相对应的图片。16张陌生图片在词汇识别测试中共出现

3次，每次分别在电脑屏幕的不同位置，一次作为正确

答案出现，两次作为正确答案的陪同材料（foil）出现。

每组测试材料随机呈现，呈现时间不限（直至受试给出

答案），并以600毫秒的白屏隔开。 

 

图 4: 词汇识别测试材料示例 

2) 词形整合测试 

测试目标词为32个熟悉的英语单词，其中一半是本实验

中16个人造假词的原始词汇（如真词cradle为假词cragl

e的原始词汇，在实验中被称为“已用词汇”），另一半是

实验未涉及的英语单词（被称为“未用词汇”），已用词

汇和未用词汇中人造物与自然物各占一半。而且，为实

现词汇竞争效应的最大化，已用词汇均选自英语中的隐

士词（hermit words）， 即在英语中无法找到与其有 

一个字母之差的其他真词。该测试的具体呈现方式如下

（见图6）：屏幕中央首先呈现 600ms的注视点“+”， 

随后注视点消失，目标词呈现，要求受试通过按键 
（F代表人造物，J代表自然物）尽可能快速并准确地判

断目标词是人造物还是自然物，目标词随机呈现，每个

试次都在受试按键给出答案后结束并自动跳转至下一试
次。 

 

图 5: 词形整合测试材料示例
 

3)
 
语义整合测试

 

共包括32个词对（启动词-目标词），
 
其中启动词为学

 

习阶段的16个生词，每个启动词配有两个熟悉单词作为

目标词，其中一个单词与启动词语义相关（如cragle-

monkey，同为动物），另一个与启动词语义无关（如cr

agle-orange）。因此，共有16个语义相关的启动词-

© 2023   Global Journals 

      

   

  
  

  
 V

ol
um

e 
X
X
III

 I
ss
ue

 I
X
 V

er
sio

n 
I 

  
  
 

  

50

  
 

(
)

G
lo
ba

l 
Jo

ur
na

l 
of
 H

um
an

 S
oc

ia
l 
Sc

ie
nc

e 
 

-

Ye
ar

20
23

G
Influence of Semantic Referent in the Fast Mapping Paradigm on L2 Vocabulary Learning



目标词词对和16个语义无关的启动词-目标词词对。 

每组词对展现方式如下：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800m

s，随后注视点消失，启动词随即呈现600ms，之后是1

00ms的空屏，最后呈现目标词，要求受试尽可能快速

准确地判断目标词属于动物还是植物（植物按F键，动

物按J键）。每组词对呈现顺序随机，并在受试给出答

案后自动跳转至下一试次。 

 

图 6: 语义整合测试材料示例 

为检测受试对所学新词的保持程度，大约24 小时后， 

所有受试再次完成以上三项词汇测试任务，任务内容、

方法与即时测试完全一致。 

III. 数据处理 

词汇识别测试的正确率、词形整合测试和语义整合测试

的反应时通过E-prime 2.0记录， 词形竞争值由已用词汇 

反应时减去未用词汇反应时得到，语义启动量通过语义

无关启动的反应时减去语义相关启动的反应时得到。三

项测试中平均正确率低于75%的受试数据以及超过±2.5

个标准差的极端反应时被剔除后，各组的测试成绩和反

应时通过SPSS 26进行数据分析。 首先对各组数据 

进行描述性分析，随后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若自

变量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则进行简单效应检验。 

IV. 实验结果 

a) 词汇识别测试结果 

两组受试的词汇识别测试成绩见表1。对词汇识别测试

的成绩进行学习方式 × 测试时间（2× 2） 

的双两因素方差分析后发现，学习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F（1, 48）=11.81，p =.001， 快速映射组的成绩 显著 

高于偶然编码组。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 48） 

=5.70，p =.021， 即时测试的成绩显著高于延时 

测试成绩。学习条件与测试时间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
（1, 48）=1.02，p=.319。 

表1: 词汇识别测试的均值及标准差 

学习方式 即时测 延时测 
快速映射 

偶然编码 
12.40（2.43） 
9.00（3.03） 

9.52（2.02） 
8.28（1.02） 

 

b) 词形整合测试结果 

各组对已用词汇和未用词汇的反应时均值、标准差以及

竞争值如表2所示。对反应时数据进行学习方式 × 

词汇类型 × 测试时间 （2×2×2） 三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词汇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48)= 17.81, p 

<.001，已用词汇的反应时显著长于未用词汇；测试时

间的主效应显著，F（1, 48）=33.47，p <.001， 即时 

测试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延时测试的反应时；学习方式的

主效应不显著（p>.1）。学习方式与词汇类型的交互效

应显著，F（1,48）=11.28，p=.002。学习方式与测试

时间以及词汇类型与测试时间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ps

>.1）。对词汇类型与学习方式进行简单效应检验后发

现，在快速映射条件下，已用词汇的反应时显著长于未

用词汇（p<.001）；而在偶然编码条件下，已用词汇与

未用词汇的反应时无显著差异（p>.1）。 

 
 
 
 
 
 
 

表 2: 词形整合测试的平均反应时及词汇竞争值 

学习条件 
即时测试 延时测试 

已用词汇 未用词汇 竞争值 已用词汇 未用词汇 竞争值 

快速映射 1679.02 
(192.08) 

1498.68 
(199.38) 

180.34 
(277.40) 

1316.88 
(388.87) 

1220.28 
(298.91) 

96.60 
(17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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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编码 1511.04 

(213.94) 
1504.29 

(136.11) 
6.76 

(128.64) 
1327.09 

(218.42) 
1302.34 

(177.25) 
24.75 

(159.91) 
 

c) 语义整合测试 

各组在语义相关和语义无关启动条件下的反应时均值、

标准差以及启动量如表3所示。对反应时进行学习方式 

× 启动类型 × 测试时间 （2×2×2） 三因 素方 

差分析。结果表明，启动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48）=15.19，p<.001，语义无关词汇的反应时显著长

于语义相关词汇的反应时；测试时间的主效应不显著             

(p>.1）； 学习方式的主效应显著，F（1, 48）= 

6.45，p=.014。学习方式与启动类型的交互效应显著，

F（1, 48）=16.93， p<.001； 学习方式与测试时间以 

及启动类型与测试时间的交互效应不显著（ps>.1）。

对启动类型与学习方式进行简单效应检验后发现，在快

速映射条件下，语义相关启动的反应时显著短于语义无

关启动（p<.001）；而在偶然编码条件下，语义相关与

语义无关启动之间的反应时均无显著差异（p>.1）。 

表 3: 语义整合测试的平均反应时及语义启动量 

学习条件 
即时测试 延时测试 

语义相关 语义无关 启动量 语义相关 语义无关 启动量 

快速映射 750.44 
(122.57) 

861.55 
(108.38) 

111.11 
(52.20) 

757.44 
(117.53) 

821.38 
(158.54) 

63.94 
(91.83) 

偶然编码 
898.62 

(158.67) 
893.77 

(171.84) 
-4.85 

(92.03) 
862.29 

(155.43) 
862.38 

(172.79) 
.88 

(170.77) 
 

V. 讨论 

为了探究快速映射范式下影响新词快速皮层整合的因素

，偶然编码学习条件删除了快速映射任务中的熟悉图片

以验证语义参照的影响。也就是说，快速映射和偶然编

码的根本区别在于有无熟悉图片作为语义参照。词汇识

别测试的结果显示，快速映射组的成绩显著优于偶然编

码组，说明快速映射比偶然编码更有利于二语词汇的联

想识别记忆。在词形整合测试中，如果新词能干扰受试

对心理词典中已有词项的提取，从而产生词汇竞争效应

，就可以得出结论，新词已经被成功地整合到受试的词

汇网络中。词形整合测试的结果表明，仅在快速映射条

件下，已用词汇的反应时显著长于未用词汇，产生了词

汇竞争效应。也就是说，仅快速映射组实现了新词在记

忆网络的快速词形整合。在语义整合测试中，语义启动

效应可衡量学习者是否将新词整合到了已有的语义网络

中。根据激活扩散模型（Quillian, 1967; Collins & 

Loftus, 1975）， 心理词典中各词项的概念层通过词 

的语义关系相互联接，两个概念具有的语义相似性越多

，联系越紧密。一个语义节点的激活会扩散到与之相连

的其它概念，因此如果两个词已在心理词典中建立起语

义联系，那么启动词（先呈现的词）就能预激活与其语

义相关的目标词（后呈现的词），从而加快目标词的提

取，产生启动效应。如果两个词没有在词汇网络中建立

起语义联系，则不会产生启动效应。语义整合测试的结

果显示，仅在快速映射条件下，语义相关启动的反应时

显著短于语义无关启动，产生了语义启动效应。也就是

说，仅快速映射能够促进二语新词在心理词典中的快速

语义整合。研究结论证明了快速映射范式下已知的语义

参照是促使二语新词在大脑新皮质层快速整合的关键因

素。 

研究结果支持Halberda（2006）的结论，即快速映射任

务中，新词与陌生图片之间的联结是通过学习者积极拒

绝已知参照物建立的（disjunctive syllogism）， 而不是 
简单地将新词与任意新刺激联系起来。在快速映射条件

下，熟悉的同类词的图片作为语义参照能帮助学习者推

理并建立新词与陌生图片之间的强联结，同时帮助新词

与心理词典中原有同类概念建立联系，加速其在语义网

络中的定位，进而实现新词在记忆网络中的语义整合。

例如，通过快速映射学习新词cragle（动物）时，学习

者首先需要提取并排除同时呈现的已知概念tiger（老虎

），随后通过推理来确定cragle的指称物（陌生图片）

，这个过程不仅激活了tiger的概念，还不同程度地激活

了与之语义相关的其他动物概念，使cragle被定位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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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类别的语义网络中。相反，偶然编码条件下，由于

语义参照物（熟悉图片）的缺失，学习者不能有效地建

立起新词与陌生图片之间的联结；即使学习者能够建立

起新词与陌生图片间的联结，由于同类概念图片辅助激

活作用的缺失，新概念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被整合

到新皮质层的记忆网络中。快速映射范式中已知图片作

为语义参照对二语词汇快速语义整合的促进作用还可用

神经生理学的结论进行解释，已有研究发现前颞叶对快

速映射学习至关重要（Sharon et al., 2011; Greve et al., 
2014; Atir-Sharon et al., 2015； Merhav et al., 

2015；Zaiser et al. 2021, 2022）， 该结构主要 

负责来自特定模态皮质（modality-specific cortices） 

信息的语义整合（Lambon Ralph et al., 2017）， 

是一个模块化的语义枢纽。因此，快速映射学习所依赖

的前颞叶结构为新词的快速语义整合提供了可能，而偶

然编码学习由于缺少已知熟悉图片作为语义参照未能刺

激前颞叶结构的加工机制，因而无法实现新词的快速词

形和语义整合。 

VI. 总结 

通过比较快速映射和偶然编码两种学习条件下受试的词

汇测试成绩可知，快速映射范式下已知熟悉图片作为语

义参照对新词的词-图联想识别记忆、 快速词形和语 

义整合具有促进作用。本研究对二语词汇学习具有启发

意义，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二语词汇学习方式。在二

语词汇教学中，除常用的显性编码学习方式，还可有机

融入快速映射方式。本研究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证

明了快速映射中熟悉图片作为语义参照在促进新词实现

快速词形和语义整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虽然本研究努力优化实验设计，但仍存在一些局限。首

先，学习材料涉及的词汇类型和语义类别有限，只包括

动物和植物两类具体事物名词。其次，本研究采用了三

项词汇测试考查二语新词的学习效果，未来研究可采用

更加先进的技术衡量二语词汇的学习效果。最后，本研

究仅通过控制有无已知熟悉图片作为语义参照，初步探

索了影响二语词汇在快速映射学习中实现快速整合的因

素。未来研究可通过控制快速映射中的其他变量（如学

习意图、已知图片与未知图片间的语义关系以及推理问

题的加工深度等）探究其内在加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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