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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利性研究在二语习得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认知流利性指讲话者

调动和整合负责言语产出行为的认知过程的效率，主要涉及词汇提取或通达、语言导向的注

意控制和工作记忆的运作等。认知流利性研究是第二语言流利性研究的新维度，推动了对第

二语言流利性的认知机制的探索，有利于第二语言流利性理论的发展。本文阐述了认知流利

性的内涵、理论框架及其操作化方法，综括了目前第二语言认知流利性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

和方法，反思该研究领域目前存在的问题，指出未来的相关研究应进一步优化实验设计、完

善研究方法和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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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流利性是第二语言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其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然而，相对于二语习得其他领域的研究，对流利性的探索仍相对不足。目前，有

研究者对流利性的时间性指标、非流利等现象进行描述性的研究（Hilton, 2014；

Kormos, 2006；杨军，2004；张文忠、吴旭东，2001），但关于流利性的认知基

础，目前仍主要停留在理论探讨方面，实证研究较为鲜见。对第二语言流利性

认知层面的探索，有利于在理论的驱动下探索第二语言流利性的潜在机制和过

程，能够将大量流利性表象归化并发现其规律，有利于解决描述性研究面临的如

何确定言语特征对象及如何实现最优操作化的问题，有助于将众多研究结果横向

比较，相互印证结论，最终推动二语习得流利性理论的发展（Segalowitz, 2016）。

Segalowitz（2010）在其著作《二语流利性的认知基础》中明确了认知流利性的

概念，并吸收认知科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成果，提出了第二语言流利性的理

论框架，推动了认知流利性实证研究的发展，但国内在此方面的介绍和研究仍十

分匮乏。

本文将梳理认知流利性的概念和理论框架，综括认知流利性的相关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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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研究方法，并反思现有研究的问题，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以期深化对第二

语言流利性的认知心理机制的理解，以促进第二语言流利性理论和实证研究的

发展。

2．认知流利性的概念、框架及操作化

2.1 口语流利性定义

流利性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过往学者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不一，其定义

涉及话语的流畅性、可接受性和连贯性等。部分学者从生成语言学的角度，将

流利性视为一种语言能力。如Leeson（1975）认为流利性是讲话者以有限的语料

产出无限多符合该自然语言音系、句法和语义要求的句子的能力。然而，他主

要关注音系和规则的习得，忽视了情境互动、语言运用等方面的因素（张文忠，

1999b; Brumfit, 1984）。Fillmore（1979）从速度和连续性、连贯性、情境的敏感

性和创造性的角度，列举了判断讲话者产出流利话语所需具备的四种能力，即用

话语填充时间、用很少停顿不断说话的能力；用连贯的、有逻辑的、语义密集

的句子说话的能力；在不同情境中谈论适当的内容的能力；在语言使用中具有

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能力。Fillmore的分类将语言系统和个人特征相联系，在流利

性发展的过程中将注意力放到语言和世界知识的互动方面（Brumfit, 1984）。部

分学者提出流利性的界定应增加语言的可接受性这一标准（Guillot, 1999; Meisel, 

1987; Sajavaara, 1987）。如Lennon（1990）指出，流利性是一种言语表现行为，

从听话者的角度来说是听话人认为说话人的言语计划和言语产出心理过程轻松高

效的一种印象。他将流利性定义为“处于在线加工的时间限制下，对思想或交际

意图的快速、流畅、准确、清晰和高效地转换”（Lennon, 2000: 26）。国内学者

张文忠（1999a: 208）梳理了国外学者对流利性的定义，提出要从言语的连续性、

连贯性和可接受性三个方面全面把握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增加了连贯性特

征。他从说话者表达流畅性和听者感知的角度，把流利性定义为“使用一种可被

接受的第二语言变体，流畅、连贯地表达思想的能力，其流畅性、连贯性和可接

受性应为言语听辨者所感受到”。

2.2 认知流利性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认知流利性指“讲话者调动和整合负责言语产出行为的认知过程的效率”

（Segalowitz, 2010: 48）。第二语言认知流利性指执行第二语言言语行为的认知过

程流畅运作的程度，它不仅包括发声行为本身，也包括相关心理过程的调动和整

合（Goldman-Eisler, 1968）。词和意义之间的低效连接可能会减慢记忆的总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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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速度，并可能导致短时记忆过载，使讲话者语速降低，并可能导致一些犹豫和

停顿现象（Segalowitz, 2010）。

以上对认知流利性的界定与长期以来对流利性的认知基础的认识是一致的。

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关注到了流利性话语产出的潜在认知机制的作用。学界普

遍认为自动化（Anderson, 1983）是实现流利性的必要条件，如Schmidt（1992）

认为流利性是一种自动化的技能，依靠的是程序化而非陈述性知识。Goldman-

Eisler（1968: 6）认为，“完整的言语行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求以适当的顺

序调动一系列复杂程序，是串行现象的时间性整合”，指出了认知机制在形成口

语流利性的时间表征方面的中心作用。认知能力是实现归纳学习、强化高层次

语言能力的基础，与生理因素一起构成了实现流利性产出的两个基础（Leeson, 

1975）。Rehbein（1987）指出内在机制的快速、自动化和高效率是流利的二语产

出的原因所在。

认知流利性区别于心理活动及行为调控所涉及的一般认知控制过程，以及与

主观认知流利性区别（Segalowitz, 2016）。一般认知控制过程涉及工作记忆的监

控和刷新、注意力的转移、反应的抑制功能等（Miyake & Friedman, 2012）。这

些一般认知控制的速度和效率因人而异，可视为相对稳定的个人特征。一般认

知加工的个体差异可以解释二语的某些个体差异，但是不能独立解释二语特定

的非流利现象（Segalowitz & Freed, 2004），因而需要关注强化第二语言表达流

利性的特定的认知模式。主观认知流利性指的是人们执行认知行为时常有轻松

感（Unkelbach & Greifeneder, 2013），这种感受可能会导致认知假象，如认为某

个刺激非常熟悉而事实上并未见过。认知假象可能会影响特定情境中学习和使用

目标语言的动机，主观体验的潜在机制与影响表达流利性的认知机制是不同的

（Segalowitz, 2010, 2016)。

如图1所示，Segalowitz（2010）认为对第二语言流利性的考察应包含三个方

面：认知流利性、表达流利性和感知流利性，提出了第二语言流利性的理论框

架，这为流利性的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在该框架中，认知系统执行两个

功能—言语计划和言语汇编。这两个功能经过整合后，言语以讲话者所期待的

话语特征产出。认知流利性是这些计划和汇编功能及其整合与执行的操作，尤指

认知过程的效率；表达流利性是话语客观的口语和表现特征，反映了言语产出潜

在的认知过程的影响；感知流利性是听话人对表达流利性特征的感知、对讲话者

认知流利性的推断，体现了话语在交际方面的可接受性（Segalowitz, 2010）。相

较于仅仅关注流利性的表现特征的过往定义，这一理论框架无疑丰富了流利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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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视角，提供了探究流利性的一种更系统、更严谨的思考方式。

图 1　流利性三个领域及其关系 (Segalowitz, 2010: 50)

2.3 认知流利性的内涵及操作化

认知流利性涉及的认知过程包括词汇提取或通达、语言导向的注意控制、工

作记忆的运作等（Segalowitz, 2010, 2016; Taube-Schiff & Segalowitz, 2005a）。它

既涉及第二语言知识和技能，也包括非语言特征如工作记忆容量、概念化技能等

（De Jong et al., 2013)。

现有认知流利性相关实证研究多通过行为实验对其进行测量，借鉴心理语

言学的分析方法将其操作化。认知加工效率的提高是通过提高速度或者组织效

率来实现的，认知加工的速度以反应时为指标，组织效率以反应时的变异系

数（CV,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为指标（Ankerstein, 2014; Lim & Godfroid, 2014; 

Segalowitz, 2010; Segalowitz & Segalowitz, 1993）。变异系数是二语加工效率的量

化指标，为被试反应时的标准差除以平均反应时，可被视为自动化的测量指标。

变异系数越小意味着自动化程度和加工效率越高，它的变化意味着内部认知过

程的重组，区别于加工过程的简单加速（Segalowitz & Freed, 2004; Segalowitz & 

Segalowitz, 1993; Segalowitz et al., 1998)。

考察词汇提取或通达常采用的实验任务有语义分类任务、组句任务、图



宋姝娴　李德超　认知流利性研究——第二语言流利性研究的认知维度

・91・

片加工任务等（De Jong et al., 2013; García-Amaya, 2012; Lim & Godfroid, 2014; 

Segalowitz & Freed, 2004; Segalowitz & Frenkiel-Fishman, 2005）。在认知流利性

研究中，注意控制的相关实验多采用交替转换范式（alternating run paradigm) 

(Rogers & Monsell, 1995）。在该范式中，被试完成两种不同但密切相关的任务，

两种任务分别需要被试重复或转移注意力，任务呈现的顺序为注意力重复和转移

任务两两交替，如…AABBAABB…。被试的注意转移消耗（switch cost），即转

换任务和重复任务平均反应时的差值，被视为注意力控制灵活性的指标，注意

转移消耗小意味着注意控制能力强。所采用的实验任务以范畴判断任务为代表

（Segalowitz & Frenkiel-Fishman, 2005; 胡伟杰、王建勤，2017）。

工作记忆作为暂时存储和加工信息的短时记忆系统，在复杂的认知加工活

动包括语言的理解和产出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Baddeley, 1992, 2000, 2003; 

Cowan, 2011; Pawley & Syder, 2000），是认知流利性的重要因素。在工作记忆多

成分模型中（Baddeley 2000; Baddeley & Hitch, 1974），工作记忆系统由容量有限

的中央执行系统控制，该系统负责高级认知活动中注意力资源的控制和分配。它

的两个辅助子系统，语音环路和视觉空间模板，分别负责维持和暂时存储语音信

息和视觉空间信息。另有情景缓冲器整合不同类型的信息，是工作记忆两个子系

统和长时记忆之间的中介。现有研究多采用非词重复任务和序列非词识别任务测

量语音记忆（Mizera, 2006; O’brien et al., 2007），其中后者要求被试判断所呈现

的两组非词是否为按照原顺序呈现。考察工作记忆的存储和加工多采用复杂记忆

广度任务，包括阅读广度和口语广度测试等（Kroll et al., 2002; Mizera, 2006; 韩

亚文，2015；金霞，2012）。

3．认知流利性研究概述

大多数认知流利性相关研究借鉴认知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的实验范式，通过

行为实验对认知流利性进行量化分析，也有少数研究采用了质性分析的方法。本

节将梳理认知流利性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其研究方法。

3.1 认知流利性和表达流利性的关系探究

认知流利性和表达流利性的关系研究关注表达流利性的哪些特点能够反映第

二语言言语产出的轻松程度和效率，以及认知流利性的哪些特征能够预测第二语

言表达流利性。第二语言学习者表达流利性的进步可以追溯到相应的认知流利性

的发展（De Jong et al., 2013）。部分学者开展纵向研究，从认知流利性的角度考

察第二语言口语表达流利性的发展，并探究学习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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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alowitz和Freed（2004）考察学习环境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为第一个直

接考察表达流利性和认知流利性关系的研究。该研究认为第二语言认知加工的速

度和效率会体现在口语表现之中，研究发现口语能力、认知能力和语言接触存在

显著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研究还考察了口语表现进步的不同指标，尤其是口

语表达流利性的进步，包括时间和犹豫现象等，并探究这些进步与二语特定的认

知指标的关系。该研究测量的认知指标有词汇通达和注意控制的速度和效率，分

别以反应时及其变异系数为指标。该研究发现认知能力与口语表达流利性显著相

关，其中词汇通达的速度和效率与平均语流长度（剔除填充词）正相关，注意

控制的效率与语速负相关。同样关注学习环境对流利性发展的影响的还有García-

Amaya（2012）。她跟踪考察两组母语为英语的西班牙语学习者口语表达流利性

和二语特定的认知能力发展的差异，实验采用的认知任务包括注意控制任务、语

义分类任务和图片命名任务。研究发现海外学习者比国内学习者在流利性方面进

步更大。在认知方面，海外学习者随时间推移二语的词汇通达更快，而母语的

词汇通达更慢。然而，国内学习者二语语义提取方面没有历时的显著差异。De 

Jong等（2013）关注二语表达流利性的哪些方面能够预示二语的认知流利性，探

究强化二语认知流利性的二语语言知识和加工技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表达流

利性的客观标准。研究采用三个知识测试测量被试的词汇、语法和发音知识。认

知加工任务包括用于测量词汇提取速度的图片加工任务，测量形态句法知识提取

的组句任务，和测量言语计划发音速度的延时图片命名任务。研究结果表明语言

技能与平均音节时长相关性最强，能够解释50%的个体差异，而平均停顿时长与

语言知识和加工技能的相关性很小。总体而言，表达流利性的所有指标都与潜在

认知流利性（语言知识和加工技能）的一项或多项指标相关。

3.2 认知流利性与二语能力的关系考察

部分研究关注第二语言认知流利性是否可以预测或强化第二语言流利性和总

体二语能力。此类实证研究虽为数不多，但现有的几项研究的证据证明认知流利

性与第二语言能力相关，并对其有预测作用。

Segalowitz和Frenkiel-Fishman（2005）考察注意控制和二语语言能力的关

系。通过语义分类任务考察词汇通达的效率，注意力控制通过交替转换范式中语

言的注意转移消耗来考察，以一语表现为基线。研究主要发现是双语者二语注意

力控制的反应速度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解释该语言能力的差异，二语注意力控制

和双语能力显著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作为加工效率指标的变异系数被认为

是自动化的体现，但在该研究中注意转换的速度，而非注意转换的效率，预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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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能力。该研究指出未来应继续探讨二语习得背景下自动化和注意力控制之间

的关系。Taube-Schiff和Segalowitz（2005b）深化了对语言加工注意控制的探索。

与Segalowitz和Frenkiel-Fishman（2005）研究中注意控制任务所呈现的单个、非

情景化刺激不同，该研究中被试需要判断的是屏幕上所呈现的四个词哪一个与目

标词属于或不属于同一类别。研究认为控制一语表现后，与非关系词相比，关系

词的注意控制与二语能力的相关性更强。该研究对交替转换范式的实验设计的优

化值得未来相关研究借鉴。胡伟杰、王建勤（2017）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

者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二语认知流利性对二语口语能力的预测能力，并将其与口

语表达流利性的预测能力对比。研究以组句任务的反应时和范畴判断任务的注意

转移消耗为认知流利性指标，以语速和平均语流长度为表达流利性指标。分层回

归分析结果表明，口语认知流利性可以提高对第二语言口语能力的预测能力，并

且贡献度高于表达流利性。研究认为口语认知流利性指标能够显著提升对第二语

言口语能力的预测能力。Kahng（2014）通过刺激回忆考察认知流利性。该研究

探究英语母语讲话者和二语学习者的表达流利性和认知流利性，从陈述性/程序

性知识模型（Ullman, 2004）和二语言语产出流利性脆弱点的角度（Segalowitz, 

2010）对比低水平和高水平学习者刺激回忆的不同规律。研究发现相比高水平学

习者，低水平学习者回忆了更多第二语言语法和词汇的陈述性知识。该研究将质

性分析的方法引入认知流利性研究。

3.3 从记忆的角度探究认知流利性

工作记忆在二语口语流利性中的作用及其与二语水平的交互作用还没有形成

一致结论。关于工作记忆在言语产出中是否发挥独立的作用尚无答案，更多的工

作记忆资源可能因处理速度加快而成为一种优势，也可能因语言形式促进加工而

成为一种阻碍（Sunderman & Kroll, 2009)。

过往许多研究证明工作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口语产出水平，对流利性的

发展有重要影响（Ahmadian, 2012; Fortkamp, 1999; Gilabert & Muñoz, 2010; Mota, 

2003; Towell, 2002; 韩亚文，2015；韩亚文等，2017；金霞，2012)。Kroll等（2002）

比较了二语学习初期的非流利学习者和流利的双语者在词汇命名任务和翻译任务

中的表现，以阅读广度测试测量工作记忆。研究发现在两个方向的翻译任务中高

记忆广度被试都比低广度被试反应快，但仅限于非同源词；高记忆广度被试翻译

同源词时比低广度被试慢。研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高记忆广度的学习者在认知加

工时有损耗，这与Segalowitz和Freed（2004）认为更多认知资源可能导致更为不

流利的言语产出的观点一致。O’brien等（2007）研究成年人在两种学习环境中



・94・

外语论丛

语音记忆和二语流利性进步之间的关系，是探究成年人语音记忆和二语口语流利

性发展关系的首个研究。回归分析发现，剔除学习环境的差异后，起始的非词识

别任务表现与成人二语口语流利性的发展相关，尽管非词序列识别任务的表现在

同一时间段内并无改变。研究认为语音记忆对于成人二语言语产出流利性的发展

有重要贡献。金霞（2012）采用口语广度测试测量工作记忆容量，从口语产出的

准确度、复杂度和流利度三个方面考察工作记忆和第二语言口语产出的关系，发

现工作记忆容量与口语流利度和准确度显著相关，与口语复杂度不显著相关。研

究发现工作记忆容量对二语口语流利度的制约随二语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同时

指出在口语广度测量中，应同时考虑加工效率的因素以确保任务效度。韩亚文

（2015）采用阅读广度测试研究同一问题，得出了与金霞（2012）基本一致的结

论，工作记忆容量与口语流利性的部分指标相关，包括语速、发声时间比和平均

语流长度。

然而亦有研究未能发现记忆因素与二语流利性的相关性。Sunderman和Kroll 

（2009）探究工作记忆资源在国内与国外两种环境中的二语学习者词汇理解和产

出中的作用。被试进行阅读广度测试工作记忆，并完成翻译判断任务和图片命名

任务。研究发现记忆和环境对语言加工速度和准确率都有独立的贡献，高记忆广

度学习者无论在哪种学习环境中都比低记忆广度学习者加工速度更快、准确率更

高。工作记忆资源不能达到一定门槛的学习者在二语产出的准确性方面不能从海

外学习环境中受益。然而工作记忆资源本身还不足以影响二语产出，这一发现与

O’brien等（2007）研究所发现的在各种环境中语音记忆均影响二语口语流利性

的发现相悖。同样，Mizera（2006）在其考察个体工作记忆容量与二语产出流利

性的研究中，工作记忆容量的测量采用了口语广度测试、数学广度测试和非词重

复任务，研究发现工作记忆容量与第二语言口语流利度低度相关，未能发现语音

记忆和二语翻译任务表现或口语产出的显著相关性。

工作记忆的语音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对二语的言语计划和表现有不同影响，

这两者在未来研究中应区分开来（Wen, 2012）。此外，研究所采用的工作记忆任

务、测试语言以及量化方法不同可能是导致结论不一的原因。工作记忆测量手段

和任务效度在未来研究中应引起关注。

4．对认知流利性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研究内容方面，关于认知流利性的实证研究目前虽然数量仍不多，但涉及了

认知流利性的不同因素与第二语言口语产出的表达流利性、二语能力及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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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影响因素的关系，对于第二语言流利性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应继续

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然而如前所述，认知流利性的深层机制以及认知流利性

在二语能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仍然不明晰。现有认知流利性相关研究在很多方面

还没有一致结论，如二语习得背景下自动化和注意力控制之间的关系、工作记忆

在言语产出中是否发挥独立的作用等，这些在未来研究中应引起关注。

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既有考察流利性发展的纵向研究，亦有比较不同二

语水平及比较二语与母语讲话者等的横向研究，尤其关注了学习环境对二语的流

利性及二语能力发展的影响。此外，第二语言言语产出流利性的实现是一个复

杂机制运行的结果，认知流利性本身受到与第二语言相关的社会互动、动机和

主观经验等因素的影响，要将第二语言流利性研究放在社会、认知的大背景下

（Segalowitz, 2016）。在研究第二语言流利性时需考虑多种流利性发展的相关因

素，在探究认知流利性深层机制和作用的同时，也要关注它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

用。此外，在第二语言流利性的研究中是否需剔除一语表现，应视具体研究目的

而定。剔除一语表现的任务结果反映的不是被试的总体认知能力，而是二语特定

的认知能力（Segalowitz & Freed, 2004）。以一语表现为基线的二语表现，在预测

感知流利性方面不一定优于传统的二语的测量指标（Pinget et al., 2014）。未来相

关研究设计中，需要根据具体研究目的综合考量。

实验设计方面，现有相关研究中认知流利性的指标均从视觉接受性任务获

得，实验刺激多为单个词，任务也多为加速反应时任务，而表达流行性指标来源

于口语产出任务。Segalowitz（2016）认为简单的认知任务不会带来刺激呈现模

态方面的挑战，认为接受性任务亦含有产出性要求，并且避免了因为发声而与表

达流利性任务要求重叠。未来可以考虑纳入情景化的要求，采用更复杂的实验

刺激，如Taube-Schiff和Segalowitz（2005a）的研究将实验刺激嵌入句子成分中，

取得了显著的注意消耗效应。未来研究应进一步优化实验设计，来检验现有研究

结果的普遍性。目前研究结论不一也与被试的选择、二语水平的差异等因素有

关，未来研究需进一步优化实验设计、改进实验方法。

相关学科如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为认知流利性

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以认知流利性相关的工作记忆为例，相关学科的研究成

果有重要启示，如工作记忆的不同方面应得到关注，包括其主效应、工作记忆和

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以及阈值效应（Wen, 2012）。部分认知心理学研究者已经

指出工作记忆作为一个连续变量更适合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因而

工作记忆应被视为一个连续变量，而非二分变量（Miyake, 2001; Rai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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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 2012）。此外，自动化的复杂记忆广度任务已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测量方式 

（Foster et al., 2015; Redick et al., 2011），对从工作记忆方面考察认知流利性有重

要启示。

5．结语

现有认知流利性的研究涵盖了纵向与横向研究，研究内容涵盖了认知流利性

与表达流利性、第二语言能力的关系，以及相关因素如环境、记忆的影响等，但

数量不多，研究广度和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展。未来应关注认知流利性与其他因素

的交互作用，将流利性研究放在认知与社会的大背景下，并完善实验设计，借鉴

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继续深化第二语言流利性认知机制的认识，以推动二语习

得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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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oject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190 students from Chinese Hong 

Kong, Macao, Taiwan and abroad in Jinan University with a result showing the surveye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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