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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研究用定量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基于微信推送的移动学习在军事英
语词汇学习中的有效性和接受度。研究表明，基于微信推送的移动学习比传统词表法更有效，

微信推送模式下，短语搭配和专用名词的学习效果优于缩略语。移动学习为 ＥＳＰ词汇学习提供
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未必适合所有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对学生和教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尊重学生学习习惯，因材施教才能有效发挥移动学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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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育部于２０１７发布的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

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

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他们

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能够有效

地使用英语，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

的需要。大学英语的工具性体现在专门用途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ＥＳＰ）上，学生可以
通过学习与专业或未来工作有关的学术英语或职

业英语，获得在学术或职业领域进行交流的相关

能力。”军事英语是军校大学英语课程的有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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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在军校外语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军事

人才培养中具有通用英语不可替代的作用。军事

英语词汇的学习直接影响学员军事英语应用能力

的发展，词汇学习是军事英语学习中公认的重难

点［１－２］。本研究将微信推送的移动学习引入专门用

途英语词汇学习，探索其能否有效提高词汇学习

效率，学生对这种新型学习方式态和接受度如何，

对当下ＥＳＰ词汇教学有何启示。

二、研究背景

（一）专门用途英语词汇学习

传统词汇教学中， “词表法”，即围绕事先准

备好的单词列表进行教学的一种方法，是应用最

为广泛的方法之一。很多研究认为 “词表法”是

非常有效的词汇教学方法、学习方法或者学习策

略［３－４］。它具有三大优势： （１）给学生提供了明
确的学习目标；（２）可以集中大量输入；（３）能
够满足学生个体差异的需要，学生可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自主决定词汇的学习进度、学习方式、

学习内容［５］１５６。虽然也有研究者认为 “词表法”

有诸多弊端［６］，但其至今仍是实际应用最为广泛、

接受度最高的词汇学习方法。

专门用途英语词汇语义复杂多变，具有专业

含义。ＥＳＰ词汇之所以充满挑战是因为专有词汇会
随着特定群体利益改变而进化和更新［７］。Ｃｏｘｈｅａｄ
指出，日常词汇被赋予了专有意义，师生需要学

习一些他们词库中已有词汇的新意义和新概念，

这给 ＥＳＰ的词汇学习带来了困难［８］。例如，

“ｃｏｍｐａｎｙ”一词普通意思为 “公司；陪伴，同

伴”，但在军事英语中，这个词指建制单位中的

“连队”。军事英语广泛使用缩略语，与其他 ＥＳＰ
领域的缩略语不同，除了知道其含义，军事缩略

语有其特定发音，实际应用中很多时候需要口念

耳听。军事英语课时有限，课上时间侧重引导学

员开展模拟真实场景的综合性实践任务，提高学

生在军事场景下用英语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综

合能力，因此词汇学习不能过多占用课内时间，

然而如果没有专有词汇知识支撑，综合运用类教

学活动根本无从开展，而传统词汇学习方式不能

适应学生课程学习要求。

随着移动、信息技术的兴起、移动终端的普

及，移动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外语词汇学习。

一些研究者从理论和模式方面论证了移动词汇学

习的可行性。例如，杨丽芳提出移动词汇学习的

四种常见模式［９］，毕鹏晖研究了适用于微移动词

汇学习的形成性评估模式［１０］。一些实证研究探讨

移动词汇学习的有效性，很多研究显示学生喜欢

用他们手机学习词汇，移动学习能有效改善他们

的词汇学习效果［１１－１３］；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提出反

对观点，认为移动词汇学习的效果和心理接受度

并不理想，有效性有待商榷［１４－１５］。

（二）移动词汇学习的理论基础

微信移动学习应用于英语词汇学习有其理论

基础。微信公众平台为实现与指定群体进行文字、

图片、视频、音频的多媒体、全方位互动和沟通

提供了可能。基于双重编码理论、工作记忆模型、

生成学习理论和认知负荷理论，Ｍａｙｅｒ［１６］９０－９１提出
了多媒体学习理论，该理论有三大基本假设即双

重通道假设、容量有限假设和主动加工假设。多

媒体学习的认知理论模型是多媒体学习科学体系

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为我们揭示了发生在学习者

感觉记忆、工作记忆及长时记忆中的五个认知加

工过程。从呈现的文本或解说中选择相关语词；

从呈现的插图中选择相关图像；将所选择的语词

进行组织以形成连贯的语言表征；将所选择的图

像进行组织以形成连贯的视觉表征；将语言表征

和视觉表征与学习者的先前知识进行整合。词汇

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涉及注意、判断、

加工、记忆等心理活动，作为学习理论的多媒体

学习认知理论，解释了学习者通过加工语词与画

面所呈现的材料来建构知识的学习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具体探讨以下问题： （１）传统词汇表
法和基于微信推送的军事英语词汇学习哪种更有

效？这两种方式对不同类型词汇学习效果有何异

同？（２）学员对基于微信推送的军事英语词汇学
习效果评价如何？对这种学习方式态度是怎样的？

（二）研究对象与目标结构

研究对象为国内某军校２０１８春季学期必修军
事英语课程的１０１名学员 （二年级二期），为同一

授课教师的三个教学平行班 （Ｃ１，Ｃ２，Ｃ３），学
员均为男性，年龄在 １９－２２岁。研究历时 ５周，
涉及前测、后测及多次日常测试。由于执勤、病

事假情况，部分学员测试数据缺失，剔除缺失数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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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学员，实际受试为 ８１人。其中，控制组 ２６
人，实验组５５人。

“词汇表”学习是通过单独列出目标词并提供

文字定义，引导学习者学习词汇的方法；“微信推

送”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定时向学习者手机推送

目标词，配以图片、音频资料，并适当提供句子

或段落层面的应用语境。涉及的词汇类型主要分

为三类： （１）专用名词 （与军事地形、巡逻装备

相关）；（２）短语搭配 （与作战命令单元学习内容

相关）；（３）缩略词 （巡逻、护卫、无线电联络中

常见缩略词）。

（三）实验过程

军事英语课程４周学习结束后，对三个教学班
进行词汇测试，分出实验组与控制组，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分析结果显示，三个班的测试分数不存在
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第５周至第８周，开始
基于微信推送的军事英语词汇学习，Ｃ１为控制组，
继续使用 “课内讲解＋词汇表 （课后）”的学习方

式；Ｃ２和Ｃ３合并为一个实验组Ｃ，使用 “课内讲

解＋微信推送 （课后）”的学习方式。独立样本 ｔ
检验显示，Ｃ和Ｃ１前测成绩没有显著差异 （ｔ＝－
１２１５，ｐ＞００５）。实验组和控制组课时和课内教
学内容相同，每周课后授课老师要求每位学员花

２０－３０分钟完成 “词汇表” （控制组）或 “微信

推送”（实验组）的学习。授课期间，教师每周都

会进行常规测试，实验组只是改变了学习方式，

这样能够避免实验中的 “霍桑效应”，即避免学员

知道自己成为被观察对象而改变行为倾向的反应。

所有测试数据使用ＳＰＳＳ２０进行分析。
第８周测试后，对所有受试学员进行移动词汇

学习的情感态度问卷调查，问卷设计参考了前人

移动学习态度测量的研究［１７］，共２２道题目，涉及
可操作性、有效性和满意度三方面，前２０题每题
选项均采用５级Ｌｉｋｅｒｔｓｃａｌｅ（１＝非常不赞同，２＝
不赞同，３＝中立，４＝赞同，５＝非常赞同）。２１
题为排序题，２２题为主观选答题。问卷在课程结
束后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回收率为８９１％。
问卷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信度系数为０９７５，说明问卷信
度良好。基于问卷结果选取２０名同学进行一对一
的半结构化访谈 （１０名对该学习方式最支持和１０
名最不支持的同学），访谈提纲包括对微信推送学

习军事英语词汇的总体看法、优点、缺点，以及个

人收获、使用该学习方式的影响因素和优化建议等。

访谈全程录音，并对访谈内容进行转写，使用

ＮＶｉｖｏ１１对质性数据进行管理、编码和分析。

四、实验结果

（一）传统词汇表与基于微信推送的词汇学习

效果

实验组和控制组前测、专用名词、短语搭配、

缩略语测试及后测成绩如表１、图１所示。结果显
示，控制组和实验组后测成绩独立，样本ｔ检验显
示两组存在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实验组 （Ｍ＝
３９４，ＳＤ＝０２６）高于控制组（Ｍ＝３７７，ＳＤ＝
０４８）。配对样本 ｔ检验显示，实验组内前、后测
成绩存在显著差异 （ｔ＝－５２７，ｐ＜０００１），后测
成绩明显高于前测；控制组内前、后测成绩不存

在显著差异（ｔ＝００３，ｐ＞００５）。
为进一步了解两种方法对不同词汇的学习效

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使用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检测学习方法 （微信推送和词汇表）和词汇

类型 （专用名词、短语搭配、缩略语）对学员词

汇测试成绩的影响。结果表明，学习方法对测试

成绩的主效应达到显著水平，Ｆ（１，７９）＝６０６，ｐ
＜００５；词汇类型对测试成绩的主效应达到了显著
水平，Ｆ（２，１５８）＝３５８，ｐ＜００３；多重比较检
验结果显示，实验组内短语搭配成绩显著高于缩

略语，Ｆ（２，２３７）＝５１７９，ｐ＜００１；控制组内三
种词汇测试的成绩不存在显著差异，如图２所示。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微信推送的军事英语词汇学

习对于短语搭配最为有效，专用名词次之，对于

缩略语的学习效果最差。

本研究通过问卷形式调查实验组学员对不同

类型词汇学习效果的主观感受。让学员根据自身

学习情况，将微信推送军事英语词汇对三种类型

词汇的学习效果好坏进行排序，１＝好，２＝较好，
３＝一般。由表２排序统计结果可以看出，７０３７％
受试者认为基于微信推送的军事英语词汇学习对

专用名词的学习最有帮助，２５９３％的受试者认为
对短语搭配的学习最有帮助，仅有３７％的受试者
认为对缩略语的学习最有效。综合看来，受试普

遍认为基于微信推送的军事英语词汇学习对专用

名词和短语搭配有效，对专用名词的学习效果优

于短语搭配，但是对缩略语的学习效果最差。与

词汇测试成绩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受试的主观感

受和词汇测试结果存在差异，词汇测试结果显示

对短语搭配的学习最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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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实验组、控制组词汇测试成绩最高值、最低值、平均数与标准差

分组

成绩

实验组 （微信推送） 控制组 （词汇表）

最高值 最低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高值 最低值 平均 标准差

前测 ４２５ ３００ ３７１ ０３６ ４５２ ３００ ３７８ ０５０

专用名词 ４４０ ２５３ ３６５ ０４５ ４２３ ２５３ ３５４ ０４４

短语搭配 ４６１ ２３０ ３９１ ０６０ ４３８ ２３０ ３５０ ０６４

缩略语 ４２７ １９７ ３５８ ０４８ ４３２ ２３７ ３５０ ０５６

后测 ４５４ ３２２ ３９４ ０２６ ４３８ ２８１ ３７７ ０４８

图１　实验组、控制组词汇测试成绩误差复式条形图　　　图２　专用名词、短语搭配、缩略语测试成绩边界均值

表２　专用名词、短语搭配、缩略语学习效果自评排序

词汇类型
受试排序选择所占百分比

１＝好 ２＝较好 ３＝一般

专用名词 ７０３７％ ２９６３％ ０００％

短语搭配 ２５９３％ ６１１１％ １２９６％

缩略语 ３７０％ ９２６％ ８７０４％

（二）学员对微信推送词汇学习的态度和评价

ＳＰＳＳ对问卷数据描述统计结果显示 （如表 ３
所示），受试者对可操作性、有效性、满意度三项

的得分在４－５视为认可度高，３－３９为中等，１
－２９为低。６３２７％的受试者认为微信推送的词
汇学习可操作性强，６５３１％对词汇学习表现出高
满意度，５３０６％的受试者认为这种词汇学习方式
有效性高。用配对样本ｔ检验对有效性中时间效率
和词汇理解程度得分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存在显

著差异 （ｔ［４８］＝－２８３８，ｐ＜００１），对词汇理
解程度的得分（Ｍ＝３７７，ＳＤ＝０１７）显著地高于
时间效率的得分（Ｍ＝３６１，ＳＤ＝０２０）。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有效性得分与满意度得分有

显著正相关关系（ｒ＝０９７，ｐ＜０００１），即满意度
得分随有效性得分的增加而提高。

表３　受试问卷可操作性、有效性、满意度得分

均值和标准差及受试认可度百分比

分值 认可程度百分比％

平均值 （Ｍ）标准差 （ＳＤ） 高 中 低

可操作性 ３６４ ０１９ ６３２７１４２９２２４５

有效性 ３６２ ０２０ ５３０６２４４９２２４５

满意度 ３８０ ０２１ ６５３１１６３３２０４１

用Ｎｖｉｖｏ１１对２０名学生的访谈内容进行编码，
受访者访谈中提到的微信推送军事英语词汇学习

的优点、缺点、改进意见形成三个节点，与每个

节点相关的词汇或词组每出现一次为一个参考点，

“优点”节点下有７１个参考点，“缺点”节点下有
３１个参考点，“改进意见”节点下有３９个参考点。
对同一节点下参考点进行汇总，同义词或短语进

行归类合并。

对访谈记录 “学习优点”节点７１个参考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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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归类 （如图３ａ所示），受访者提及的优点集中
于 “图文搭配” “使用方便” “记得快、印象深”

“扩充知识”“提高学习兴趣”等１１项。“使用方
便”被提及１７次之多，受访者认为微信平台学习
方便，随时随地想看就能看，能有效的利用空闲

时间；普遍认为微信推送的页面图文搭配，与传

统的词汇表相比形式新颖，接受度更高；另外，

他们认为这种方式记词汇更快，印象更深刻，这

种有语境的学习方式，在提高词汇学习效率的同

时能够帮助他们扩充军事知识；部分受访者认为

微信推送的词汇学习内容更有针对性、更系统，

解释详细，逻辑合理，提高了学习兴趣。

图３　访谈数据汇总

　　对访谈记录 “学习缺点”节点３１个参考点进
行归类，主要集中于９项 （如图３ｂ所示）。受访
者提到 “更喜欢纸质的学习材料”，纸质的学习材

料可以直接在上面写写划划做笔记；他们认为，

用手机微信进行词汇学习 “会分散注意力”。同

时，受访者也多次提到了使用电子设备的局限性，

如电量、流量不足时使用不方便；推送时间和频

率不固定会影响学习的积极性和关注度；缺少实

时练习测试内容，互动性不够强等。

对访谈记录 “改进意见”节点的３９个参考点
进行归类，主要集中于１０项 （如图３ｃ所示）。受
访者普遍希望优化微信推送学习内容的版面设计，

使之更美观；希望词汇推送的内容具有复现性和

可持续性。其次，多名受访者也多次提到希望词

汇学习的形式多样化，推送界面除了图文结合外，

可根据内容适当插入小视频、动画、微课、或电

影片段等接地气的形式和例子。互动性也是受访

者较为关注的一个方面，他们希望能利用小程序和

留言等增强学习中的互动，也有人希望公众号能够

实现师生众源编辑推送，既能调动学生积极性，发

挥学生特长，又能提高公众号推送频率和品质。

五、讨论

本研究通过词汇测试成绩和问卷反馈对传统

词表法和基于微信推送的移动词汇学习有效性进

行探索。实验结果显示，移动词汇学习方式比传

统的词汇表方式更有效，显著改善了受试者军事

英语词汇学习的效果，这与前人进行的移动词汇

学习研究结果相似［１８］。对于专用名词、短语搭配

和缩略词三种类型，微信推送的学习方式整体优

于传统的词汇表方式，且在实验组内部，短语搭

配的成绩显著高于其他两种词汇类型测成绩，说

明微信推送的词汇学习方式对于短语搭配的学习

最为有效。

受试对微信移动词汇学习模式下专用名词、

短语搭配、缩略语学习效果自评排序显示，绝大

多数受试者认为微信推送的词汇学习对专用名词

的学习最为有效，受试者的主观感受和词汇测试

成绩分析结果不一致 （词汇测试成绩显示对于短

语搭配的学习最有效）。这种不一致可能基于以下

两方面原因：首先，受试者涉及的军事英语专用

名词，均为具体名词，具体呈现方式主要为 “图

片＋词汇释义 ＋应用语境”，根据 Ｍａｙｅｒ的多媒体
学习理论［１６］９０－９１，主动加工过程包括形成注意、

组织新进入的信息和将新进入的信息与原有经验

进行整合。多样化的资源呈现能够为学习者提供

更完整的知识表述和更深层次的知识领域，从而

更好地促进其主动加工，采用微信推送的图文结

合的方式呈现学习材料，可以减轻工作记忆负担，

让受试者从主观感受上觉得专用名词的学习变得

容易了。虽然对于短语搭配的推送内容的呈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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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专用名词相似，但是 “应用语境”为多个句

子组成的段落，比专用名词复杂 （专用名词提供

单个例句），自然语境虽然能够激活学生已有存储

知识，有利于推动词汇知识的内化和吸收，但占

用时间较多，因此受试者主观感受上觉得难度上

升了，效果一般。Ｓｃｈｍｉｔｔ与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指出，学习
者用于学习一个词的认知能量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Ｅｎｅｒｇｙ）
越大，以后能回想与使用这个词的可能性也越

大［１９］。也就是说，如果学习者对一个词注意得越

多、思考得越多、加工程度越深、记忆程度越高，

获得、存储与可提取的词汇信息量越大［５］１５６。这也

解释了为何受试者虽然主观上觉得短语搭配的学

习效果不如专用名词，但是在词汇测试中短语搭

配的成绩反而显著高于专用名词。

微信移动词汇学习也存在一些弊端。部分学

生更喜欢传统纸质的学习材料，不习惯利用手机

学习。但是，微信推送强大的多模态呈现方式可

以为词表编写提供新思路，纸质的词表如能有针

对性丰富内容和呈现方式，亦可以帮助学生提高

词汇学习效率。在推行移动学习的同时，教师应

当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尊重学生个人的学

习方式和特点，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六、结语

综上所述，军事英语词汇学习中，基于微信

推送的方式优于传统词表法；微信推送模式下，

短语搭配和专用名词的学习效果优于缩略语，受

试短语搭配的测试成绩显著提高，专用名词学习

效果改善。多数学生认可微信推送的方式给军事

英语词汇学习带来了积极影响。信息时代学习者

学习方式的转变对学生和教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移动学习为 ＥＳＰ词汇学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性，但未必适合所有的学生，尊重学生学习习惯，

因材施教，才能更有效发挥移动学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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