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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与意义

动词的语义特征是影响词汇加工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语义特征会对词汇的识别、理

解和产生等加工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

语义特征对词汇加工的影响

动词是语言中最为核心的词类之一，承载着句子的主要语义信息，对句子的理解和生成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动词在语言中的重要地位

早期动词习得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阶段，对儿童后续的语言能力和认知发展具有深远

的影响。

早期动词习得的重要性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

探讨早期习得动词的语

义特征及其对词汇加工

的影响，揭示动词习得

和加工的内在机制，为

儿童语言教育和语言障

碍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问题：本研究主要

关注以下问题

1. 早期习得动词具有哪

些典型的语义特征？

2. 这些语义特征如何影

响儿童对动词的词汇加

工？

3.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在

动词习得和加工上是否

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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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与问题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

法，结合语料库分析、

实验研究和统计分析等

手段，对早期习得动词

的语义特征及其对词汇

加工的影响进行深入探

讨。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收集不同年龄段的儿童

在自然语境下的语言使

用数据，提取其中的动

词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设计针对不同年龄段儿

童的动词习得和加工实

验，收集实验数据进行

分析。

梳理国内外关于动词习

得和词汇加工的相关研

究文献，提取有用信息

进行综合分析。

数据来源 2. 实验数据 3. 相关研究文献1. 儿童语料库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早期习得动词的语义特征分析

02



动作动词

表示具体动作或行为的动词，如

“跑”、“吃”等，具有明确的

动作发起者和动作对象。

状态动词

描述事物状态或性质的动词，如

“是”、“有”等，不强调动作

变化过程。

心理动词

表达人的心理活动或情感状态的

动词，如“喜欢”、“害怕”等，

涉及人的主观感受。

动词的语义分类与特征



通过分析大量儿童语料库，提取出早

期习得动词的高频词汇及其语义特征。

通过设计实验任务，观察儿童在特定

语境下对动词的使用和理解情况，从

而分析其语义特征。

早期习得动词的语义特征提取

实验研究法

基于语料库的方法



动作动词与状态动词比较
动作动词强调动作变化过程，而状态动词则描述事物的静态特征；在句法结构

上，动作动词常带宾语或补语，而状态动词则较少带宾语。

心理动词与其他类型动词比较
心理动词表达人的主观感受和情感状态，而其他类型动词则更多描述客观事物

或行为；在句法结构上，心理动词常带程度补语或语气词等修饰成分。

不同类型动词的语义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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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识别

读者通过视觉或听觉输入，将词汇从文本或语音中识
别出来。

词汇通达

识别出的词汇在心理词典中查找对应词条，获取词义
信息。

词汇整合

将词义信息与上下文及背景知识整合，形成完整的词
汇理解。

词汇加工的基本过程与机制



动词的语义特征

早期习得的动词往往具有基本的、普遍的语义特征，

这些特征有助于读者在词汇加工过程中快速把握词

义。

对词汇加工的促进作用

早期习得的动词可以促进读者对后续词汇的

加工速度和理解深度，提高阅读效率。

语义启动效应

早期习得的动词在后续词汇加工中具有优先

激活的优势，即更容易被识别和理解。

早期习得动词对词汇加工的影响



上下文语境对词汇加工具有重要影响，可以提
供词义线索和限制词义范围。

语境因素

读者的语言能力、背景知识和认知风格等个体
差异也会对词汇加工产生影响。

个体差异

读者对词汇的熟悉程度越高，词汇加工的速度和准确性也越高。

词汇的熟悉度

其他因素对词汇加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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