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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知关联看跟读练习对提高口译听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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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跟读练习作为一种口译训练方法，可以扩大记忆容量、改善注意力分配、提高语速和多

任务操作等。同时，跟读听辨过程中声音信息与跟读者已有的认知图式和社会经验相互关联，也

是一个系统的认知心理过程。在基础口译课程中运用跟读练习训练学生的口译听辨能力，发现它

可以启动 “主动听辨”过程，激活听辨者的联想、预测推断和逻辑思维等认知关联能力，从而更

好地理解听力信息，有助于提高听辨效率，改善产出质量，达到更佳交际效果，有望成为基础口

译尤其是英语视听课程的创新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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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读练习（也称影子练习）作为最基础的口译

训练方法，是用同一种语言几乎同步地有声跟读原

语发言人的讲话。它可以训练听说同步技巧和注意

力分配，还可以提高瞬时记忆。同时跟读是在模仿

的基础上进行复述，跟读者要模仿材说话者的语气，

努力保持同样的语调、节奏和语速，同时耳朵、嘴

巴和大脑要一起派上用场进行听说记等多任务操

作。已有研究文献表明影子跟读是提高语速、修改

语音语调、训练注意力分散、扩大记忆容量和提高

理解能力等方面的最好方法之一。 

毋庸置疑，跟读练习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口译

教学中不乏有通过跟读练习来训练同传初级阶段学

员口译听辨能力的研究者，笔者也不例外。经过一

段时间的跟读后，很多学生反映跟读时“思维更清

晰”、“脑子转得更快”、“注意力集中后更能运

用已有知识和经验去猜意义了”等等。那么，跟读

练习是否可以促进口译听辨能力的提高呢？在多年

的教学实践中，笔者试图通过教学观察和调查的形

式，从认知关联的角度了解跟读练习对提高口译听

辨能力的作用及其原理。 

一、跟读练习的认知分析 

跟读练习，严格来说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的认知

心理过程。在听的过程中，跟读者内化听力材料，

通过已有知识和经验对声音信息进行解码、编码，

从而使无意义的声音信号变成有意义的信息，之后

存储在大脑的短时记忆系统。在跟读的过程中，跟

读者必须再次使用已有知识和经验对信息进行再编

码，从而产出信息。人们一直用“鹦鹉学舌”来形

容跟读练习与原语同一种语言、同步的重复性。然

而正是这种看似简单的“机械式”而有意识的重复

同时激活了跟读者的认知图式、背景知识和社会经

验，并且与原语的声音和信息互相关联，形成几乎

“条件反射式”的边听边读边记边理解边复述的多

任务听辨能力。口译研究者刘宓庆（2004,111）就

曾用皮尔士的反应论来对比口译的认知过程。皮尔

士认为人对外物的反应始于本能，其认知状态是“非

聚焦的一般性准备”，这时人会做出很多猜测和推

测，然后进入第二步即经验，开始积累认知，认知

的重复集中人构建某种程序化的习惯。由此，皮尔

士提出了皮氏推理模式三种能力：abduction（延展，

包括猜测推测和猜想，具有推测性），induction（归

纳，包括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具有指认性）和

deduction （演绎，具有认知性）的认知程序论和

方法论。这一模式与跟读练习和口译听辨中意义的

获得是相通的，这种最终形成的认知“习惯”及三

种“推理能力”正是跟读或是口译听辨练习要达到

的终极目标。 

二、影子跟读与认知关联 

影子跟读，类似于口译听辨过程，不应是机械

的听，更应激活人的关联能力，充分利用已有的背

景知识、认知经验及逻辑分析能力，对源源不断进

入听觉和脑海的信息进行边听边加工，才能有效地

提高口译理解和分析能力，从而更好地译出原语信

息达到交际的目的。因此其特点就是：重视听觉与

视觉感应；重视关联能力；重视逻辑推理；重视整

体把握及意义整合。具体来说，这种认知关联能力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展开联想，促进符号或声音与意义的关联 

联想是由某一现实的刺激引起的由此及彼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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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活动，是“新知与旧知，前言与后语，言外与言

内，形式与内容等关联的能力”（刘宓庆，2004:156），

是口译听辨过程中预测与推断的基础。再进一步解

析，就是以熟悉的音词句等语言形式及其所含信息

为基点，合理扩展，形成语言和知识的思维链，提

高听辨效果（卢信朝，2012:48）。笔者从教学中发

现，有些学生想象力丰富，可通过听到的零碎信息

或少量信息，迅速地进行联想，关联到相关的信息，

并结合已有的知识和背景图式，对此信息进行拓展，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此以外，一些研究者(Richards，1990)将听

力理解分为两种模式：即从语音、单词、句子到整

个语篇的意义的“自下而上”模式和利用已有背景

知识和整体预期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的

“自上而下”模式。笔者认为应把两者结合起来，

把听力理解看作是大脑长期记忆中的背景知识与听

力材料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这一模式下,听者同

时使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即不但要运

用语音、词汇和句法知识,而且还要能动地借助大脑

中相关的背景知识,对短时记忆中的听力材料进行

信息处理和加工,从而在背景知识和听力材料的互

动过程中理解意义。 

具体来说，听辨过程中可通过语音跟读，从鹦

鹉学舌式的重复语音，高度集中注意力，激活大脑

的发散思维和收敛思维，促进声音与意义的关联能

力。其次，声音出现的同时脑海中可能会出现与自

己的认知、情感和社会经验等方面相关的符号、图

片或是意义图式，此时要充分发挥联想，加速声音

或符号的视觉化，从而领悟到其中的意义。再者，

理解始于对语言的感知，译员需要有很好的语言感

知力。因为人们在交谈时的语流很快，而且捉摸不

定。比如正常汉语常速约每分钟 130 个字，讲话快

的中国人可以每分钟多达 250 个字。跟读练习在训

练语速加快的前提下，启动认知关联能力集中于会

意，更能敏捷地将语音符号及其相互关系与意义准

确关联。 

（二）展开预测与推断，促进符号或声音与语境的

关联 

预测是根据以往的经历知识（大脑图式）和现

实的感知（现场外部信息刺激），对将要发布的信

息及发布方式做出期待、估计和预想的心理过程，

而推断主要根据这两者对前面已经发布却未能在发

布时完全理解的信息进行推测是理解的心理过程

（卢信朝，2011:59）。这与译员的知识面、对主题

的熟悉程度及自身的思维逻辑能力息息相关，也有

助于提高听辨过程自动化，促进符号与语境的关联。

而认知语境是社会心理性质的，因为在具体语言使

用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情景知识、语言上下文知识和

背景知识三个语用范畴所构成的认知环境是社会共

享资源。启动预测与推断，译员在对原语的理解上

将目标词语与语境挂钩，让语境来固定游移的词义

以达认知，做出切合语境的词义调整，以利于口译

听辨过程之后的表达。 

跟读训练中，我们培养了学生在只听懂少量单

词的情况下，通过对语境的把握，展开联想预测和

推断，进而从一定意义上“猜”出整个意群或是大

意。同时，我们运用某些词语或主题训练学生的

brainstorming 预测能力，尽量扩展可能会遇到的声

音维度；运用口译跟读练习后对听到的字、词、句

或意群与语境进行关联训练学生的推断能力，尽量

保持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训练中要求跟读者根

据现场声音对信息进行语言内和语言外的预测，由

此及彼的推测，由已知到未知，由前文到后文，由

有把握的信息到把握不准或根本没听懂的信息等等

方面的训练，促进了听辨过程声音与语境以及认知

图式之间的关联，从而减轻记忆负担，提高理解和

记忆效果。 

（三）展开逻辑思维，促进意义整合与产出 

口译还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听完一段话后脑子

里剩下的是断断续续的单词，每句话似乎都听了，

但意义并没有产生，一篇空白，似是而非。主要是

因为没有启动相关知识理解语言表达的内容，缺乏

逻辑分析和推理，过于被动地听。众所周知，口译

时译员首先应清楚主题是什么，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是什么，并进行逻辑整合，否则翻译出来的东西就

会支离破碎。 

也有研究表明，信息的视觉化和现实化可以帮

助译员将听到的内容形象化，用视觉跟踪事态的发

展，借助形象综合记忆听到的内容，脱离源语的字

词束缚，实现表达的通畅和清晰（刘和平，2005: 70）。

跟读训练中很重要的一项技能就是将信息视觉化，

有助于意群的概念化和记忆存储，提高表述的质量。

学生对此环节尤其重视，如听力中遇到一些描述性、

叙述性或是异同对比的段落，我们鼓励学生采用形

象思维来识别对象，把握对象的形象联系来理解推

断对象；把握其景貌神情来进行艺术文学描述或科

学描述，促进意义整合和产出。研究表明，无论是

跟读还是口译听辨中逻辑思维和分析组织能力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听的同时不仅要对信息完整

逻辑性强的原语进行逻辑分析，有时还会遇到一些

逻辑性不强或讲话人思维混乱的信息进行分析、筛

选、梳理和整合等加工操作，达到更佳听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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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近年来，口译教学中不乏有关于听辨过程中听

与理解无法兼顾、听到的信息支离破碎、生僻词汇

卡壳、抓不住逻辑因而无法篇章整合等抱怨。听辨

能力，或广言之，外语听力无疑成为了译员发展的

瓶颈。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影子跟读练习被

广泛地应用于基础口译或是听力准备课程中，对于

扩大记忆容量、改善注意力分配、提高语速和多任

务操作等方面均有显著效果。同时，跟读听辨过程

中声音信息与跟读者已有的认知图式和社会经验相

互关联，也是一个系统的认知心理过程。笔者在基

础口译课程中运用跟读练习训练学生的口译听辨能

力，启动 “主动听辨”过程，激活听辨者的联想、

预测推断和逻辑思维等认知关联能力，从而帮助学

习者更好地理解听力信息，提高听辨效率，改善产

出质量，达到更佳交际效果。因此，跟读练习有望

成为未来基础口译尤其是英语视听课程的创新性训

练方法。 

参考文献： 

[1]Pochhacker, Franz & Shlesinger， Mariam. 2002.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Publishing Company.74. 

[2]刘和平，口译理论与教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

司，2005. 69-70. 

[3]刘宓庆，口笔译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

司，2004.111-156. 

[4]卢信朝,英汉口译技能教程：听辨[M].北京：北京语言大

学出版社，2012. 48-59. 

[5]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56-63. 

[责任编辑  王云江] 

Th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enhancement of shadowing exercises in the 
light of cognitive relevance theory 

NIE Yong-hua 
（Depantmant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510521, China） 

Abstract: Shadowing exercise, as a training method for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has long been known to enlarge 
memory capacity, enhance attention split and improve delivery speed as well as multi-task capabilities. Through 
adopting shadowing exercises in basic interpreting course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systematic cognitive 
process, initiate the active listening, stimulate the cognitive relevance abilities of the trainees such imagination, 
anticipation and logic thinking so that better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s will be achieved. 
Hopefully, the research can bring innovation to interpreting and English courses at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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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ization analysis on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ir intellectual base in 
“Jiang Su Higher Education”(2003-2012) 

QU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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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software of CiteSpace Ⅲ, the author drawed maps of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ir intellectual 
base in Jiang Su Higher Education (2003-2012). The research  mainly focus on “un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 
and “undergraduate”. The intellectual base consists of several foreign educational classics as follows: Clark'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Eight Disciplinary and Comparative Views,and Jaspers’What is education, and academic masterpieces 
devoted by Chinese higher educators, e.g. professor PAN Mao-yuan and  XUE Tian-xiang. All of these reflect the 
high academic level of the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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