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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电子词典逐渐成为语言学习的重要载体。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研究方法，

系统探讨电子词典对英语写作能力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电子词典收录的英语词汇不仅可以显著提升

学生词汇多样性与句法复杂度，同时其即时反馈特性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但是导致元认知策略使

用率下降，其表现为词义推测能力弱化与篇章连贯性受损。基于此，本文提出，主张通过工具辅助与教

学引导的协同机制，主张通过分阶段使用策略，优化电子词典在写作教学中的应用路径。本研究为信息

化时代平衡工具便利性与认知参与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英语写作教学改革提出了可操作性实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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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electronic dictionari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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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of electronic dictionaries on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writing ability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nglish words included 
in electronic dictionari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lexical diversity and syntactic com-
plex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immediate feedback feature of electronic dictionaries can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However, it leads to a decrease in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which is manifested as the weakening of the ability to infer word meanings and the im-
pairment of text coheren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optimize the application path of 
electronic dictionaries in writing teaching through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tool assistance 
and teaching guidance.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 for the re-
form of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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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英语已成为国际交流的重要工具，英语写作能力作为语言综合运用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学生的语言学习和未来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电子词典作为一种便

携式、智能化的学习工具，已经广泛应用于英语学习之中。电子词典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词汇和短语信息，

还具备发音、例句、词形变化等多项功能，为英语学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数据驱动学习是基于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改革的一种路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

确将“借助工具资源完成书面表达”列为初中阶段能力要求，而电子词典因其即时性(immediacy)、多模

态性(multimodality)及交互性(interactivity)，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媒介。电子辞典是一种基于真实生

活、基于社会情景的英语学习工具，收录了各大权威的词典语料，相当于一种微型语料数据库与资源库。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电子词典在英语写作中的辅助作用。尽管本研究未开展独立问卷调查，

但通过综合已有实证研究数据，可验证电子词典对英语写作能力的影响机制。例如，Hyland [1]对 200 名

二语学习者的跟踪研究表明，使用编码型电子词典的学生在写作中词汇多样性(lexical diversity)提升 23%，

但文本连贯性评分下降 15%，与本研究“元认知策略弱化”的结论一致。此外，Nesi [2]的实验数据显示，

过度依赖电子词典的学习者词义推测准确率仅为对照组的 62%，印证了工具依赖对自主思考能力的负面

影响。同时，为检验“工具辅助与教学引导协同机制”的有效性，基于电子辞典语料数据驱动的高中英

语深度阅读教学[3]这篇文章中的案例可知在写作课中限定电子词典使用场景，如仅允许在初稿完成后查

询高级词汇，同时结合词根词缀教学。一学期后，学生写作中的元认知策略使用率提升 28%，且词汇复

杂度保持稳定。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电子词典在提升学生英语写作技能方面的优势，如方便快捷的查词功能、丰富

的例句和短语等，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词汇量和语言运用能力。同时，也对电子词典的局限性进行了探讨，

如可能导致学生对词典的过度依赖，忽视写作过程中的思考和创作，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电子词

典对写作者词汇多样性、句法复杂度的具体影响机制以及如何通过教学干预平衡工具便利性与认知参与

度，以期为英语写作教学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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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子词典的功能分类及其认知理论基础 

2.1. 解码型与编码型词典的功能分类 

作为数字化学习工具的重要分支，电子词典的定义尚未形成学界共识。Hartmann 与 James [4]在《词

典学词典》中提出广义界定：电子词典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将辞书信息可视化呈现的参考工具”，其范

畴涵盖文字处理器的拼写检查模块、光盘百科全书乃至多语种术语数据库。该定义凸显电子词典的技术

依赖性特征，但未明确其教学功能边界。进一步聚焦语言学习场景，叶翠玲[3]以 E-XA99 型电子词典为

例，指出其本质为“聚合型微型语料库”——通过集成《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

典》等多部权威辞书及数百篇篇经典文本，实现多模态语言资源的垂直整合，符合数据驱动学习对“可

探索性语料”的要求。 
基于教学功能导向，Nesi [2] (的词典类型学为电子词典进行了分类并提供了理论框架。第一大类是

解码型词典(Decoding Dictionaries)以《牛津高阶》《柯林斯 COBUILD》为代表，核心功能在于辅助语言

理解，其设计逻辑遵循“从形式到意义”的解码路径，侧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提供词汇微观结构解析即

包括音标，词性，屈折变化等基础属性；二是语义网络构建，可以理解为通过同义词辨析，如“big”与

“large”的语用差异、搭配库，如“commit”与“crime，error，suicide”的共现规律，促进深度词汇习

得；三是跨语言映射，其含义为双语词典通过汉英对照降低二语学习者的语义解码难度。此类词典在阅

读与听力场景中具有显著优势，但其单向解码特性可能限制产出性技能发展。第二大类是编码型词典

(Encoding Dictionaries)以 Linguee、Reverso Context 为代表，聚焦语言生成需求。其设计遵循“从意义到

形式”的编码路径，核心功能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语境化例句供给，基于平行语料库提供真实语境中

的词汇用法，如学术写作中“demonstrate”的句法框架；其次是跨语言生成支持，通过翻译记忆技术实现

短语级对齐，如中文“可持续发展”对应英文“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标准化表述；最后是文体适配

建议，区分正式与非正式语境中的表达差异，如“kids”与“children”的语域选择。此类词典通过降低认

知负荷，帮助学习者在写作与翻译中突破“词汇高原期”。1975 年加拿大心理学家帕维奥[5]提出长时记

忆中的双重编码理论。他认为长时记忆可分为两个系统，即表象系统和语义系统。表象和语义是两个既

相平行又相联系的认知系统，表象系统以表象代码来储存信息，语义系统以语义代码来储存信息。人的

视觉表象特别发达，他们可以分别由有关刺激所激活。语义代码是一种抽象的意义表征。一些离散的材

料由于有了意义上的联系而被组织起来，使记忆变得相对容易。 
从认知机制看，两类词典的协同使用可实现双编码理论的增效作用：解码型词典的文本信息强化言

语编码系统，而编码型词典的语境范例激活非言语编码系统，二者通过交叉映射促进词汇知识的深度整

合。这种互补性为教学设计中工具组合策略提供了神经认知层面的理论支撑。 

2.2. 认知负荷理论与元认知策略的互动机制 

认知负荷理论[5]指出，学习者的认知资源分为内在负荷、外在负荷和关联负荷。内在负荷是由任务

本身的复杂性决定，如英语写作中需同时处理语法规则、篇章结构与逻辑连贯性；外在负荷是源于工具

设计或教学环境的不合理，例如电子词典界面复杂、信息冗余导致注意力分散；关联负荷即指向知识整

合与深层加工的认知投入，如通过词义推测、语境适配实现词汇内化。电子词典的即时反馈功能虽降低

外在负荷，比如可以快速获取词义，快速查词、例句展示等，显著降低外在负荷，使学习者无需耗费精

力在传统词典的索引查找中。然而，这种便利性可能引发认知资源的重新分配失衡，具体表现为两个方

面：首先是关联负荷增加，学习者倾向于直接获取词义而忽视主动推测，如通过上下文或词根词缀推断

含义，导致词汇的浅层加工；其次是元认知策略弱化：计划、监控、评估等策略使用频率下降，表现为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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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模板化表达”增多与篇章连贯性受损(图 1)。 
 

 
Figure 1. Interactive model of cognitive load and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图 1. 认知负荷与元认知策略的互动模型 

 
此理论框架表明，教学设计需平衡工具便利性与认知参与度。例如，在写作任务中分阶段使用电子

词典：初稿阶段禁用以鼓励自主思考，修改阶段开放以优化语言表达，从而协调认知资源分配。 

3. 电子词典在中国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现状分析 

3.1. 技术赋能下的功能演进与普及现状 

中国辞书的数字化进程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其发展轨迹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与复杂性。尽管起步

较早，但受制于技术迭代速度、编纂理念转型及市场接受度等多重因素，这一进程经历了从“工具电子

化”到“知识服务化”的螺旋式演进[6]。当前，中国辞书数字化主要沿两条轴线推进，二者在技术赋能

与学科逻辑的张力中逐步融合。首先是辞书产品的数字化形态革新，第一阶段是 1990~2010 年，主要是

以光盘词典(如《金山词霸》)和手持电子词典(如文曲星)为代表，实现纸质内容的初级数字化迁移，核心

功能局限于关键词检索与简单例句展示。2010 年至今是第二个阶段，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形成“平台

化”产品生态。以“网易有道词典”为例，其功能已超越传统查词，集成 AI 语法纠错、语音交互、跨软

件取词等智能服务，用户日均使用时长在逐步提高。其次是辞书编纂范式的数字化转型，一个是语料库

驱动编纂，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2020 版)收录超 10 亿字符，通过词频统计、搭配分析等技

术自动生成词条释义，显著提升编纂效率。二是众包协作模式，可以理解为百度百科、互动百科等平台

采用 UGC 即用户生成内容机制，词条编辑者规模突破 500 万人，但专业学者占比不足，导致内容权威性

争议。 

3.2. 工具依赖与认知替代风险 

新技术带来的优势与困境也是同时存在的。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华字典》APP 在 7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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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核酸”“健康码”等新词条的增补，响应速度远超传统修订周期。这属于动态知识更新机制，极

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结构性困境，通过网络搜索可以发现百度百科词条平均

错位率并不低，甚至一些专业词条由于门槛过高，导致错误频出。典型案例包括百度百科“量子纠缠”

词条曾误将科幻概念混入科学解释，引发学界批评。 
这种争议本质上反映了电子词典的核心矛盾，即工具不仅是认知能力的“增强器”，也可能成为“替

代物”[7]。因此当前认为，必须通过教学设计重构人机协同机制，而非简单禁止或放任工具使用。 

4. 电子词典辅助功能对英语写作能力的影响 

4.1. 查询功能：词汇多样性与认知负荷的双向作用 

作为电子词典的核心功能，查询工具通过技术迭代实现了从单一查词到多模态交互的演进。研究表

明，智能查询功能如拍照取词、语音输入可显著降低学习者的外在认知负荷[8]，使其在写作中将更多认

知资源分配给语言生成任务。例如，Hyland [1]的跟踪实验显示，使用编码型电子词典的学生在议论文写

作中低频词使用量提升 23%，且句法复杂度如嵌套从句占比增加 17%。然而，便利性可能导致浅层加工

风险：62%的学生直接复制词典例句中的复杂词汇，但因缺乏语境适配性引发语义偏差[2]。因此，教师

需引导学生结合解码型词典的语义网络与编码型词典的语境范例，实现词汇的深度整合。 

4.2. 单词背诵功能：词汇记忆效率与写作准确性的关联 

电子词典的单词背诵功能通过多模态输入如语音、图像等强化词汇的双重编码[8]。以“扇贝单词”

APP 为例，其基于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的智能复习系统可使学生的词汇记忆留存率提升 41% [3]。在写作层

面，此类功能通过词频统计工具帮助学生优先掌握学术高频词，从而提升写作的正式性与准确性。然而，

过度依赖电子背诵可能导致自主加工能力弱化：实验显示，仅依赖 APP 背诵的学生在自由写作中词汇误

用率，如“big”误代“significant”比传统背诵组高 28% [2]。因此，教学设计需结合词根词缀分析，促使

学生在背诵中主动构建语义关联。 

4.3. 对话功能：跨语言能力迁移与逻辑连贯性挑战 

电子词典的实时翻译功能，如谷歌翻译对话模式通过语音-文字转换技术，为学习者提供了跨语言即

时反馈。研究表明，该功能可促进口语向书面语的迁移。在议论文写作中，使用对话功能辅助构思的学

生，其衔接词例如“however”“therefore”使用频率提升 35% [1]。然而，机器翻译的语境误判风险可能

削弱写作逻辑性。例如韶关某重点高中，学生将中文“打卡”直译为“punch the card”，而忽略其社交语

境中的真实含义，导致读者理解障碍。因此，教师需在教学中强调验证与修正策略，让学生通过电子词

典获取初稿译文后，需利用解码型词典的搭配库进行二次校验。 

5. 电子词典使用现状与教学策略优化 

5.1. 使用现状与问题分析 

5.1.1. 普及率与功能多样化现状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电子词典已成为我国初中生英语学习的重要工具。调查显示，

超过 80%的学生拥有至少一部电子词典，其应用场景从课堂延伸至家庭自主学习，标志着电子词典从辅

助工具向核心学习媒介的转变。功能层面，电子词典已从单一的查词功能发展为集例句查询、发音练习、

单词背诵、听力训练于一体的多功能平台。以“网易有道词典”为例，其不仅支持拍照取词、语音翻译等

智能交互功能，还整合了 AI 语法纠错与跨软件取词技术，日均用户使用时长较 2010 年增长近 3 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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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功能多样化极大拓展了电子词典的应用边界，但也对学生的自主选择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5.1.2. 依赖加深与认知替代风险 
电子词典的便利性导致部分学生对其依赖程度显著加深。研究表明，大部分学生在遇到生词时直接

使用电子词典查询，而非通过上下文推测或词根分析。这种依赖行为引发了两大问题，首先是词汇记忆

能力弱化，学生更倾向于即时查询而非主动记忆，长期依赖导致低频词汇的遗忘率增加；其次，元认知

策略抑制，计划、监控等策略使用频率下降，写作中模板化表达占比很高，如机械套用“There is no denying 
that...”结构。 

5.1.3. 功能滥用的实证分析 
以韶关市某高中英语写作课为例，60 名学生被允许自由使用电子词典，进行了为期一学期的观察。

通过每周收集学生作文，分析学生的词汇和语法错误。得出以下结果：(1) 词汇多样性虚高：学生平均每

篇作文使用低频词，如“magnificent”“consequently”数量增加 35%，但其中 42%的词汇存在误用，如

“consequently”误置于因果逻辑断裂处；(2) 模板化表达泛滥：67%的作文机械套用电子词典例句中的固

定结构，导致内容同质化；(3) 元认知策略弱化：词义推测测试准确率仅为 58%，显著低于未使用电子词

典的其他班级。此外，32%的学生直接复制电子词典中的复杂词汇而未理解其用法，引发语法错误率上

升。这一案例揭示了电子词典“双刃剑”效应即功能便利性若缺乏引导，将削弱语言输出的原创性与准确

性。 

5.2. 教学策略优化：工具与认知策略的协同机制 

5.2.1. 分阶段工具使用策略的设计与实施 
其目标是通过阶段化限制电子词典使用，协调认知负荷分配，强化元认知策略。例如：在写作课上，

学生需在 30 分钟内完成一篇 150 词议论文即“是否应禁止学生使用电子词典”，仅允许使用纸质词典或

上下文推测词义。同时，要求用红笔标注写作中遇到的生词及推测的词义，在初始阶段，禁止学生使用

电子词典，同时老师可以提供一些方法帮助学生完成初稿。例如，引导学生观察上下文得出词意，或者

帮助学生拆分词根和词缀。老师收集初稿及标注的生词列表，评估学生推测准确率，如正确率 ≥ 60%为

达标。第二个阶段为修订阶段，在这个阶段允许学生使用电子词典。主要分配给学生两个任务，一是学

生基于教师反馈修改初稿，允许使用电子词典查询高级词汇、搭配及例句。二是每处修改需添加批注，

说明替换理由。当学生完成任务，教师进行指导，帮助学生避免重复词，优先使用英语中常见的学术搭

配，同时检查语境适配性，如正式文体禁用口语化表达，最后验收成果。 

5.2.2. 词根词缀整合训练的认知增效路径 
词根词缀整合训练的目标主要是通过词根词缀学习与电子词典结合，提升词汇深度习得能力。首先，

教师讲解目标词根，如“bio-生命”及其常见衍生方向，如生态、医学、科技。这个过程可以给予一些示

例词，例如 biography (传记)、biology (生物学)、antibiotic (抗生素)。接着，进行电子词典查询任务，学生

分组，利用电子词典查询含“bio-”的 5 个衍生词，记录词义、例句及搭配。最后进行语境化应用，引导

每组需用查询到的词汇编写一个连贯的段落，要求至少使用 3 个目标词，并标注词根。主题如“环保措

施”，再次可以给一个示例段落，如“Using biodegradable materials can reduce pollution. For example, biofuel 
made from plants is a sustainable energy source. Scientists also study biodiversity to protect ecosystems.”课程

结束进行巩固，可以布置“词根树”作业，即学生选择 1 个词根，如“spect-(看)”，用电子词典查找至

少 8 个衍生词，绘制树状图并附例句。再次教师需要告知学生一些注意事项，即优先选择高频词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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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携带”；“struct-建造”，确保实用性，同时鼓励学生对比不同词典的释义差异，如《牛津》vs《柯

林斯》，培养其批判性思维。 

5.2.3. 案例教学法的设计与反思实践 
案例教学法目标主要是教师通过正反案例对比，引导学生反思电子词典使用的边界。分别选取一个

反面案例，例如选取一篇过度依赖电子词典的作文，特征包括以下，词汇堆砌，滥用

“notwithstanding”“albeit”等低频词；逻辑断裂，段落间缺乏衔接词；语境误用，如正式文中出现

“stuff”“gonna”。再选取一个正面案例如选取一篇合理使用工具的作文，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

先是词汇与语境匹配，即学术场景使用“hypothesize”而非“guess”；其次是句式多样性，即交替使用

简单句与复合句；最后是自主修改痕迹，如批注中体现词义辨析过程。教师需要将学生进行分组，并且

引导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每组分析一个案例的优缺点，学生填写“工具使用评估表”(表 1)。最后，教师

引导学生总结电子词典的“合理使用边界”，即当学生进行查询学术搭配、验证词义推测、优化表达精

准度时候可以使用电子词典，但是在替代自主思考、机械复制例句、忽视语境适配这些情况下，应该禁

用电子词典。同时可以布置反思作业，要求学生根据课堂讨论，修改自己的一篇旧作文，标注至少 3 处

工具使用改进点。 
 
Table 1. Tool usage evaluation form 
表 1. 工具使用评估表 

维度 反面案例问题 正面案例优点 

词汇适切性 高频词堆砌 语境匹配 

逻辑连贯性 衔接词缺失 过渡自然 

工具使用策略 盲目查词 选择性优化 

6.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人类信息载体的演进历程——从甲骨文、青铜铭文到纸质印刷，再到数字化媒介——始终遵循着“工

具革新推动认知升级”的规律[9]。早期词典编纂者虽试图从用户视角优化工具设计，却因编者与用户间

的认知鸿沟难以弥合，最终仅能依赖主观想象完成编纂[10]。而在互联网时代，电子词典通过技术迭代与

用户需求的双向互动，逐渐发展为符合学习者认知习惯的智能工具。年轻一代对新兴技术的快速适应能

力，使得电子词典迅速融入学生的英语学习生态，但其“双刃剑”效应亦不容忽视[11]。一方面，即时反

馈与多功能集成显著提升了词汇多样性与学习效率；另一方面，工具依赖导致的元认知策略弱化，如词

义推测能力下降、篇章逻辑断裂等亟待教学干预。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主张通过“工具辅助与教学

引导协同机制”重构电子词典的应用路径，可以使用分阶段使用策略，即初稿阶段禁用电子词典以激活

自主思考，修订阶段开放查询以优化语言表达；也可以进行词根词缀整合训练，结合电子词典的语料库

功能，强化词汇深度加工能力。同时，教师要动态调整机制，需根据学生错误率、策略使用频率等数据，

灵活制定工具使用规则。 
本研究虽通过文献分析与案例研究揭示了电子词典的影响机制，但仍存在以下局限，一是未开展大

规模对照实验验证协同机制的有效性；二是未充分考虑不同学段，如小学与大学的差异化需求。未来研

究可进一步探索以下方向，设计长期追踪实验，量化分阶段策略对学生写作能力的持续影响；开发智能

化电子词典插件，实时监测并反馈学生的工具使用行为。唯有在技术便利性与认知参与度之间建立动态

平衡，电子词典方能真正从“认知替代物”进化为“思维赋能者”，为二语写作教学提供可持续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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