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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整合理论对医学英语词汇的教学启示 

。 朱午静，李晓丽 

(内蒙古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9) 

摘 要： 掌握一定量的医学英语词汇是医学专业英语阗读理解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及翻译能力的重要前 

提条件。医学英语术语繁多而冗长，难认、难读、难记构成了特殊用途英语(ESP)的基本特点，论文从概念整合理论 

出发。蛄合医学英语词汇的构词特点，通过图表推理，增加参与创新结构元素，促进医学英语词汇的教学与记忆，使 

教与学在更加轻松、有效的氛国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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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医学英语作为一门特殊用途英语(ESP)具有极强的 

学术性和专业性。根据 2007年教育部高教司的《大学英 

语课程教学要求》，医学院校应培养学生医学专业英语阅 

读理解能力 、书面表达能力及 翻译能力。而达到这些能力 

的一个最基本要求便是学生必须掌握一定量的医学英语 

词汇。然而，医学英语术语繁多、冗长，每年还有大量新增 

词汇。难认、难读、难记构成了这一特殊英语的基本特点。 

正因如此，近年来，许多学者都致力于钻研医学英语词汇 

的教学和记忆方法 ，如刘 肖溢(2013)、潘丽杰 (2012)、陈阳 

(2012)等学者对于医学英语词汇的教学策略进行 了深入 

探讨，从文化视角，或用问卷调查方式给出了颇有针对性 

的医学英语词汇教学策略；赵云茜(2012)、高永凤，郭锦明 

(2010)、韩莹(2009)等人士结合医学英语词汇的特点，就 

医学英语词汇的学习与记忆给 出了具体方法 ；卢风香 ，杨 

波(2011)、和纪昌娥、刘炜(2011)等学者甚至已经尝试探 

索如何用语料库或建立词汇库来协助医学英语词汇的教 

学与记忆 。上述诸位研究者所做的相关研究分析具有 

科学性及合理性 ，但 目前，在此研究领域，还鲜有学者从理 

论的深度剖析医学英语词汇的构词特点 ，从而极大的促进 

医学英语词汇的教学与记忆 。 

二、概念整合理论 

概念整合理论是认知语言学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其 

雏形是 Fanconnier于 1985年在 Mental Space一书中所 

提出的心理空间理 论0】。1994到 1995年间，Fanconnier 

与 Tunner在心理空间理论 的基础上提出合成空间理论 

(Blending Sapce Theory)，它是不同心理空间的有机组 

合，包含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一个合成空间。如 

果两个输入空间的输入元素存在部分映射关系，就会在类 

属空间中映射出他们共有的一些抽象结构与内容，从而定 

义出跨空间映射的核心内容，进一步发展出合成空间的新 

创内容n]。如图(1)所示，假设两个输入空问分别为电脑 

和书桌，那么类属空间定义的核心内容可为学习设备或信 

息展示等，而电脑桌面这一概念就是在此基础上在合成空 

间新创 出的一个结构，因而可 以说合成空间是组织和融合 

其他空间的场所。 

图中，四边形指合成空间的新创结构。此图式说明， 

各空间的元素映射到合成空间时，有些融人新创结构中， 

有些元素并未参与其中，因而这一创新是与输入者的 自身 

已有知识及输入方式有关的一个动态过程。进一步推理， 

可以得出：输入的相关信息越多，产生的映射越多，能够参 

与新创结构的元素越多，新创结构也就越坚实、越牢固，在 

被输入者脑海中留下的记忆亦会越清晰、持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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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医学英语词汇的特点 

医学英语词汇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主要来源不是古 

英语，而是希腊语和拉丁语。其中希腊语约占48．2 ，拉 

丁语约占38．3％。丰富的希腊、拉丁词缀可与不同的词 

干组成新词，派生出大量新的医学英语词汇，占据了医学 

英语词汇总量的主体部分。熟悉医学英语词汇这一特点 

的人 ，知道在记忆这些单词时是有规律可循的；不熟悉 的 

人，会对这样的词汇望而生畏，因为它们看上去又怪又长。 

长度在十几个字母以上的医学英语词汇比比皆是，如 OS- 

teoporosis(骨质疏松症)、cardiovascular(心血管的)、OtO- 

rhinolaryngology(耳鼻喉科)、hypercholesterolemia(血胆 

固醇过多症)⋯⋯ 有些单词的长度甚至可以超过 4O个字 

母，如 hepaticocholeeystostcholecystntenterostomy(在 胆 

囊与胆管之间或肠子与胆囊之间接人工管子的手术)。究 

竟该从何下手解决这样 的难题呢? 

四、概念整合理论对医学英语教学的启示 

正如以上所讲，每当提及医学词汇，大部分学生都会 

皱起眉头。实际上，许多老师也觉得这门课程讲授起来单 

调、乏味又难见成效。要想改变这种现状 ，教师应 当首先 

走出教学误区，根据 医学英语词汇的特点，以概论为指导 ， 

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有效的教学。 

(一)通过词汇记忆词汇，逐步激活新创结构 

许多教师认为 ，既然 75 以上的医学词汇都是派生 

词 ，那么让学生积累大量的医学英语词根、词缀 ，对于记忆 

医学英语词汇必定有效。这不失为一个好的想法 ，但在具 

体实施中，还应采取正确的方法，切不可让学生死记硬背， 

从而逐渐产生厌烦心理。根据概念整合理论，记忆医学英 

语词汇时，可以通过单词记忆单词 ，如图(2)所示： 
拳■空伺 

音成空间 

上图说明，学生 可以根据 hepatitis(肝炎)和 appen- 

dectomy(阑尾切除术)自己新创 出 appendicitis阑尾炎 和 

hepatectomy(肝切除术)。这一过程还可继续，如进一步 

激活 gastritis(胃炎)，gastrectomy(胃切除术 )，arthrecto- 

my(关节切除术)，arthritis(关节炎)等。通过这样的新创 

过程 ，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化被动为主动 ，而且经 

过 “自己新创”的单词会在记忆中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即使一时想不起来，也能通过两个输入空间的提示即刻 

新创”出来 。虽然通过这样的方法，一节课下来，学生认 

识的词根、词缀数量会不如老师直接给出词根、词缀的数 

量多，但长久下来，此种循序渐进、步步激活、日积月累的 

方法，定会更胜一筹，因为它们能给学生留下更稳固、持久 

的记忆 。 

(二)采用多种输入方式，充实加固新创结构 

根据概念整合理论，如果教师能在输入空间提供更多 

样、更新颖的元素，将会极大的促进类属空间的映射，从而 

进一步充实、加固新创结构。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时采取 

多元的方式，除了传统讲解，还可配合图式、听力等方法； 

不但讲授词汇本身，还要联系历史文化，不仅要教师亲自 

讲解，还应让学生积极参与。通过听、读、说、看等多种输 

入方式进行医学英语词汇的学习。笔者在教学 中选用了 

VOA英语的医学专题新闻。由于这些新闻涉及最新的医 

学前沿动态、成果，学生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在听 

新闻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了所记词汇，并且伴有相关新 

词汇的输入。通过这一输入方法习得的新词与其他方式 

习得的词汇所输入的相关信息元素大不相同，从而使学生 

在记忆词汇时有了更多的提示元素，并对最终的新创结构 

中、新习得的词汇有着更为深刻的记忆。此外 ，有些 教师 

还采用情景教学法，让学生模拟医生、病人的角色，练习所 

学医学英语词汇，也深得学生的喜爱。不仅活跃了课堂气 

氛 ，而且也获得了显著的成效。 

五 、结 语 

概念整合理论作为认知语言学领域的重要理论 ，对语 

言教学与习得，尤其是医学英语词汇的教学与习得有着深 

远的启示和非凡的意义。以理论为指导，伴随着教学经验 

的逐步积累，医学英语词汇教学最终会摆脱现状，使教与 

学都能在更加轻松 、有效的氛围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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