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两个原则 

 

李如龙     吴茗 

【内容提要】 
    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贯穿始终，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然而多年来我们

却一直没有找到一条高效、科学的词汇教学途径。本文提出并阐释了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的两个原则：区分频度原则和语素分析原则，强调层次观念，试图找出一条可操作性较

强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高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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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语言，词汇是基础，它应当贯穿学习的始终。汉语的词汇体现了语音的结构和

变化，组成语句又体现了种种语法关系，学习词汇也连带学了语音和语法。词汇教学的

效果直接影响着留学生汉语的整体水平。然而，词汇教学又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困难的

环节。因为汉语词汇数量庞大，系统繁复，外国学生又全然没有语感。至今为止，国内

对外汉语教学界尚未建构起一个理想的词汇教学体系，尚未找到高效的词汇教学途径。 
汉语的词是集形音义于一体的字构成的。中国人学母语都由字及词，经过字义的组

合和类推去理解词义。但是，十几年来的对外汉语教学总是以语法教学为中心，把词作

为最基本的教学单位，教材中只列词义、不列字义，忽略了汉字（语素）与词的密切关

系，结果“学生看不清汉语词汇的规律，不知道汉语词汇跟汉字的密切关系，学习和记

忆起词汇困难很大。”
①
。近年来，“字词直通、字词同步”的思想逐渐为学界认可，“词

本位”的教学理念受到挑战。“语素教学法”、“字本位教学法”等都试图抓住汉语的特

质，抓住构词的最小单位——汉字（语素）来进行汉语教学。“字本位”的思想打破了

“字”和“词”之间的森严壁垒，进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一个具体可操作的，从汉字

（语素）出发，合理把握字词关系的词汇教学体系。 
要建立这样一个词汇教学体系，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如实地把握语言的层次，严格区

分字、词的频度，贯彻常用先教的原则；理清字义和词义的种种关系，贯彻由字及词的

学习导向。本文认为贯彻这两个原则是对外汉语词汇教学“高效之路”，下文试作一番

分析。 
 

一、关于区分频度原则 
任何事情都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语言教学更是如此。国外语言教学界早就注意到

利用计量统计的结果，注重语言教学中的词量控制。30 年代英国的语言学家帕默尔就指

出，任何语言里最常用的 1000 词总要覆盖用词频度的 85%。后来的许多研究证实了，

这个数据大体不差。在我国，从陈鹤琴的《语体文应用字汇》算起，汉字频率统计已有

六十余年的历史。词汇频度的统计研究，也有了《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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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词典》（以下简称《频率词典》）等成果。汉字、词汇教学首先可以在计量统计的基

础上，抓住常用先学、常用多学的频度原则。 
 

（一）关于汉字频度 
汉字总量多达数万，词语更是数不胜数，并且词汇的队伍还在不断繁衍扩大。汉语

词是由汉字构成的，词汇教学离不开汉字教学，我们先从汉字的频度问题说起。《现代

汉语常用字表》综合汉字的使用频率、构词能力等各项指标，确定了 2500 个常用字和

1000 个次常用字，并且进行了检测，“结果是：2500 个常用字覆盖率达 97.97％，1000
个次常用字覆盖率达 1.51％，合计（3500 字）覆盖率达 99.48％”

②
。教材编写和教学实

践中首先应该体现出常用字与非常用字的层次，当然，语言教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3500 个常用字不可能在教学过程中一股脑儿出现，更不可以只是“昙花一现”，这就要

求我们在常用字中再划分出若干层次，安排它们合理复现，实现螺旋式的递进。 
在常用字中再划分层次，必须综合考虑字频、构词能力等多种因素。《频率词典》

中指出“前 100 个汉字……累计频率为 47.52040%，出现在 245 次以上的前 1000 个高

频汉字……累计覆盖率达 91.25619%”，
③
而从汉字的构词能力来看，“构词能力在 10 条

以上的 1689 个字，它们出现的字次总数达到全部语料的 91%强
④
”。从这些数字上来看，

常用汉字的再分级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我们对《频率词典》中《汉字构词能力分析》表列出的前 70 个字进行统计，它们

的构词数都在 100 个以上，在频率词典所依据的 180 万语料中，出现次数都在 1000 次

以上，属于高频汉字。它们的平均笔画数为 5.7 画，远远低于 7000 通用汉字 10.75 画的

平均笔画数
⑤
。其中，构词数在 200 个以上的前 11 个汉字，“子、不、大、心、人、一、

头、气、无、水、地”结构就更简单了，平均笔画数仅为 3.5 画。可见，生成能力最强

的汉字，不但在语料中使用频率高，在形式上也是最简单易学的，这部分汉字应该先学，

也容易掌握。 
另一方面，区分汉字频度，不仅要看汉字自身的使用度和构词能力，还要看它们作

为构词语素时，语素义的使用频度。汉字构词能力愈强，也就意味着这些汉字作为语素

时，义项可能愈多，意义上更加复杂，这就需要我们从语素义上再把关，具体考察每个

义项的使用频率，找出最常用最基本的语素义，从微观角度上再分层次。下文我们将结

合多义词的义项层次划分举例说明。 
 

（二）关于词语频度 
从词的角度来说，《频率词典》8548 个高频词中“出现 1000 次以上的词共 175 个……

累计频率为 48.8337%，出现 100 次以上的词共 1678 个，……对语料的覆盖率为

80.1015%。”，前 5000 个词“对语料的覆盖面达到 91.6675%”。
⑥
因此，与汉字一样，对

外汉语词汇教学也必须区分词的频率，做到常用先学。区分常用度的目的是为了集中力

量，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一定的构词规律和词义组合规律，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①《字本位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贾颖 载《汉语学习》2001 年第 8 期 
②《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字处编 语文出版社 1988 年 1 月第 1 版 
③ ④《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 出版 
⑤见 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⑥《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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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常用词在语料中出现的频率高，看起来“脸熟”，也容易加深记忆。在熟记常用

词，培养出“语感”、“词感”，掌握由字到词的学习规律的基础上，词汇量的再扩充也

就不是难事了。“教是为了不教”，教材中对词量的严格控制，是为了教材之外，学生自

行扩展词汇的能力不受限制。 
常用词的义项数往往较多，在教学中，对多义词义项的处理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目前对外汉语教材中对多义词义项的处理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随文释义，二是

一次性地列出多个义项，以前者最为常见。随文释义由于受到课文语料及语法点的限制，

词语的出现、义项的出现都由课文和语法来决定，在词语和义项的安排上无法遵循常用

先学的规律。下面，我们选取多义词“把握”为例。 
《现代汉语词典》中，“把握”一词有三个义项，义项①为“握；拿”，义项②为“抓

住（抽象的东西）”，义项③为“成功的可靠性（多用于‘有’和‘没’后）”。这三个义

项中，①是本义，②是引申义，③是在②基础上的再引申。为了考察这三个义项在实际

语言中的出现频度，我们从 8700万字的大规模语料库（其中含 6000万字新闻语料和 2700
万字文学语料）作了检索，得知“把握”一词总共出现 4926 次。各义项分布如下表： 

 

表 1  “把握”一词的义项分布 
 总计 义项 1 义项 2 义项 3 

语料条数 4926 条 7 条 4075 844 
百分比 100% 0.14% 82.72% 17.13% 
 
由上表可见，“把握”一词使用频度最高的是义项②“抓住（抽象的东西）”。在我

们的教材及教学活动中，这一高频义项却得不到体现，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汉语初

级教程》、《汉语中级教程》、《汉语高级教程》共 8 册课文中，“把握”一词一共出现了

两次，都是③的用法，都没有①②的用法。教师直接讲授义项③，体现不出词义教学应

有的层次，学生不易理解，只好死记硬背。我们认为，在教学活动和教材编写的过程中，

必须适当考虑义项的实际使用频率，尽量按照频度来安排义项学习的顺序及比重。在对

义项按照频率划分层次的基础上，再结合词义发展的脉络来安排教学，学生可以较快地

理解掌握较为抽象的词义，同时可以增进他们对于汉语词义组合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培

养语感。根据频率安排多义词义项的教学，可以先教高频语素义，再教含有该语素义的

合成词的高频义项，有时还须综合考虑学生理解能力的局限，先简单介绍易理解的本义，

再讲解引申义，通过本义帮助学生理解引申义。 
以“把握”这个词为例，我们这样来安排教学进程：先打手势介绍“把”和“握”

的语素义“用手抓住”、“用手拿”，这样“把握”一词的本义（①）就显而易见了，然

后再根据课文的上下文讲授引申义②和③。 
  

三、关于多音字的音项频度 
从语音的角度来说，汉语中有一定数量的多音字，《普通话异读及音变词语手册》

中收录的常见多音字就有 580 个，字的读音不同，意义也不同。“越常用的字往往异读

多，义项也多，常见音和生僻音，常见义和生僻义的频度也是很不相同的。教常用的基

本字不能只教一音一义，也不能把所有的音义都教全，而应该先选教其中的常见音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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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义”。
⑦

对外汉语教学中，对于多音字的处理方法，也可以依据频度原则分为三类。首先，

对于那些使用频率很低、构词数也很少的音项，初级教学中可以考虑略去不教。如：“场”

有 cháng 和 chǎng 两个读音，与 chǎng 相比，cháng 的构词数量低，在意义上跟 chǎng

也比较接近，对外汉语教学中完全可以忽略对 cháng 这个读音的介绍。第二，有的音项

构词数很少，但是它所构成的词在实际语料中使用频率却很高，则宜安排在适当的阶段

进行教学。如：“便”有 biàn 和 pián 两个读音，除了“大腹便便”和“便宜”之外，

其他词中，“便”都读 biàn。但“便宜”是处于《频率词典》第 2442 位的高频词，在日

常生活中也常用，“便宜”这个词可以当作特例提出，在基础阶段进行教学。第三种情

况是多音字的各音项构词数量都不少，所构成的词中，又都有一部分使用频率较高。这

种情况较为复杂，以下就以“乐”字为例，作一具体分析。 
我们从 8700 万字的大规模语料库中共检索出含“乐”字的语料 32139 条（排除“乐”

用作单音词和用于专有名词的情况，剩余 31701 条），分布如下： 
 

表 2 多音字“乐”的主要构词情况及语料分布表 
乐(lè)组词 出现次数 乐(yuè)组词 出现词数 

快乐 3315 音乐 6219 

欢乐 3256 交响乐 2696 

俱乐部 2050 乐团 2214 

娱乐 1993 乐队 1457 

乐观 1570 乐器 963 

乐园 611 乐曲 881 

乐趣 579 声乐 583 

乐于…… 511 民乐 432 

游乐 464 乐章 411 

乐意 376 乐坛 211 

享乐 305 乐谱 175 

以……为乐 236 乐师 103 

  乐手 90 

 
 
 
 
 
 
 
 
 
 
 
 
 
 
 
 

《现代汉语词典》中，乐（yuè）有 2 个义项，乐（lè）有 4 个义项，排除作为姓

氏的义项，乐（yuè）只有 1 个义项，乐（lè）有 3 个义项：①快乐，②乐于，③笑，

其中义项②③都可以由义项①引申得来。 
两个读音统率下的合成词数目相差不多。在 31701 条语料中，读 lè的共 15266 条，

占 48.16%，读 yuè的共 16435 条，占 51.84%，可见，两种读音在语料中的使用频率也基

本相当。但是，具体看来，在每一个读音的统率下，都有几个词的使用频率比较高。如：

lè统率下的“快乐”、“欢乐”、“娱乐”、“乐观”使用频率较高，词义都与“快乐”

有关，“俱乐部”虽然是从日语中借来的外来词，其中的“乐”也可以解释为“愉快、

高兴、快乐”。读音 yuè统率下的“音乐”、“交响乐”、“乐团”、“乐队”、“乐

器”、“乐曲”使用频率较高，词义都和“音乐”有关。 

                                                        
⑦出自李如龙 《华文教育的基本字集中教学法刍议》载《海外华文教育》200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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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依据频率的高低，结合词义发展的脉络，对“乐”的读音及义项进行层次

划分，同时注意对由同一个语素义构成的词进行归类教学。先教“快乐”和“音乐”两

个最基本最常用的词，从这两个词中提取“乐”最基本的语素义，再进一步拓展含“乐”

的词汇，两种音的高频词都教完后再复习总结读音规律。 
 
二、关于语素分析原则 
 
（一）语素分析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汉语的词由字组成，常用字的数目不多，组成的词语却层出不穷。《频率词典》的

8548 个高频词就仅仅用了 2818 个汉字。汉语又是重意合的语言，“汉语不是音位文字而

是语素文字。汉语掌握了 3000 常用字就同时掌握了 3000 个左右的基本语素”
⑧
。汉语

词义的一大特点就是语素义与词义关系密切，并且语素义的数量比词义的数量少得多，

因此，通过语素分析来进行词汇教学，必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汉语单音词词义和语素义是重合的，而大多数复音词也能通过语素分析的办法找

到构词的理据，分析词的语素义是理解词义的基础。总的来说，汉语中的词义可以分为

可用语素义分析论证和不可用语素义分析论证两大类。 
首先，从单音词来看，8548 个高频词中，单音词有 2333 个，占高频词总数的 27.30%，

频率最高的前 13 个词全部为单音词，前 175 个词中有 144 个是单音词，前 1678 个词中

有 829 个是单音词。可见，语素义和词义重合的单音词在高频词中占有很大比重。 
其次，从复音词来说，清华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曾经建立了一个大规

模数据库。对覆盖 6763 个汉字的汉语语素及其所构成的二字词、三字词及四字词进行

了穷举性地描述。他们的结论是“语素在构词时意义绝大多数保持不变，少数变化情况

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语素基本上是一个封闭集，具有长时间的稳定性”
⑨
。这

个结论为词汇教学坚持语素分析原则提供了一个数据上的支持。 
为了使研究更有针对性，我们以《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基础部分的双

音词为材料进行分析。符淮青在《现代汉语词汇》中将词义和语素义的关系分为五大类

型，我们参照这个标准，将《大纲》甲、乙两级，共 1859 个双音词，2494 个义项分为

“直义”、“转义”、“偏义”、“无关”四类。其中，“直义”表示构词语素义与词义有直

接联系，语素义直接相加可以得到词义；“转义”表示构词语素义叠加后还要稍作引申

或转换才形成词义；“偏义”表示构成合成词的两个语素中有一个语素的意义失落；“无

关”表示构成词的语素无法显示词义，结果如下表： 

 

表 3   《大纲》语素义与词义关系分析情况表 

语素义与词义有关 
词义与语素义情况 

直义 转义 偏义 
语素义与词义

无关 
义项数（共 2494） 1182 1039 153 120 

百分比 47.39% 41.66% 6.13% 4.81% 
    从总体上来说，“直义”、“转义”、“偏义”这三类双音词词义都与语素义有一定的联

                                                        
⑧ 《论汉语教学字词的统计与分析》（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代序）刘英林 宋绍周 
⑨ 《基于语素数据库的汉语语素及构词研究》苑春法 黄昌宁 载《语言文字应用》199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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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只是联系的密切程度不同。我们可以将语素义与词义的关系总结为“两级四类”。

即可用语素分析和不可用语素分析两级，“直义”、“转义”、“偏义”和“无关”四类。 
这样看来，《大纲》甲、乙两级词汇中只有 120 个即 4.81%的词（义项），词义与语

素义无关，可见，通过语素分析推进词义教学，提高词汇学习的效率，从而培养学生的

自学能力和语言生成能力是完全可行的。从语素义到词义，不仅可以加强学生对词义的

理解和记忆，而且能培养学生利用汉语思维的能力，进入李芳杰所提出的“以词带字定

字音辨字义，以字解词证译释明词义，以字串词习旧词学新词”
⑩
的良性循环。从而在

更高的层次上建立起字与词、词与词的联系，形成进一步扩大词汇量的基础。 
另一方面，从对外汉语的教学对象来说，大多数学生是成年人，他们具有一定的语

义推导能力，引入语素分析法安排教学，“通过字与字的组合，让学生在学会一个一个

词语的同时，学会词语的组合原则和掌握语义的聚合群” ⑾，才能在认识有限汉字的基

础上培养他们“望文生义”的能力，开发潜在的“开放式扩展词语的能力”
⑿
。 

 
（二）语素分析法的运用 

从具体的操作过程来说，要运用语素分析法进行词汇教学，每一个语素参与构成的

常用词有多少，如何理清该语素义与词义发生联系的脉络，编成合适的教材，从而使字

词结合的教学呈现出层次清晰的状态，做到循序渐进，都是教学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的。 
从宏观上，我们可以对大纲词汇中涉及的语素义进行一定的整理，归纳出最常用最

简单易学的语素义作为第一阶段教学的内容。从微观上来说，则应该考察每一个构词语

素所组成的合成词，理出每一个语素的基本义、常用义，合理编写教材、设计教学活动，

让学生对合成词的结构和意义组合关系有初步的了解，日后遇到旧字新词，便可利用已

学知识进行合理推测。 
需要注意的是：语素义与词义，字与词之间的关系或单纯或复杂，教学的时候不能

只采用一种处理方法，必须按照不同的类型区别对待。 
从单音词来看：单音词语素义与词义重合，只有一个义项的单音词在常用词中是很

少见的，不必赘言；遇上有多个义项的单音词，应考察其义项的使用频率，依照频率顺

序安排教学。 
复音词的情况则较为复杂，有的汉字构成的复音词数量不少，但语素义的情况却比

较简单，如上文提到的乐（lè），这种情况下，可以先教高频词，从高频词中归纳语素义，

再推导运用到其他词义中。先教“快乐”，归纳出“高兴、愉快”的语素义，再运用到

“欢乐”、“乐趣”等词的讲解中。如果一个语素有多个义项，构词的情况也比较复杂，

则不能简单地一股脑把所有义项都介绍一遍，必须对其常用度和难易度进行区分，让学

生先接触常用易学的语素义。以语素“动”和它所构成的众多词为例，我们设计了一个

树形结构的脉络图来安排相关的教学进程。 
 
(请插入文件《活动 1》) 
 
 
 

                                                        
⑩出自李芳杰  《字词直通 字词同步》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 年第 1 期 
⑾⑿ 出自 王若江《由法国“字本位”汉语教材引发的思考》载《世界汉语教学》200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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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遇到语素义与词义关系复杂的情况，学习过程的设计可以参照下图： 

 
                           组 合                 引 申                  组 合 

讲 授                  归纳或加深                                      加 深 

              讲 授 

字 中心语素义 其它词义 其它语素义 常用词义 

当然，在词汇教学中引入语素义分析方法辅助教学，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能生搬

硬套，语素义对理解词义是有效的，但不是万能的，语素义的教学还不可能完全取代词

义的教学，字的教学也不能完全取代词的教学。 
 
 

结语           
综上所述，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贯彻层次观念，在区分频度的基础上推进语素分

析教学法，才能真正做到字词同步，事半功倍。语素分析原则与常用先学原则结合，一

方面，在短时间内让学生看到自己学习的成效，可以增强其信心，提高学习积极性，避

免长时间停滞不前所造成的学习疲劳；另一方面，能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教给学生科

学地掌握汉语词汇的方法，下至汉字、上至句子、篇章，形成一个良性的自学机制，并

使学习过程延伸到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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