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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学生汉语字词学习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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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汉语水平大纲》字词的选择与分级

江　新　赵　果　黄慧英　柳燕梅　王又民

提要 　本文针对《汉语水平大纲 》修订的需要 ,对外国学生汉语字词学习的影响因素进行

了实验研究和语料统计研究 ,在此基础上对《汉语水平大纲 》字词选择和分级提出了建议。论

文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对前人关于外国学生汉语字词学习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概述 ,然后对外

国学生字词学习影响因素进行实验研究 ,再对外国学生汉语字词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最后

对《大纲 》字词选择和分级的原则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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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水平大纲 》(以下简称《大纲 》)中字词的选择与分级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大纲汉字、词汇的选择和分级标准的制定 ,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不但要依据基于汉语母语者语

料的常用字词的统计学研究 (字或词的出现频率、字的构词能力等 ) ,也要考虑外国人汉语字

词学习的规律。影响外国人字词学习的因素有哪些 ? 哪些字词先学会、容易学会 ,哪些字词后

学会、不容易学会 ? 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 ,可以从外国人字词学习的角

度为《大纲》字词选择、分级、排序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一 　相关研究概述

已有的关于本族人学习汉语的研究表明 ,从汉字属性特征的角度看 ,影响汉字学习的主要

因素有 : (1)出现频率。出现频率高的汉字比出现频率低的汉字易学。 (2)字形复杂性。字形

复杂性包括笔画数、部件数、笔画类型、字形对称性等特征。笔画数少的汉字比笔画数多的汉

字易学 ,部件少的汉字比部件多的汉字易学 ,笔画横直的汉字比笔画斜曲的汉字易学 ,字形对

称的汉字比字形不对称的汉字易学。 (3)结构类型。左右结构的字比上下结构的字易学 ,左

右、上下结构字比包孕结构字易学。外国人汉字学习是否具有类似的规律 ,还需进一步研究。

近十年来 ,针对外国人的汉语字词学习的研究逐渐增多。该领域进行的实证研究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 ( 1)汉字的频率、字形复杂性、构词数等属性特征对汉字学习效果的影响

( Sergent & Everson 1992,周清海、梁荣基 1995,柳燕梅 2002,江新 2004,赵果 2003) ; (2)汉字

声旁意识和形旁意识 ( Shen 2000,江新 2001,陈慧、王魁京 2001) ; (3)汉字学习策略 (McGi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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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Ke 1998,江新、赵果 2001,赵果、江新 2002) ; (4)汉字识别与汉字书写的关系 ( Ke 1996) ;

(5)汉语字词知音与知义的关系 ( Everson 1998, Yang 2000,江新 2003a) ; (6)汉字教学方法 (柳

燕梅、江新 2003) ; (7)接受型词汇与表达型词汇之间的距离 (L in 2000,鹿士义 2001) ; (8)汉

字正字法意识 (鹿士义 2001,江新 2003b) ; (9)汉字书写错误 (江新、柳燕梅 2004) ; ( 10)汉语

虚词的学习 (W en 1995、1997, Teng 1999, Polio 1994, Kuo 2000, Bourgerie 1996)。汉语虚词的学

习常常被看成是语法习得的范围。我们研究的重点为实词的学习。

外国人汉语字词学习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迄今为止 ,还很少有人从《大纲 》字词选择

和分级标准的制定需要出发 ,来系统总结和归纳已有的字词学习研究成果 ,并就外国人字词学

习的影响因素进行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本文拟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

(1)实验研究 :对外国人字词学习的影响因素进行实验研究。包括汉字使用频率、构词能

力、字形复杂性 (笔画数、部件数 )等因素对汉字学习的影响 ;词语的使用频率、字的使用频率

等因素对词语学习的影响。

(2)语料分析 :对外国人汉字和词语使用的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包括不同阶段留学生

实际拥有的汉字量和词汇量 (教学字词量不一定等于学生实际拥有的字词量 )、并将留学生作

文常用词与《大纲 》词汇进行对比。

二 　外国人汉语字词学习的影响因素的实验研究

2. 1实验 1:汉字出现频率、构词数、笔画数、部件数与汉字学习的关系

2. 1. 1方法

被试为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的一年级第一学期的非汉字圈国家留学生 28人 ,他们是

以英语、法语或俄语等语言为母语、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初学者 ,学习的教材为杨寄洲主

编的《汉语教程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每周 24学时 ,测验时学习时间为 4个月 ,

近 400个学时 ,学完了 1至 33课。

从《汉语教程 Ⅰ》的前 33课课文和生词表中出现的汉字中随机选取 102个字进行测验。

要求被试根据字形写出汉字的拼音并组词或短语。然后计分 ,拼音计分时声母和韵母正确就

计为正确 ,忽略声调 ;意义计分时词或短语的意义正确就计为正确 ,忽略字形。

同时 ,统计每个汉字的四个属性 : (1)出现频率。统计汉字在前 33课的课文和生词表中

出现的次数 ,作为汉字在教材中的出现频率 (也称为教材字频 ) ; (2)构词能力。统计每个汉字

在前 33课的生词中参与构词的次数 ,作为汉字的构词能力 ; (3)笔画数 ; (4)部件数 ,统计以上

海交通大学汉字编码组主编的《汉字信息字典 》中的数据为准。

2. 1. 2结果

采用相关分析的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探讨汉字的出现频率、构词能力、笔画数、部件

数与汉字学习效果的关系 ,结果见表 1。

表 1　汉字的频率、构词数、笔画数、部件数与汉字拼音、意义成绩之间的简单相关

　 频率 构词数 笔画数 部件数

拼音正确率 0. 416 0. 562 - 0. 333 - 0. 328

意义正确率 0. 414 0. 590 - 0. 326 - 0. 319

　　　 　 (所有 p < 0. 01)

表 1简单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 ,汉字的频率、构词数、笔画数、部件数与汉字测验成绩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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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相关。从拼音成绩看 ,汉字的频率、构词数与汉字拼音成绩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即汉字

频率越高 ,构词数越高 ,汉字测验成绩越好。汉字的笔画数、部件数与汉字拼音成绩有显著负

相关 ,即笔画数越多、部件数越多 ,汉字拼音成绩越差。意义成绩也有相同的统计结果。

但是 ,由于频率、构词数、笔画数和部件数这几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关系 ,因此 ,为了

研究在其中两个变量的影响保持恒定的情况下另一个变量与汉字成绩之间的相关 ,我们对汉

字的频率、构词数等因素与汉字测验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偏相关分析 ,见表 2。

表 2　汉字的频率、构词数、笔画数、部件数与汉字拼音成绩、意义成绩之间的偏相关

　 频率 构词数 笔画数 部件数

拼音正确率 0. 140 0. 3693 3 - 0. 091 - 0. 055

意义正确率 0. 114 0. 415
3 3 - 0. 089 - 0. 039

　　　 　 (3 3
p < 0. 01)

由表 2可见 ,对于频率、构词数、笔画数和部件数这四个因素 ,当控制了其中三个因素对某

个因素以及汉字拼音成绩的影响 ,与拼音成绩的相关系数最大的就是构词数 ,其次是频率 ,最

小的是笔画数、部件数。具体地说 ,当控制了频率、笔画数、部件数对构词数与汉字拼音成绩的

影响 ,构词数与汉字拼音成绩的相关系数仍然非常显著 ;但是 ,当控制了构词数、笔画数、部件

数对频率与汉字拼音成绩的影响 ,频率与汉字拼音成绩之间的相关变得很弱 ,相关系数不显

著 ;同样 ,当控制了其他三个因素的影响 ,笔画数、部件数与汉字拼音成绩之间的偏相关都不显

著。对四个因素与意义成绩的偏相关分析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从简单相关看 ,汉字的出现频率、构词数、笔画数、部件数与汉字学习效果都是相关的 ;从

偏相关看 ,汉字的构词数与汉字学习效果的关系最为密切。本实验只是一个相关性研究 ,要知

道这些因素与汉字学习效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还必须进行控制比较严格的实验研究。

2. 2实验 2:整词出现频率、单字出现频率与整词学习的关系

以非汉字圈国家的留学生为被试 ,从留学生已学过的教材的词表中随机选择一定数量双

字词和多字词进行测试 ,要求被试进行识别 (写出词语的拼音并组成短语 ) ,采用相关分析的

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探讨整词的出现频率、单字的出现频率与整词学习效果的关系。

2. 2. 1方法

被试与实验 1的被试相同。测验材料是从《汉语教程Ⅰ》的前 33课的生词表 (包括人名、

专名和补充生词 )中随机选取的 76个双音节和三音节词。要求被试根据词形写出词的拼音

并写出意义 (用被试熟悉的语言来写 )。计分原则同实验 1。

同时 ,统计每个词的两个属性 : (1)出现频率。统计整词在前 33课的课文中出现的次数 ,

作为整词在教材中的出现频率 ; (2)单字出现的频率。统计词中的每个汉字在前 33课的课文

中出现的次数 ,作为单字的出现频率。

2. 2. 2结果

表 3　整词频率、单字频率与整词学习成绩之间的简单相关

　 整词频率 单字频率

拼音正确率 0. 276 0. 464

意义正确率 0. 322 0. 481

　　　　　　　　　 (所有 p < 0. 01)

61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3表明 ,整词频率、单字频率与整词测验成绩都有显著相关 ,频率越高 ,测验成绩越好。

但是 ,由于整词频率、单字频率这两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关系 ,因此 ,为了研究在其中

一个变量的影响保持恒定的情况下另一个变量与测验成绩之间的相关 ,我们对整词频率、单字

频率与整词测验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偏相关分析 ,见表 4 。

表 4　整词频率、单字频率与整词学习成绩之间的偏相关

　 整词频率 单字频率

拼音正确率 - 0. 052 0. 3913 3

意义正确率 0. 000 0. 378
3 3

　　　　　　　　　 ( 3 3 p < 0. 01)

由表 4可见 ,当控制了单字频率对整词频率与整词拼音成绩的影响 ,整词频率与汉字拼音

成绩的相关系数不显著 ;但是 ,当控制了整词频率对单字频率与整词拼音成绩的影响 ,单字频

率与整词拼音成绩之间的相关仍然非常显著。对两个因素与意义成绩的偏相关分析也得到了

相同的结果。

从简单相关看 ,整词的出现频率、单字的出现频率与整词学习效果都是相关的 ;从偏相关

看 ,单字出现频率与整词学习效果的关系最为密切。实验 2也只是一个相关研究 ,要知道整词

的出现频率、单字的出现频率与整词学习效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还必须进行控制比较严

格的实验研究。

2. 3结论

综合以上两个实验的结果 ,我们得到以下初步结论。

(1)外国人的汉字学习效果受汉字出现频率、构词数、字形复杂性 (笔画数、部件数 )的影

响。出现频率越高、构词数越多、笔画数和部件数越少 ,学习效果越好。这个结论提示我们 ,要

选择高频的常用的汉字教给学生 ,而且要按照频率高低和常用程度来决定汉字在大纲中的等

级 ,高频的常用的字先学习 ,等级较低 ;低频的不常用的字后学习 ,等级较高。还要选择构词能

力强的汉字教给学生 ,而且要通过提高生字在学生已有词汇中的构词数 ,来提高生字的学习效

果。此外 ,字形简单的字先学习 ,字形复杂的字后学习。

(2)外国人的词语学习受整词出现频率和单字出现频率的影响。整词出现频率越高 ,单

字出现频率越高 ,词的学习效果越好。因此 ,我们要选择出现频率高的合成词教给学生 ,同时

也要重视选择出现频率高的汉字教给学生。选择基础的常用字教给学生 ,既有助于单字的学

习 ,也有助于词汇的学习。

三 　外国学生汉字和词汇使用的统计分析

3. 1留学生语料的选择

我们收集了不同国家、不同年级的外国学生汉语作文语料。所有语料都是学生在考试时

独立完成的作文 ,是比较自然、真实的语料。本研究以其中一部分语料为基础 ,来统计分析留

学生作文用字和用词情况。

从所收集的作文语料中分别随机选择不同国家 (韩国、日本、东南亚、非汉字圈 )、不同水

平 (初级、中级、中高级 ) 12 - 20人的主题相似的语料 (共 107333字 )进行统计分析。选取语料

时尽可能使语料来源在学生的国籍、汉语水平这两个因素上是平衡的 ,语料的主题也基本一致

(理想的做法是 ,使语料包括多个主题、而且语料的主题在不同国家和学生的汉语水平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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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遗憾的是 ,目前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 )。见表 5。

表 5　各个阶段留学生的语料字数、主题、国家、人数

　 年级 语料字数 语料主题 国家及人数

初级 B班 18601 写信 韩国 20 /日本 20 /东南亚 20 /非汉字圈 20

中级 二年级 48139 写信 韩国 20 /日本 20 /东南亚 19 /非汉字圈 20

高级 三年级 40593
论学习汉语的意

义 ;论生与死
韩国 20 /日本 13 /东南亚 12 /非汉字圈 15

　　3. 2留学生汉字和词语使用数量统计结果

选取适当的语料样本后 ,我们对留学生作文中使用的汉字和词语的数量、使用频率进行了

统计。汉字的统计比较容易 ,词语的统计牵涉词切分的问题 ,所以比较困难。本文采用机器自

动切分然后进行人工校对的方法。自动切分后 ,请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的语言学专业的

研究生、教师进行人工校对 ,对机器切分的明显错误进行改正。

我们分别统计了初级、中级、中高级三个阶段学生的汉字数量和词语数量。表 6是不同阶

段留学生汉字和词语数量的统计结果。

表 6　不同水平留学生汉字和词语使用数量

水平 汉字数量 词汇数量

初级 907 1161

中级 1491 2572

中高级 1296 2403

总计 1847 3985

　　下面将留学生汉字和词汇使用量与《大纲 》的要求进行比较。由于我们只统计了从初级

到中高级 (三年级 )学生的语料 ,所以只与《大纲 》丙级的要求比较。通过比较可以看到 ,在统

计的语料中 ,留学生使用的汉字总量 (1847个 )还达不到《大纲 》丙级要求的汉字量 (2205个 ) ,

留学生使用的词语总量 (3985个 )也远未达到《大纲 》丙级要求的词汇量 (5253个 )。

统计得到的汉字和词语使用总量与《大纲 》要求的数量存在差距 ,有三个可能的因素 :一

是学生的实际用字量和用词量不止这么多 ,但由于所统计语料的主题比较单一 ,样本量也不够

大 ,所以统计结果并不能完全反映留学生实际的用字量和用词量。二是该方法统计出来的只

是学生的产生型汉字量和词汇量 ,而学生的识别型汉字量、词汇量比产生型的要大。三是学生

的汉字量和词汇量确实没有达到《大纲 》的要求 ,这是因为学生学得不够多、输入汉字量和词

汇量不够大 ,还是因为《大纲 》要求过高 ? 这一问题值得研究。

3. 3留学生汉字和词语使用频率统计结果

我们统计了初级到中高级学生的汉字和词语使用频率 ,得到不同阶段留学生汉字使用频

率表、词语使用频率表。比较发现 ,留学生经常使用的一些词语《大纲 》并未收入。例如 :

双字组 :

表姐 　地狱 　点菜 　敦厚 　法语 　刮风 　汉族 　好汉 　好玩 　回归 　回国 　回家

吉他 　记住 　解脱 　京剧 　烤鸭 　厉害 　聊天 　临死 　魅力 　面条 　母语 　难忘

期末 　期中 　钱包 　清淡 　缺课 　人才 　日语 　入世 　软卧 　思路 　寺庙 　听力

外语 　吸烟 　下次 　下雪 　阳台 　英文 　英语 　油腻 　早上 　总是 　走路 　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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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组 :

比如说 　火车票 　拉肚子 　旅行社 　上个月 　实际上 　手提包 　售货员 　售票员

俗话说 　太极拳 　下星期 　音乐会 　怎么办 　只不过 　主人公

四字组 :

大吃一惊 　各种各样 　哈哈大笑 　好不容易 　胡思乱想 　另一方面 　没完没了

名胜古迹 　宁死不屈 　万事如意 　一般来说 　一无所有 　总而言之

此外还有不少常用的专名《大纲 》也没有收入 (但教材中一般都有 ) ,例如“中国、英国、德

国、法国、欧洲、亚洲、非洲、瑞典、东京、汉城、广州、苏州、杭州、黄河、天坛、故宫 ”等。

上述词语在我们统计的语料中出现的次数都不少 ,从直觉上看也是常用的 ,是学生应该掌

握的 ,但是《大纲 》没有收入。《大纲 》选词时一方面依靠母语者语料的频率统计 ,另一方面依

靠专家的直觉判断。但仅这两个方面还不够 ,还应该对学习者的词汇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本

研究对留学生汉字和词语使用频率所做的统计 ,有助于了解留学生的常用字和常用词 ,为汉字

和词汇大纲的编制提供参考。

当然 ,由于语料、词切分等诸多限制 ,本研究提供的留学生字频和词频资料 (特别是词频

资料 )还存在许多不足 ,因此本研究在方法上的意义可能大于实际资料的意义。

四 　《大纲 》字词选择和分级

4. 1《大纲 》汉字和词语选择及分级的优缺点

《大纲》所收的词应是常用词 ,这一点大家已达成共识。确定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汇或基础

词汇 ,是编制词汇大纲的基础 ,但如何确定常用词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刘英林、宋绍周 (1992)指出了已有词汇大纲选择词语遵循的 8条原则 :常用性原则、均匀

性原则、科学性原则、规范性原则、实用性原则、联想性原则、包容性 (节省性 )原则、序列性 (等

级性 )原则。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 ,以上原则可以概括为以频率和使用度为主、以专家主观判

断为辅。这种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方法 ,是合理的 ,也是可行的。但《大纲 》采用时存在以下

问题。

(1)语料的问题。频率统计所依据的语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书面语体语料较多、口语语

体语料较少 (孙德金 1995) ,语料过时 ,语料的数量不够大 (仅一百多万 )。赵金铭等 (2003)也

认为用于词频统计的语料在数量、范围和语体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 ,根据这些语料统计所得

的词频选择常用词 ,必定导致有些常用词没有收入 ,有些非常用词却收了进去。例如《大纲 》

有“根据地”,没有“骗子 ”(孙德金 1995) ,有“法西斯 ”而没有“小偷 ”,有“帝国主义 ”而没有

“电脑 ”。因此 ,新的词汇大纲依据的词频统计应该基于及时更新的语料。

(2)专家干预方法的问题。主观判断可以弥补频率统计方法的不足 ,但仅局限于几十位

专家联想干预是不够的 ,应该借鉴国外基础词汇研究的方法 ,采用调查法 (孙德金 1995) ,进行

大样本的词汇联想测验或主题联想测验。

(3)对留学生日常生活中常用词的研究不足。有的词语在词频统计中可能属于低频词 ,

但在留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却是常用词 ,例如“米饭 ”。哪些词属于这样的词 ,这个问题靠专家

联想干预的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但不能完全解决。

专家联想干预是一种主观方法 ,应结合客观方法进行。研究留学生常用词的客观方法有

二 :一是以广泛使用的对外汉语教材的课文语料和词表为基础统计词频和常用词。二是以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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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语料为基础统计词频 ,根据留学生词语使用频率来确定常用词。赵金铭 (1989)曾使用

过第一种方法。确定常用字时 ,他除了依据字的频率 (基于母语者语料的统计 )、字的构词能

力 ,还依据对四部基础汉语教材用字的统计。后一种方法 ,已发表的论文中至今未见采用。本

研究采用该方法对留学生常用词语进行了研究 ,在统计留学生词语使用频率方面提供了一个

样例 ,以期为词汇大纲修订提供方法上和资料上的参考。

(4)处理字词关系时采用以词定字的方法存在不足。只根据词的出现等级来决定汉字的

等级 ,可能对汉字学习不利 ,最终导致对词汇学习不利。在处理字词关系时 ,是否可以考虑针

对汉语词多字少的特点、采取以字定词的方法 ? 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详细讨论。

4. 2新大纲字词选择和分级应遵循的原则

综上 ,我们为等级大纲的字词选择和排序、字词关系的处理等问题的解决提出两种方法。

4. 2. 1以字定词 ,字词协调

第一步 :选择汉字。根据汉字的出现频率 (依据母语者语料的统计 )和留学生使用频率

(依据留学生语料的统计 )来选择汉字。例如 ,先确定各个等级应该学习的汉字量 (例如前

1000、1500、2000、2500个高频字 )。

第二步 :以字找词。在不同频率等级的词中找出由这些汉字组成的所有的词。例如 ,确定

各个等级应该掌握的词汇量 (例如前 1000、3000、5000、10000个高频词 ) ,并分别在不同词频等

级的词中找出由这些字组成的词。表 7是以北京语言大学信息科学系网站提供的以小说为文

本统计的字频和词频资料为例 ,对各个频率等级汉字在各个频率等级词汇中的构词数进行统

计的结果。这里的构词数指某个等级的汉字在某个等级的词汇中构词的个数 ,非单音节词的

汉字必须全部属于指定等级才计算在内。

表 7　各个等级汉字在不同等级词汇中的构词数

　 　 1级 2级 3级 4级

　 　 前 1000个高频词 前 3000个高频词 前 5000个高频词 前 10000个高频词

　 前 500个高频字 769 1449 2048 3366

1级 前 1000个高频字 979 2330 3445 4977

2级 前 1500个高频字 1000 2436 3551 7438

3级 前 2000个高频字 1000 2732 3847 8460

4级 前 2500个高频字 1000 3000 4435 9199

　　对于前 10000个高频词来说 ,如果能认识 500个汉字 ,就可以认识其中 3366个词的汉字

(33. 66% ) ;如果认识了 1000个汉字 ,就能认识其中 4977个词的汉字 (49. 77% )。依此类推。

第三步 :适当调整。根据这些词的出现频率、留学生使用频率适当调整各等级的词汇量。

由此看来 ,“以字定词 ”的方法既是可行的 ,也是有效的 ,它既可以有效地减轻学生汉字学

习的负担 ,又能迅速扩大学生的词汇量。例如赵金铭 (1989)所说 ,找出外国人基础汉语用字 ,

让学生先学习这些字 ,比无计划地任意学要好得多。学了基础字 ,不但可以认识那些“熟字熟

义 ”的所谓语义透明词 ,也有助于认识那些“熟字生义 ”的所谓不透明词 ,而词义的学习 ,反过

来又可加深字义的理解 ,“字义和词义是辗转相生的 ”(赵金铭 1989)。

4. 2. 2各自为政 ,互相协调

具体做法是 ,汉字和词汇按各自标准进行选择和排序 ,最后分级时再进行协调 ,达到统一。

选择汉字时可以依据的标准是 :出现频率高、构词数高、留学生使用频率高。选择词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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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依据的标准是 :整词出现频率高、单字出现频率高、留学生整词使用频率高、留学生单字使

用频率高。这一标准考虑了外国人汉字和词汇学习的主要影响因素 ,汉字选择的标准也与赵

金铭 (1989)制定“外国人基础汉语用字表 ”时采用的三个原则 (频率、构词能力和常识 )一致。

这种方法比较传统 ,但与更传统的“以词定字 ”相比有所改进 ,既重视词频 ,又兼顾字频。

字词选择和分级无论采用哪个方法 ,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 ,就是要从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

需要出发 ,分别以汉语母语者的语料 (有代表性和时代性 )、汉语教材语料、留学生的语料等三

类语料为基础进行字频、词频和汉字构词数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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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Frequency, Productiv ity and Com plex ity on L earn ing

Ch inese Characters and W ords by Fore ign Studen ts
Abstract　This paper includs four parts. Firstly, the p revious studies on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words are shortly reviewed. Secondly, the p resent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frequen2
cy, p roductivity and comp lexity on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words by foreign students is re2
ported. Thirdly,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s and words based on the foreign students’composition

corpus is conducted. Lastly, the p rincip les of selecting characters and words for designing Hanyu

S hu iping D agang (《汉语水平大纲 》)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words; frequency of character; frequency of

word; p 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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