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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词汇教与学的语境建构

焦冬梅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摘　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学生词汇运用不得体的情况比语法运用不得体更加严重，这是由于教师和学生在词汇教与学的过

程中没有意识到语境的重要作用。本文分别从教和学两个方面来探讨对外汉语词汇语境的建构问题。在教的方面，教学语境的

建构，可以分步骤地设置，也可以利用已有的整体语境。在学的方面，从课外阅读语境和自然语境方面着手，要利用好这两方

面的语境，引导学生通过大量的阅读，以及多角度的自然语境的锻炼，使学生能准确掌握词汇的意义，在实际的运用中能够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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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词汇、语法是语言的三要素，词汇作为

语言系统的建筑材料，可以说在语言系统的建构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词汇的学习在语言教学

中的重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胡明扬先生所

说的那样：因为语言说到底是由词语组合而成的，

语音是词语的具体读音的综合，语法是词语的具体

用法的概括，离开了词语也就没有语言可言。[1]

词汇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非常重要，但是对

外汉语教学界长期以来，比较关注语法、语音的教学，

对于词汇的教学关注的力度不是很大。一是由于受

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影响，二是语言学界本身的问题，

因为语音、语法的系统性比较强，在教学中可操作

性较强，而词汇与语音和语法相比，系统性弱，比

较繁杂，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所以在汉语本体研究中，

词汇研究一直也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所以陆俭

明先生认为：说到词汇研究，我只想说六个字：很

重要，但很难。称之为“硬骨头”。[2] 因为词汇本

身的繁杂，再加之人为因素的重视不够，所以对外

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其中在词

汇教学中结合语境的意识虽然有，但是，不是很强，

当然这个问题在教材编写，词典编纂的过程中都存

在着。陆俭明先生曾经指出：要让学生掌握好词语

的意义和用法 , 重要的是要向学生讲清楚词语使用

的语义背景。……造成中外学生用词不当的最主要

的一个原因 , 就是学生对所学的词语只是一般地了

解、掌握其基本意义 , 而没有确切了解所学的词语

在什么场合能用 , 在什么场合不能用。而目前许多

工具书或汉语教材 , 就只注释了词语的基本意义 , 很
少注释词语使用的语义背景 , ……[2]

因为词汇在语境中学习和掌握比较重要，词汇

的学习又分为教和学两个方面，所以我们来探讨对

外汉语词汇教与学的语境建构，对外汉语教学只是

词汇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然是一个比较重要

的阶段。但是词汇学习除了课堂的时间，还有很大

的部分是靠学生在课下的吸收和消化。因此，对外

汉语词汇的教与学中的语境建构是不同的，大体可

以分为教学语境、课外阅读语境和自然语境三个方

面，教学语境是属于教的方面，课外阅读语境和自

然语境是属于学的方面；

一、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语境的建构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语境可以说是教的方面，是

最主要，也是最关键的。在对外汉语词汇教的过程

中可以从两个方面结合语境，一个是可以分步骤设

置语境；另一个是可以利用一个整体的语境：

（一）分步骤设置语境

在对外汉语词汇教的过程中，可以按照传统的

教学方式，把词汇的教学分成展示，讲解，巩固、

练习几个步骤，在不同的步骤中根据需要设置不同

的语境：

1. 词语展示的语境建构

词语展示的方法有很多，为了能使学生更好地

理解所学的词语，对于一些具体的事物名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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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物展示，比如水果、学习用品、教室里的物品

等可以直接用实物展示。抽象的事物，不容易见到

的东西，可以用图片或者借助多媒体展示，比如像

“龙”“凤”“游泳”等；有些可以用动作展示，

比如“走”，“跳”，“来”、“去”、“开”、“关”

等。

利用这些手段，把要学习的词语放在一个合适

的语境中，学生比较容易理解。

2. 词语讲解的语境建构

（1）可以根据课文讲解生词。[3]29

先对要学习的词语简单地解释一下，使学生对

所要学习的词语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一般是把词语

的基本意义介绍给学生，然后引用课文中含有该词

语的句子，或者是意义上有关联的几个句子，让学

生理解这个词语的具体的含义以及用法。

比如：《新实用汉语课本》第一册，第二课的

第二篇课文，“也”字的用法的讲解。“也”字在

第一课中出现过，但是出现的语境不够典型。第二

课中的语境比较典型。用课文中的句子：

丁力波：“哥哥，你要咖啡吗？”

哥哥：“我要咖啡。”

弟弟：“我也要咖啡。”

丁力波：“好，我们都喝咖啡。”

然后用角色扮演的方法，三个学生一起，来理

解“也”的用法。如果只是领读、朗读课文，学生

不能很好地理解“也”字的用法，如果分角色表演，

让学生知道，在有一个相同的情况下，另外的才能

用“也”。第一课中“林娜，你好吗？”“我很好。

你呢？”“也很好。”“也”出现的语境没有第二

课典型，所以利用第二课的语境，学生就比较容易

理解“也”的用法了。

如果课文中出现的不是这个词语的基本意义，

应该补充其基本意义，然后再解释课文中出现的意

义。

比如《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1 册第八课“你们

家有几口人”，“口”这个词在英语版的教材中，

在第八课是第一次出现，课本标注的词性是 M“量

词”，法语版的教材在课文的生词表中没有作为生

词出现，在课本最后的“生词索引”中作为生词出

现了，也可能是编写中遗漏了。

因为“口”的基本意义是指作为名词的“嘴”，

用作量词是其引申的用法，如果不把基本义“嘴”

告诉学生，在理解量词的意义时就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人有“嘴”，所以引申指“人”。把基本义给

学生补充出来，把“口”的基本义“嘴”作为理解

量词“口”的语境，这样再理解量词的意义就容易了。

“你们家有几口人？我们家有四口人。这是我爸爸、

我妈妈，这是我哥哥和我。”通过对家里具体的“爸

爸”“妈妈”“哥哥”和“我”的介绍，学生对“口”

的意义就更清楚了。在家庭成员中使用“口”，是

量词“口”的使用语境。

这样，把词语放进课文的语境中，词语在课文

中体现的就是比较具体实在的意义，为学生的理解

提供了比较好的环境。

（2）还可以用造句的形式，为词语的理解设置

语境。

比如学“晚”这个词，正好有学生迟到，就可

以造句：“今天赛义德来晚了”，学生既能理解了

词语的意义，又能知道这个词的使用环境。以后在

用的时候就会比较得体了。再如“什么”和“怎么”

这两个词，学生容易混用，对它们的意义和用法弄

不清楚，经常会说“老师，这个什么说？”知道学

生会出现的错误，在讲解的时候，要把二者的区别

讲清楚，在意义上，询问事物一般用“什么”，询

问动作的方式用“怎么”，在搭配上是“动词 + 什

么”，“你想看什么？”；“怎么 + 动词”，“你

打算怎么去？”。当“什么”和“怎么”不用在疑

问句中的时候，“什么”是代替事物，“怎么”是

代替动作的方式。如“随便你挑什么。”其中“什么”

是指任何东西。“随便你怎么挑。”“怎么”是指

挑选的方式。意义讲清楚了，用法用例句展示出来，

学生就不会再把二者混淆了。

3. 词语练习巩固的语境建构

词语的练习可以有多种形式，词语连线，选词

填空，词语联想，还可以用给定的词语复述课文，

用所给的词语造句或写短文等。这几种形式都是为

词语建构了一个出现的语境，对于词语的理解和使

用都是非常有利的。通过这样的练习，学生就能比

较容易掌握所学的词语了。

（二）利用一个整体语境

所谓的整体语境我们可以借助图式理论来说明。

图式的概念首先是由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来，经过

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和美国人工智能专家鲁梅尔

哈特，使图式理论趋于完善。主要运用于心理学、

社会学、人工智能、语言学等领域。图式理论是指

人们在理解新事物时，需要将新事物与已知的概念、

过去的经历即背景知识联系起来。对新事物的理解

和解释取决于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图式，输入的信息

焦冬梅 :对外汉语词汇教与学的语境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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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与这些图式吻合。[4]

一整篇课文中既有学生已经掌握的词汇，又有

需要学习的新的词汇，已经掌握的词汇在学生的大

脑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图式，把新的词汇作为新的

图式，通过学习与已有的图式建立起联系，把这些

联系起来的图式作为一个整体语境，这样对于已学

词汇的复习和新词汇的学习都是非常有利的。

把一篇课文作为一个特定的整体语境，来教词

汇，我们以《新实用汉语课本》第1册第八课的“谈

家庭”作为一个话题，用图式理论来学习其中的词汇。

“家”是这篇课文的一个中心词，我们可以用一张

照片来引出家里所有的人。问“你们家有几口人？”

学生的回答可能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

弟”“妹妹”“爷爷”“奶奶”等，其中 “姐姐”“弟

弟”“妹妹”是这课的生词，“爸爸”“妈妈”“哥哥”“奶

奶”是已经学习的词汇，“爷爷”可以作为补充词汇。

还可以复习一下已经学习的词汇“外婆”。这个家

庭作为一个语义网络图式，就把这些词语贯穿在了

一起。家里还有一只小狗，叫“贝贝”，也是作为

一位家庭成员的图式与其他成员系联在一起。

把家作为一个整体的语境来利用，家里的人的

称谓就是这课要学习的词汇，这样在这个整体语境

（语义网络图式）中，既复习了旧的词汇，这是学

生头脑中已有的图式，又学习了新的词汇，还补充

了必要的词语，这些是作为新的图式，新的图式与

旧的图式之间是有联系的，都是作为家庭的成员，

是处于家庭的语境当中，通过学习使这些词语组成

一个有联系的整体，作为一个更大的图式储存在了

学生的记忆中。

二、课外阅读环境中词汇学习的语境建构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教是一个重要且关键的环

节，是起主导作用，而学则是起主体的作用。教是

外因，学才是内因。如果内因不起作用，外因的作

用也得不到显现。

有研究发现，词汇习得的途径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直接的词汇教学，二是从语境中偶然学习。

Nagy ,Anderson 和 Herman(1987) 估计， 美国学生从

小学三年级至中学毕业这段时间，他们的阅读词汇

每年增长 3 千个词，到中学毕业时学生的词汇量平

均达 4 万个词。……他们发现，在校期间学生所增

加的词汇量中只有很小的部分可归功于直接的词汇

教学。……学生的大部分词汇是从语境中偶然学到

的，这些语境包括阅读、对话和写作，其中最主要

的是阅读。研究发现，大多数学生每年增加的词汇

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从阅读中学来的。[5] 既然课外

阅读对增加学生的词汇量这样重要，我们就应当为

学生的学设置充足而有效的阅读语境。

首先，在阅读材料的选择上，要给学生有效的

指导。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比课本内容难度稍微增

加一点，但生词量不要太大的文章。还可以给学生

阅读范围的建议，比如不同主题的文章，让学生把

所接触的生词摘录出来组成一个语义网络进行记忆。

其次，阅读时间的安排上。要让学生做长远规

划，不要只是三分钟的热度，要能持之以恒。每个

月组织学生做一次课外阅读词汇学习的汇报，比较

一下看谁在一个月的阅读过程中习得的词汇数量多，

并且掌握的牢固，运用的得体。

再次，在阅读方法上给予合理的指导。让学生

带着目的去阅读，比如有些阅读材料后面有一些问

题，可以先看问题，带着问题去读。因为外语学习

者的阅读， 不应是漫不经心的阅读，而应该是带着

学习目的的有意识的阅读。而且，即便我们已经是

高度自觉的读者， 一二次的接触也难以习得词汇。[6]

再就是要不断重复，对于已经阅读过的材料要过一

段时间再重新读，这样里面的生词不断重现，学生

就容易记住了。

在阅读过程中接触的词汇都是语境中的词汇，

在语境中的词汇对于意义的理解、词语的运用都是

非常有利的。所以要鼓励并指导学生进行大量的课

外阅读，充分利用阅读语境来学习和积累词汇，如

果能长期坚持，效果一定会非常显著。

三、自然语境中词汇学习的语境建构

对“自然语境”有不同的理解，有的指“包含

有目标字词文字材料的自然句段。这些句段是以传

递信息为交际目的的真实语境，并非专门为教授某

个目标字词而构建。”[7] 我们所指的“自然语境”

与此不同，是指真实的目的语环境。在真实的目的

语环境中，学生能够接触到大量的词汇，这是客观

存在的现实语境，怎样指导学生利用好这个语境巩

固已学词汇，习得未学词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

是也很难解决的问题。

首先，在意识上让学生重视利用语境。在每一

个场景中把自己认为重要的词汇可以随时问说目的

语的人，然后记下来。回去再通过查词典，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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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意义，因为已经知道了词语的使用环境，把意

义和语境结合起来，就可以比较牢固地掌握了。教

师可以定期地组织，让学生说出自己在这段时间里

收集到的新的词语，这些新词语的意义是什么，并

说明这些新词语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教师对其

进行总结，对使用正确的给予肯定和鼓励；对于存

在问题的词语，教师再给予指导，教给学生正确的

用法。而且还要指导学生对自己积累的词汇定期复

习巩固，积累一个时期之后进行分类，按照音序或

者按照意义类别等，等以后再接触到新的词语就分

门别类地记录就可以了。慢慢积累就可以变成自己

的一个小词典了。

其次，可以采用任务型教学法的做法，给学生

指定需要完成的任务。在完成任务之前，做一些准

备工作。先把在这个任务中可能会遇到的词语告诉

学生，让学生通过查词典先大体了解一下，然后去

完成指定的任务。任务完成之后，教师组织学生总

结在这次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对所给词语的使用和

理解情况。也是需要学生描述自己在任务完成过程

中是如何使用这些词语的，教师对每个学生的情况

进行总结归纳，肯定正确的，指出不足的地方，并

告诉学生应该如何正确运用。

再次，还可以鼓励学生经常参加一些汉语角。

汉语角源于英语角的概念，最初是母语为非汉语的

人们定期练习汉语、交流学习汉语心得的聚会。现

在在中国内地正在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沙龙。在

汉语角中，学生可以参加一些集体活动，比如爬山、

观看中国电影、听有关中国文化的讲座，还可以体

验中国民间艺术的手工制作过程。在活动过程中或

活动后，交流心得，这样可以接触一些各个方面的

新的词汇，通过日积月累就可以学到很多词汇。

对外汉语词汇的教与学都非常重要，结合语境

进行对外汉语词汇的教与学既符合人类的认知心理，

又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为把词语放在语境

中比只是单调、枯燥的意义讲解更能吸引学生，再

配合大量的课外实践活动，学和用有机结合，可以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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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Vocabul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JIAO Dong-mei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mproper uses of vocabulary is more serious than grammar in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not aware of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ntext in vocabul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xt in Chinese as a vocabulary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each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context can be set in step in the context. From extra-curriculum reading context and natural 
context, by tak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contexts and guiding the students through reading multi-angle natural context 
exercise so that students can master the word meanings accurately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vocabul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ntex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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