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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料库已逐渐成为语言教学的重要工具。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近三十年的相关论文，回顾了语料库与国

际中文教育结合的研究现状，综述了语料库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作用，并基于当前语料库在国际中文教

育方面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启示，虽然语料库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运用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仍面临着语料采样不平衡、软件处理技术不成熟、利用率低和适应性不足等问题。 
 
关键词 

语料库，国际中文教育，语言教学，语料采样 

 
 

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rpu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Weihan Lin, Xinyue Luo, Feihua Wa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Educatio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y 21st, 2024; accepted: Jun. 22nd, 2024; published: Jun. 29th, 2024 

 
 

 
Abstract 
Corpus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for language teaching.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
search status of combining corpora with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y analyzing rele-
va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apers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It summarizes the role of corpora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put forward some problems and inspirations based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of corpora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lthough some 
development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applying corporus into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imbalanced corpus sampling, immature software processing tech-
nology, low utilization rate, and small scale of related corpu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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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汉语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交流语言，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语料库作

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工具，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真实语言数据来揭示语言规律，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语料库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而真正将语料库将教学实践相关联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目前国际中文教学相关语料库规模逐渐壮大，标注范围和内容逐渐全面丰富，例如，“汉

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熟语料 104 万字，“只经过断句、分词和词性标注等加工处理”[1] (p. 460)。HSK
语料库熟语料 424 万字，对字、词、句、篇、标点符号等 5 个层面进行了穷尽性标注。“全球汉语中介

语语料库”基础语料达 2367 万字，标注语料总规模约 1.26 亿字；在字、词、短语、句、篇、语体、辞

格、标点符号、口语和视频语料的语音、视频语料的体态语等 10 个层面进行标注[2] (p. 92)。 
近年来，语料库的发展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了大量的真实语言案例，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语言

的实际运用方式，为国际中文教师提供丰富的语言素材，帮助教师更科学地设计教学内容，推动国际中

文教育的发展。为了探析语料库运用于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实际情况，本文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公开发表的

关于语料库下国际中文教学研究的文章进行统计、整理和分析，在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指出当前相关语料

库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不足与缺陷，并尝试提出建议。 

2. 语料库研究情况综述 

2.1. 语料库发展概况 

18 世纪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为语料库的萌芽阶段，纸质语言文本经过人工收集整理后，形成手工语料

库。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语言研究的统计工作走向自动化，语料库的存储方式也发生变革，电子语

料库出现。国外最后一个手工语料库为伦敦大学 Quirk 教授于 1959 年建设完成的 SEU。自此，电子语料

库完全取代手工语料库。目前所指的语料库均为电子语料库。 
王钢在《国外的语料库建设》一文中提到，国外语料库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发展起来，其中，美国的

Brown 语料库、英国和挪威共同建成的 LOB 语料库、英国的伦敦-隆德语料库和英国的伯明翰语料库是

最具有代表性的[3] (p. 43)。 
在我国，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便有学者统计语料，用文本的形式制成语料库，如陈鹤琴在统计语

料的基础上编写了《语体文应用字汇》一书。该时期的语料库规模较小，且不可为机器所读，是现代语

料库的雏形。 
自 1979 年起，我国开始建设机器可读的语料库，该类早期语料库有武汉大学的汉语现代文学作品语

料库、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现代汉语语料库、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学语文教材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的现

代汉语词频统计语料库。语料库建设初有成效。但在同一时期，国外在进行语料统计时，所用语料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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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大于我国。我国语料库建设落后于世界。 

2.2. 国际中文教学相关语料库研究 

在国际中文教学研究中，使用统计学方法对特定语料进行定量分析，可以发现语言的实际使用规律，

揭示语言最典型的特征，进而启发国际中文教学。在国际中文教学中，收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和习

得相关研究所需的语料，一般会用到三类语料库：汉语母语者语料库、汉外平行语料库及外国人学汉语

的中介语料库。 
汉语母语者语料库可提供汉语母语者对特定项目的使用情况的真实材料，区分汉语语言项目的差异，

为相应内容的教学提供帮助。较典型的汉语母语者语料库有北京大学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北京语言大

学 BCC 语料库、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口语语料查询系统、中国传媒大学有声媒体文

本语料库、新时代人民日报分词语料库等。 
汉外平行语料库收录了大量汉外跨语言对比材料，可为研究者提供同一语言项目在不同语言中表达

形式的异同，进而研究者能有效预测在教学中二语学习者可能会出现的偏误，并提前准备相应的教学对

策，提高国际中文教育的效率。具有代表性的汉外平行语料库有北京大学 CCL 汉英双语语料库、清华大

学中英平行语料库、二语星空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等。 
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包含大量将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的学习者的语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习得研究与偏误

分析的真实语料，有利于研究者得出二语习得者对语言项目的习得顺序，进而指导教材编写与教学课程

安排。常见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有全球汉语中介语文本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

山大学汉字偏误标注的汉语连续性中介语语料库、台湾师范大学汉字偏误库等。 
杨慧中曾指出，语料库具有极强的应用性与实践性，与外语教学具有直接关系，“对真实语言交际

的各个方面，包括词汇的、句法的、语义的、语用的、语篇的”可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以上语料库各有

特色，学习者与教学者可各按所需选用语料库[4] (p. 421)。 

3. 语料库对于国际中文教学的多方面作用 

3.1. 宏观层面 

语料库在语言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教师的教学安排、学生的成绩测试设计以及汉语教学模

式、智能化汉语教学系统和远程汉语教学设计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5] (p. 131)。近年来，关于国际中文教

育的语料库发展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就，但基于语料库进行国际中文教育的研究和应用尚未形成体系。 

3.1.1. 语料库对国际中文教学理念建设的作用 

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的目的是为国际中文教育与研究服务[6] (p. 19)。1995 年“汉语中介语语料库

系统”研制成功，其中收录了大量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语料，为偏误分析和习得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真实材

料，填补了汉语中介语研究方面的空白，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当中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其后以“全球

汉语中介语语料库”、“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为代表的多个语料库相继建成。 
随着对语料库的探索逐渐深入，许多学者开始对现有语料库进行反思、质疑，如扩大汉语中介语语

料库语料来源途径[2] (p. 98)站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建设全球汉语学习者语料库的设想[7] (p. 9)。郑艳

群从应用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偏误分析角度总结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规律，根据这些规律我们可以提出

相应的教学建议[5] (p. 136)。周小兵在“全球汉语教材库”的基础上制成汉语文本指难针在线分析软件以

及汉语字词档案在线分析软件，实现教材语料的字词分析以及教材文本语料的定级、评估[8] (p. 130)。许

多学者在现有工具书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时发现许多词语的解释并不明晰，沈敏、范开泰基于国家语委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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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库对“赶紧”“赶快”“连忙”这一组近义词进行辨析，揭示其句法功能、语义特征、时体特征及其

使用语境的异同[9] (p. 52)。将语料库的研究与教材编写相结合，我们可以通过对语料库的研究来发现不

同母语背景的学生的学习特点，将其与汉语进行对比，所得结果可用来指导国别化教材、双语词典的编

写。但近年来关于如何把国际中文教育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相关研究并不广泛。 

3.1.2. 语料库对国际中文教学资源开拓的作用 
何常丽在语料库与语言教学的研究中指出，课本中所教授的内容与讲本族语的人所真正在日常生活

中使用的语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有些课本会忽视一些重要的内容却又过分强调一些不常用或已过时的

用法，如《HSK 标准教程》中仍将 DVD 作为对话练习的词语[10] (p. 150)。而如果教师运用语料库对当

中的语料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哪些表达是人们日常生活常用到的，能够有效减少语言教学中的盲目性。 
许葵花、张卫平和陈建生等学者指出语料库也为编写教材和确定教学重点提供了数据支撑[11] (p. 22)、

[12] (p. 61)。2009 年，国家汉办与中山大学共同建立“全球汉语教材库”，该教材库提供国际汉语教材

信息的在线查询服务，为国际中文教育资源提供了夯实的基础。 
在实际教学当中，语料库可以帮助教师进行教学资源的筛选，并可以辅助教师进行词汇、语法、口

语等多方面教学。例如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在教授留学生时就使用了多种语料库进行辅助教

学，语料库为国际中文教学提供了真实、丰富的语言材料，使教学更加贴近实际语言使用情况，同时教

师根据教学目标和需求，从语料库中筛选出合适的语料，进行加工和整理，形成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材料

和练习，以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提高语言应用能力。 
我们不仅仅应该把语料库看作是一种有助于教师决定教什么的资源，而且还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学

生直接可以从中学习的资源。通过对学生使用语料库的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估，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

进度和存在的问题，从而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这有助于实现个性化教学和精准教学，提高教学质

量和效果。肖忠华、许家金等学者指出，在语料库的背景下，可以运用 3I 教学法，将“教语料库”归为

学生学习的一环，指教给学生如何研究语料库，让学生从接受者转变为学习的主导者(即发现式学习) [13] 
(p. 55)。 

3.2. 微观层面 

3.2.1. 语料库在教学模式创新中的作用 
在教学中应用语料库有利于提高语言教学的质量、丰富语言教学形式。国际中文教学和研究的相关

观念应该更新，几十年来一直延用“语文并进”的教学模式，几乎没有教学改革意向，多年来把英语为

代表的二语教学理论作为汉语教学研究的依据，而忽视汉语的独特性，缺乏具有特色的教学模式[14] (p. 5)。
在教学时将语音、语法、听力、阅读、写作等课程的学习齐头并进，并未考虑汉字形态带来的阻碍和拼

音带来的便利，同时汉语的语音教学也有一定的特殊性，如声调、儿化、舌尖音的辨别，这些都是汉语

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要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在教学当中我们就必须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教什么、

怎么教、怎么学”。 
而不同的语料库将对国际中文教学起着不同的作用。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建立为汉语语音教学填补

了空白，将具有汉语特点的语音属性加入中介语语料库之中，为国际中文教学提供丰富真实的音频语料。

周小兵认为，可以使用“目标语语料库”考察“教什么”，如当学习者使用中介语进行表达时，可以通

过语料库知道所说中介语与目标语母语使用者的异同[8] (p. 128)。用“国际汉语教材语料库”考察“怎么

教”，如使用国际汉语教材语料库统计教材中对于目的语的呈现情况，分析教材和教学可能对学习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用“学习者母语语料库”考察“怎么学”。如将学习者的母语与目标语相对比，观察其

异同，把握其正负迁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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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习者能够正确地运用汉语进行言语交际，所以在国际中文课堂教

学时，我们会进行大量的口头交际练习，我们可以利用相关语料库进行练习素材的选择，以让学生能够

学到地道的汉语，保证其交际价值。同时我们也可以运用“中介语语料库”更加全面系统地观察第二语

言学习者的习得规律，在中介语语料库的基础上建立偏误分析，预测和纠正学生的言语错误。 

3.2.2. 语料库在词汇教学中的作用 
吴福焕等指出：“建设语料库的其中一项核心用途就是梳理和描述语言的基本使用规律，找出语言

成分(如：字、词、句、篇)的基本形态、搭配、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等。”[15] (p. 42)国际中文教学语料

库在词汇方面，尤其是平行语料库，对学习者与教学者的帮助极为突出，一方面有利于教学者了解汉语

与学习者母语在具体语言项目上的异同，调查不同背景的学生的语言特征，在教学前提前预知其偏误，

另一方面有利于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自觉查询某一语言成分的使用，并在大量语料的输入中，对比其在

不同真实语境下的不同含义或不同用法。 
以上谈到语料库对词汇教学最典型的两个影响：一为学习者提供高频词表与本族语者相对常用的表

达，二为帮助学习者避免母语负迁移产生的表达[16] (p. 220)。笈文婷还曾提到：“随着语料库介入词汇

研究，词汇教学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发音、形式、语义，词汇学习的深度及宽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拓展。”[17] 
(p. 36)词义辨析、词语搭配、语义韵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我们可运用《三国演义》汉英平行语料库，

对“对”字的含义进行深入探讨，通过中英文对比，加深学生对“对”这一同形多义字的不同含义的理

解与记忆。语料库扩展了词汇教学范围，增加了学习者学习词汇的深度与广度，国际中文教学的效率得

以提升。 

3.2.3. 语料库在语法教学中的作用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语法教学是重要的一环。在以往的课堂上，演绎法与归纳法是国际中文教师常

用的方法，李征娅指出：“许多研究表明传统的演示–操练的模式已经得不到支持，而运用电脑语料库

来描述和分析语言结构，不仅使语法教学重新得到重视，并且从另一个更为全面、客观的角度来界定语

法教学。”[18] (p. 44)在对某一具体的语法点进行教学时，教师可在语料库中找到与该语法点相关的语料

文本，并将其作为课堂教学中的案例，引导学生观察该语法点在使用中的各项特征，把学习者自己对语

法现象的发现作为学习的焦点，培养其语法意识，加深其对语法点的掌握程度，并提升其学习的主动性。 
与此同时，教师通过分析学习者语料库中的语料，可推理学生的习得，在以学生为中心的研究中充

当指导者、协调者，在语料库中检索出典型的母语负迁移现象，预先推测学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为解

答其在学习中的疑惑做好准备。除此之外，基于语料库对某词展开研究，通过词频统计，我们能发现其

句法功能的演化倾向。在进行国际中文教学时，须注意其使用的倾向性。 

3.2.4. 语料库在语用教学中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外基于语料库的话语研究的成果数量在不断增加，语料库与话语研究相结合已经成为

语料库研究的最新热点。笈文婷提到：“目前与教学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语料库的二语语用研究和

话语标记语研究等方面。”[17] (p. 36)但此处所提教学为英语教学，与国际中文教学相关的研究近乎为零。 
许葵花、张卫平曾谈到，教材中的内容与现实中的用语往往有较大差异[11] (p. 21)。若国际中文教学

仅仅停留在运用教材进行教学，则学生很难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汉语实现无障碍交际。语料库提供了大量

口语和书面交际的真实材料，将这些语料应用到教学中，学生可自由探索地道、实用的表达，解决真实

交际问题。闫萌萌，马文韬还指出：“语料库驱动的外语教学，确保学生接触到最新的语言现象，并且

帮助学生避免不当的语用失误，增强学生正确使用语言的意识。”[16] (p. 221)例如，在北京语言大学口

语语料查询系统中，我们不仅可以查询到具体的口语语料，还能查询到该语料的说话人属性与话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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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可在如此真实的语境中进行学习，其对语用的掌握将更加深刻与准确。国际中文教学语料库为在国

外学习汉语、远离真实语境的学生提供了便利，让学生真正面对交际语言。 

4. 国际中文教育语料库建设存在的问题 

4.1. 现有语料库的不足 

4.1.1. 语料库语料采样不平衡 
语料库的平衡性指“构成特定语料库中各部分语料的类型和比例相对适当，以满足语料库建设和使

用中的合理性和可靠性等方面要求”[19] (p. 120)。语料的采集是国际中文教学相关语料库建设过程当中

十分困难的一项工作，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母语、不同的学习

能力所产出的语料都是不同的，其中语料的国家和地区分布不平衡的问题最为突出，在我们常见的语料

库如“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该语料库虽然覆盖一百个国家和地区，但其语料的国

别分布差异巨大，东南亚留学生的语料较多，而欧美国家的留学生语料较少。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

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如邀请国外教学的相关教师参与语料库的建设，外派高校教师与当地高校进行合作

采集或合理利用海外孔子学院的平台进行常规收集。 

4.1.2. 语料库软件处理技术不成熟 
国内语料库在软件处理技术方面都不够深入，应用系统缺乏多样化的功能，大多只能提供简单的检

索功能，但这远远无法满足语料库在教学上或在其他方面的应用，比如在语法标注、分词、字句对齐、

对比分析等方面都仍有欠缺，大部分语法标注仍需要人工来进行，在庞大的语料面前这样的处理方式效

率是十分低下的，不同语言之间的语法、词汇、文化背景等差异使得语料信息更为复杂。语料库软件处

理的优化升级离不开计算机等先进软件技术的辅助，针对多样化的语料库可以对应开发多模态的数据处

理技术和工具，可以采取开放数据共享和合作的方式吸引更多研究者参与到语料库处理技术的改进和创

新当中。 

4.1.3. 与国际中文教育相关的语料库规模小、类别少 
由以上内容可知，可直接应用到国际中文教育的语料库数量较少，且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汉语

教材语料库，中山大学国际汉语教材语料库，仅有 500 万字。总体而言，与国际中文教育相关的语料库

建设规模有待提升。与此同时现有类别的语料库相互较为独立，且并未完全覆盖国际中文教育在教材编

写、实际教学等方面的需求，在国际中文教育这一领域，亟待综合性、大规模的语料库的出现。 

4.2. 现有语料库在国际中文教学应用中的不足 

现目前，关于语料库的研究与建设与其实际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运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这之间

仍有较远距离，一方面，与国际中文教育相关的语料库本身完成度不高。另一方面，语料库在标注、分

类以及语境呈现等方面存在不足，使得这些语料库难以直接应用于课堂教学。 

4.2.1. 适应性不足 
尽管语料库在语言学习和教学当中有一定的运用价值，但并不能完全满足教师和课堂的使用需求。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中文学习者在文化背景、学习习惯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现有语料库在内容及

检索分类上并未有区分，缺乏针对不同学习者群体的定制化内容，使得这些语料难以直接应用于课堂教

学。同时，在国际中文教育当中我们的教学目标涉及多个领域，如口语、听力、阅读等，每个领域的教

学目标和内容都有所不同，而现有语料库如 BCC 语料库，虽然拥有丰富的语料资源，但其语料过于泛化，

缺乏针对特定教学目标及学习者的分类，其中大量复杂的句子和词汇是难以适应初级学习者的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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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完成度不高 
现有大部分语料库并不是专门针对于国际中文教育而建设的，使得教师在运用这些语料库进行教学

时往往需要进行大量的二次加工才能将语料库中的语料转化为适合课堂教学的材料，这无疑增加了教师

的工作量，与通过语料库寻找语料以节省备课时间的初衷相悖。如中山大学留学生口语语料库，可以用

来帮助教师分析留学生口语特点、常见错误，但其中缺乏真实的对话场景和语境信息，导致学生在学习

中难以接触到真实的语言运用环境，不能满足多样化的教学需求。且语料库的标注和分类较为模糊，教

师在使用时难以快速定位合适的教学材料。 

5. 结语 

本文就语料库运用于国际中文教学的情况展开调查，从语料库建设情况、语料库对于国际中文教学

的多方面作用、国际中文教学语料库建设存在的问题展开阐述。在此前，少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语料

库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近年来发展较快，与国际中文教学相关的语料库有汉语母语者语料库、汉外

平行语料库及外国人学汉语的中介语料库，其在国际中文教学理论建设、教学资源开拓等宏观层面与教

学模式创新、词汇教学、语法教学、语用教学等微观层面产生重要影响。但现目前语料库仍存在语料采

样不平衡、软件处理技术不成熟、利用率低下、规模小、类别少等问题，在国际中文教学中，语料库适

应性不足且完成度不高，国际中文教学语料库的发展任重道远。在此后的研究中，笔者将重点关注语料

库在具体教学中的使用，并探索出其在国际中文教育行业的独特应用模式，突破语料库仅对英文教学产

生广泛积极作用的局面，提高语料库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应用率。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无法更详尽、更

具辩证性地讨论此课题，研究较为浅表，因此欢迎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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