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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眼下国际中文教育正在不断发展的道路上，在学界与教育界，综合理论与实践的积极探索中，其词汇教

学的体系也愈加科学化，理论化。“字本位”理念促使国内学者站在汉语体系的独特性上，为国际中文

词汇教学提供了颇具现实价值和思想价值的研究视角。本文从“字本位”与词汇教学的关系及意义出发，

归纳“字本位”理念下词汇教学的方法论，并探讨了“字本位”理念下更为具体的词汇教学应用。通过

“字本位”理念的再思考，以对汉字民族性、重要性与特殊性的再认识，形成国际中文词汇教学的正确

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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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s currently on the road of continuous develop-
ment, and in the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circles, the active exploration of comprehensive theory 
and practice, its vocabulary teaching syst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cientific and theoretical. 
The concept of “Zi-based” encourages domestic scholars to stand on the 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 
system and provides a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great practical and ideological value for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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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and significance 
between “Zi-based” and vocabulary teach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ethodology of vocabu-
lary teaching guided by “Zi-based” concept, exploring the mor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it. Through 
the re-thinking of “Zi-based” concept, the correct coping strategy of vocabulary teaching in Inter-
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s formed by the re-understanding towards the nationality, impor-
tance and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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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词汇教学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贯穿汉语教学的全过程，是汉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皆需要

应对的重点难题。而“字本位”理论自 21 世纪 90 年代提出后，虽然面临着较多学界争议，但也在不断

的自我发展中，以其与汉语体系的高契合度，为国际中文教育带来了颇具特色的应用指导思想。“字本

位”理念下的词汇教学则充分发挥了汉字的理据性和经济性，使词汇教学在简化的“语义”分析中降低

了汉语教学的难度，其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国际中文教育的词汇教学部分尤其需要人们关注“字本位”

理念的独到之处，深刻思考如何以该理念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以此建立更为科学更为行之有效的教学

体系。 

2. “字本位”与词汇教学的关系 

国际中文教育的词汇教学研究中，“词本位”教学，“字本位”教学和“语素(语素本位)教学”三者

主流观点的区别在以什么样的语言单位作为基本单位来实施教学。“词本位”“语素本位”符合西方语

言特征，编码原则，但却与汉语体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字本位”理论的提出者徐通锵指出：“字

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或说基本关联单位)”“字是汉语结构的核心和基础，应该成为我们观察汉语结构

的立足点和视角，并由此去梳理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1]。其“字本位”理论表明了一种对汉语

体系特征的特殊性认识理念。在这近三十年发展过程中，“字本位”理念以“汉字”为出发点，摆脱西

方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束缚，强调了汉语固有的认知规律，为汉语自身的本体语言学理论和教法开启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建设之路。 
词汇教学作为汉语语法教学体系，甚至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环节，同样离不开“字本位”理念的统

筹，促进以汉字作为语言教学基本单位的实践。以汉字作为语法本位的设定并不影响实际教学中的教学

本位，两者关系并不存在必然对应的关系[2]。本文所关注的“字本位”并非局限于汉语语法体系或教学

体系中的字本位，而是“字本位”概念所带来的“将汉字作为汉语教学出发点”的理念。这一理念的有

效性与可行性，在这三十多年的讨论与更新中，经住了实践检验，为开展国际中文词汇教学提供了指导

思想的借鉴。 

3. “字本位”对词汇教学的意义 

“字本位”理念强调汉字的性质是形、音、义三位一体，即书写单位、听觉单位、结构单位三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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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其中汉字的形与义甚至可以直接促成释义转换，这一特点是印欧语体系中语素未能具备的能力。“汉

语有限的字按照较为固定的组合规则互相结合，形成了无限的词。‘字本位’教学法抓住了汉语字、词

的关系，符合汉语的语言规律。”[3]“字本位”理念使国际中文词汇教学在具体实践中能够帮助汉语学

习者理解“印欧语眼光”之外汉字独有的表义性以及背后更深层次的东方思维模式。 
将“字本位”理念落实于汉语词汇教学中，首先，实现了词汇教学从字到词的循序性：字作为最小

书写单位，字形教学帮助汉语学习者积累词汇之源。其次，有利于从认知层面充分体现汉语的“理据性”：

以字的表音表意性促进汉语学习者对字词生成方式的逻辑理解。再者，强调了汉语体系中语义的特殊性：

汉字作为语义单位进行构词，进而使汉语学习者把握汉语词汇的意义推理规律。此外，遵循了经济性原

则：掌握有限固定的字难度大大低于记忆复杂多变的词汇，而且在字的单位意义的把握下，汉语学习者

可以自主迁移，产出更多有效词汇。整体而言，由“字本位”引导词汇教学，从字到词，使汉语学习者

在点面结合的方法论中，更全面的把握，汉语词汇的语音、语义、语法、乃至文化。 

4. “字本位”下词汇教学的方法 

“字本位”语法理论在语言学家徐通锵初提时，并无具体著作为该理念做实践证明，然而随着汉语

教育家白乐桑，张朋朋等多方支持“以字为教学起点，用字带词来进行汉语教学的‘字本位’教学法”，

其相关实证研究不断质化，量化。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中，“字本位”理念下的汉语教学不断摆脱

外因和内因带来的局限，综合国内外理论的既有成果，逐渐构建自身较为成熟的体系，为研究界与教育

界提供了不少具备参考价值的国际中文词汇教学方法论。 

4.1. 字理识字 

汉字基本上是表意文字，虽然一部分因时间演变或字形简化失去了原本的造字理据，但字理识字法

仍具不可小觑的作用。其着重于词汇中单字词，探究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表意偏旁等意义关系，

具体而言有构形理论法，六书教学法，部件教学法等。在词汇教学的初级阶段，字理识字讲求汉字讲解

的追根溯源，将中国古代造字的直观性，描述性展示给汉语学习者，以此增添了文化和符号等趣味因素。

其有助于形成以字辩音、以音识字和形意合记的态势，加深学习者的印象，再结合汉字的语义特点，最

终实现“形、音、义”协同认知的目的[4]。 

4.2. 构词分析 

聚焦于汉语词汇的核心字或说关键语素，构词分析法简化词语的“离心”与“向心”结构，从数量

有限且稳定可控的语素单位向完整词义推进。构词理解需遵循“简单常见，生活高频，语义透明”等原

则，利用同义的高频词或造词能力强的语素解释词语的核心意义，发散学习者的汉语思维和帮助提升学

习者的词汇联想能力。因此在词汇教学的中级阶段，构词分析方法是“词语和词义分解法，以复合词为

最小的语用环境，以词典对词的释义为依据，从分解的角度来说明语素在词中的意义。”[5]已经具有一

定的汉语语言知识，语素意识的中级汉语学习者可以在教师有意识的词汇分析训练中，通过组词与拆词

等方式来进行词汇量的扩充。 

4.3. 语义归类 

“汉语词汇系统中的词语有着各种联结关系，由此构成了一个多维、多层、复杂的词汇网络，概括

来讲主要有语音、词形、语义等联结关系，而在这三种关系中，尤以语义关系最为突出。”[6]考虑到词

汇教学中语义关系的关键性因素，有必要讨论目前仍处于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初期的语义场词汇教学，即

本文此处所述的语义归类。其实质是基于语义场理论帮助词汇教学实现多层次、系统性、开放性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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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学习[7]。在语义场教学早已进入英语教学的情况下，这一符合心理学认知规律的方法也应当在国际

中文词汇教学的领域发挥其效果。词语概念之间，不仅仅存在层级关系，还存在扩散关系，立足联结的

语义进行拓展归纳，将提高词汇教学的能动性与灵活性。 

5. “字本位”下词汇教学的方法 

刘珣在《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指出：“语言教学，不论是结构、功能还是文化，都应体现由易到

难、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先简后繁、先一般后特殊、循序渐进的原则，便于汉语学习者学习。”

[8]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字本位”理念下的词汇教学自然也需要教师综合汉语学习者水平、语素难度、

字形结构和义项数量等因素，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帮助汉语学习者建立一定规模的汉语词汇库来支撑

其现实中汉语交际语境所需的词汇储备。 

5.1. 形近字教学 

目前《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 65%的形声字的声旁与整字都有关联，因此不妨利用字理

识字的“形音”理据引导汉语学习者先进行字义的解读，以字群为学习单位来对比形近意符，逐渐加深

对形近意符的理解[9]。例如形近意符“广”和“厂”的教学，教师除了强调二者字形上的区别，更应该

罗列由两个意符构成的相关字族。由意符“广”构成的一组汉字，如“库、庖、府、店、庙”等，由意

符“厂”构成的一组汉字，如“压、厚、原、崖、岸”等，通过讲解每个字的字义，引导汉语学习者发

现由“广”构成的汉字大都与房屋建筑有关，由“厂”构成的汉字大都与山崖有关[10]。当然，形近字教

学，需要教师在综合汉语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基础上，将众多形近字进行提前分类归纳，并设计合理的讲

解过程，以此实现单字词的知识容量扩展。 

5.2. 构词法教学 

构词法教学能引导更高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者在语素知识背景下，主动进行词汇创造，实现其主要目

标“积累、使用大量的汉语书面语词汇，有能力使用书面语等多种语体。”[11]“提高词义记忆效率、巩

固所学词语和扩大词汇结合语境的语素分析法才能够在汉语学习者明白词语使用知识的情况下，转化为

对词性、常用搭配和句法信息的有效注意。”[12]教师需要参考学习者水平标准要求，首先提供汉语学习

者实用性质强，复现频率高的语素词汇素材，例如讲授语素“方”相关的词时，便可以有意地拓展“方

法”义下的“方式、方案、方程”或是“地点，方向”义下的“地方、前方、他方、北方”等词。在汉

语学习者对“方”深入理解后，再提供汉语学习者其他方位语素时，汉语学习者自然也能正确推出“东”

“西”“南”应置于“方”前面，产出正确的词语。 

5.3. 语义场教学 

语义场教学适用于高级水平汉语学习者的词汇学习，教师针对词与词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分层分级

说明，加大词汇信息的整体输入，以促进学习者在词汇意义上的归纳总结能力，使其所学词汇在语义联

结中逐步汇制出大容量、多层次、宽范围的心理词典。在词汇教学时，教师可以对相应教材或标准大纲

的词进行语义场的划分，从关系语义场，顺序语义场，类属语义场，同义义场到反义义场，形成主次突

出，强弱分明的有序罗列，达到高效率的分类教学效果[13]。比如同义义场中“鲜艳–鲜亮–明艳–艳丽”

的词汇教学，其皆为对颜色鲜明，美丽的形容。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应当在这一同义语义场分类中，

记忆整体的相同含义，于此同时，分辨其意义的差别，提高结合具体语境具体用法实现正确使用的能力。

因此，教师也应该提供给学生更多语境，以沉浸式教学，在反复操练与对比呈列中帮助汉语学习者提升

其使用的正确率，使其理解“明艳”“艳丽”多可用于形容女子长相或打扮，而“鲜艳”“鲜亮”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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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物的颜色不可用于人。 

6. 结语 

“字本位”理念以汉字这一书面语单位起步，在国内学界的研究中不断改进、发展自身、突破局限，

使汉字这一语言基本元素在汉语教学各个阶段的重要性被更多教育者所重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

注意到汉字的形音义一体性是汉语的独到之处，在追求汉语与世界语言体系的共性研究道路上，不能抛

弃汉语语言的特殊性。国际中文教育的每一环节，每一内容，需要国际中文教师以“字本位”理念为引

导，坚守汉语教学的立身之本，更需要以严谨的知识内容，多元的具体实践，长远的教学安排，寻找最

佳的教学应用模式，以便于汉语学习者的知识内化，语言交际，且丰富“字本位”理念下国际中文词汇

教学的量化研究。 
其实，“字本位”理念的发展与本学科的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处，从不全面到全面，从融合到独立：

从“对外汉语教育”到“汉语国际教育”到眼下“国际中文教育”。汉字不需要在汉语教学中处于附属

的地位，而国际中文教育也不需要依附于教育学体系，它们都需要一个独立的审视视角。在“国际中文

教育”一词尚未定下具体范围时，时人不妨对其投注更多的解读并付诸更多的努力。在教育事业与学科

发展并重的情况下，人们置身于国际趋向化，语文并进化的汉语教学新时代，新世界，理当以开明的视

角发掘语言教育的民族化特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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