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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反应”与“反映”作为一对近义词，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本文旨在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反

应”与“反映”在词义发展、语法功能以及语用环境方面的差异，阐述“反应”和“反映”这两个词汇

在词义和用法上的区别并深入探讨其产生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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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ds “reaction” and “reflection” are a pair of synonyms that are increasingly used. This paper 
aims to elaborate on the differences in meaning and usage between the two words “reaction” and 
“ref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by analyzing their differences in semant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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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tical functions, and pragmatic contexts, and to delve into the reasons for these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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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反应”与“反映”作为一对近义词，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通过语料库检索可以得到“反应”在现

代汉语中出现了十四万余次。“反映”出现二十八万余次。在古代汉语中“反应”出现三十四次。“反

映”出现五十二次，多出现于史书典籍中。这一对近义词在使用的时候却很容易产生混淆。前人对两者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义方面。例如，张丽荷(2021)在关于“反应”和“反映”区分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中发

现被调查对象中有一少部分被调查者对此同音异形词使用时分不清楚，经常混淆[1]。佚名(2023)在《“反

应”和“反映”要分清楚中》从物理、化学、基本词义角度论述了反应和反映的区别[2]。殷步军、黄利

海(1998)在《“反应”与“反映”》一文中简单阐述了两者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含义[3]。学界对于两者的

研究并不多，限于词义方面。对于两者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用法差异研究还有待补充，本文将从语

言学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反应”与“反映”这两个词汇间的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通过分析它们

在词义发展、语法功能以及语用环境方面的异同，试图揭示这两个词汇在汉语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2. 词义辨析 

2.1. 古代汉语中“反映”与“反应”的词义辨析 

2.1.1. “反应”的词义发展 
“应”字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当也，从心雁声”[4]。指能从心底里接受某事。“反应”在

汉语大词典中有五个义项：1. 谓响应反叛。2. 事物所引起的意见、态度和行动。3. 犹反映、再现。4. 有
机体受体内或者体外刺激引起的相应活动。5. 物质受作用引起变化的现象和过程[5]。其中有机体受到体

内或体外的刺激后所引起的相应的活动或变化是其基本义。例如：海都犯边，和林宣慰使怯伯、同知乃

满带、副使八黑铁兒皆反应之。首次出现在东汉《新论》中，仅一个用例，根据《新论》上下文可以得知

“反应”可引申为体现、符合。东汉时期的其他四例皆出自太平经中有“应当、回应”等引申义。如下： 

(1) 天即盖转而日西行，其光影当照此廊下而稍东耳，无乃是，反应浑天家法焉！——新论 

(2) “今京师同聚人众财货中类，京师反应水行耶？”——太平经 

(3) “善哉！小生愚暗，睹此以为天性也，故反应治邪？”——太平经 

(4) 今大中古以来，信孤辞单言，每视覆下之文为不敬，共以是相法罪，遂用孤辞单言，反应投书治事，故与天

为怨乱。——太平经 

(5) 修其内，反应于外。——太平经 

以有机体受体内或者体外刺激引起的相应活动作为基本义，“反应”的词义引申进一步发展，宋代

引申出“反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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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罗尚至二月始发兵三万来攻特营，李特急召诸坞。诸坞起兵反应罗尚，共击李特，特兵大败五十里。——资

治通鉴 

随后在元明清时期，“反应”的词义围绕着体现义、符合义、回应义、反抗义，并没有引申出新的

义项。 

2.1.2.“反映”的词义发展 
“映”在《说文解字》中写到：明也。隐也。从日央声。本义是照，始见于篆文。它描述的是光线与

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照射而显出物体的影子或形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显现效果。“反映”在汉语

大词典中有四个义项：1. 反照、反射。2. 比喻把客观事物的实质表现或者显示出来。3. 把情况或者意见

等向上级转达报告。4. 客观事物所引起的主观感受和看法。“反映”在古代汉语中出现次数不多，多出

现在《四库全书》中，含义皆与“映”的本义有关，即通过照射而显出物体的影子或形象义。例如： 

(7) 夫鏡有突如球平如案窪如釜之類，其面皆能受物象，而其體之不通徹，皆不能不反映物象，反映之象，自不

能如本象之光明也。——四庫子部 

(8) 乃是鏡易象之妙，則妙乎有斜透而無反映，此其所以利用也。——四庫子部 

(9) 夫鏡有突如球平如案窪如釜之類，其面皆能受物象，而其體之不通徹，皆不能不反映物象，反映之象，自不

能如本象之光明也。——四庫子部 
(10) 微生大江曙，反映一痕明。——四庫集部 

2.2. 现代汉语中“反映”与“反应”的词义辨析 

在《现代汉语大词典》(第七版)中可以查询到反应是指在语言学中，反应通常指个体对外部刺激或信

息所做出的即时、自动的回应或反作用。这种回应可以是生理上的(如触电后的肌肉收缩)，也可以是心理

上的(如听到好消息后的喜悦)。反应强调的是对刺激的直接、无意识的反应过程。反映则侧重于通过某种

方式或媒介将某种情况、信息或思想呈现出来，以供人们观察、理解或思考。它强调的是信息的传递、

呈现或表达过程，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选择性[6]。 
“反映”与“反应”虽是同音，但在意义上则有严格区别，一个是诉求的上达，一个表现为得到诉

求后的态度与行动[7]。例如，“我反映的这个事情，都快过去半个月了，但是机关办事部门一点反应都

没有，这样下去怕是要不得哦。”“他决心向企业分管领导再次反映，直到相关部门有所反应为止。”

反应更侧重于对刺激的直接、无意识的回应，具有即时性和自动性；而反映则更侧重于信息的传递和呈

现，具有主观性和选择性。 

(11) “据省歌舞团群众反映，为了那卑劣的目的，他老婆连琴都不弹了。”——花城 

(12) “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文学的作用 

(13) 恂如的心头像扎了一针。不暇思索，当即反应似的顶一句道：“关我屁事！”——霜叶红似二月花 

(14) 生物学家也告诉过我们，笑只是一种对于衰疲的生理反应，当我们的肌肉衰疲的时候，我们可以笑一笑，

正如我们可以伸一个懒腰一样。——独笑 

3. 语法功能分析 

3.1. 词性对比 

在汉语中，反应和反映均可用作名词和动词。然而，在词性分布和使用频率上存在差异，这在现代

汉语中尤其明显。反应作为名词时，常用来表示对某种刺激或情况的回应状态或结果；作为动词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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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回应的动作过程。而反映作为名词时，更多用来表示信息的传递或呈现过程；作为动词时，则强调

通过某种方式将情况或信息呈现出来。 

(15) 他瞟了潘月亭一眼，但从潘月亭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反应。——日出(反应作名词) 

(16) 他迅速反应过来，躲过了飞过来的篮球(反应做动词) 

(17) “他的眼睛，反映着田野的绿，天空的蓝。”——骆驼祥子(反映作动词) 

(18) 在沉静的空气中，烦闷的反映是颓丧消极——蚀(反映作名词) 

3.2. 搭配关系 

反应常与“迅速”、“强烈”、“积极”等形容词搭配使用，以强调回应的速度、力度或态度；而

反映则常与“真实”、“全面”、“客观”等形容词搭配使用，以强调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公

正性。例如 

(19) 当大脑接受这种信息时，即能产生不自主的迅速反应动作。——读者 

(20) 但这还不能全面反映社会治安状况。——人民日报 

此外，反应还常与“对于……的反应”构成介词短语结构，表示对特定刺激或情况的回应；而反映

则常与“反映……的情况/问题/愿望等”构成动宾结构，表示对某种情况或问题的呈现或表达。 

(21) 这都作为人民对于残酷统治的反应——残酷与麻木 

(22) 群众的生产与民主要求从此激发，对工作组也靠近，反映了不少全村情况；——人民日报 

3.3. 造句能力 

在造句能力上，“反映”的动词用法和名词用法都很普遍，它用作动词时，经常带宾语或补语，

如： 

(23) 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舫碍真理的。——反衬党八股 

(24) 这种斗争，不仅表现在阶级与阶级之间，人与人之间，而且反映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路标 

“反应”的名词用法比动词用法更为常见，如： 

(25) 杭锈小麦品种的细胞，讨诱菌的使入具有非常敏感的反应。——农作物杭病品种的培养 

(26) 现在使用的激励手段，主要有光照、通电、化学反应等等。——奇特的激光 

反应用作动词时，不能带宾语，可以带补语，如下面带补语“过来”。 

(27) 两个女电话兵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西线扶事 

当拿不准该用“反映”还是“反应”时，可以试着以“反响”去替换，一般来说，能用“反响”的

场合大多可以用“反应”而不能用“反映”[8]。 

4. 语用环境分析 

4.1. 语境适应性 

根据以上例子，可以看到反应和反映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适应性。反应更多地用于描述个体

对外部刺激的直接、无意识的回应过程，如生理反应、心理反应等；而反映则更多地用于描述信息的传

递、呈现或表达过程，如新闻报道反映社会现实、艺术作品反映人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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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语用功能 

在语用功能上，反应强调对刺激的直接回应和反应速度；而反映则强调信息的传递和呈现效果以及

其对人们认知、理解或行动的影响。这种差异使得反应和反映在不同的交际场合和语境中发挥着不同的作

用。 

5. 反应与反映出现用法差异的原因 

“反应”和“反映”之所以存在用法上的区别，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词义本质的区别 
反应：多指有机体受到体内或体外的刺激而引起的相应活动，这种活动可以是感官的、思想的、心

理的或行动的。在更广泛的语境中，“反应”还可以表示对某种情况或问题的态度、看法或回应。它通

常是被动地针对某种刺激或事件做出的回应。 
反映：则强调的是客观事物的表象或实质的表现，或者将某种情况、意见等传达给上级或有关部门。

它通常指通过某种媒介或载体客观地呈现出某种情况或信息，以便人们了解、认识或解决问题。反映是

主动地揭示或表达某种内容。 
2. 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差异 
反应：多数情况下是被动的，即它是由外部刺激或事件所引发的。例如，化学反应是由两种或多种

物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人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反应也是由事件本身所触发的。 
反映：则更多地表现出主动性。它不仅仅是对外界刺激的简单回应，而是经过思考、分析后，将某

种情况、意见或信息主动地呈现出来或传达出去。 
3. 语法功能的不同 
反应：在语法上，由于它通常是被动的，所以一般不直接带宾语。其常见的用法是描述有机体受到

刺激后引发的活动和物理、化学变化的过程。 
反映：则常常需要带宾语，以明确反映的内容或对象。例如，“这篇报道反映了社会的热点问题”

中，“社会的热点问题”就是“反映”的宾语。 
4. 使用语境的差异 
反应：更适用于描述具体的、即时的、由外部刺激引发的活动或变化。例如，在科学实验、日常生活

或突发事件中，人们常常用“反应”来描述某种现象或行为。 
反映：则更多地用于表达一种长期的、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后的结果。它通常用于书面语或正式场合，

以呈现某种情况、意见或信息的全貌或本质。 
除此之外，字词关系的复杂性和语言使用的习惯与规范也同样会造成两者的区别。 
5. 一词多义与多词一义 
在汉语中，一个词往往具有多个意义，而多个词也可能表达相近或相同的意义。这种复杂性在“反

应”和“反映”上得到了体现。两者在某些语境下可以互换使用，但在更多情况下，它们的用法存在显

著差异。例如，人生理和心理上受到刺激产生的行为只能用“反应”。将某种客观事实向外界传达只能

用“反映”。 
6. 字与词的对应关系 
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其与词的对应关系并非一一对应。随着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字与词

的对应关系呈现出复杂的情况。这种复杂性也影响了“反应”和“反映”的用法和区别。“反应”通常

用作动词，指的是机体对外界刺激所做出的回应或变化。在这里，“反”表示“相反”或“回应”，“应”

表示“应对”或“变化”。当“反应”用作名词时，它指的是这种回应或变化本身，比如“化学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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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生理反应”等。“反映”则更多地用作动词，指的是把某种情况、思想或事实等表现出来或传达

出去。在这里，“反”表示“反转”或“返回”，“映”表示“映照”或“呈现”。当“反映”用作名

词时，它指的是所呈现或表现出来的内容，比如“这篇报道反映了群众的意见”。 

6. 结论 

综上所述，反应与反映作为汉语中的一对近义词在词义本质、语法功能和使用语境等方面都存在明

显的区别。在词义方面，古代汉语时期，“反应”以有机体受体内或者体外刺激引起的相应活动作为基

本义，引申出体现义、符合义、回应义、反抗义。“反映”的词义在发展过程中含义皆与“映”的本义

有关，即通过照射而显出物体的影子或形象义。现代汉语时期两者侧重点有明显不同，反应强调的是对

刺激的直接、无意识的反应过程。反映则侧重于通过某种方式或媒介将某种情况、信息或思想呈现出来，

以供人们观察、理解或思考。在语法功能方面，反应作为名词时，表示对某种刺激或情况的回应；作为

动词时，则强调回应的动作过程。而反映作为名词时，更多用来表示信息的传递或呈现过程；作为动词

时，则强调通过某种方式将情况或信息呈现出来。这些区别使得两者在语言表达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和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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