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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所周知，多义词“打”这个字有着丰富的语义和广泛的用途，也是留学生们日常使用的词汇，十分值

得研究。但目前留学生无法很好地正确使用“打”这个字以及相关的词汇，使用时会出现不同类型的偏

误。同时，对外汉语教材以及教学方法，在“打”字以及相关的词汇教学中，大部分都是比较局限于这

个字词的本身的义项，留学生对“打”这个字的其他延伸搭配无法深入学习。因此，本文将基于前人对

“打”字及相关词汇的研究，将学习者的偏误进行归纳整理，提出针对性的教学意见，帮助学习者在掌

握“打”字的用法的同时还能将其词义进行拓展，能达到在不同实际场景下的正确使用的目的，使得学

生能更好地掌握该字和延伸的词汇，提高学习者汉语水平。但同时目前的相关研究内容不够全面，相关

的教学建议并不够完全针对“打”字。因此，多义词的研究领域还需进一步更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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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we all know, the word “hit” has rich semantics and a wide range of uses, and it is also a word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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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ich is worth studying. However, at present, international stu-
dents can not properly use the word “hit” and related word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bias will appear 
when they are used. At the same time,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re mostly limited to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itself, and the other extension of the 
word “hit” can not be deeply studied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be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hit” and related vocabulary, the learners’ errors will be summarized and 
sorted out, and put forward targeted teaching suggestions to help learners to grasp the usage of the 
word “hitting” and expand its meaning, which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rrect use in different 
actual scenes and make learning students can better grasp the word and the extended vocabulary, 
and improve learners’ Chinese level.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current relevant research content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and the teaching advice is not entirely specific to the word “hit”. There-
fore, the research field of polysemy needs further and deeper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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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义词“打”字在对外汉语中的研究内容 

1.1. 多义词“打”字在对外汉语中的研究背景、意义 

语言是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的，尤其是汉语中的词汇。词汇从原来的本义可以发展成其他不同的义

项，代表着更多的含义。同时，词汇本身又是较为复杂的，在学习时也相对困难。虽然目前也有许多学

者在多义词研究领域有很多显著的研究成果，但大多集中在汉字本身，对于不同的多义词的针对性教学

建议还不够充足，留学生们还是存在一些使用偏误。因此，把握好对外汉语词汇中的多义词汇，是提高

汉语水平的重要因素。多义词的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不可缺失的一部分，研究汉语的多义词，有助于提

高对外汉语中的词汇教学水平，将对对外汉语事业做出贡献。 

1.2. “打”字的历时演变过程 

“打”字最初是在东汉时期的文献中所发现的，例如王延寿写的《梦赋》“撞纵目，打三颅”[1]。
这时，“打”的基本义项为“敲击、捶击”，并无其他的意思。在东汉和初唐时期，“打”的意义还是

只表示“捶击”或与“敲击”。随着语言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使用和发展，“打”字的义项也逐渐丰

富。例如，在唐代，杜甫的《秋野五首》中有“枣熟从人打”的诗句。这里的“打”可以表达的意思是

收获东西或采摘东西，代表果子、果实成熟了之后人们去采摘，即获得。“打”字这时便也可以表示为

“进行游戏、收获、采摘”等意义了。到了宋元时期，多义词“打”的词义进一步的泛化，使用的范围

变得更加广泛。此时，“打”不再只表达原意和表示具体的某种动作，还可以表示一些抽象的概念。例

如：《守城录》中的：“二十日方遣人至齐安门下，高声呼城上人，且不要放箭防御，教来打话。”这

里的“打话”指的是沟通、交谈。此时，“打”还有“打酒、打醋”等词汇打出现，表示“买”的意

思。到了明清时期，“打”的词义继续不断地发展，“打”字也可以表示为“打扮、打扰、打消”等

等。“打”字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增加义项，已经演变成了多义词，而且具备了多种不同语境下的使

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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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多义动词“打”的词义分析 

多义动词“打”在汉语中有丰富多样的词义，其含义会根据上下文或所处的语境不同而产生变化。

“打”字原本意义是指一项具体的敲击动作，在词汇、语言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字词相搭配，也产生了

义项变化，能表示不同的意思。多义词“打”的学习对留学生来说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留学生要想

掌握好多义词“打”，就要对其进行归纳和整理，找到不同含义之间的联系[2] [3]。 
本文将多义动词“打”常用义项进行归纳，具体参考了《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第三版)、《现代汉语

词典》(第六版)，归纳总结出“打”字的常用义项有： 
(1) 表撞击义：打了一拳。(2) 表因撞击而破碎：打碎杯子。(3) 体力的动作：打篮球。(4) 表计算：

打草稿。(5) 编织：打毛衣。(6) 取得：打水。(7) 表买义：打酒。(8) 社交：打电话、打交道。(9) 表捉

义：打鱼。 
以上多义词“打”的常用义项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到的[4]，把“打”字常用义项进行归纳

总结和分类[5]，对留学生学习多义词有一定的帮助。 

2. 多义词“打”字的相关研究方法 

语料库分析统计 

语料库分析法是一种语言研究领域十分常见的研究方法，通过语料库的定量分析可以得出语言使用

的频率、搭配、义项变化等等，对语言研究十分有帮助。从 HSK 的动态作文语料库和汉语中介语语料库

选择分析内容，分析部分留学生使用多义字“打”以及相关的词组、例句，10,800 篇，约 450 万字进行

分析，再收集学生们在使用“打”字产生的相关偏误[6] [7]，深度分析产生相关打偏误原因，对产生偏误

打原因的进行总结、分类和归纳。最后，总结偏误原因大致是：母语负迁移、语境理解不足、义项对应不

准确、教学因素等等[8] [9]。得出产生偏误的原因后，可以分析留学生对“打”字的习得基本情况，为对

外汉语的多义词教学、教材编写提供教学建议。但如果研究仅仅基于语料库，获取的数据还不够精确，

研究还不够全面。因此，还应适当结合其他的研究方法得出更加精确的数据和结论[10] [11]。 

3. 教学策略 

3.1. 义项归纳，练习巩固 

多义词“打”是留学生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使用到的。但由于留学生们没有完全正确地把握，导致

在使用时会出现一些偏误的现象。因此，要求对外汉语老师在教学时，应当注意对“打”字的常用义项

进行归纳总结，教师与学生一起进行分析，增加学生学习的印象。并对常用的义项进行分类和归类，找

出常用的义项之间联系。方法有：开设专门的多义词练习课程、增加不同类型的练习方式、进行多义词

游戏教学等，进行巩固，减少留学生使用多义词的偏误。 

3.2. 图示义项关联 

由于义项多是多义词的普遍特点，多义词的学习和使用对留学生来说是困难的，如果只是靠学生自己

枯燥无味的学习、背诵、练习，会打击学生们学习的自信心和降低学习中文的兴趣。因此，要求对外汉语

教师通过图示义项关联的方法，更直观地进行教学，让学生们更好地掌握汉语多义词。例如：可使用树形

图示法进行梳理，对外汉语教师在上课时设计一个树形的结构，将多义词“打”置于树的根部、底部，作

为基础。再将“打”的每个常用义项作为树形图的不同小分支，根据义项之间的关系进行讲解、练习[12]。
并在每个小树形图的分支上标注义项的不同解释和相关例句，以便留学生们在学习时，清晰理解、记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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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让留学生在短时间内，了解“打”字不同义项之间的具体联系和区分，减少使用的偏误。 

3.3. 语境教学法 

在多义词教学时，配合语境教学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学习者们来自不同的母语背景，受到不同程度

的母语负迁移影响，所以会产生一些对多义词的使用偏误。因此，对外汉语老师在教学应该采用较为直

观的教学方法，例如：语境教学法。将“打”这个字与其相关的词汇结合在一起，带领学生一起理解上

下文或者感受所处的环境[13]。清晰地将各个意项配合不同的具体实际语境展现给学生们，让学生去感受

在真实的语境下该如何使用词汇，加深学生对于该字的印象，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和使用汉语，提

高留学生的学习效率[14]。 

4. 对外汉语教学“打”字研究存在的不足 

4.1. 研究角度有限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多义词“打”字的研究里，目前学术界存在的现状是侧重对汉语本体字词的研

究，汉语本体“打”的单字发展历程、不同的义项、语义层面等都进行的深度研究，但对于多义词“打”

的对外汉语层面，研究的内容不够多也不够全面。目前的大部分研究主要是通过语料库的静态统计来分

析二语习得者习得和使用“打”字及相关词组的情况，但整体上分析的层面还不够全面，使得一些研究

结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4.2. 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语言是复杂的，是多变的，如果研究汉语词汇，只是集中于某两三种方法，是缺乏科学性的。目前

对于“打”字的相关的研究方法是集中在文献研究法、语料库分析统计法等，研究的方式并没有得到创

新。研究对外汉语的多义词，需要基于大量的留学生语料和数据进行分析和验证。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

提供不同的数据来源和分析手段，从而得出更全面、更准确的数据和结论。如果仅依赖单一的研究方法，

可能导致数据不足或分析片面。同时也会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导致研究结果的滞后和不准确。因此，

需要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可以适应汉语语言的发展和变化。因此，语言研究的方法不能是单一的，

而是需要多元化、跨学科、实证性和适应性。这样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揭示语言的本质和特性，推动

语言研究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4.3. 研究与教学的相关联系较弱 

虽然目前“打”字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也有一定的显著成果，但目前没有很有效的方法可以让留学

生们很完美地掌握“打”字的基本常用义项，并且目前所提出的教学法都是针对普通的词汇或多义词的

教学，而并没有针对“打”字给出具体的教学建议。针对“打”字的教学研究方法和策略缺乏创新性和

针对性。整体目前所提出来的教学法太过于空洞，没有针对性，也缺少一定的相关知识理论基础，导致

留学生仍然存在使用偏误。因此，应该加强教材和教学策略的创新，探索更适合二语学习者学习“打”

字的方法和策略，也是丰富和完善“打”字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15]。 

5. 结语 

本文仅尽本人的能力给对外汉语的“打”字教学方面提供一点建议，但由于本人知识储备有局限性，

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对“打”字常用义项归纳不够全面、留学生使用“打”字产生的使用偏

误没有全面的总结、对教学提出的方法建议不够具有针对性等等。期待之后能有更多的学者研究该方面，

促进对外汉语词汇进一步发展，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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