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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者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对近十年来中国有关汉英对比分析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具体分析了当前关

于汉英对比文献研究所呈分布状况以及发展趋势。深入理解汉英对比分析在不同阶段中的现状及原因概

述，总结传统汉英对比向现代汉英对比演变路径，以期为后续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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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CNKI as the data source, the autho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literature on Chinese-English 
contrastive analysis in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and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
ment trend of current research on Chinese-English contrastive literature.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status quo and causes of Chinese-English contrastive analysis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path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English contrastive analysis to modern Chi-
nese-English contrastive analysi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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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汉语热”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学习者开始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学习。

然而，由于汉语与英语在语音、词汇、语法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汉语习得过程中难免会遇

到各种挑战和困难。因此，通过汉英对比分析，找出两种语言之间的异同点，为汉语学习者提供有针对

性的学习策略和教学方法，显得尤为重要。近十年来，汉英对比分析在汉语作为二语习得中的研究成果

不断涌现，涵盖了语言结构、词汇习得、语法教学、文化影响等多个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汉

语二语习得的理论体系，也为教学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然而，目前尚缺乏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

梳理和综合分析的综述性文献。基于此，本研究综述旨在通过广泛搜集和整理近十年来汉英对比分析在

汉语作为二语习得中的相关研究成果，探讨其研究现状、发展趋势及存在的问题，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参

考和借鉴。同时，本研究也希望通过深入分析汉英对比分析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应用效果，为汉语教育

工作者和学习者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建议。 

2. 研究现状 

2.1. 文献发表情况 

本文以“汉英对比分析”为主题、关键词，以 2012~2022 年为封闭域，在中国知网中共检索出

269 篇文献，其中一部分是以英语语言学的本体研究和针对英语二语学习者的汉英对比分析教学研

究。进一步以汉语二语学习者为条件筛选出 194 篇文献，其中学术期刊 112 篇，硕士论文 77 篇，

会议 5 篇。 

2.2. 研究主题 

2.2.1. 按研究方向分类 
通过对收集到的 194 篇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汉英对比分析类文献样本的分析整理，大致可以把文献样

本从宏观层面根据其研究方向分为文化视角类、语言学范畴类、学科应用性类、以及学科的发展类。在

此将对这些文献按研究方向分类进行综述说明(见表 1)。 
从上面的 2012~2022 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对比分析类文献按研究方向分类统计表和比例图我们可以

知道，在汉英对比分析这一类文献样本中关于语言范畴类的文章最多，共有 105 篇，占整体比例的 55%；

关于文化视角的选题有 49 篇，占全部比例的 25%；关于学科发展类选题的文献样本有 22 篇，占总比例

的 11%；关于学科应用类选题的论文有 18 篇，仅占总体比例的 9% (见图 1)。 
从这些数据来看，我们会发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关于汉英对比类文献的多集中在语言学范畴类研究

上，而对于学科应用类较少。从这里我们知道，近年来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类从宏观的理论探讨向微观研

究方向集中。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981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烁 
 

 

DOI: 10.12677/ml.2024.129815 483 现代语言学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Chinese-English contrastive analysis on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jor by research content 
from 2012 to 2022 
表 1. 2012~2022 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汉英对比分析类文献按研究方向分类分布情况 

序号 分类 总篇数 

1 文化视角类 49 

2 语言范畴类 105 

3 学科应用类 18 

4 学科发展类 22 

5 合计 194 

 

 
Figure 1.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Chinese-English literature on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jor from 2012 to 2022 
a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direction 
图 1. 2012~2022 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汉英对比分析类文献按研究方向分类比例图 

2.2.2. 文化视角 
本文通过对搜集的资料统计和分析，发现从汉英的文化对比角度入手的比较常见。文化是一个国家

的基本，因此，了解中英两种语言文化间的不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本文主要研究

的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对外汉语教学，在此过程中探讨其在汉语教学中所承担的文化交流责任，是其学术

素养的根本要求。 

2.2.3. 语言学范畴 
语言学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语言结构表现为语音、词汇、语法、文字，这些基础的研究范

畴都是语言学的核心。字的构成，词通过组合方式形成的文字排列就是语法。语义学的研究范畴就是分

析整个句子或者词义的异同等关系，而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修辞就是指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使用各

种语言手段、方法、技巧来达到最好的表现效果。 

2.2.4. 应用性分类 
教材的编写体现了学科应用性，此外，课程教学也是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应用性体现，它

是一种应用性的外化，它是基于课程及其内容所进行的测试，还有网络化教学以及网络化辅助性学习都

是交叉性应用的表现形式。从 2019 年以来，汉英学习 APP 软件对比分析开始出现。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9815


刘烁 
 

 

DOI: 10.12677/ml.2024.129815 484 现代语言学 
 

2.2.5. 学科发展类 
二语习得是汉语国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基于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外语教学而设立的。它

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发展得很快。汉语教学具有自己的特色，并与其它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社会文

化的角度来看，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社会文化和交际在二语习得和认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

强调了它的社会性和互动性，因此它在学科上具有独立性和综合性。 

2.3. 按时间分类 

根据研究的需要，从知网中收集到了 194 篇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对比分析类文献，其中 2012 年有 25 篇，

2013 年有 19 篇，2014 年有 22 篇，2015 年有 19 篇，2016 年有 22 篇，2017 年有 15 篇，2018 年有 14 篇，

2019 年有 13 篇，2020 年有 8 篇，2021 年有 22 篇，2022 年有 15 篇。笔者根据每年的汉英对比分析文献样

本的研究方向，将各年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汉英对比分析类文献样本进行分类(具体情况见表 2)。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Chinese-English comparative analysis literature 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jor from 
2012 to 2022 
表 2. 2012~2022 年各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汉英对比分析类文献统计表 

年份 文化视角类 语言学范畴类 应用性分类 学科发展类 总计 

2012 年 10 13 1 1 25 

2013 年 7 8 2 2 19 

2014 年 5 13 1 3 22 

2015 年 6 11 1 2 19 

2016 年 9 12 1 0 22 

2017 年 3 11 1 1 15 

2018 年 3 8 1 2 14 

2019 年 1 6 5 1 13 

2020 年 0 5 0 3 8 

2021 年 2 14 4 2 22 

2022 年 3 6 1 5 15 

合计 49 107 18 22 194 

 
从上面的各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汉英对比分析类文献统计表中，我们可以知道每年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汉英对比分析类文献主要涉及文化视角、语言学范畴、学科应用性、学科发展四个角度。从整体上来

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汉英对比分析类文献存在着不均衡现象，多集中在语言学范畴和文化视角上；最

后，从这 10 年的文献样本的篇目中，我们可以知道这 10 年的关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汉英对比分析类文

献研究方向逐渐向学科应用性方向发展。 

3. 研究内容 

在对 194 份有效样本的具体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从微观角度对其进行了分类。也就是根据研究样

本中所包含的特定的研究内容来进行分类。从研究的内容来看，英汉两种语言的比较研究可以划分为四

大类，即：语言要素类，教材编写类，跨文化交际类和其他。语言要素类又根据分布情况分为语音、词汇

和语法；教材编写类对教材进行更细致的整理，可以分为专项教材、综合教材、教材练习等；在其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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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涉及教学、二语习得以及创新内容的汉英对比分析，细致的研究内容的分类能够更透彻地表述汉

英对比分析类文献的特点(见表 3)。 
 

Table 3. The distribution of domestic Chinese-English contrastive analysis i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2012 to 2022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tent 
表 3. 2012~2022 年国内汉英对比分析在汉语作为二语习得中按研究内容分布情况 

序号 分类 总篇数 

1 语言要素类 107 

2 教材编写类 18 

3 跨文化交际类 49 

4 其他 22 

5 合计 194 

3.1. 语言要素类 

语言要素类又根据分布情况分为语音、词汇和语法，其中关于语音研究的有 10 篇，词汇研究的有 58
篇，语法研究的有 39 篇，词汇研究的文章数量最多(见表 4)。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language elements 
表 4. 语言要素类分布情况 

分类 总数 

语音 10 

词汇 58 

语法 39 

3.1.1. 语音 
在语音研究方面，所涉及的研究包括了辅音、韵母、声调、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给出

了相关的教学建议。 
李欣(2014)比较了汉语和英语中的辅音成分。通过对欧美学生声母部分的全面剖析，使欧美学生逐步

形成汉语语音和韵声的发音技巧。本文还就如何防止偏误的出现提出了一些建议[1]。 
梁宁(2016)选择了汉语和英语的元音现象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汉语元音习得的困难程度，以此来

预测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学习汉语元音时可能出现的偏误，并探讨如何有效地提高汉语元音的习得效

率[2]。 
语音是语言学习的基础，也是汉英对比分析的重要方面。近十年来，研究者们对汉英语音系统进行

了深入对比，发现两者在音节结构、声调、重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汉语特有的声调系统对英

语学习者来说是一大挑战，需要通过大量的听力和模仿练习来掌握。此外，汉语中的一些辅音发音方式

也与英语不同，如舌尖后音、舌根音等，需要学习者特别注意。 

3.1.2. 词汇 
在词汇方面的汉语对比分析内容包括：语素、构词、熟语、借词等。 
杨雪雪(2012)从汉语亲属称谓体系的特征入手，比较中英两种亲属称谓语的异同，并对其所反映出的

中、西方家庭观进行了比较。针对当前汉语教学中亲属称呼语教学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外国留学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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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亲属称呼语教学的必要性，并针对外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给出了相应的教学对策

[3]。 
尹金凤(2018)采用中、英对照法，对尼日利亚两个孔子学院进行了汉语成语教学的实证研究，试图证

明汉英对照法在对外汉语成语教学中的可行性[4]。 
通过分析近十年来的汉英词汇对比的文章，笔者发现研究者们通过对比汉英词汇的语义、词性和用

法，揭示了两种语言在词汇层面的异同。例如，汉语中的量词丰富多样，而英语中则相对较少，这要求

学习者在掌握汉语量词时付出更多努力。同时基于词汇对比的研究，提出了多种词汇教学方法，如对比

法、普遍联系法，研究者们还探讨了不同词汇习得策略的有效性，如联想记忆、词根词缀法等，为学习

者提供了实用的词汇学习建议。 

3.1.3. 语法 
在对语法类进行分类整理后，发现它的研究数量比较多，涉及实词、虚词、短语、句法成分和标点

等方面。在英汉两种语言中，语法与词汇的运用占多数。 
陈伟聪(2021)比较了现代汉语中的“被”字句和英语的被动句的句法构成和句式意义，结果表明汉语

中的“被”字句是受主语制约的，而英语则没有这种制约[5]。 
彭磊(2018)通过对汉英省略句句法成分的对比研究，发现汉英省略句在主语省略、谓语和宾语省略等

三个层面上存在着差异[6]。 
汉英语法对比分析主要关注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词序、时态等方面的差异。例如，汉语注重意合，

句子结构较为灵活；而英语则注重形合，句子结构相对严谨。这种差异要求学习者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特

别注意语法规则的掌握和运用。 

3.2. 教材编写类 

教材所涵盖的范围很大，主要有专业教科书、综合性教科书、教科书习题等，特别是外国教科书在

对汉语教学的编写时，突出汉语在教科书中的地位，通过与本地化教科书进行比较，使教科书的编制更

加合理，更好地服务于教材的编写。 
例如：张丽(2022)以英汉两种语言为例，从题量、题型和练习内容三个角度，系统地研究了英语口语

教学中的交际练习。结果表明：汉语口语教科书中的交际性训练比例偏小，试题类型单一，并给出了一

些改进意见[7]。 
宫雪(2018)以第二版《发展汉语·初级综合(I)》和《新概念英语·英语初阶》(修订版)为研究对象，

根据有关理论，对两套英汉语言教科书在编制理念、内容编排、语法内容选择与呈现、练习目标与方法

等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与分析[8]。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教材开始注重汉英对比分析，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汉语的特点和难点。例如，

在教材中加入汉英例句对比、语法点对比等内容，帮助学生直观地感受两种语言的异同。此外，一些教

材还融入了跨文化交际的内容，帮助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习俗。 

3.3. 跨文化交际类 

汉英对比分析类文化方向涉及的内容包括社会语言、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节日。社会语言项中有关

于跨文化交际中禁忌语、礼貌用语、和语言表述等内容。历史文化背景中，涉及到历史来源、宗教文化

等。传统节日中，多数以中国的新年和英语国家中类似节日进行对比。 
周巍(2018)对中英两种语言中的死亡委婉语与地域、宗教、价值观、隐喻观、礼仪观、怜惜观等文化

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们并非仅仅受到某一种文化理念的影响，而是来自于这一种或几种文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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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混合影响[9]。 
郭巧利(2017)认为由于英汉两种语言都属于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因此在语言的运用与应答上也有

很大的差别[10]。 
汉英对比分析在跨文化交际中的研究主要关注通过对比汉英两种语言中的文化元素和表达方式，揭

示文化差异对语言学习的影响。例如，汉语中的敬语、谦辞等表达方式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点，需要学

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特别注意。 

3.4. 其他 

3.4.1. 教学类 
教学方面的内容比较集中，大部分都是以教学法、教学技巧的比较为主，也涉及到了教学内容的优

化，教学模式的新探索以及课堂环境的比较，主要是以具有过国外教学经历的作者为例，进行的中英比

较。 
黄欣(2014)采用比较分析方法，首先在语义、语法上区分“不用”与“不要”；其次，以汉语为例，

考察英语本族语者在“不用”与“不要”两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偏误，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

[11]。 

3.4.2. 二语习得类 
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称是“Master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英文简称为

MTCSOL，所以，国际中文教育是一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比较研究对象包括目的语和非目的语，

学习环境，学习动机，学习态度，正迁移和负迁移等。 
例如：李健(2014)基于汉英两种语言的民族思维，对两种语言进行二语教学的理论、实际教学

模式的特征及需要面对的问题进行了对比，并对各种类型的任务型教学课程进行了分析、设计等

[12]。 
就量而言，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还较少。由于二语习得是一个新的课题，它的发展历史较短，

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又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它建立的时间比其它专业要短，因此，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

和完善，二语习得方面的研究结果将会不断地充实起来。 

3.4.3. 网络应用类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网络技术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教与学中都贡献了科技智

慧，使学习更加轻松愉快。目前，网络的作用已扩展至汉语教学领域，所搜集的比较研究的资料中，与

之相关的有汉语学习网、加拿大的“我的中文”教学网和网上孔子学院等。通过对汉字笔顺教学，课程

学习自我测试，网上词典等多个方面的对比和分析，指出了各个网站的优缺点。 
例如，李胜君(2019)选取了“Hello HSK”、“HSK Online”这两种汉语能力测试软件，与一款比较

成熟的英语辅导软件“有道四六级”，从基本结构、界面设计、内容设置、软件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

较研究[13]。 
目前热门的 APP 在理论研究上明显缺乏，在设计理念和思路的系统性梳理上也存在着不足，所以，

在对这类 APP 的设计、思想和理念进行了对比分析，为今后的语言学习 APP 的设计和研究提供了参考。 

3.4.4. 修辞类 
修辞类文献较少，涉及到的辞格多为比喻。 
陶慧萍(2017)以情感隐喻为切入点，对英汉两个译本的“喜悦”表达方式在《围城》中进行了比较分

析，从而发现英汉两种语言中“喜悦”这一类情绪的隐喻表达方式同异并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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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语篇类 
在收集到的汉英对比研究内容分别讨论的是文章体裁和文章推进模式。特别要提出的是文章体裁和

推进模式，为我们研究方向打开了新的思路。 
例如，张真真(2012)在前人的基础上，归纳出六种不同的主位推进模型，并将其与英语广播新闻的主

位推进方式作了比较，比较了汉语两种不同篇章在主位推进方式上的异同，并进一步探讨了导致这种差

异的主要因素[15]。 

4. 研究方法 

近十年来，汉英对比分析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和发展。除了传统的对比分析法外，

还引入了实证研究法、语料库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这些新方法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加科学、系统的研

究工具，有助于深入揭示汉英两种语言的异同及其对学习者的影响。 

4.1. 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是汉英对比分析中最基础且核心的方法。研究者通过对比汉语和英语在语音、词汇、语

法、语用等层面的异同，揭示两种语言的本质特征及其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郑重(2013)对收集到的大量材料进行了梳理和研究，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式，形象、具体、细致地探

讨了中英两种不同的文化差异[16]。 
李苏明(2012)比较了英语与汉语礼貌语言的使用方式，发现了不同之处，并道明原因[17]。 
对比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手段，对比汉英语言异同点，找到汉语作为二语习得优势以及教学对策。 

4.2. 实证研究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设计实验、收集数据、分析结果来验证假设。在

汉英对比分析领域，实证研究法被用于探讨不同教学方法、学习策略对二语习得效果的影响。 
曾宪朴(2021)以汉语外籍教师和志愿人员为被试，设计调查问卷，通过“程度副词 + 名词”结构的

归纳与英汉对照研究，探讨“程度副词 + 名词”这一结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效果[18]。 
这种方法能够提供直接、可靠的研究证据，为教学实践提供有力支持。 

4.3. 语料库研究法 

随着语料库技术的发展，基于语料库的对比分析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者利用大型语料库，收集

并分析汉语和英语的实际使用数据，通过统计和量化手段揭示两种语言在词汇、句法等方面的共性和

差异。 
宋琳娟(2021)从汉语文学和英语文学的译文作品中选择了 200 多万字，对“非 X 不可”格式的使用

情况进行人工检索。中介语语料是从 HSK 动态语体语料库中获得的[19]。 
这种方法具有数据量大、客观性强等优点，能够为汉英对比分析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 

5. 研究不足 

1. 近十年汉英对比分析研究开拓性不够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发现，大部分文章的主题仍然比较保守。例如 194 篇文本中只

有四篇是有关学科与网络之间的联系的，这种新奇的题目会让人觉得很新鲜，而多数英汉对比分析类的

文章，文章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没有太多起伏的地方。 
2. 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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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的英汉对照研究多采用以内省为基础的静态描述法，缺乏动态研究和实证研究，

缺乏新的理论建构与应用性研究，且以描述性研究居多，缺乏系统的分析与归纳。 
3. 学科意识薄弱 
本文以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 194 个汉英对比分析类的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中 194 个样本进行了

归纳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文章中的学科意识较弱。按照培养方案的规定，论文必须要在选题研究上有

一定的应用价值，因此，在论文的选择上，也要以该学科为基础，向外延伸，结合其它学科或其它有关

的内容，开展发散思维的具体研究。 

6. 未来展望 

1. 丰富研究内容。拓宽研究范围 
中、英两种语言的比较分析类型在不断增多，其研究领域既有学科间的交叉，也有领域间的交叉。

在注重创造性的基础上，对汉语推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将其应用到实际中去。

笔者期望通过本文的研究，拓宽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并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体系。 
2. 应用多种研究方法，拓宽理论基础 
目前，汉英对比分析研究方法多集中于归纳、统计法，未来的研究还可以应用相关的实证研究，通

过语言测试、实验等方式，多结合其他理论基础，进行选题创新。 
3. 增强学科意识 
基于汉语作为二语习得培养计划的需要，中英对照分析研究应当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研究应当以本

专业为基础，再向外延伸，结合其它学科或其它有关内容展开发散式思维的研究。研究应以本体为基础，

以实际应用为课题，并在实践过程中及时进行反馈，对理论知识进行补充。这种方法不仅能使实际工作

的实用性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且还能为本体的研究提供现实基础。 

7. 结语 

本文首先通过数据统计法从数据库中收集到了 194 篇 2012~2022 年关于国际中文教育中汉英对比分

析类的相关文献；然后根据文献分析法和归纳法将这 194 篇论文样本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分类；最后运

用归纳法对 2012~2022 年国际中文教育汉英对比分析类文献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归纳。 
根据研究方向将汉英对比分析的文献分为文化视角类、语言学范畴类、应用性分类、学科发展类四

大类。在对每一个按研究方向分类的文献进行总述和分述时，笔者发现这些文章很多是通过研究者的实

践得来的，很多文章与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实践相联系，同时也发现有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交叉，

这样就使文献的研究有一定的模糊。 
通过时间分类，笔者分别对 2012 年到 2022 年的文献样本进行了分析研究。从横向上即通过对每一

年的文章来看，每年汉英对比分析类文章存在一定的集中性，大部分集中在了语言学范畴。从纵向上即

每一年汉英对比上来看，这十年汉英对比分析研究在不断地深入，逐渐从宏观的理论探讨中转向微观的

方向。 
虽然论文稿在不断推翻自己的各种猜想和反反复复的修改过程中完成了，但是笔者的理论水平和理解

上有所欠缺；同时对于资料和数据的梳理、归纳及整理还不够系统，分类还不够严谨；自己在评述分析和

总结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有很多的不足，使得这篇论文还存在着很多的不成熟，需要后期不断地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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