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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是语言中的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可以组成词组，构成句子。词是一个重要的语言单

位，也是我们教学的重点之一。词汇教得好，能够让学生较快地掌握与理解这些词，正确书

写与使用这些词的汉字，运用这些生词造出符合汉语习惯的句子。为学生掌握词汇减少了难

度，增加了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同时也可以为汉语教学增加生趣。 

  但是，目前大多数的教材安排的内容，课文的生词表多只有生字、读音、英语义，不能完

全满足词汇教学的需要。本文拟针对这种情况，结合本人多年来的教学实践，从以下四个方

面谈谈生词的课堂教学策略，供教学参考，并恳切希望与会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词汇教学融入汉字知识 

 表意系统的汉字与汉语的词有着密切的联系，教学词汇时，对汉字的偏旁部首、构字方

式及其与词义的关系等作适当的介绍分析，大有助于词汇的教学。现行的课本虽然多有汉字

知识的专门内容，但是具体到每一课、每一个词所使用的汉字，有时候还是需要对汉字进行

分析，以帮助学生以字入词，从而掌握词汇。以下举几个方面的例子。 

 

1、对汉字构字造意的分析 

 传统汉字学有“六书”之说，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为构字造意的方式。运

用四书理论对汉字进行分析，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理解词汇。以下是运用四书分析汉字的一些

有用的例子。 

 人  日  月  山  水  木  火    

 这些字都是象形字，它们像真实事物的轮廓。写出这些象形字的古文字形体并加以说明，

学生立即就能知道这些字的字义，也就是掌握了这些词的词义。 

 刃  亦  旦  

 这些字是指事字当中的第一种，他们有两个部分，一是字或字的变体，另一是符号，即

字加符号构成的字。其意义是直观加推理。分析：刃，由字“刀”和符号点组成。指示此字

的意义在符号的地方，刀刃。亦，由“大（人）”和符号两点组成。两点表明此字的意义是腋

下。旦，由“日”和代表地平线的一横组成。表明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即早晨的意思。 

 上  下 

 这些字是指事字当中的第二种，他们也有两个部分，但这两个部分都是符号，即全由符

号构成的字。其意义也是直观加推理。分析：上、下，这两个字的长横（或长弧）是基准线，

短横（或短弧）代表某物在上或在下。意思就是上、下。 

 友  休  采  看  牧 

 这些字是会意字，他们也多有两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是字或字的变体，即全由字作构件

构成的字。其意义是所谓的合意，每个部分合在一起加以推理。分析：友，由两只手构成，

两人握手（ 和 ），表明友谊，是友好、朋友的意思，不是两指手的意思。休，人靠在树（木）

旁，表示休息之义。采，手在树上，表示采摘之义。看，手在眼上，表示看的意思。牧，手

（又）执鞭（卜）站在牛旁边，表示放牧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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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松  柏  枝  椅 

 氵（水）——江  湖  油  洗 

 口——喝  唱  吃  吻 

 （足）——跑  跳  跟  蹈（舞蹈） 

 扌（手）——拉  推  打  扔 

 这些是形声字，他们是由形旁和声旁两部分组成，一般是左边部分是形旁，右边部分是

声旁。形旁的分析可以帮助了解这些字的意义范畴，从大的方面掌握词义。分析：“木”、“氵”、

“口”“ ”“扌”都是很常见的形旁，它们的意义范畴分别与树、木，河、水、液体，口的

动作，腿脚的动作，手的动作有关。 

 在许多情况下，形声字的声旁提供给我们字的读音线索，分析这些字的声旁，有些对掌

握这些字词的读音也有作用。如“枝”就读“支”，“油”就读“由”等。当然，也告诉学生，

汉字经过了许多个世纪的发展变化，不少形声字的声旁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汉字的读音了。

如：“松”不读“公”，“江”不读“工”等。（当然有些还是可以从方言看到声旁原来的读音，

如“江”在不少方言里读 gong, “闻，问”读 men） 

 

2、对汉字偏旁形体的分析 

 由于汉字形体多次变革等原因，导致一些汉字的构件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相同形体表示

不同意义，二是不同形体表示相同意义。做这些方面的分析，对个别词乃至成组的词的掌握

都很有作用。如： 

 鱼（鱼）燕   黑  照  煮  炒  秋 

 灬：黑、煮、照≠灬：鱼、燕 

 灬：黑、煮、照＝火：炒、秋 

 “鱼”“燕”的灬是由象形字鱼 和燕子 的尾巴变来的，是图画简化的符号；“黑”下

灬与“秋”右旁的火相同，是火的异形。这样介绍分析“鱼”“黑”“燕”下四点汉字构建的

来源不同，所表示的含义有别；介绍分析“黑”下四点与“秋”偏旁“火”的形体已经大相

径庭，但却是同一形体的变体，在汉字造意中代表相同的意义。这是一组不叫错综复杂的例

子。 

 相同形体表示不同意义的。如： 

 月（“月亮”义）：期、明、朗≠月 （“肉”义）：脑、脸、胳膊、肺、肝 

 不同形体表示相同意义的。如： 

 人＝“你”的左边，“卧”的右边，“危”的上边，“寒”的中部… 

 手＝“打”的左边，“拿”的下边，“取”的右边，“友”的上下偏旁… 

 刀＝“切”的右边，“分”的下边，“割”的右边，“解”的右上角 

 还有一种情况是分析辨别汉字的一些近似形体，也对词义的掌握，汉字的书写有很重要

作用。如： 

 氵：江、河、清、洗   ≠ 冫：冰、冷、冻、寒、冬 

 目：眼睛、睡、督、睹 ≠ 日：晴、时、晚、明 

 衤：被、衬衫、裤、裙 ≠ 礻：祝、礼、祈祷、视（形旁是“见”） 

 禾：租、秋、稻、秧   ≠ 木：树、桃、李、梨 

 给学生介绍汉字形体的变化、偏旁部首表意的异同一类知识，学生就知其所以然，增加

了词汇学习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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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汇教学融入文化知识 

 

1、对汉字文化知识的分析 

 如上所言，汉字是表意文字，汉族的文化方方面面都在汉字形体中有所体现，汉字与汉

语词汇又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把文化知识融入词汇教学，对学生汉语词汇的准确掌握与深层

理解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有些词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分析其文化的含义。以下约举数例。 

 姓  妻  男  家  改 

 这些字可以从社会家庭方面进行分析。“姓”是一个形声字，声旁“生”表示读音，形旁

“女”表示意义范畴。“女”，妇女、女性。通过“姓”的女旁，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女

性社会。孩子跟母姓，不跟父姓。“妇”意思是妇女，是一个妇女跪在扫帚旁，将拿扫帚去劳

动。“妻”的意思是妻子。一个丈夫拿扫帚给他的妻子。“妇”和“妻”表明古代中国妇女、

妻子负责家务。那么谁在野外劳动？“男”的意思是男子、丈夫，两个偏旁“田”和“力”

表明是他们在田地里劳动。“家”是屋子、房子、家庭的意思，有猪在家里。这个字告诉我们

古代中国猪和人同住。 

 财  贫  购  贸  赌  赚  贵  贱  贺 

 这些字可以从经济方面进行分析。“贝” 是贝壳。以上一组字都是“贝”旁，它们都与

钱财有关。我们由此可以推测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做过货币，现在我们还可以在博物馆中见

到它们。 

 有  得  孝 

 这些字可以从哲学观念方面进行分析。“有”是一只手拿着一片肉。古代中国肉是非常有

价值的东西，某人得到了肉，他就富有了，得肉为有。“得”是手上拿着贝，贝是货币，持有

货币为得。“孝”上面是“老”字，下面是“子”。“老”在“子”上，表明子女必须尊敬父母

前辈。 

 教 

 这个字可以从教育方面进行分析。“教”是一位教师或者父母手里拿着一根棍子站在一个

孩童旁边，意思是你如果不好好学习，就打你。 

 牢 

 这个字可以从法律方面进行分析。“牢”是一头牛（或者羊、马）在圈中。它起初的意思

就是牲畜的圈。中国古代的犯人被判入圈中，那时中国还没有真正的牢房。所这个字后来有

了牢房的意思。 

 取 

 这个字可以从战争方面进行分析。“取”是一只手抓一只耳朵。为什么这个字是取得的意

思？因为中国古代打仗，将军给士兵的奖励是根据杀死敌兵的多少。杀死敌兵的多少是以有

多少个敌兵的左耳朵来计算的。一只左耳朵表明杀死了一个敌兵。战斗以后拿着所有敌兵的

左耳朵去向将军报功，将军按照耳朵的多少奖励士兵。 

 把这些透过汉字反映出来的文化知识介绍给学生，可以加深学生对词义的理解。 

 

2、对词汇本身文化知识的分析 

 汉字体现文化是汉字所独有的，而词汇体现文化则是所有语言共有的。对词汇本身文化

知识的分析同样有助于词汇教学。如： 

 比如讲到颜色的时候，可以讲一讲在颜色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上的差异： 

黄色是汉民族崇尚的颜色之一，如历代帝王多穿黄衣。不过现代黄色有贬义色彩，如黄色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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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黄色小说等。红色也是汉族最常用也最喜欢用的一种颜色，如汉族人在庆贺传统的重大

节日时，举行婚礼时，都喜欢红色，表示喜庆。白色一般指不太好的意思。丧礼上，都是用

白色。再如，战争年代中国的“红色根据地”、“白色恐怖区”；文革时期的“又红又专”、“白

专道路”；这些词语中的“红”“白” 

都是相对的，“红”褒义，而“白”贬义。 

 在教学汉语数字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介绍与数字有关的文化含义。如“二、四、六、

八、十”都是双数，送礼物的时候最好是买个双数，“二”是“成双成对”，四是“事事如意”，

“六”是“六六大顺”，“八”表示“大发”，“十”是“十全十美”。不过“四”，因为在有些

方言里和“死”谐音，所以现在有些地方忌讳说 “四”。 

 另外，一些数字组合在一起并不是表示数字。如： 

 三和两组成的词语表示少数：三三两两、三言两语 

 三和五组成的词语表示少数：三三五五、三番五次、三令五申 

 三和四组成的词语表示贬义：不三不四、低三下四、朝三暮四、丢三落四 

 七和八组成的词语表示不安或杂乱等，常含贬义：七上八下、七嘴八舌、七手八脚、七

大八小 

 还有像“炒鱿鱼、吃醋、半瓶醋、铁饭碗、戴高帽子、穿小鞋、胸有成竹、对牛弹琴”

等等，这那些惯用语、成语、歇后语、谚语等都不是能从字面上可以解释得了的。 

 

三、词汇教学融入词汇学知识 

 

1、对词汇构词知识的分析 

 汉语构词有不少自身的特点，比如词根加特定的前缀、后缀构词就有特色，介绍这类构

词知识，可以以简驭繁，成类掌握词汇。如： 

 后缀： 子——桌子、椅子、鞋子、袜子、裤子 

 前缀： 老——老师、老虎、老鼠、老外、老板 

   可——可怕、可怜、可爱、可笑 

 有时候需要加以辨析。如： 

 老房子的老，老朋友的老，老工人的老≠老师的老，老师的老是词的前缀 

 孙子 zi3 的子是学者、老师之义≠孙子 zi 的子，孙子 zi 的子是词的后缀 

 不少构词方式，不同的语言则具有共通性，  

介绍具有共通性语言构词知识，同样可以给词汇教学带来不少好处。以下举几组词根加词根

构成的合成词的例子。 

 并列：寒冷 大小 多少 图书  国家  东西  朋友  认识   

 有的并列结构的词中的两个字是同义，可以互相解释，有的变成一个新义，有的其中一

个意义已经虚化，这些可以跟学生做适量的介绍，帮助正确理解词义。 

 偏正： 中文   英文   日文 

   早饭  中饭  晚饭 

   电脑  电视  电话  电影 

   同学  同岁  同龄  同事  同行 

 这种偏正结构的词，往往可以把学过的词串起来，使易学易记。 

 动宾：发音  见面  帮忙  请客  结婚  睡觉  回家   

 如果说明清楚这类词的构词方式是动宾式，这类动宾式的动词多不能带人称代词宾语，

学生就不会造出像“今天我请客你”、“我在图书馆见面他”这样不符合汉语习惯的句子。 

 构词知识的介绍和分析，有利学生掌握词汇，还有利于学生将来进一步学习汉语。 

2、对词汇词义知识的分析 

 词义问题在语言学中是一个很复杂深奥的问题，但是有些知识仍然可以用来帮助词汇教



学。以下举几个分析词的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的例子。 

 聪明——词义：智力发达，记忆和理解能力强。“聪”的本义是听觉好，所以这个字的部

首是“耳”，如“耳聪目明”，其实，聪明就是“耳聪目明”的引申义。 

 新闻——词义：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报道的消息。“闻”的原来的本义是听见，部

首是“耳”（“门”是声旁），如“耳闻目睹，百闻不如一见”等。新闻的意思与耳闻、听闻的

意思密切联系，与闻嗅的关系则相对较远。 

 颜色——词义：由物体发射、反射或透过的光波通过视觉所产生的印象。“颜”的本义是

脸，部首是“页”（ 象形字，像人突出的人头，本义是头），如“和颜悦色，笑逐颜开”，“书

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颜色憔悴”（容貌）、“羞愧的颜色”（脸上的表情）、

“给他一点颜色看看”（指显示给人看厉害的脸色或行动）的“颜色”都与颜脸密切相关，而

“颜色”的“由物体发射、反射或透过的光波通过视觉所产生的印象”词义则是由具体的词

义抽象发展出来的。 

 除此之外，诸如同义词、反义词之类的词汇学知识的介绍分析，也同样可以帮助学生词

汇的学习与运用。 

 

四、小结 

 

 汉语字词关系决定了汉语词汇与汉字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对汉字的分析，以字入词，

当是汉语词汇教学的一个有效途径。汉语词汇和任何其它语言的词汇一样都载有文化信息，

而汉语不同于其它语言的一点是其表意文字同样载有丰富的文化信息，把字词文化知识融入

汉语词汇的教学，不仅可以有裨益于词汇学习掌握，还有助于学生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理解与

了解，增加学习兴趣。词汇学建立于实际词汇研究基础之上，反过来最直接的对汉语词汇教

学实践起到指导与以简驭繁的作用，所以词汇教学中融入词汇学知识的介绍分析，不仅有利

于学生当前词汇的学习，还会对学生将来进一步深造汉语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围绕这三个

方面探讨了课堂教学的策略，希望有裨益于词汇教学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词汇教学的课堂策略可以多角度多途径地进行实践与探讨，如课堂教学中适当对

汉英词义差异，即汉英词义不对等与对等关系进行介绍分析就很有帮助于学生学习词汇。总

之，词汇教学的课堂策略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有待于同人们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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