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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目前确定词汇教学顺序

的主要依据是《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１９９２年编制）和《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
等级划分》（２０１０年编制）中的分级词汇表。这两
个规范文件是基于词频划分出来的词汇教学等级

标准，在国际汉语词汇教学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

用。然而仅以频率为标准安排词汇教学顺序，

“会违背人类认识事物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

律，从而降低教学效率”［１］。有鉴于此，杨吉春［２］

提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应以常用基本层次范畴

词汇教学为中心”，即在国际汉语词汇教学中“常

用基本层次范畴词汇”应该首先被二语学习者学

习和掌握。这一提法的理论依据来源于“基本层

次范畴”理论。所谓常用基本层次范畴词汇是指

基本层次范畴词汇中常用的词汇。它们不仅是人

们优先习得的词汇，同时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

批词汇。

二、基本层次范畴理论及实践研究综述

ＲｏｇｅｒＢｒｏｗｎ（１９５８）指出：“一件东西在范畴
等级中可以有不同的名称，而某一范畴等级的名

称具有优先地位，事物首先在此等级上被划分。

此等级范畴即基本范畴。”［３］该范畴是人们认识

世界的一个基本面，可以分别向上、向下扩展。

Ｒｏｓｃｈ＆Ｍｅｒｖｉｓ（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将范畴分为上义层次
（如水果）、基本层次（如梨）、下义层次（如黄梨）

等三个主要层次。他们通过试验证明基本层次范

畴是“人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最直接、相关性最

大的关联点，因而也能最有效地反应客观世

界”［３：２３］。表达基本层次的词即 “基本层次

词”［４］，本文简称为“基层词”。基层词具有经验

感觉上的完整性、心理认识上的易辨性、地位等级

上的优先性、语言交际中的常用性等几大特征，是

人类大多数思维借以展开的基本面。

具体到国际汉语教学，当前划分词汇教学等

级的规范文件以词频为标准，存在抽象性词语出

现频率高于具体性词语出现频率的现象。杨吉

春［２］因此提出词汇教学顺序的确定在考虑词频

的基础上，还应考虑到词汇在认知上的层级关系，

将二者结合起来共同服务于词汇教学。她主持的

２０１１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汉语教学
中的基本层次范畴词库建设研究”拟研制出更符



合人类认知规律和语言习得顺序的词库，以供国

际汉语教学总体设计、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之用。

目前，该课题组成员如宋飞（２０１１，２０１４）、蔡甜
（２０１２）、李倩（２０１３）、金田甜（２０１４）、李文婧
（２０１４）、马婧（２０１４）、祁淑玲（２０１４）等已经对现
代汉语基本层次范畴词汇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提

取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三、典型基层动词及其教学顺序的确定

（一）典型基层动词

李文婧（２０１４）运用基本层次范畴理论，在确
定典型基层动词的基础上，对现代汉语动宾式结

构中基层动词与名词宾语的搭配情况做了调查研

究。她根据经验感觉上的完形性和使用频率两条

标准，以《现代汉语分类词典》“生物活动”类词语

为考察对象，提取出３７个典型基层动词。这些典
型基层动词即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二）确定典型基层动词教学顺序的参照标

准

提取出的典型基层动词内部先学哪些词，后

学哪些词，也需要进一步区分，其中更容易为人们

所认知和习得的、使用频率高的常用词应优先被

掌握。杨吉春［１］认为可以依据《现代汉语通用词

频级位序词典》或者《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

词汇等级划分》中划分的词汇等级（后文简称为

“《词汇等级划分表》”）将基层词进一步分为不同

的教学层次。

《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

是面向全球汉语教学的国家标准，“是一种标准

化、系统化、规范化、精密化的等级水平划分”［５］，

也是汉语教学进行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

和课程测试的主要依据，因此本文选择根据《词

汇等级划分表》中词汇的分级情况确定典型基层

动词的教学顺序。

四、典型基层动词在国际汉语词汇教学中的

分布情况考察

（一）典型基层动词在《词汇等级划分表》中

的分布情况考察

李文婧（２０１４）提取出的 ３７个典型基层动
词［６］为：触、按、拉、拿、掀、举、抬、放、包、穿、脱、

弄、洗、擦、切、握、走、跑、跳、踢、坐、立、看、听、闻、

吃、和、叫、爬、飞、游、翻、滚、靠、屈、伸、呼吸。

根据基本层次范畴理论，在“生物活动”类词

语中，上面提取出的这３７个典型基层动词在认知
上具有地位等级上的优先性，在语言交际中具有

常用性，因此在教学中也应被优先习得和掌握。

因为这些典型基层动词的提取最初并非面向国际

汉语教学，所以笔者首先要对上述提取结果进行

一定的人工干预。

在国际汉语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教给学习者

的是规范、鲜活的现代汉语词汇，因此要首先排除

其中与现代汉语规范词汇无关的词语，比如非词

（短语和词素）、方言词、古语词，等等。在现代汉

语中，一般而言，“触”和“屈”两个词只能通过和

其他词素组合构成新词，而不能单独成词，因此不

宜归入国际汉语教学基层词库当中。排除“触”、

“屈”两个词后，笔者进一步对剩下的３５个典型
基层动词在《词汇等级划分表》中的分布情况做

了进一步考察，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典型基层动词在《词汇等级划分表》中的分布情况统计表

等级 典型基层动词（按出现顺序排列） 百分比

普及化

等级词汇

１ 包、吃、穿、飞、放、喝、叫、看、拿、跑、听、洗、走、坐 ４０％

２ 举、靠、拉、弄、爬、跳、闻、游 ２２．９％

３ 按 ２．９％

中级词汇 擦、翻、滚、呼吸、立、切、伸、抬、踢、脱、握 ３１．３％

高级词汇 掀 ２．９％

高级“附录”词汇 ——— ———

　　根据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理论，这３５个典型基
层动词属于应该优先被习得的一批词汇，然而在

基于频率选定的词表中，它们却被分在了不同的

词汇等级中。从上表可以看出，虽然多数典型基

层动词（约６５．８％）被归入普及化等级词汇中，但
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词语被归入了中级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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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高级词汇表中。这一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为什么基于大纲编排的教材存在具体性词语

的学习滞后于很多抽象性词语的现象，同时也有

助于解答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学习者时常感到

课堂上所学的不少词语在生活中用不到，而在实

际生活中需要表达的词语课堂上却并未涉及？因

为基于大纲编写的教材在选择教学词语时存在忽

视人类认知顺序的问题，所以造成了有些母语学

习者优先习得的词语未被二语学习者优先学习的

现象。因此，笔者认为进行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的

提取工作，建设基层词库，对国际汉语教学具有积

极意义。因为在考虑认知层级关系的基础上建设

的基层词库能够使我们把词频和认知结合起来安

排词汇的教学顺序，从而能使教学所选词语更好

地实现常用与实用的结合。故笔者选择以《词汇

等级划分表》中的词汇等级划分结果为参照标

准，确定典型基层动词的教学顺序。

（二）典型基层动词教学顺序的确定

《词汇等级划分表》将所收词语分为普及化

等级词汇、中级词汇、高级词汇和高级“附录”词

汇四个等级。笔者对这 ３５个典型基层动词在
《词汇等级划分表》中的分布情况和所处等级进

行了逐一考察和交叉对应，将其分为了以下三个

等级：常用基层动词词汇（收录在“普及化等级词

汇”中的词，下称“常用词”，２３个）、次常用基层
动词词汇（收录在“中级词汇”中的词，下称“次常

用词”，１１个）、非常用基层动词词汇（收录在“高
级词汇”、“高级‘附录’词汇”中的词或未被收录

的词，下称“非常用词”，１个）。这里需要特别说
明的是，因《词汇等级划分表》将普及化等级词汇

又分为了三个档次，故笔者据此也将常用词分为

了三个等级，中级词汇、高级词汇和高级“附录”

词汇没有做内部划分，因此本文也只做整体归类。

经过比对，这３５个典型基层动词在教学中的排列
顺序为：

（１）常用词：①包、吃、穿、飞、放、喝、叫、看、
拿、跑、听、洗、走、坐；②举、靠、拉、弄、爬、跳、闻、
游；③按。

（２）次常用词：擦、翻、滚、呼吸、立、切、伸、
抬、踢、脱、握。

（３）非常用词：掀。
《词汇等级划分表》依据词频选取词汇，基本

层次范畴词库基于认知提取基层词汇，在二者结

合的基础上确定的教学顺序既考虑到了词频，也

能顾及到词汇在认知上的层级关系。笔者认为，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课文生词如果能参照这一划

分结果进行编排，所选词语基本上能兼顾使用频

率和认知顺序这两个方面，将词汇的常用性和实

用性更好地结合起来。

（三）典型基层动词在《新实用汉语课本》中

的分布情况考察

刘繤主编的《新实用汉语课本》（第２版）（后
文简称为“《新实用》”）是国际汉语教材界的一套

很有代表性的教材。自２００２年出版发行以来，该
套教材“已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基础汉语教

材之一”［７］，受到各地汉语教师和学习者的关注，

同时也是学界经常讨论的对象。

该套教材共六册，其中第一册至第四册为初

级及中级前阶段，第五、六册为中级阶段。依据基

本层次范畴理论，人类习得语言词汇始于基层词

汇，且以典型基层词汇为中心。本文的研究对象

为典型基层动词，从符合人类认知顺序的角度来

讲，在教学过程中，它们应是最早被掌握的一批动

词。也就是说，在中级阶段结束时，从理论上讲，

学习者应该已经学习过这些词语。基于此，本文

认为以《新实用》中的词语为研究范围，考察典型

基层动词的出现情况和教学顺序是适宜的。因此

在确定了典型基层动词教学顺序的基础上，笔者

进一步考察了它们在《新实用》中的分布情况。

１．典型基层动词在《新实用》中的分布情况
前文提到，基层词可以向上扩展到更为抽象

的词汇，也可以向下扩展到更为具体的词汇，而下

义层次的词语常常是由基层词汇构成的复合词。

这意味着，对基层词的掌握，有助于人们理解和记

忆由其作为语素参与组构的新词。在教学中也是

如此，如果学习者能够提前学习和掌握这些典型

基层动词，对其理解和记忆由这些词作为语素组

构的新词语是有帮助的。笔者对这３５个典型基
层动词在《新实用》中的具体分布情况进行了考

察和统计，具体情况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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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典型基层动词在《新实用》中的分布情况统计表

典型基层动词

出现位置
所含词语① 百分比

未出现 按、翻、呼吸、立、脱 １４．３％

“补充生词”②部分 闻、握、拉 ８．６％

“生词”部分
喝、叫、坐、看、吃、穿、听、洗、拿、走、包、跑、游、踢、爬、放、切、跳、举、

抬、靠、擦、弄、伸、滚、掀
７４．２％

其他 飞③ ２．９％

　　从上表可以看出，“按、翻、呼吸、立、脱”五个
词在《新实用》中未出现，占比约１４．３％，“闻、握、
拉”出现在教材的“补充生词”部分，约占比 ８．
６％。而在笔者确定的典型基层动词教学等级中，
“翻、呼吸、立、脱、握”等五个词属于次常用词汇，

“拉、闻、按”三个词属于常用词汇，但在该套教材

中占比约２２．９％的这两类典型基层动词却未被
纳入学习者应该掌握的词汇范围之内。

①　在教材中出现的典型基层动词按课文顺序排列，教材中未出现的词则按音序排列。

②　《新实用汉语课本》对补充生词的学习要求为“补充生词由学习者量力吸取”。

③　“飞”此处是作为“飞机”的语素之一出现在生词表中的。

《新实用》为便于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记忆

生词，有意识地对能产性较强的语素进行了分析。

笔者因此也对由这些典型基层动词所组构的词语

的情况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在《新实用》中

“按、翻、立”三词虽然未收入，但却以构词语素的

身份出现在了生词表中，如“按摩、立交桥、建立、

独立、翻译”等。此外，“闻、握、拉”虽然归入了

“补充生词”，但在由它们所组构的词语中，除“拉

车”外，“新闻、握手、握拳”等都属于需要掌握的

生词。因此笔者认为，该套教材在对构词语素进

行介绍、分析时，在语素的选取和编排顺序上还有

进一步调整的空间。

２．典型基层动词在《新实用》中的教学顺序
《新实用》将前四册教材归入初级和中级以

前阶段，后两册教材归为中级阶段。为方便比对，

笔者将前四册又明确分为了两部分，一、二册为初

级阶段教材，三、四册为准中级阶段教材。笔者将

该套教材按教学阶段分别与本文确定的典型基层

动词教学顺序的三个等级进行了比对，结果见表

３。
经统计，除未出现的典型基层动词（“按、翻、

呼吸、立、脱”，约占１４．３％）外，在该套教材里出
现的３０个典型基层动词中，只有７０％的词语的

教学顺序与基于词频和认知顺序确定的教学等级

基本相符，另外占比约三分之一的词语在教材中

的出现顺序晚于笔者所确定的典型基层动词教学

顺序。

表３　典型基层动词教学顺序等级与
在《新实用》中的出现顺序比对表

比对结果 典型基层动词

基本相符

拿、掀、抬、放、包、穿、洗、切、握、

走、跑、踢、坐、看、听、吃、喝、叫、

爬、飞、游

不相符
出现 拉、举、弄、擦、跳、闻、滚、靠、伸

未出现 按、翻、呼吸、立、脱

虽然教材在选择词汇时会因需要考虑目标群

体、教学目标、话题内容等因素而出现词语的教学

顺序与人们的普遍认知顺序不一致的情况，但应

当承认的是，如果教材，尤其是普适性教材在选择

教学词语时能有意识地考虑到母语学习者习得词

汇的认知顺序，对于学习者而言必然是有益的。

笔者认为，基层词语尤其是典型基层词语的提取

对国际汉语教材词语的选取和教学顺序的编排可

以起到积极的辅助作用。此外，对既有教材而言，

考察基层词语在教材既选词语中的收录及分布情

况能为我们更为深入地分析教材词语的编选及分

布情况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五、结语

本文以李文婧（２０１４）提取出的３７个典型基
层动词为例，立足于国际汉语教学，进一步提取出

３５个适用于国际汉语教学用的典型基层动词，并
对其在《词汇等级划分表》中的分布情况进行了

考察，结果显示：第一，基于词频提取教学词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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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等级划分表》涵盖了笔者提取出的全部典

型基层动词。第二，这些典型基层动词绝大多数

属于普及化等级词汇和中级词汇。这一方面证明

课题组提取基层词汇时所确定的提取标准具有科

学性和客观性，另一方面提取出的基层词汇在认

知上的优先性也从使用频率的角度得到了体现。

第三，尽管《词汇等级划分表》涵盖了所有典型基

层动词，但这批原本应该优先被习得的动词在等

级划分表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归入了中级甚至高级

词汇，由此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仅从词频出

发确定词汇教学顺序的确存在违背人类认识事物

由具体到抽象的客观规律的现象。因此笔者认

为，基于词汇在认知上的层级关系建立的国际汉

语教学用基本层次范畴词库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优

势，能够供国际汉语教学借鉴使用。

通过对《新实用》中典型基层动词的出现情

况和教学顺序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典型基

层动词在《新实用》中存在漏收现象，同时，已收

词语的教学顺序也明显存在与基于词频和认知确

定的典型基层动词的教学顺序不一致的地方。在

编写教材的过程中，虽然词语的选择会受到所选

话题范围的影响，但词语的教学顺序无疑不能完

全无视或者越过人们的认知顺序。因此本文认为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选择与话题相关的词汇时，如

果有基层词库作为参考，所选词语的实用性应该

会更高。此外，基层词汇的提取是按义类进行的，

如生物、具体物、时空、运动与变化等，与按音序排

列的词汇表相比，笔者认为按义类呈现的词库可

以从更具有现实操作性的角度为教材编写者选择

教学词汇提供更具系统性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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