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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族 关 联 式 汉 语 词 汇 教 学 新 模 式 探 究 灣

杨绪明

(广 西 师 范 学 院 国 际 文 化 与 教 育 学 院 ，广 西 南 宁 53000 1 )

[ 摘 要 ] 词 族 研 究 表 明 ，新词语族群化衍生已成为当代汉语词汇的一个显著特征，也彰显出词汇构成 

的系统性和理据性。词语关联成族为改进词汇教学模式提供了新依据，而成功的教学模式能直接帮助教师选 

择合适的教学法并出色完成教学任务。为 此 ，以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构建词族关联式词汇 

教学模式，利用词语间关联特征指导学生进行词语的“意义学习”，能增强汉语词汇教学的理据性和趣味性，提

高教学的效率。

[ 关 键 词 ] 词 族 ；关联特征；意义学习；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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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新 词 语 词 典 统 计 表 明 ，当 代 汉 语 新 词 语 不  

仅 数 量 庞 大 ，而 且 成 族 率 高 ，多 数 新 词 语 都 能 以  

“模 标 暠 ( 几 个 词 语 所 共 有 的 部 分 ）为 关 联 标 志 聚 合  

在 一 起 形 成 词 族 。 汉 语 词 汇 族 群 化 衍 生 ，既 极 大  

地 丰 富 了 汉 语 的 词 汇 系 统 ，同 时 也 彰 显 出 汉 语 构  

词 的 创 新 性 、继 承 性 及 理 据 性 1 1 。词 语 间 的 关 联  

特 征 启 示 我 们 在 进 行 母 语 和 对 外 汉 语 词 汇 教 学  

时 ，都 可 以 通 过 构 建 “词 族 关 联 式 词 汇 教 学 模 式 ”， 

引 导 学 生 在 相 互 关 联 的 词 族 系 统 （即 “词 汇场暠）中 

学 习 汉 语 词 汇 ，这 样 就 可 以 使 “汉 语 词 语 学 习 ”变 

成 “有 意 义 的 学 习 " （ m eaningfu l learn ing) ，进 一 步  

增 强 词 汇 教 学 的 系 统 性 、理 据 性 和 趣 味 性 ，进 而 达  

成 汉 语 词 汇 教 学 的 高 效 目 标 。

一 、教 学 模 式 及 其 构 建 的 意 义

教 学 模 式 是 在 一 定 理 论 思 想 指 导 下 ，为 实 现  

特 定 教 学 目 标 而 设 计 的 比 较 稳 定 的 教 学 程 序 及 其  

实 施 方 法 的 策 略 体 系 椲 椵 1。 有 关 教 学 模 式 的 研  

究 ，据 文 献 记 载 ，从 美 国 乔 以 斯 （斅 • J o y c e )和 韦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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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W e l l) 1 9 7 2 年 出 版 《教 学 模 式 》一 书 肇 始 ，就 

一 直 受 到 国 内 外 学 者 们 的 关 注 。 我 国 学 界 对 教 学  

模 式 的 研 究 是 从 2 0 世 纪 8 0 年 代 中 期 开 始 的 。

目 前 ，学 界 基 本 认 同 ：构 建 一 套 有 影 响 的 教 学  

模 式 对 于 提 高 教 学 质 量 和 教 学 水 平 都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 。 如 李 雁 冰 曾 指 出 ：“教 学 模 式 既 是 教 学 过 程  

理 论 体 系 的 具 体 化 ，又 是 教 学 实 际 经 验 的 系 统 总  

结 。 相 对 于 教 学 的 基 本 理 论 而 言 ，它 是 低 层 次 的 ， 

因 而 具 体 、简 明 、易 于 操 作 ；相 对 于 教 学 而 言 ，它 又  

是 高 层 次 的 ，因 而 概 括 、完 整 和 系 统 ，便 于 教 师 理  

解 和 掌 握 ，有 利 于 提 高 教 学 质 量 。”[2:23教 学 模 式  

一 般 具 备 整 体 性 、理 论 性 、简 明 性 、可 操 作 性 、创 新  

性 等 优 点 ，能 直 接 为 教 师 选 择 合 适 的 教 学 法 和 出  

色 完 成 教 学 任 务 提 供 许 多 有 益 的 帮 助 。

二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模 式 研 究 及 其 意 义

国 内 关 于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模 式 的 研 究 兴 起 于  

2 0 世 纪 9 0 年 代 。 如 陈 莉 的 《试 论 教 学 模 式 的 建  

立 及 意 义 》（1 9 9 7 )曾 呼 吁 应 该 建 立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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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式 ，并 探 寻 了 建 立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模 式 的 意 义 椈 土  

秀 丽 、刁 小 卫 在 《“随 意 学 汉 语 ”教 学 模 式 初 探 》 

( 1 9 9 8 )中 提 出 了 构 建 “随 意 学 汉 语 ”教 学 模 式 ；洪 

芸 的 《速 成 汉 语 教 学 模 式 设 计 》（19 9 8 )进 行 了 速 成  

汉 语 教 学 模 式 设 计 ; 王 玮 在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中 的 “1 

十 1暠 教 学 模 式 》（2 0 0 0 )中 提 出 了 应 构 建 “1 十 1 ”教  

学 模 式 ；李 世 之 的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新 模 式 刍 议 》 

( 2 0 0 1 )提 出 了 要 建 立 适 应 新 形 势 的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新 模 式 ；谭 春 健 在 《“理 解 后 听 ”教 学 模 式 探 讨 》 

( 2 0 0 4 )中 提 出 了 构 建 “理 解 后 听 ”教 学 模 式 等 。

此 后 ，构 建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模 式 的 重 要 性 引 起  

了 更 多 学 者 的 关 注 。 如 2 0 0 5 年 7 月 在 北 京 召 开  

的 第 八 届 国 际 汉 语 教 学 讨 论 会 就 曾 把 “汉 语 作 为  

第 二 语 言 教 学 的 教 学 模 式 和 教 学 法 研 究 ”作 为 主  

要 议 题 之 一 。赵 金 铭 指 出 ：“教 学 模 式 的 创 新 与 发  

展 是 第 二 语 言 教 学 理 论 和 实 践 发 展 的 核 心 环  

节 。” K 张 茂 聪 指 出 互 动 式 教 学 模 式 是 以 建 构 主 义  

和 认 知 学 习 理 论 为 基 础 而 建 立 起 来 的 椲 棿 。 汲 传 波  

以 美 国 明 德 大 学 的 汉 语 教 学 为 例 阐 述 了 “如 何 构  

建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模 式 及 构 建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模 式 在  

提 高 教 学 质 量 、师 资 培 训 等 方 面 的 意 义 等 ”椀椂棿， 

他 还 结 合 对 外 汉 语 师 资 培 训 的 现 状 指 出 ：“对 于 刚  

踏 上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岗 位 的 年 轻 教 师 来 讲 ，用 很 短  

的 时 间 掌 握 一 套 教 学 模 式 ，就 可 以 避 免 重 复 前 人  

所 经 历 的 摸 索 期 ，较 快 地 进 入 角 色 。 由 于 留 学 生  

逐 年 增 加 ，目 前 国 内 很 多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单 位 专 任  

教 师 的 编 制 都 很 少 ，不 得 不 大 量 外 聘 兼 职 教 师 ，而 

兼 职 教 师 大 多 都 没 有 接 受 过 专 业 训 练 ，很 难 保 证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的 水 平 和 质 量 ，因 而 只 有 采 用 一 套  

非 常 易 于 操 作 的 教 学 模 式 才 能 在 短 期 内 把 兼 职 教  

师 培 训 成 合 格 的 对 外 汉 语 教 师 。” K68

可 见 ，构 建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模 式 在 改 进 课 堂 教  

学 、提 高 教 学 质 量 、进 行 师 资 培 训 等 方 面 都 有 着 重  

要 的 指 导 意 义 。词 汇 教 学 作 为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的 主  

要 内 容 之 一 ，亟 需 构 建 一 种 合 适 的 教 学 模 式 。

三 、词 族 概 念 及 其 研 究 价 值

汉 语 词 族 研 究 始 于 2 0 世 纪 初 期 ，主 要 集 中 在  

词 族 概 念 的 界 定 、词 族 的 系 联 、词 族 的 研 究 价 值 等  

方 面 。据 常 敬 宇 、张 博 、万 世 雄 等 考 证 ，“暜词族暞 

(w o r d  fa m il ie s)这 个 术 语 是 随 着 瑞 典 汉 学 家 高 本  

汉 （ B e r n h a r d K a r lg r e n  ) 的 《汉 语 词 族 》 （ W o n i  

fa m ilie s  in  C h in ese， 1 9 3 4 ，张 世 禄 译 为 《汉 语 词  

类 》，19 3 7 ;王 力 以 为 当 译 为 《汉 语 的 词 族 》)进 入 我

国 的 。 我 国 语 言 学 界 用 它 来 指 汉 语 内 部 某 一 根 词  

和 由 该 根 词 直 接 或 间 接 派 生 出 来 的 所 有 词 的 总  

和 ”椂 。 由 张 世 禄 和 王 力 对 w o rd f a m i l i e s的 不 同  

翻 译 可 见 ，“词 族 ”所 指 并 不 统 一 。 高 本 汉 的 w ord  

f a m i l i e s是 在 研 究 古 汉 语 的 过 程 中 提 出 的 ，他 使  

用 这 一 概 念 主 要 是 对 汉 语 同 源 词 进 行 系 联 和 分  

类 ，为 研 究 古 代 汉 语 词 汇 的 音 义 关 联 和 类 聚 特 征  

找 到 了  一 条 快 捷 有 效 的 途 径 ，极 大 地 推 进 了 古 汉  

语 词 汇 的 教 学 与 研 究 工 作 。

国 内 学 界 关 于 词 族 含 义 的 界 定 ，目 前 有 狭 义 、 

广 义 两 类 。常 敬 宇 、刘 又 辛 、张 博 、何 金 松 、潘 继 坤  

等 持 狭 义 观 点 ，实 指 同 根 同 源 词 的 总 和 。何 金 松  

认 为 椇 “所 谓 词 族 ，就 是 某 一 概 念 的 同 义 词 的 总  

和 。”K 这 是 最 狭 义 的 词 族 观 。常 敬 宇 曾 指 出 ：“我 

们 把 这 种 词 与 词 意 义 上 的 种 种 关 系 称 之 为 词 族 关  

系 ，把 某 种 意 义 上 有 关 系 的 一 组 词 称 之 为 某 某 词  

族 。”[8- 刘 又 辛 、张 博 认 为 ：“暜词族 ， （ w o rd a m i l y ) 

是 指 具 有 相 同 或 相 近 语 义 特 征 的 一 组 词 所 形 成 的  

词 项 系 统 。”[9:万 世 雄 认 为 ：“暜词族，… … 其 涵 义 是  

指 直 接 或 间 接 由 同 一 语 根 派 生 的 全 部 同 源  

词 。”[10:潘 继 坤 据 《中 国 语 言 学 大 辞 典 》《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 • 语 言 文 字 卷 》的 解 释 ，指 出 “词 族 是 具 有  

共 同 词 根 的 词 ”椲11:。持 狭 义 观 的 学 者 们 大 都 着 眼  

于 词 语 的 意 义 ，其 “词 族 ”多 是 指 具 有 同 一 词 根 的  

一 组 词 。刘 大 祥 等 持 广 义 观 点 ，认 为 ：“词 族 ，顾 名  

思 义 ，由 某 一 相 同 的 语 素 构 成 的 一 群 复 合 词 。”[12: 

其 词 族 指 同 素 词 的 总 和 。 语 素 包 括 词 根 和 词 缀 ， 

显 然 同 素 词 比 同 根 词 范 围 大 。

不 同 的 “词 族 ”观 具 有 不 同 的 适 用 场 合 和 实 用  

价 值 。 为 了 方 便 教 学 ，汉 语 词 汇 教 学 特 别 是 对 外  

汉 语 词 汇 教 学 中 的 “词 族 ”应 是 一 个 广 义 概 念 ：“指 

同 一 语 言 系 统 内 具 有 某 一 共 同 特 征 的 一 群 词 语 ， 

是 包 括 同 素 词 语 、同 缀 词 语 及 谐 音 同 字 词 语 等 在  

内 的 词 语 聚 合 体 。”[1:4

词 族 研 究 有 着 多 方 面 的 价 值 。杨 绪 明 （2009) 

曾 指 出 ，词 族 研 究 能 促 进 当 代 汉 语 的 词 汇 教 学 工  

作 ，提 高 对 外 汉 语 词 汇 教 学 的 实 效 ; 为 辞 书 编 纂 提  

供 系 统 而 翔 实 的 语 料 ; 促 进 人 工 智 能 开 发 ，优 化 主  

题 词 表 编 制 ，提 高 情 报 信 息 检 索 效 率 ; 促 进 当 代 汉  

语 的 词 汇 规 范 工 作 ；为 新 词 语 预 测 工 作 提 供 理 论  

参 考 和 实 证 材 料 ；验 证 词 汇 的 系 统 性 、继 承 性 与 创  

新 性 等 特 征 113:。 正 是 这 些 前 期 的 研 究 ，启 发 了 对  

构 建 词 族 关 联 式 词 汇 教 学 模 式 的 思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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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词 族 形 成 的 社 会 文 化  

心 理 原 因 及 其 对 词 汇 教 学 的 启 示

词 族 的 形 成 受 到 社 会 、文 化 、语 言 和 认 知 心 理  

等 多 方 面 因 素 的 影 响 。其 中 认 知 心 理 是 词 族 形 成  

的 重 要 基 础 和 推 动 力 量 。 因 为 在 语 言 使 用 中 ，人 

们 常 常 会 有 追 求 对 称 和 经 济 省 力 的 语 用 心 理 倾  

向 ，在 接 近 联 想 、相 似 联 想 、对 比 联 想 、关 系 联 想 及  

从 众 从 优 、求 新 求 异 等 心 理 因 素 的 驱 动 下 频 繁 地  

进 行 着 类 推 造 词 、仿 拟 造 词 或 简 缩 造 词 ，从 而 不 断  

地 推 动 着 新 词 语 的 衍 生 和 新 词 族 的 形 成 1233 263。

具 体 说 来 ，从 经 济 省 力 的 角 度 看 ，采 用 一 半 因  

袭 一 半 创 新 的 仿 拟 方 式 造 词 要 比 采 用 完 全 创 新 的  

方 式 造 词 省 力 ，同 时 仿 拟 也 更 容 易 批 量 造 词 ，并 能  

在 词 形 因 袭 中 增 加 新 词 语 的 熟 悉 度 ，进 而 提 高 新 词  

语 的 存 活 率 ，这 显 然 是 一 种 比 较 经 济 的 新 词 语 衍 生  

方 式 ，也 在 客 观 上 造 成 了 仿 拟 词 语 的 大 量 出 现 。 而 

一 旦 由 同 一 个 原 型 词 语 仿 拟 出 多 个 新 词 语 之 后 ，也  

就 会 围 绕 这 个 原 型 词 语 形 成 一 个 新 的 词 族 。

联 想 是 人 类 特 有 的 一 种 心 智 能 力 ，也 是 人 类  

认 识 世 界 的 一 种 基 本 方 式 。联 想 可 分 为 四 种 ：（特  

征 的 ）对 比 联 想 、（性 质 的 ）相 似 联 想 、（空 间 的 ）接 

近 联 想 、（因 果 的 ）关 系 联 想 。 这 四 种 心 理 活 动 方  

式 对 新 词 族 的 形 成 都 有 着 重 要 影 响 。 如 人 们 在 认  

识 主 客 观 世 界 时 ，受 相 似 联 想 心 理 驱 动 ，容 易 在 性  

质 相 似 的 事 物 之 间 建 立 联 想 关 系 ，习 惯 于 从 已 知  

去 推 求 未 知 。反 映 到 语 言 中 ，就 是 运 用 已 有 词 语  

( 或 通 过 类 推 创 造 相 近 的 词 语 ）去 指 称 相 似 的 事  

物 ，于 是 催 生 出 了 许 多 旧 词 新 义 和 仿 拟 词 语 ，推 动  

着 词 语 形 成 词 族 。接 近 联 想 和 关 系 联 想 也 是 新 词  

语 衍 生 和 新 词 族 形 成 的 重 要 推 动 力 量 ：聚 合 成 族  

的 词 语 一 般 具 有 一 个 相 同 的 词 语 模 子 ，这 个 词 语  

模 在 形 式 上 体 现 为 一 种 空 间 关 系 ，相 同 类 型 词 语  

模 的 新 词 语 在 结 构 和 功 能 上 一 般 也 接 近 ；而 通 过  

替 换 相 同 组 合 位 置 上 的 构 词 成 分 而 衍 生 出 来 的 新  

词 语 自 然 就 能 聚 合 成 词 族 。 此 外 ，对 比 联 想 既 能  

为 新 词 语 的 对 义 仿 拟 提 供 心 理 基 础 ，又 能 为 考 察  

词 语 间 关 系 提 供 线 索 。 这 样 ，在 各 种 心 理 联 想 的  

交 互 影 响 下 ，新 词 语 才 得 以 大 量 衍 生 ，并 以 心 理 联  

想 为 纽 带 聚 合 在 一 起 形 成 词 族 。 可 以 说 ，新 词 语  

的 衍 生 及 词 族 的 形 成 是 以 人 们 的 心 理 联 想 为 基 础  

的 ，是 各 种 心 理 联 想 外 显 化 和 符 号 化 的 结 果 。

只 有 符 合 学 习 心 理 的 教 学 才 是 成 功 的 教 学 ， 

明 确 词 族 形 成 的 心 理 可 以 促 进 汉 语 词 汇 教 学 的 改

革 。 目 前 ，学 习 理 论 主 要 有 经 验 主 义 、行 为 主 义 、 

建 构 主 义 和 认 知 主 义 等 几 类 。经 验 主 义 学 习 理 论  

以 洛 克 为 代 表 ，其 理 论 核 心 是 知 识 的 灌 输 ; 行 为 主  

义 学 习 理 论 以 斯 金 纳 为 代 表 ，以 “刺 激 一 反 应 ”心 

理 学 理 论 为 基 础 ，深 信 “条 件 反 射 ”和 “强 化 ”的 作  

用 ，其 核 心 是 反 复 操 练 ; 建 构 主 义 学 习 理 论 强 调 学  

生 的 主 动 性 ，重 视 学 生 的 主 体 作 用 ; 认 知 主 义 学 习  

理 论 强 调 整 体 观 ，其 核 心 是 外 部 刺 激 和 认 知 主 体  

内 部 心 理 过 程 的 相 互 作 用 椀 63。 这 些 学 习 理 论 在  

词 汇 教 学 的 不 同 阶 段 具 有 不 同 的 适 用 价 值 ，为 构  

建 词 族 关 联 式 词 汇 教 学 模 式 提 供 了 理 论 基 础 。

现 代 认 知 心 理 学 研 究 表 明 ，当 我 们 面 临 一 个  

新 事 物 、问 题 或 情 境 时 ，总 是 先 把 它 归 入 某 一 类  

别 ，然 后 运 用 该 类 别 的 有 关 知 识 决 定 采 取 何 种 行  

动 [1棿: 。学 习 需 要 在 一 定 的 情 境 中 发 生 ，情 境 因 素  

会 对 学 习 产 生 正 向 强 化 或 干 扰 弱 化 的 影 响 。学 习  

情 境 包 括 课 堂 情 境 、学 校 氛 围 、家 庭 环 境 、媒 体 语  

境 以 及 网 络 虚 拟 场 景 等 椲 136。 词 汇 学 习 也 是 这 样 。 

“意 义 学 习 暠 （ m eaningfu l learn in g)是 认 知 心 理 学  

家 D a v斾 P .A u s u b e l倡 导 的 最 重 要 教 育 理 念 之  

一 。他 认 为 ，学 生 的 学 习 ，如 果 要 有 价 值 ，应 该 尽  

可 能 地 “有 意 义 ”。要 使 学 习 “有 意 义 ”，就 要 引 导  

学 生 把 新 学 的 内 容 与 自 己 已 有 的 知 识 结 构 联 系 起  

来 ，使 学 习 的 内 容 变 得 有 组 织 、有 条 理 [166232。 新  

词 语 的 学 习 自 然 也 受 这 一 心 理 规 律 支 配 。 由 于 词  

族 是 一 个 有 组 织 、有 条 理 的 词 汇 分 支 系 统 。 每 个  

词 族 都 拥 有 以 “模 标 ”为 关 联 形 式 、以 “词 语 模 ”为 

构 型 基 础 而 聚 合 在 一 起 的 许 多 词 语 （如 “金 领 、白 

领 、粉 领 、银 领 、灰 领 、蓝 领 、新 领 、绿 领 、油 领 、无  

领 ”等 词 语 中 的 “领 ”是 “模 标 ”，“〜 领 ”是 “词 语  

模 ”，其 中 的 “〜 ”是 “模 槽 ”，代 表 同 族 词 成 员 间 的  

词 形 相 异 部 分 ），这 些 词 语 像 一 个 家 庭 的 成 员 一 样  

彼 此 关 联 。 可 见 ，根 据 词 族 关 联 特 征 来 拓 展 词 汇  

的 学 习 就 是 一 • 种 “意 义 学 习 " （ m eaningfu l learn

in g ) 方 式  。 词 族  现 象 是 词 语 形 意 关 联  （即 词 汇 系  

统 性 、理 据 性 ）的 外 显 性 表 现 ，正 是 有 了 这 些 外 显  

特 征 ，才 为 词 汇 的 “意 义 学 习 ”提 供 了 基 础 。 因 此 ， 

词 族 关 联 特 征 为 改 进 词 汇 教 学 方 法 、提 高 汉 语 词  

汇 教 学 效 率 提 供 了 语 言 学 基 础 。

五 、词 族 关 联 在 汉 语  

母 语 词 汇 教 学 中 的 运 用

汉 语 母 语 词 汇 教 学 是 在 母 语 环 境 中 、学 生 已  

基 本 习 得 母 语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的 词 语 教 学 ，是 汉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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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童 在 生 活 中 已 习 得 了 大 量 词 语 的 基 础 上 的 知 识  

重 组 和 意 义 建 构 ，新 学 的 词 语 多 在 词 形 上 与 学 生  

已 掌 握 的 词 语 有 各 种 关 联 ，这 种 种 关 联 正 是 词 族  

形 成 的 基 础 ，因 而 ，恰 当 地 利 用 词 语 关 联 特 征 就 可  

以 促 进 汉 语 母 语 词 汇 教 学 。

首 先 ，词 族 概 念 的 确 立 及 词 族 关 联 特 征 的 建  

立 能 给 母 语 词 汇 教 学 提 供 直 接 的 理 论 依 据 和 实 际  

的 方 法 指 导 。利 用 词 族 概 念 指 导 学 生 寻 找 词 语 关  

联 特 征 能 帮 助 学 习 者 提 高 词 汇 记 忆 和 提 取 的 效  

率 。“记 忆 是 通 过 新 信 息 与 学 生 认 知 结 构 中 已 有  

的 有 关 概 念 相 互 作 用 才 得 以 发 生 的 ；由 于 这 种 相  

互 作 用 的 结 果 ，导 致 了 新 旧 知 识 意 义 的 同 化 。”同 

化 是 记 忆 的 重 要 心 理 机 制 ，“同 化 是 个 体 把 客 体 纳  

入 已 有 的 图 式 之 中 ，从 而 引 起 图 式 的 量 的 变  

化 ”[16:24棿。 八 1 ^ 油 旍 认 为 ，同 化 理 论 的 核 心 是 ：学 

生 能 否 习 得 新 信 息 ，主 要 取 决 于 他 们 认 知 结 构 中  

已 有 的 有 关 概 念 ；意 义 学 习 是 通 过 新 信 息 与 学 生  

认 知 结 构 中 已 有 的 有 关 概 念 的 相 互 作 用 才 得 以 发  

生的椲6:243。 因 此 ，在 汉 语 词 汇 教 学 中 ，如 果 能 通  

过 向 学 生 简 要 介 绍 什 么 是 词 族 、成 族 词 语 间 的 异  

同 和 词 族 的 形 成 机 制 等 ，让 学 生 知 其 所 以 然 ，就 能  

引 导 学 生 在 认 识 同 一 词 族 内 词 语 间 关 联 特 征 的 基  

础 上 ，明 确 词 语 之 间 所 具 有 的 继 承 性 和 创 新 性 关  

系 ，然 后 再 利 用 词 族 关 联 形 式 进 行 更 多 的 词 语 学  

习 ，就 能 把 新 词 语 的 学 习 变 成 “知 识 的 不 断 改 组 和  

重 新 组 合 ”的 建 构 过 程 ，不 断 把 新 学 习 词 语 作 为 后  

续 同 族 其 他 词 语 学 习 和 记 忆 的 固 定 点 ，不 断 更 新  

已 有 的 词 汇 知 识 结 构 ，实 现 对 汉 语 词 语 的 “有 建 构  

的 学 习 ”。总 之 ，“如 果 学 生 的 认 知 结 构 中 已 经 具  

有 稳 定 的 、清 晰 的 起 固 定 作 用 的 概 念 棳 卩 么 ，就 比  

较 容 易 将 新 知 识 的 有 关 概 念 与 之 相 联 系 ，从 而 赋  

予 新 知 识 以 潜 在 意 义 暠 16:243。 这 样 就 能 使 学 生 在  

汉 语 词 汇 学 习 的 过 程 中 完 成 新 词 语 的 “意 义 学  

习 ”，很 好 地 进 入 交 际 运 用 状 态 。

其 次 ，利 用 词 族 研 究 成 果 能 帮 助 教 师 改 进 词  

汇 教 学 方 案 ，重 组 词 汇 教 学 环 节 ，优 化 词 语 学 习 策  

略 。词 汇 教 学 中 教 师 不 应 只 满 足 于 解 释 词 义 ，也  

不 能 以 让 学 生 死 记 硬 背 单 个 词 汇 的 方 式 来 学 习 词  

汇 ，教 师 应 把 学 生 “将 要 学 习 的 词 语 ”放 在 相 应 的  

词 族 语 境 中 去 通 盘 考 虑 。 首 先 引 导 学 生 明 确 同 族  

词 语 的 形 式 、意 义 以 及 结 构 功 能 方 面 的 关 联 及 词  

族 的 衍 生 机 制 ，在 头 脑 中 先 形 成 起 “固 定 作 用 的 概  

念 ”，以 此 帮 助 学 习 者 为 “将 要 学 习 的 词 语 ”找 到 与  

“已 习 得 词 语 ”联 系 的 基 础 ；然 后 再 引 导 学 习 者 利  

用 这 些 关 联 去 理 解 、消 化 和 记 忆 “将 要 学 习 的 词

语 ”，并 在 同 中 辨 异 、在 异 中 求 同 ，这 样 经 过 “有 意  

义 识 记 ”的 词 语 就 会 记 得 更 快 、更 牢 ，在 具 体 交 际  

过 程 中 更 容 易 被 提 取 出 来 进 行 正 确 运 用 。

词 族 关 联 式 词 汇 教 学 模 式 的 具 体 教 学 策 略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种 ：（1)“归 类 学 词 ”，即 列 出 同 族 词 语  

让 学 生 找 出 它 们 的 关 联 特 征 和 标 志 （即 找 出 “模 

标 ”和 “词 语 模 ”），进 行 词 语 归 类 练 习 ；（2)“分 类 学  

词 ”，即 把 不 同 族 的 词 语 混 在 一 起 让 学 生 进 行 词 语  

分 类 练 习 ，通 过 分 类 练 习 让 学 生 发 现 词 语 间 的 聚  

合 特 征 ，学 会 以 “模 标 ”和 “词 语 模 ”为 依 据 系 联 同  

族 词 语 ；（3 )“趣 味 学 词 ”，即 利 用 词 族 的 “模 标 ”和 

“词 语 模 ”让 学 生 进 行 猜 词 、填 词 （字 ) 游 戏 ；（4 )“辨  

析 学 词 ”，即 利 用 词 族 间 的 关 联 特 征 进 行 词 语 对 比  

学 习 ；（5)“集 中 学 词 ”，即 指 导 学 生 利 用 词 族 关 联  

对 同 族 词 语 进 行 “头 脑 风 暴 ”式 的 短 期 集 中 学 习 ， 

等 等 。

六、词族关联在对外 

汉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

对 外 汉 语 词 汇 教 学 中 除 了 可 适 当 采 用 汉 语 母  

语 词 汇 教 学 的 一 般 方 法 外 ，还 可 采 用 另 一 些 适 合  

交 际 性 原 则 的 专 门 教 学 方 法 。

首 先 ，系 联 词 族 一 形 成 语 境 一 集 中 学 词 法 。 

主 要 是 以 《汉 语 水 平 词 汇 与 汉 字 等 级 大 纲 》为 依  

据 棳 卩 用 形 义 关 联 归 并 同 族 词 语 ，形 成 词 语 语 境 ， 

进 行 汉 语 词 语 的 集 中 教 学 。 “词 语 语 境 （ verbal 

c o n t e x t)指 词 语 出 现 的 前 言 后 语 或 上 下 文 ，它 和  

复 合 词 内 部 的 语 素 组 合 关 系 一 样 ，可 以 折 射 出 词  

语 的 隐 性 理 据 。 因 为 ，特 定 的 语 境 对 词 语 总 是 有  

所 选 择 的 ，尽 管 某 些 词 语 的 概 念 意 义 完 全 相 同 ，可 

因 其 色 彩 义 或 得 名 之 义 不 同 ，就 会 出 现 在 不 同 的  

上 下 文 中 ，使 词 语 与 其 语 境 在 语 义 上 达 到 高 度 和  

谐 。”[17:词 族 本 身 就 是 一 个 词 语 关 联 场 ，这 一 场 域  

中 的 词 语 都 以 “模 标 ”和 “词 语 模 ”相 互 关 联 ，形 成  

了 一 个 有 机 联 系 的 整 体 。“模 标 ”是 词 族 记 忆 的 基  

础 ，“词 语 模 ”中 的 “模 槽 ”填 入 成 分 是 同 族 词 语 的  

区 别 语 素 （或 字 ），它 们 与 “模 标 ”一 起 构 成 了 一 个  

个 具 有 “亲 属 关 系 ”的 同 族 词 语 成 员 。 这 样 ，利 用  

词 族 关 联 特 征 来 指 导 留 学 生 进 行 汉 语 词 语 学 习 ， 

就 能 让 他 们 在 词 语 学 习 过 程 中 产 生 一 种 似 曾 相 识  

的 感 觉 ，减 少 学 习 中 抑 制 心 理 机 制 出 现 的 频 率 ，有 

利 于 形 成 汉 语 学 习 的 语 内 正 迁 移 ，从 而 降 低 汉 语  

词 汇 学 习 的 难 度 ，增 强 词 语 学 习 的 兴 趣 。 在 教 师  

指 导 下 ，经 常 有 意 识 地 引 导 留 学 生 根 据 词 族 关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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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征 学 习 汉 语 词 语 ，就 能 给 留 学 生 营 造 一 个 良 好  

的 汉 语 词 语 学 习 与 使 用 环 境 ，既 有 利 于 对 词 语 进  

行 “有 意 记 忆 ”，也 有 利 于 在 大 致 相 同 的 语 境 中 进  

行 迁 移 运 用 ，巩 固 学 习 成 果 。

其 次 ，同 中 求 异 一 分 层 学 词 法 。 在 对 外 汉 语  

词 语 教 学 中 还 可 以 引 导 留 学 生 通 过 区 分 同 族 词 中  

不 同 词 语 成 员 地 位 的 方 法 来 正 确 理 解 和 使 用 新 学  

词 语 ，提 高 汉 语 交 际 能 力 。 比 如 通 过 对 同 一 词 族  

内 的 词 语 进 行 比 较 棳 丨 导 留 学 生 辨 析 同 义 、近 义 词  

语 ，进 行 分 层 学 习 ，并 慢 慢 形 成 以 下 认 识 ：用 同 族  

词 中 的 上 义 词 归 纳 同 一 类 的 事 物 棳 g 使 行 文 简 练 ， 

利 用 下 义 词 进 行 描 写 ，能 使 描 述 准 确 、细 腻 ；交 叉  

使 用 同 族 内 的 不 同 词 语 可 以 使 语 言 表 达 富 于 变  

化 ，避 免 词 语 使 用 上 的 重 复 和 单 调 ；用 同 族 词 中 具  

有 对 义 关 系 的 词 语 从 正 反 两 个 方 面 来 陈 述 ，就 能  

使 语 义 表 达 得 更 为 全 面 周 密 ；记 忆 大 量 的 同 族 词  

语 有 利 于 根 据 不 同 交 际 场 合 选 用 恰 当 的 词 语 ，最 

终 学 会 得 体 交 际 。

再 次 ，同 族 会 话 一 趣 味 学 词 法 。 主 要 是 利 用  

同 族 词 语 间 隐 含 的 谐 音 、双 关 、粘 连 等 关 联 特 征 进  

行 汉 语 说 话 课 教 学 ，能 增 强 会 话 教 学 的 趣 味 性 和  

理 据 性 。 如 前 所 述 ，同 族 词 语 中 有 许 多 成 员 都 是  

由 仿 拟 、谐 音 、双 关 、粘 连 或 比 喻 等 修 辞 手 段 固 化  

衍 生 而 来 ，本 身 具 有 形 象 性 、生 动 性 等 特 征 。若 能  

利 用 词 语 间 的 这 些 关 联 进 行 对 外 汉 语 会 话 教 学 ， 

就 可 以 在 提 高 会 话 教 学 效 率 的 同 时 拓 展 留 学 生 的  

汉 语 词 汇 学 习 方 式 和 运 用 领 域 。

总 之 ，有 效 教 学 的 核 心 是 教 学 的 效 益 ，有 效 的  

教 学 是 指 通 过 教 师 一 段 时 间 的 教 学 后 ，学 生 获 得  

了 具 体 的 进 步 或 发 展 [18:。 在 对 外 汉 语 词 语 教 学  

过 程 中 ，教 师 若 能 有 意 识 地 运 用 词 族 关 联 特 征 引  

导 留 学 生 对 “新 学 词 语 ”和 “已 习 得 词 语 ”进 行 分  

析 、比 较 和 对 接 练 习 ，留 学 生 就 能 在 词 语 学 习 实 践  

中 学 会 利 用 同 族 词 语 间 的 关 联 特 征 进 行 词 语 的 联  

想 、理 解 和 记 忆 ，在 大 脑 中 快 速 形 成 汉 语 词 语 链 ， 

自 觉 对 词 语 进 行 高 效 地 识 记 ，有 利 于 他 们 进 行 汉  

语 词 汇 的 创 造 性 运 用 ，切 实 提 高 汉 语 词 汇 教 学 的  

效 率 。

余 论

词 族 是 社 会 、语 言 、文 化 和 认 知 心 理 等 多 方 面  

因 素 对 词 汇 系 统 综 合 影 响 的 产 物 ，是 词 汇 继 承 性 、 

系 统 性 、理 据 性 等 特 征 的 外 显 标 志 。 在 词 族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以 认 知 主 义 和 建 构 主 义 等 学 习 理 论 为

基 础 ，构 建 词 族 关 联 式 词 汇 教 学 模 式 ，有 意 识 地 利  

用 词 族 关 联 特 征 进 行 汉 语 词 汇 教 学 （包 括 母 语 词  

汇 教 学 和 对 外 汉 语 词 汇 教 学 ），既 可 以 增 强 汉 语 词  

汇 “教 ”与 “学 ”的 理 据 性 ，改 进 词 汇 教 学 的 方 式 方  

法 ，也 有 利 于 学 习 者 将 所 学 词 语 进 行 系 统 关 联 和  

整 理 ，在 大 脑 中 形 成 词 语 链 ，使 汉 语 词 汇 学 习 变 成  

一 种 主 动 的 知 识 建 构 过 程 ，最 终 就 能 极 大 地 提 高  

汉 语 词 汇 教 学 效 率 。

然 而 教 学 模 式 提 供 的 仅 仅 是 一 个 大 体 的 框 架  

或 模 型 ，它 并 不 能 支 配 师 生 的 一 切 活 动 ，“模 式 代  

替 不 了 教 师 的 基 本 才 能 棳 n关 于 学 科 内 容 的 知 识 、 

创 造 和 对 人 的 敏 感 性 。 更 确 切 地 说 ，由 于 模 式 使  

优 秀 教 师 的 教 学 更 系 统 、更 有 实 效 ，因 此 ，是 一 种  

帮 助 他 们 更 有 效 地 教 学 的 工 具 。 模 式 提 供 机 动  

性 ，允 许 教 师 发 挥 自 己 的 创 造 性 ，正 如 建 筑 者 在 施  

工 时 发 挥 他 们 的 创 造 性 一 样 ”[19:。 因 而 ，词 族 关  

联 式 词 汇 教 学 模 式 的 构 建 仍 需 要 更 多 学 者 的 参  

与 ，以 期 最 大 限 度 地 发 挥 它 的 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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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udy onTeaching Approachof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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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xiTeachersEducation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China)

Abstract: Theword family study indicatedthatmoreandmoremodernChinesewordsareconver- 
ging in family. Thewords evolving in family havebeen greatly changing themodernChinesevocabula- 
ry structure，andalso showing lexical quaiitiesofsystematismandtheosization.Thestudy canoffera
gisttoameiiorate lexical teaching approach. Sobased onthecognitiveconstructionism，to establish 
theword family typeChinesevocabulary teaching approachcanutllizethelexicalrelevancy character 
formeaningful learning ofthosewords in amily，whichcandogreatfavorinteachingChinesevocabu- 

r̂ t̂ t ĉ nly ̂ s r̂ t̂î ê l̂ î t ,â ô ̂ s a ^̂ r̂ ^ age.
Key Words: word amily; reeevancy character; meaningful eearning; teaching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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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FrameworkofSexuaiAssauit SafeguardMechanismtoGtrls
YANGSuping

(CoHegeofEducation，GuangxiTeachersEducation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China)

Abstract: S e x u a l a s s a u l t t o  g il ls i s a  social p h e n o m e n o n  deeply c o n d e m n e d b y  moraHty a n d a n  il- 

i e g a l a c t i o n s e v e r e l y p u n i s h e d b y  l a w s ， whi ch pro fo un d l y re iee c t s t he dark s i d e o f h u m a n i t y . T h r o u g h  

t h e r e s e a r c h e s t o r e a a t e d  c a s e s a n d  do cum ent ar y da ta，it i s f o u n d t h a t t h e c a s e s o f s e x u a l a s s a u l t t o

g i i l s h a v e e i g h t  features s u c h a s c s i m e s m a d e b y a c q u a i n t a n c e ，di v e r s i t i e d id e n t i t i e s，v i c t i m s w t t h  

y o u n g e r a g e s a n d s o o n . ' W h o c a n  p r o t e c t t h e s a i e t y  o f g l i j s ? R a s e d o n  Protec t i on L a u j / or* J m e w i Z e， 

the g o v e r n m e n t，en terps i ses，p a r e n t s a n d a d u l t c i t i z e n s a l l h a v e t h e r e s p o n s i b i i i t y  f o r protec t i o n. But 

a b o v e a l l，a l o n g - t e r m m e c h a n i s m  s h a l l b e b u i l t u p ，a n d t h e f u n c t i o n s o f  l a w，ed u ca t i o n，d u t y，re-

w a r d a n d  p u n i s h m e n t，e n c o u r a g e m e n t，m e c t a a n d  i n f o r m a t i o n t e c h n o l o g y，p u b i i c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s ， and 

s o o n  s h a l l b e e m p h a s i z e d .

Key Words: g i t i s; s e x u a l a s s a u l t; sa ie gua rdm ech ar t i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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