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意识到词汇在对外

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给外

国学生带来的各种困难，让人认识到对词汇及其教

学的研究不仅是重点也是难点，有太多问题值得去

研究。据刘缙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师罗青松

把在英国杜伦大学东亚系中文专业两届毕业生的

42份汉语写作毕业考试试卷（约四万字）中的错误

作了统计，在收集到的210个词汇和句法错误中，有

138个属于词语运用方面的错误，约占全部错误的

66%，而误用近义词占了词语错误的33%。这些数

据都显示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近义词教学的关键

作用。因此本文试图对泰国学生的近义词习得所

产生的偏误进行分析，并讨论教学中需要注意的问

题。

一、偏误分析
本文根据传统的近义词偏误的划分，归类泰国

学生习得近义词偏误的实际情况。分为三个角度：

词义的角度、色彩义的角度以及词语的用法。

（一）词义的角度

词义是指人们以现实为基础对客观世界的反

映。从词义的角度来分析近义词偏误又有许多方

面，比如：词义轻重，所谓词义轻重就是指词语在表

示意义程度上的不同，如：“损坏”和“毁坏”都有破

坏的意思，但是在破坏程度上的意义就不同了，“毁

坏”比“损坏”程度更深，产生的破坏也更大更严

重。这类词语意义程度上轻重不一样产生的细微

区别，导致学生易在这些地方使用错误。如：

（1）*妈妈对我的汉语成绩很绝望。

妈妈对我的汉语成绩很失望。

在泰语中“绝望”和“失望”都可以用“ ”表

示，泰国学生会误以为这两个词也是相同的意思。

特别是看到两个词都有相同的语素“望”，就更容易

混淆。绝望和失望都是表示对什么事情失去信心，

但是绝望的程度更深一点，表示完全丧失、断绝希

望，而“失望”的程度没有这么深。在例句中仅仅是

因为成绩妈妈就对我感到绝望，这不符合常理。除

此之外，“失望”多数是对别人失望，而“绝望”的对

象多数是自己。如：“看到体检报告，我绝望极了。”

“我对他的表现很失望。”

还有词义着重点不同的近义词，指的是一类近

义词中，有的词强调这个意思，有的词侧重那个意

思，比如“强健”和“强壮”两个词，都是形容人身体

好的，但是两者的区别就在一个是侧重“健”的，强

调的是身体强壮且健康，一般我们用来形容老年

人；另一个是侧重“壮”的，强调的是强壮且结实，一

般用来形容青年人。学生在运用时也会因为这些

相同语素产生误会，出现这类偏误：

（2）*我要珍爱这次去中国的机会，好好学习汉

语。

我要珍惜这次去中国的就会，好好学习汉语。

在这句话中，两个词都有相同的语素“珍”，都

有重视、重要的意思在里面，因此很容易混淆。我

们在教学中应该给学生指出这两个词的区别在与

“爱”和“惜”上。“珍爱”的着重义在于这个“爱”上，

整个词有一层爱护的意思在里面，表示心里喜爱，

有着深厚的感情，如珍爱生命；而“珍惜”则没有这

喜爱层意思在里面，只是表示用来形容不使什么东

西浪费、受损，如珍惜粮食。句子中去中国的机会，

是为了学好汉语，还谈不上深厚的感情，因此我们

不用“珍爱”，用“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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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义的色彩

词语的色彩义是指一个词的词义除了理性意

义外，还包含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不同主观态度，

它分为褒义、中性、贬义。例如：“鼓励——鼓动

——煽动”这组词的意思都有“使别人干什么事”的

意思，但是不同就在与它们的感情色彩不同，“鼓

励”含有褒义，一般表示让别人做好的事情；“鼓动”

是中性词；“煽动”含有贬义，一般指让别人做坏

事。在汉语中，词语的感情色彩是十分重要的，因

为很多时候一组词的理性意义一样，区别就在于它

们的感情色彩，不同的感情色彩所表达的效果也完

全不一样，如果不能区分这些附属义就会影响交

流，甚至产生误会：

（4）*这就是你上课睡觉的成果。

这就是你上课睡觉的结果。

这两个词都有相同的语素“果”且意思都有表

示人或事物发生到最后的状态，加之在泰语中“结

果”是“ ”，没有专门的词表示“成果”这个意思，也

就是说中文里的“成果”和“结果”用到泰语中都是

一个词“ ”，没有感情色彩的区别。这时就出现词

位对应的空缺，语际迁移和语内迁移的因素相互作

用，学生自然就会容易把这两个词混淆。“成果”一

般用在表示褒义的句子中；“结果”既可以用在表示

褒义的句子，又可以用在表示贬义的句子，如把句

子“这是他多年奋斗的成果。”换成“这是他多年奋

斗的结果。”是成立的，但是如果不注意它们的感情

色彩的区分，就会以为“成果”和“结果”是一样，都

是“ ”的意思，自然就任意替换它们了。

（三）词语的误用

根据汉语词汇的不同语法功能，可以把汉语词

汇分成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等。在近义词辨

析中，大部分近义词是相同的词性，但也有例外。

特别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学生常常把意思相近的

名词用作动词、动词用作名词等等误用的情况。这

些细微的地方恰恰也是我们需要注意辨析的地方：

有些词的词性是完全不同，如“梦想”和“幻想”前者

是名词，后者是动词。有些词的词性是部分一样，

比如“深入”和“深刻”，前者是动词兼形容词，后者

是形容词。这些词在汉语本体研究中也许都算不

上近义词，但在泰国学生看来也比较难以区分：

（5）*他贼了我的东西。

他偷了我的东西。

这里是把名词误用成了动词；“贼”和“偷”两个

词都有“盗取”的意思在里面，但是两个却是截然不

同的词性，前者是名词，后者是动词。在泰语中，这

两词都可以用同一个词“ ”来表示，也就是说

“ ”一词既可以作名词又可以作动词。学生受

母语的影响，以为“贼”也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动

词，于是不加区分的选择了一个词。

（6）*他的书上没有写回答。

他的书上没有写答案。

这是把动词误用为名词了；“回答”和“答案”两

个词虽然都有相同的语素“答”，意思也有带有“见

解”的意味，但它们的词性却不一样。“回答”是动

词，“答案”是名词。在泰语中“回答”是“ ”为动

词；在“ (回答)”前加上一个前缀“ ”即成

“ ”，就是“答案”的意思，变成了名词性的词

语，而汉字却缺少这样的词形变化。由于母语的干

扰，学生自然而然的认为汉语中的“回答”也同时具

有动词性和名词性，在这里就用错了。

二、近义词教学原则
准确掌握词语的意义是学生得体运用汉语进

行交流的重要因素，如果学生在刚开始学习生词

时，就对某个词的意思似是而非，混淆不清自然就

会在运用中产生偏误；反之如果学生能在刚开始学

习生词时就没产生误会，能明白掌握这个词的意

思，不仅能省去很多不必要麻烦，还能让学生记得

更清楚。那么在对外汉语中我们应当怎样给学生

讲解近义词呢？

（一）从简从易

在讲解生词时，我们应当避免使用过多复杂的

术语或词汇进行解释，应当从学生学习语言的目的

出发，使用简单的语言给学生讲解生词。比如教师

在给学生讲解生词时，为了更准确往往习惯借助于

词典，“参观”和“访问”这对词，在《现代汉语词典》

第五版中解释为：

参观：实地观察（工作成绩、事业、设施、名胜古

迹等）

访问：有目的地去探望人并跟他谈话

如果我们按照词典上的意思告诉学生，那学生

就会一头雾水，且不说学生不能觉察出这两个词语

的细微差别，单就解释中的“观察”、“设施”、“名胜

古迹”等词就会使学生叫苦不迭，明明是解释词语，

却弄出更多不明白的词。我们应该用简单的语言

给学生解释，“参观”是的对象是地方，可以说“她去

参观了这座城市。”，不能说“*我去参观了几位明

星。”，“参观”重在“观”；而“访问”的对象可以是地

方，也可以是人，比如我们可以说“她去访问了这座

城市。”，也可以说“我去访问了几位明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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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问”。使用教师加工过的简单语言并结合例

句给学生讲解生词，不仅没有那么枯燥乏味，学生

也更容易理解生词。

（二）注重词的多义性

我们在解释近义词时，往往会忽略词义的多义

性，用一个词的某个义项代替了这个词的整个意

思。这对我们母语者来说不会造成影响，根据语感

或者习惯，我们会自动打开或屏蔽这个词的某个义

项。在课堂中，我们如果不注意区分这些义项，笼

统的将一个词某个义项放大成为这个词的意思，就

会造成学生忽略这个词的其它义项，在使用上出现

偏误。比如“经验”和“教训”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是这样解释的：

经验：①名词，由实践得来的知识或技能

②动词，经历；体验

教训：①动词，教育训诫

②名词，从错误或失败中取得的知识

在这两个词中，“经验”的第一个义项与“教训”

的第二个义项是近义词关系，都有表示从某件事中

得到正确的认识或知识，而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得

到知识的前提条件不同：“教训”强调的，是从做得

错误的、不成功的事情中获得正确的知识；而“经

验”指的是从亲身去做了的事情中得来的正确知

识，并没有强调所做事情的成功或失败，这就是它

们意思相近的义项。因此在有些句子中就可以互

相替换“从这个活动中我得到不少教训。”=“从这个

活动中我得到不少经验。”。但是“经验”的第二个

义项与“教训”的第一个义项却不是近义词，我们可

以说“妈妈正在教训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事，我从

来没有经验过。”但不能说“*妈妈正在经验自己的

孩子。”“*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教训过。”。简单的

说就是，“经验”和“教训”在名词的义项上是近义

词，但是在动词的义项上就不是近义词。像这样的

情况就需要我们在讲解时，让学生联系上下文，不

能认为在某句话中可以互相替换的两个词，在其他

句子中也可以互相替换。

（三）避免语言迁移的干扰

我们要防止母语迁移的干扰。对外汉语的教

学对象一般都是和汉语者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

生活习惯，不同行为习惯的异国人，母语的思维方

式在他们身上已经根深蒂固了。现在要学习一种

新的语言，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必定

会受到母语的影响，尤其在学习词汇的时候，他们

一般会把一个词语翻译成母语中对应的词语，然后

根据这个词在母语中的色彩意义用法等，再反射到

新学习的词语上。这免不了会使母语带来干扰，比

如“热”和“烫”都表示温度高，但它们在用法上有明

显的区别，但对于泰国学生来说却产生偏误。因为

这两个词在泰语中对应的都是“ ”，于是学生就

会根据“ ”在泰语中的用法，类推到汉语中来，造

出“今天天气很烫。”这样的句子。在教学中我们必

须强调这样的词语，加强母语与汉语的对比，帮助

预防学生可能出现的偏误，从而有针对性的教学。

汉语有着丰富的词汇量，其中含有大量的近义

词，有着细微的差别，有的表现在感情色彩上，有的

表现在词义轻重上，有的表现在范围大小上等等，

这正是教学的难点重点，使用正确的方法才能给学

生提供更有利的思路去掌握汉语，因此在未来的教

学中我们必须重视近义词，让学生真正掌握，才能

更好的使用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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