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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bulary is the basi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ultivate learners’ lan-
guage ability. Vocabulary teach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
guage. Although Chinese vocabulary is rich and colorful, there are a lot of synonyms for making 
Chinese expression more accurate. It increases the burden of vocabulary learning for learners. 
Therefore, for th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whose mother tongue is not Chinese, how to correctly 
distinguish and use synonyms has become the difficulty of their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teaching 
of synonyms has also definite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mon errors of synonyms in the vocabulary 
learning of foreign students, studies the causes of their form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
ponding teaching strategie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thinking for teachers engaged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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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词汇是语言学习的基础，对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至关重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一直占据着

重要的地位。汉语词汇丰富多彩，存在大量的近义词，这些词语的使用让汉语表达更加准确，但同时也

给学习者增加了词汇学习的负担。因此，对于母语非汉语的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如何正确分辨和使用

近义词成为了他们语言习得的难点，近义词教学也成为了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本文致力于

对外国留学生词汇学习中近义词的普遍性偏误进行分析，研究其形成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

为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提供借鉴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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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词汇是语言学习的基础，对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至关重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一直占

据着重要的地位。汉语词汇丰富多彩，存在大量的近义词，这些词语的使用让汉语表达更加准确，但同

时也给学习者增加了词汇学习的负担。因此，对于母语非汉语的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如何正确分辨和

使用近义词成为了他们语言习得的难点，近义词教学也成为了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关于近

义词，学界看法一致，都认为是意义相近的词[1]。外国留学生在汉语学习中，常常会混淆这类词语，这

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掌握词语的意义和用法，不能准确地辨析两个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这就会导致

在实际使用中出现错误。本文将近义词分为“含有共同语素近义词”、“不含有共同语素近义词”、“语

素相同但次序相反近义词”三类，分别分析各类的普遍性偏误并探究其形成的原因。 

2. 偏误分析的分类及原因 

2.1. “含有共同语素近义词”偏误分析 

这种类型的偏误指的是本该用某个词，但是学习者误用了与其意义相近，并含有共同语素的近义词。

这类近义词只是含有相同的语素，在使用中并不能随意替换，这是学习者所需要注意的。在汉语词汇习

得中，这些“外形相似”的词语也给学习者辨析近义词增加了难度。 

2.1.1. 语义层面偏误 
语义层面偏误主要分为语义重点不同、词语适用范围不同、语义轻重不同和词语搭配对象不同等。 
1) 语义重点不同 
了解——理解 
例：① 当时情况危急，他不得已才这么做，他的行为是可以(了解×)的。(理解√) 

② 我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分析：“了解”和“理解”都是动词，有共同的译词“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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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了解”侧重于知道很多客观信息[2]，“理解”侧重于明白某种想法，某种道理或者是知

晓某种行为产生的原因等，如： 
③ 我们在学习汉语的时候，也要了解一些中国文化。 
④ 虽然我不认同他的做法，但是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第二点，“理解”还可以表示明白话语或文章中包含的意思[2]，如： 
⑤ 通过实践，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此外，“了解”还具有“打听，调查”这个意思，可以说“你去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但是“理

解”并不包含这个意思。 
在我们看来，认为“了解”和“理解”这两个词意义相差还是比较大，但是对于外国学习者来说，

当他们对这两个词的意思没有很深的理解的时候，就容易混淆这两个词。 
2) 词语适用范围不同 
年龄——年纪 
例：① 这个小女孩已经到了入学(年纪×)。(年龄√) 

② 这个乐团成员的平均年龄是 25 岁。 
③ 父母年纪大了，我不想让他们再在外面奔波劳累。 

分析：“年纪”和“年龄”都是名词，都有共同的译词“age”，他们都有人已经生存的年数的意思，

但他们的适用范围有所不同。 
第一点，年龄除了用于人之外，还可以表示其他生物已经生存的年数。比如“一般的鱼类可以看鱼

鳞上的圈圈确定年龄。”“根据树木的年轮，我们可以推断出树木的年龄。” 
第二点，在询问年龄的时候，如果对方是岁数比较大的老人，一般用“您多大年纪？”进行提问，

而“年纪”这个词一般不用在十岁以内的小孩身上，所以对于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们，在使用这些词语的

时候要注意。 
“年龄”和“年纪”这两个词意思相近，由于学习者的汉语知识有限，不能很好地辨别这两个词之

间的区别，就会造成使用中的错误。再比如“短小”和“矮小”，他们所表达的意思相近，但是“短小”

一般形容的是物体，“矮小”形容人。如果在该使用“年纪”的地方，使用了“年龄”这个词，其实有

时候并不会造成交际障碍，对方明白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是不符合汉语的语用规则，所以这也是

汉语学习者需要理解掌握的。 
3) 语义轻重不同 
损坏——毁坏 
例：① 他说了一个损坏公物的故事。 

② 蓄电池用过一段时间以后，需要及时给它充电，不然也会损坏。 
③ 糖吃多了，容易(毁坏×)牙齿。(损坏√) 
④ 突然一场急风暴雨，把田里的庄稼都毁坏了。 

分析：他们都有“破坏”的意思，但是他们造成的影响不同，“毁坏”比“损坏”的程度更深，产

生的破坏也更大更严重[3]。类似这样的词语还有“爱——热爱”、“着急——焦急”、“失望——绝望”

等，这些词语都是后者比前者程度更深，所要表达的语气更强，在不同的语境中正确使用这些词语，可

以使语义表达更加准确。 
4) 词语搭配对象不同 
遇见——见面 
例：①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却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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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我们准备明天下午(遇见×)。(见面√) 
③ 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李老师。 

分析：“见面”和“遇见”都是动词，有共同的译词“meet”，他们一般都是指人与人的相见。 
第一点，“见面”侧重于双方约定什么时间在哪里会面；“遇见”侧重于没有事先商量好偶然碰到。

“遇见”后面还可以加事情，可以说“我遇见了一件奇怪的事。” 
第二点，“遇见”可以说“我遇见了我的朋友”，但是如果说“我见面了我的朋友”就是错误的，

因为“见面”是不及物动词，它的后面不能带宾语，那么如果想用“见面”这个词，就可以换一种表达

方式，把宾语提前，说成“我和我的朋友见面了”。同时也要注意“见面”这个词是一个离合词，可以

说“我和我的朋友见了一面”。 
我们平时在说话的时候，就算我们不知道“我去见面他”这种表达方式是错的，但是我们也不会这

样说，这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说的就是汉语，我们有语感，如果听别人说这样的话，也会觉得别扭，但

是对于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来说，他们没有什么语感可言，他们并不会察觉到自己这种表达方式是错误

的。 
宝贵——珍贵 
分析：“珍贵”和“宝贵”都可以指价值大、贵重的意思，但是“珍贵”多用于具体的事物，如“珍

贵的文物”、“珍贵的纪念品”，“宝贵”多用于抽象的事物，如“宝贵的时间”、“宝贵的经验”[4]。 

2.1.2. 语法层面偏误 
刚——刚才 
例：① 他们今年 1 月刚到中国。 

② 我们刚吃过早饭。 
③ 他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④ 我(刚×)已经把这件事告诉她了。(刚才√) 

分析：“刚”和“刚才”都可以表示动作、事件发生在不久前[5]。从词性上看，“刚”是副词，“刚

才”是名词。“刚”只能用在动词的前面，作状语，如“他刚写完”、“他刚走”、“天刚亮”，不能

用在别的位置上。“刚才”可以放在动词前后，作主语、定语和状语，如“他刚才去超市了/刚才他去超

市了”“他好像还不知道刚才的事”。 

2.1.3. 语用层面偏误 
1) 感情色彩不同 
文化的差异会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同一个词产生不同的理解，意义相同，但是所持有的感

情色彩不同。比如在汉语中，由“狗”语素组成的词语往往多含有贬义，比如“走狗”、“狗急跳墙”、

“狼心狗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但是在英语中，“dog”有时含有贬义，但总的来说属中性或

含褒义的情况居多。比如“You are lucky dog”在英语里可以这样说，但是在中文里这样说，就会引起别

人的不满。有一些词它自身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但是在特定语境中会产生褒义或贬义的色彩。比如“朋

友”属于中性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这句话里“朋友”就带有褒义的感情色彩。但是用在“你可真

够朋友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背叛了我！”这句话中，“朋友”就带有贬义色彩，表达了说话者的不

满、愤怒。感情色彩是固化在词语上的一种附加的意义，是词义的一部分，选择不同感情色彩的词语可

以表达说话人不同的感情和倾向[6]。在汉语词汇中，也有很多近义词在使用中具有不同的感情色彩。 
爱好——嗜好 
分析：都可以表达“喜欢”这个意思，但“爱好”多指好的方面，如“爱好跳舞”、“爱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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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和平”等，“嗜好”却多指不好的方面，如“他有一些不良的嗜好”、“他还没有改掉抽烟的嗜

好”。 
目标——目的 
分析：都是指对从事项种活动的一种主观设想。“目标”是褒义，如“他的目标是考上一所好大学”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拼搏”，但“目的”是中性，如“当然反映这些题材的作品需要有一个

明确的目的，和恰当的表现形式。”也可以用在消极的方面，如“从现存的这批论公法的西书里可以看

出，他们的目的是极为卑鄙的。” 
2) 语体色彩不同 
词汇的语体色彩包括书面语和口语，要根据情况使用不同的语体。比如“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这

个公司需要招聘(找×)销售岗位的职员。”“找”我们可以说“找某人来担任某个职位”，但是在招聘信

息中，如果使用“找”字会给人一种比较随意的感觉，所以在这里应该使用“招聘”一词以示严谨。留

学生在学习汉语中，经常会出现书面语和口语混用的现象，特别是意义相近的词语，更容易出现这类错

误。比如“价格——价钱”，“价格”口语、书面语都用，“价钱”一般用于口语[7]。 

2.2. “不含有共同语素近义词”偏误分析 

这种类型的偏误指的是本该用某个词，但是学习者误用了与其意义相近的词，但是这两个词之间没

有同形语素。 
美丽——漂亮 
分析：第一点，它们都是可以指“好看，美观”，在这点上它们是同义的，但“美丽”一般只用于

形容女性，“漂亮”不仅可以形容女性，还可以形容男性。如“她是一个美丽的小女孩”、“这个小男

孩长得真漂亮”。 
第二点，在词语形态上，“漂亮”可以重叠，表示程度加深，而“美丽”不可以重叠。 

2.3. “语素相同但次序相反近义词”偏误分析 

这种类型的偏误指的是本该用某个词，但是学习者误用了与其意义相近，语素相同，但次序相反的

词。 
相互——互相 
分析：这两个词，表面上看，它们语素相同，只是位置颠倒，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相

互”和“互相”都有副词的用法，都可以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物之间以同样的态度、行为对待对

方。 
第一点，“相互”可以作状语、定语，如“相互关系”“相互信任”“相互作用”，“互相”是副

词，只能作状语，如“互相信任”、“互相嫌弃”。 
第二点，“相互”可以用在“是……的”格式中，如“理解是相互的”，但是“互相”一般不可以

这么用。 

3. 留学生近义词习得偏误的原因 

通过对不同类型近义词的分析，可以发现汉语词汇丰富，比如英语“see”这个词在汉语里对应的词，

可以是“看见”、“见到”、“看”、“看出”等，而这些词它们的意思相近，有的可能只存在很小的

区别，如何分辨和正确使用这些词语，无疑对汉语学习者来说，存在很大的困难。学习者在学习近义词

的时候，不仅要知道词语的理性意义，还要掌握词语的语法规则、语用规则以及在具体的语境中如何正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1013


王芃芃，赵学德 
 

 

DOI: 10.12677/ae.2020.101013 81 教育进展 
 

确地使用词语。对于学习者近义词习得中偏误产生的原因，不同的学者自己看法，主要是从汉语近义词

自身的特点、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母语负迁移、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教师对词语讲解

不足、教材和工具书释义的误导等方面进行阐述。 
1) 汉语词汇中存在大量的近义词，这些词语可以帮助人们细致地区别客观事物或思想感情的细微差

异，正确地选用词语，可以使表达更加准确。一组近义词的词义特征往往大同小异，它们之间的区别可

能存在于词的理性意义、感情色彩或语法功能等方面，而这些都需要学习者自己辨别。如“成果——结

果——后果”，这些词语有相同的语素，也有共同的义项，但是它们的感情色彩不同，在使用中需要区

分。再如我们可以说“一把年纪”、“年纪轻轻”、“上了年纪”，但是如果说“一把年龄”就不对了，

这是属于固定搭配。现代汉语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的词叫多义词，也称一词多义。如“包袱”的

比喻义是“比喻某种负担”，可以说“你不要有思想包袱(负担)”，在这句话中，“包袱——负担”可以

替换使用，但是当“包袱”指的是它的基本义“用布包起来的包儿”，这时候它们就不是近义词。所以

数量众多的近义词，是留学生汉语学习中的一大难点却又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能精确地辨别词语之间

的异同，就会混淆它们的意义，产生偏误。 
2) 留学生在学习汉语词汇的时候，常常会依赖母语翻译，通过母语来帮助理解汉语的词义，如“质

量——品质”的英文都是“quality”，“参观——访问”的英文都是“visit”，他们受母语知识的影响，

就会在使用近义词的时候出现混用。他们也时常会把母语的组合关系或其他义位类推到汉语的对应词上，

这些都是由于母语负迁移而产生的偏误。如果借助母语的思维去了解和使用汉语，将汉语和母语的词义

等同起来，或者是将母语的使用规则运用到汉语中，往往就会导致词语在实际使用中的不准确甚至是错

误，如“船——船只”都可以被译为“boat”，但前者指个体，后者指称集合概念，“他买了一艘船只”

这句话就是错误的。 
3) 留学生在学习新的语言知识的时候，有时候会把以前学习过的目的语使用规则套用在新的语言项

目中，或者是随意类推，这样就会产生偏误。如“老师们互相交流工作经验”，“交流”不可以换成“交

换”，这是因为它们的搭配对象不同。留学生在对汉语词语没有完全理解掌握的时候，套用以前的语言

规则，就会出现错误。汉语词汇构词广泛运用词根复合法，比如“寒冷”这个词，由“寒”和“冷”这

两个词根构成。“寒冷”的意思是指温度低，让人感到凉，从“寒”我们就可以大致推测出“寒冷”的

意思。但是汉语词汇丰富，构词方式有所不同，同一个词可能也有几种意思，很多词语不能通过这种方

式去推测词义。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时候，常常会由字及词，通过字义的组合和类推去理解词义，往往

把一个词语的意思等同于其中每个字的意思或每个字的意思相加，这就会导致词语意思理解不准确，比

如“见面——见”，它们语义有所差别，而且它们的用法不同，“见”后面可以带“过”、“到”、“了”，

但是“见面”后不可以加宾语。再看出现这种错误的情况，是由于留学生对汉语词义的盲目推测，有时

他们也会出现一些生造词，比如“照相人”、“电影剧”。 
4) 从学习策略来说，我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要说一个句子，先想出它的中文表达方式，再翻译成

英语，但往往就会出现一些错误。比如学习到“join”和“join in”这两个词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这两个

词都有“加入”的意思，但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当邀请别人加入我们的派对的时候，和别人这么说

“Would you join the Party？”别人就会以为你邀请他加入某种党派，因为“join”是指加入组织，“join 
in”是指参加娱乐活动，所以在不了解这两个词区别的时候，就会造成交际障碍。那么留学生在学习汉

语的时候，常常也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比如“This cat is fat”，他们翻译成中文就说成“这个猫很胖”，

这是因为在英文中“fat”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动物或者肉类，但是在汉语里“胖”只能用来形容人，

不能指动物。留学生也常常会使用回避策略，在中高级阶段的留学生，会喜欢使用初级阶段学过的词语，

这些词语对他们来说比较简单，易于掌握，如留学生会习惯使用“很”，而很少使用“非常”。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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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词语的时候，常常只是“接收信息”，会依赖于老师的讲解、各种学习工具，但是缺乏自己的思

考。 

4. 教学策略 

学界将二语学习者容易混淆的词统称为“易混淆词”，那么近义词也算是“易混淆词”，对近义词

的辨析是汉语词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之一。词汇学习的重点在于理解和记忆，那么如何让每位汉语学习

者既能记住词语的意思，又能辨析词语之间的异同，在不同的语境中做到正确使用，对每位汉语教师来

说既是考验，也是挑战。教师需要在不断地教学探索中寻找到更好的教学方法，推动词汇教学的发展。

在近义词教学中，教师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说清楚两个词的“同”与“异”。可以说，词语辨析能力是汉

语教师的一项基本功，这是一项综合素质，既包括知识层面，也包括方法和能力层面[8]。 
1) 汉语教师应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既包括汉语本体知识，也包括二语习得理论和教学理论。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汉语知识体系，掌握词语辨析的方法，能够准确而且全面地找

出近义词之间的差异，同时要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选用合适的方法讲解词语，把词语讲明白讲清楚，

让学生真正地理解掌握，提高学生的词汇认知能力。 
2) 教师平时可以从留学生的作业、试卷等语料中搜集偏误，进行归纳整理，再进一步探究偏误产生

的原因，这样教师可以对学生容易出现偏误的词语，做到“心中有数”。教师在课堂中要挑选重点词语

进行讲解，分析词语不需要面面俱到，但要条理清晰，抓住主要差异进行讲练，尽可能用最“通俗易懂”

的方式把词语讲解透彻。 
3) 教师要综合考虑教学对象的学习阶段、学习水平、学习现状，由易到难，层层深入。有些留学生

在初级阶段出现的偏误，到高级阶段依旧还存在，随着学习内容的深入，也会出现其他各样的偏误，所

以需要对近义词进行反复讲练，多次练习，对所学知识不断进行巩固，这样学生才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学

会运用。周小兵老师提出“在对成人进行外语教学中，需要讲解错误的句子，更有利于其理解”。 
4) 教师在进行近义词辨析的时候，经常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全面地分析词语，教师可以利用语料库提

供的丰富自然的语料，进行整理分析，提高近义词辨析的准确性。教师应选用合适的语料作为例句进行

讲解，有些语料并不能直接用在教学中，教师也可以自己编写一些例句和练习。教师应提供词语运用的

典型语用环境，这样可以帮助培养学生的近义词意识和汉语语感。在讲解词语的时候，不能只是教师一

味地进行讲解，要启发学生思考，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掌握学习内容。 
5) 对于留学生的汉语教学，要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去学习，这样才能提高他们

的学习效率，更有效地开展教学。在近义词教学中，教师应采取多样的教学方式，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现在很多老师结合多媒体、各种汉语学习 APP 等进行教学，这些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词语，也增加

了汉语学习的趣味性。教师需要注意的是选取合适的方法进行教学，留学生在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对抽

象词语比较难理解，在讲解“恐惧——害怕”这对近义词的时候，教师可以运用一些图片(表情包)进行展

示，这样学生不仅能产生兴趣，有时候自己就能根据图片理解词义。在讲解“本——本子”的时候，可

以运用诺瓦克教授提出的概念图，这样学生不仅能够直观地了解词语异同，还能将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

结合起来，建立词语之间的联系。研究表明，词汇知识是通过阅读逐渐增加的，大量阅读是学生学习词

汇、扩大词汇量的主要途径，所以教师也要鼓励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掌握地道的汉语表达方式。 

5. 结语 

偏误分析是应用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语言习得的过程以及实际教学都有

深远影响。本文以偏误分析理论为依托，对留学生习得近义词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偏误进行了分析，并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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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偏误形成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汉语的词汇有自己的系统性，语言教学必须遵循词汇系

统自身的规律展开，因此必须确立词汇教学的系统理念和语义理念。对外汉语教师应该加强自己的专业

素养，能够从不同方面对近义词进行准确地辨析，同时也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帮

助留学生能够在交际中正确地使用近义词，提高汉语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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