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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ds, as the construction material of language, are the essential parts of language study and re-
search. English and German, which descended from the same origin, show us a lot of similarities, 
especially on words. On the guidance of constructivism and the basis of the comparison of English 
and German words, this paper tried hard to construct the best way to acquire German words for 
Chinese students who take English as their first foreign language from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a theory foundation for German word teaching and alle-
viate the pressures for the learners to apprehend and memorize German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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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词汇作为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语言学习和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英德系出同源，共同点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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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表现在词汇上。本文以建构主义的相关理论为指导，在英、德语词汇比较的基础上，从英德词汇的

像似性着手，努力建构第一外语为英语的中国学生对二外德语词汇习得的最佳途径。从而为德语词汇教

学提供理论依据，减轻学习者词汇理解和记忆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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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二语习得研究中，语法习得研究一直占据着中心地位，词汇习得研究则明显处于次要和附属地位。

然而，对于任何一门语言来说，作为其建筑材料的词汇，是语言学习和研究中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没有

词汇我们就无法进行交流，任何语言材料如果没有词汇的支撑，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戴曼纯[1]
在论述中介语系统的接口问题时指出词汇习得的重要性：“词项形成概念系统是语言发展的重要一面，

没有词项是不可能形成该语言的句法规则的”。近年来研究者们越来越重视词汇的习得，并且致力于二

语词汇习得的研究。 
目前，对于二语词汇习得研究的侧面是很多的，如对二语的词汇结构、心理词汇、词汇习得及其策

略、词汇评估等等的研究。本文拟仅从英德词汇比较的角度来谈德语词汇的学习，以期找到德语词汇习

得的有效途径，从而为德语词汇教学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基于这样一个哲学基础，即：事物是普遍联

系的；人类的认识规律是从已知到未知，从简单到复杂。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哲学

基础。该理论认为：真正的理解只能由学习者自己根据自身的经验背景来构建，其效果决定于特定环境

下的学习活动过程。否则，就不能叫理解，而是叫死记硬背或生吞活剥，是被动的复制式的学习[2]。学

生对知识的接收，只能由他自己来建构完成，以他们已有的经验为背景，来分析知识的合理性。在学习

过程中，学生不仅理解新知识，而且对新知识进行分析、检验和批判。 

2. 英语对德语词汇学习的正迁移作用 

英语和德语均属于日耳曼语西支；因此，从发生学上看两者有诸多的相似性。在词汇上尤其如此，

英德两种语言存在大量的同源词，这对具有一定英语水平的学习者来讲，容易发生大量的正迁移现象。 

2.1. 词形相同和相似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最早提出者皮亚杰[3]认为，学习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发现。他认为知

识既非来自主体，也非来自客体，而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一方面，新经

验要获得意义需要以原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另一方面，新经验的进入又会使原有的经验发生一定的

改变，使它得到丰富、调整或改造，这就是双向的建构过程。因此，认为学习的实质就是主客体双向建

构的过程[4]。因此，在习得德语词汇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英德语词汇的相似性来习得德语词汇。 

2.1.1. 词形相同 
如英德语存在许多同形的词，究其原因，是因为英德语同出一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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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Arm arm 手臂 Generation generation 世代 

Bank bank 银行 Hand hand 手 

Bus bus 公共汽车 Laptop laptop 手提电脑 

Cent cent 分、分币 Name name 名字 

China China 中国 normal normal 正常的 

Cola Cola 可乐 Park park 公园 

Computer computer 电脑 Problem problem 问题 

cool cool 酷的 Pause pause 休息 

Couch couch 长沙发椅 regional regional 地方的 

England England 英国 Station station 漫游 

Gas gas 煤气 Text text 文章 

 
两种语言的近源关系还表现在其构词成分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如表示否定的前缀 a-，in-，un-，non-，

des-；表示对抗、反对的 anti-；表示重复的 re-；表示自己、自身、自动的 auto-；表示远的 tele-；表示超

越的 super-；表示小的 mini-；相同的词根，如：photo (光)、phil(o) (热爱)∙∙∙∙∙∙；相同的后缀，如：表示人、

剂或器物的--ant；表示器物或人的--er；构成形容词的后缀--al 等等。 

2.1.2. 词形相似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Adress address 地址 alle all 所有的人 

Champagner champagne 香槟酒 Chemie chemistry 化学 

Dialog dialogue 对话 Englisch English 英文 

Familie family 家庭、家人 Firma firm 公司 

Fisch fish 鱼 Idee idea 主意 

Nase nose 鼻子 oft often 经常 

Provinz province 省 Sonne son 太阳 

surfen surf 冲浪 Tablette tablet 药片 

Tee tea 茶(叶) Tempel temple 庙宇 

und and 和 wandern wander 漫游 

 
前苏联的心理学家，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维果斯基提出了“最近发展区”的概念，最近发展

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是指：“个体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在教师指导下或者在有能

力的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5]。指出学习者发展的两种水平：一是现有的发

展水平，即个体独立活动所能达到的水平；二是潜在的发展水平，指在借助他人的帮助可以达到的解决

问题的水平，或是借助于其他成熟个体的启发帮助可以达到的较高水平。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即学习者

现有的发展水平与经过他人帮助可以达到的较高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最近发展区理

论揭示了学习的本质特征不在于“训练”、“强化”已形成的心理机能， 而在于激发、形成尚未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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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机能[6]。建构主义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可以说是革命性质的，从本文的主旨而言，它打破了英德

语词汇之间的藩篱。为积极利用英德词汇的像似性促进二外德语词汇的习得准备了理论依据。假设我们

在教授学生德语时能指出英德之间的天然联系，一定能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极大地触发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2.2. 由于正字法的不同而导致英德相同或近似的音用不同的字母表示 

如英语中有大量以辅音字母 c 开头的单词，其相应的德语单词以 k 开头，两者的读者一般相同，都

读作[k]。这种转换也常见于单词词干的中间和词尾。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aktiv active 积极的 Alkohol alcohol 酒 

Balkon balcony 阳台 Doktor doctor 医生 

Kamera camera 照相机 Kamerad comrade 同志 

kommen come 来 korrekt correct 正确的 

können can 能够 Reaktor reactor 核反应堆 

 
又如英德语间的元音对应：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Boot boat 小船 Buch book 书 

Blume bloom 花 Fleisch flesh 肉 

Freund friend 朋友 frisch fresh 新鲜的 

Gast guest 客人 Haar hair 头发 

hier here 这里 Ingenieur engineer 工程师 

lernen learn 学习 Maus mouse 老鼠 

mein mine 我的 Milch milk 牛奶 

Preis price 价格 Reis rice 米饭 

 
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词形和发音的相似性为我们搭起了一座联系英德词汇的桥梁。所以我

们在学习德语词汇过程中，要善于不断总结经验。瑞士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让皮亚杰在其《结

构主义》认为认知发展涉及到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四个方面。其中图式是动作的组织或结构，它们

在相同或类似的环境中，会由于重复而带来迁移或概括简化。所谓同化，就是个体将环境因素纳入已有

的图式之中，使其得到不断加强和丰富；所谓顺应，就是个体改变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

个体就是不断地通过同化与顺应两种方式，来达到自身与客观环境的动态平衡。图式最初来自先天的遗

传，以后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变化、丰富和发展，从而逐渐形成本质不同的认知图式(或结构)。皮

亚杰尤其强调了同化作用的重要性：“同化作用，即一种行为主动产生并与新的事物整合成一体的过程，

以及种种同化图示对于客体多样性的顺应[7]。”皮亚杰坚持认为，只有在学习者仔细思考时才会导致有

意义的学习。学习的结果，不只是知道对某种特定刺激作出某种特定反应，而是头脑中认知图式的重建。

因此，我们应该善于利用英德两种语言词汇构形和发音的相似性促进二外德语词汇的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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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二次日耳曼语辅音转移使英德词汇的词形出现了较大的分野，但它们仍为同义词或 
近义词 

2.3.1. 德语辅音 d 和英语辅音 th 
在语言漫长的发展历史进程中，由于发音的生理、语言的接触和分化等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语言

的语音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发音的改变最后必然反映在正字法上。德语和英语自然也不例外，如两

者都经历了第一次辅音转移，完成与公元前 6 世纪，表现为拉丁语中 t 转变为英德语中的 th [8]。而英语

和德语的辅音差异从德语经历第二次辅音音变后变得显著，音变时间始于公元 5 世纪末，表现为辅音 th
转变为 d，而英语未发生音变。所以在现代德语和英语中有大量的单词可以证明这一点。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Bad bath 洗澡 Bruder brother 兄弟 

Dank thank 谢谢 denken think 想 

dick thick 浓的 Dieb thief 小偷 

Ding thing 事物 Drei three 三 

Durst thirst 口渴 Eid oath 誓言 

 
另外，英语中有些带辅音 th 的单词，德语中相应的单词则带 t 或 tt，例如： 
Vater--father 父亲，Mutter--mother 母亲，Bett--bed 床 
Mona--month 月，tausend--thousand 千 

2.3.2. 德语辅音 t 和英语辅音 d 
德语中有大量带辅音 t 的单词，其相应的英语单词则带辅音 d。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Garten garden 花园 gut good 好 

reiten ride 乘、骑 rot read 红色 

Tag day 白天 tanzen dance 跳舞 

trinken drink 喝 Wort word 单词 

2.3.3. 德语的 z 和英语的 c 
英语中还有一些带辅音字母 c 开头的单词，其相应的德语单词则带辅音字母 z。这时，英语的 c 发[s]

音，而德语的 z 发[ts]音。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Dozent docent 讲师 Prozent percent 百分率 

Vize vice 副职 Zement cement 水泥 

Zentral central 中心的 Zertificat certificate 证明书 

Zirkus circus 马戏 Zigarette cigarette 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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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德语的 z、ss 或 ß 和英语的 t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Fuß foot 脚 Wasser water 水 

weiß white 白色的 zehn ten 十 

zwei two 二 zwölf twelve 二十 

2.3.5. 德语辅音组合 ch 和英语的 k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Buch book 书 kochen cook 做饭 

machen make 做 riechen reek 闻、嗅 

Sprach speak 谈话 Kirche church 教堂 

Kind child 小孩 Kanal channel 水道 

2.3.6. 德语的 pf 或 f 和英语的 p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Apfel apple 苹果 helfen help 帮助 

Pflaume plum 李子 schlafen sleep 睡觉 

Telefon telephone 电话 tief deep 深的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过程同时包含两方面的构建：一方面是对新信息的意义构建，另一方面是对原有

经验的改造和重组。这与皮亚杰关于通过同化与顺应而实现的双向建构的过程是一致的。任何学科的学

习和理解都不是从零开始的，学习总要涉及到学习者原有的认知结构，学习者总是以其已有的经验，已

有的概念结构，来理解和建构新的知识和信息。换句话说，获得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

去建构有关知识和意义的能力，而不取决于学习者记忆和背诵教师讲授内容的能力[9]。对于德语词汇习

得而言，英语知识(尤其是词汇)就是我们已有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经验，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就能更有效率

地习得德语词汇。 

2.4. 英德语还存在大量对应的同源前缀和后缀  
 

后缀 德语 英语 后缀 德语 英语 

名词后缀 --heit --hood  --isch --ish 

 --nis --ness 形容词后缀 --lich --ly 

 --shaft --ship  --los --less 

 --tum --dom  --sam --some 

 --ung --ing  --voll --ful 

 --shaft --ship 动词前缀 miss-- mis-- 

副词后缀 --wärts --wards  unter-- under-- 

 --weise --wise  ver-- for-- 

 --ich，--ig --y  vor-- 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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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和英语同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部语支，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有着诸多联系。针对这

一特点，在教学中进行适当的德英两种语言的比较，有助于学生了解掌握它们之间的异同，从而在学习

德语时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可以凭借英语知识，比较容易地学会德语。初

学德语者，在语音和词汇两方面尤其如此。可理解的输入对学习者的词汇习得具有积极意义。要把当前

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尽量和自己已经知道的事物相联系，并对这种联系加以认真的思考。“联系”与

“思考”是意义构建的关键。如果能把联系与思考的过程与协作学习中的协商过程(即交流、讨论的过程)
结合起来，则学生建构意义的效率会更高、质量会更好。 

3. 英语对德语词汇学习的负迁移作用 

尽管英德语的词汇相似性方面颇多，正迁移作用明显。但同时我们却不能忽视英语对我们学习德语

的负迁移作用。第二语言和第三语言高度的相似性也可能是导致词汇错误的一个源泉。 

3.1. 词形相同和相似，但是意义已经有所区别 

如：英语的 tass 指小酒杯或有足无柄的小杯，而德语的 Tasse 指有柄的瓷杯子；英语的 then 用来表

示转折，而与其同源的德语词 Denn 用来表示一种语气“究竟”，用来表示转折的是另一个同源词 dann；
英语的 deer 一词原来表示动物的意思，后来经过了一个词义缩小的过程而特指鹿这种动物；而与其同源

的德语词 tier 还表示动物的意义。还有英语的 gold 侧重指黄金，而与其同源的德语词 Geld 主要指金钱和

钞票；英语的 flesh 主要指鲜肉，而德语的同源词 Fleisch 指各种肉。 

3.2. 英语和德语经过长期的分离和各自发展，已经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在表达相同 
概念时会各自选用不同的词汇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德语 英语 汉语译文 

Ausländer foreigner 外国人 hell bright 明亮的 

kaufen buy 购买 Nachtisch desert 饭后甜点 

reisen travel 旅行 Spiegel mirror 镜子 

Stunde hour 小时 Abtretung cession 割让 

 
所以，我们不能想当然的用英德的语音对应规律来猜测德语词汇的形式。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4. 结束语 

词汇习得牵涉的面很广，我在此仅限于从英德语相联系的角度来探讨德语词汇的习得，应该说，英

语对德语词汇习得的正迁移作用远大于其副作用。所以在德语词汇习得过程中，我们如果有意识的建立

英德语之间的联系，就能极大地提高我们德语词汇习得的效率。 
从教学角度讲，教学不能无视学习者的已有知识经验，简单强硬地从外部对学习者实施知识的“填

灌”，而是应当把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引导学习者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长

新的知识经验。这一思想与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的思想相一致。教学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知识

的处理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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