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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选取对外汉语教学界的经典教材《汉语教程2》为研究对象，以心理词汇理论为基础，从影响心

理词汇构建因素，即词汇量、词汇难易度、词汇重现率三个角度考察《汉语教程2》的词汇编排，根据
话题分类构建《汉语教程2》话题–词汇表，结合问卷调查和教师访谈对汉语学习者感兴趣的话题和词

汇的调研，根据分析结果，探讨阐述如何将心理词汇理论运用到二语教材词汇编排中，提高学生词汇习

得效率，促进二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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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oosing the classic textbook Chinese Course (Book II)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n object 
of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ental vocabula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vocabulary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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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ese Course (Book II)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mental lexicon, including vocabulary quantity, vocabulary difficulty and vocabulary reproduction rate 
and meanwhile compiles a topic-vocabulary list of Chinese Course (Book II)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tegories of topic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questionnaires and teacher interviews on topics and vo-
cabulary that Chinese learners are interested in,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apply psychological vo-
cabulary theory to the glossary compilation of the SLA textbooks,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tudents’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d meanwhile promote the L2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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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教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材的编写质量关乎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

习。词汇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环节，足够的词汇量也是学生听懂和看懂汉语的前提。然而，很多

汉语学习者在词汇学习中困难重重，比如对所学词汇不感兴趣、词汇数量太多难以全部掌握等等。因此，

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该怎样提高词汇编排水平，帮助汉语学习者增加词汇学习积极性，

高效掌握词汇，让汉语教学事半功倍。 

2. 研究理论 

2.1. 心理词汇理论概述 

心理词汇(mental lexicon)，又被称为“内部词汇”(internal lexicon)，指的是词汇知识存贮于大脑的心

理表征，“研究词汇是怎样储存在记忆里和怎样被提取的”[1]。当前关于心理词汇的主流观点是心理词

汇是一个由各个概念相互连接而组成的语义网络[2]。心理词汇与词典有着明显的差别，词典是按照字母

顺序排列的，而心理词汇按照语义网络的方式将词组织起来[3]。 

2.2. 心理词汇与二语词汇习得 

二语习得者在建立词汇认知机制的过程中，主要受到记忆、词汇难度和中介语这三个重要条件的影

响[4]，且记忆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记忆就是用词汇时对心理词汇的提取。词汇提取模型总体有两种，

一个是以 Foster 为代表的串行搜索模型，另一个是以 Marslen-Wilson 为代表的交股模型。前者认为词汇

的提取是按照某种特定顺序在词汇表中逐个进行的，指出词汇频率是词汇提取的关键要素。而后者认为

一个词的感知输入会导致多个心理词汇被激活，在语义、语境和词频的潜在影响下，在这些词中和原来

的输入词共性最大的那个词会被选定[5]。该模型体现出词汇提取的动态性，强调了语境在词汇提取时的

重要作用。 
因此，要想高效记忆大量的词汇，需要重点从词频、语境、语义等方面下手，同时建立词与词之间

的语义联结，在大脑中构建一个完善的语义网络，实现词汇的有效提取，切实帮助二语学习者克服词汇

难记易忘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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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汉语教程 2 (修订版)》(以下简称《汉语 2》)的上、下两册为研究对象。《汉语教程》

由杨寄洲主编，于 2006 年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6]。该教材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被广泛使用，是公认

的经典教材。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统计分析法：统计《汉语 2》上册和下册的分课词汇量和话题，撰写分课词汇量统计表、话题统计

表、话题–词汇表，对此进行分析。 
问卷调查法：以统计分析的结果为基础，从学生角度调查来华留学生关注的话题和词汇并进行分析。 
教师访谈法：基于《汉语 2》两册教材的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对汉语教师进行访

谈，从教师角度深入了解学生对于话题和词汇的需求。 

4. 《汉语 2》词汇编排分析 

4.1. 词汇量 

词汇统计数据来源于每课的生词，本研究对每册词汇量如表 1 所示，每课词汇量如图 1 所示。 
 

Table 1. Vocabulary quantity for each volume 
表 1. 每册词汇量 

教材 课程数量 生词数量 最多词汇量 最少词汇量 落差变化 平均量 

上册 12 412 43 25 18 34 

下册 13 483 46 25 21 37 

 

 
Figure 1. Vocabulary quantity for each lesson 
图 1. 每课词汇量 
 

据表 1 和图 1 可以发现词汇量的以下特点。一方面，词汇量总体呈现出递增的趋势。与上册相比，

下册生词数量、平均量和最多生词量都出现增长。从第 1 课到第 25 课，词汇量基本也逐步增长。另一方

面，词汇量落差过大。无论是上册，还是下册，最多词汇量接近是最少词汇量的两倍，词汇量变化太大。

第 4 课后的词汇量陡然增加，从 25 个逐步增加了到了 43 个。词汇量的猛然增多提升了学习和掌握词汇

的难度，容易给学生带来过大的学习负担，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4.2. 词汇难度 

本研究以《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为依据考察《汉语 2》的词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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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是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 2021 年发布的一套规范标准，它创立了“三等九级”

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即初等、中等和高等，一级至九级[7]。该标准详细列出了每个一级中文水平应掌握

的词汇，有助于笔者科学且精准判断词汇的难度等级。《汉语 2》的词汇等级统计如表 2 所示。 
 

Table 2. Vocabulary quantity for different levels 
表 2. 不同等级词汇量 

类型 初等

词汇 
中等

词汇 
高等

词汇 
超纲

词汇 总计 柱状图呈现 

上册 267 93 41 8 409 

 

下册 231 151 62 8 452 

 
据表 2 可以发现词汇量的以下特点：首先，初等词汇占比最多，其余词汇占比较小。在上册和下册

中，初等词汇在所有词汇中占比都超出一半，基本可以满足学习者的交际需求。超纲词只有少量，选词

基本控制在《标准》的要求以内。其次，与上册相比，下册的初等词汇数量减少，中等、高等词汇数量

增加。学习者随着汉语水平的提升，对中高等词汇的需求会增高。《汉语 2》的选词把握了学生词汇学

习的发展性和阶段性。虽然超纲词没有收录在《标准》中，但是部分超纲词如“拉肚子”已经成为日常

生活中的重要词汇，也需要学生掌握。但是该教材上下册的超纲词却没有出现增长。 

4.3. 词汇重现率 

词汇重现率是指一个词在文本中出现的总次数减去 1。本研究考察词汇重现率的研究范围是每课的

课文。本研究将所有课文进行分词，然后统计生词的频率，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Word frequency for each volume 
表 3. 每册词频 

教材 总课数 总词数 总词频 平均词频 

上册 12 409 3243 7.93 

下册 13 452 1850 4.09 

总计 25 861 5093 5.92 

 
基于如今较公认的平均词频衡量标准为 6 次，从以上数据可以发现，《汉语 2》上册的平均词频超

过了 6 次，学习者基本可以掌握选词，而下册的平均词频只有 4.09，学习者较难实现词汇习得。上册和

下册总计的平均词频没有超过 6 次，说明整体上该教材词汇出现频率不够高。为了考察词汇重现的具体

情况，本研究对《汉语 2》词汇重现率进行统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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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ecurrence rate of vocabulary for each volume 
表 4. 每册词汇重现率 

上册 下册 
类型 数量 占本册词汇总量比例 类型 数量 占本册词汇总量比例 

重现率 = 0 143 34.96% 重现率 = 0 228 50.44% 
重现率 = 1 81 19.80% 重现率 = 1 86 19.03% 
重现率 = 2 52 12.71% 重现率 = 2 32 7.08% 
重现率 = 3 21 5.13% 重现率 = 3 26 5.75% 
重现率 = 4 14 3.42% 重现率 = 4 7 1.55% 
重现率 = 5 10 2.44% 重现率 = 5 22 4.87% 
重现率 ≥ 6 88 21.52% 重现率 ≥ 6 51 11.28% 

 
以上数据表明，每册教材的词汇重复率从 0 到最高基本上是逐步递减的。与上册教材相比，下册教

材的词汇重现率大于或等于 6 的比例明显降低，重现率为 0 的比例增加，词汇重现率为 1 到 5 之间的占

比基本上都降低了。其中，重现率大于或等于 6 的词汇大多数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例如“把、开”

等，此类词汇基本可以满足学习者的交际需要，帮助学习者构建稳定的心理词汇网络。重现率为 0 的比

例的增加说明更多的生词只出现过一次，比如“避暑”，这导致学习者很难掌握该类词汇。 

5. 《汉语 2》话题–词汇分析分析 

5.1. 构建《汉语 2》话题–词汇表 

本研究参考《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修订版)》中的《汉语教学话题及内容建议表》，将《汉语

2》的上下两册中的生词依据 18 个大话题进行分类，构建《汉语 2》话题–词汇表。大话题包括个人信

息、情感与态度、日常生活、身心健康、文化娱乐、家庭生活、节日活动、旅游与交通、学校生活、教

育、语言与文化、文学与艺术、科学与技术、社会交往、价值观念、全球与环境、社会和自然[8]。各个

大话题又会被进一步分成多个小话题。以下是《汉语 2》的话题–词汇表的部分示例如表 5 所示。 
 

Table 5. List of topic-vocabulary 
表 5. 话题–词汇表 

大话题 小话题 话题词汇 

个人信息 

婚恋 结婚、离婚、未婚夫、未婚妻、夫妻 
身体部位 肚子、鼻子、头发、眼睛、腿、骨头、腿脚、脚、腰 
体貌特征 老、年轻、个子、长、样(子)、帅 
姓名 赵、丹尼斯、李美英、安娜、关建平、夏雨、大山 

 
通过对所有词汇按照大话题分类汇总，统计出各个大话题的词汇数量在所有词汇中的占比。结果显

示，日常生活、旅游与交通、个人信息占比最大，分别为 19%、17%和 10%，全球与环境占比最小，只

有 1%。全球生活这个话题与日常生活相比占比差距过大，在《汉语 2》中只有“国际、世界、国家、大

使馆、国际、广博”这几个词与之相关。词汇的话题不够丰富，覆盖面不够广。 

5.2. 话题兴趣问卷调查 

5.2.1. 问卷调查对象 
问卷调查对象均为中国某所大学的来华留学生，调查对象共有 60 人，男性 32 人，女性 28 人。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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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有效问卷 60 份，问卷有效率达 100%。 

5.2.2. 问卷调查内容 
该问卷的语言为英语，基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生的个人信息，包括性别、专业、学习汉

语的原因、学习汉语多久了、认为汉语难度如何。第二部分调查学生对不同话题词汇的感兴趣程度。学

习者需要先将所给话题根据兴趣程度从大到小排序，然后选择每个话题包含的小话题的感兴趣程度。 

5.2.3.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1) 个人信息 
首先，关于汉语学习时间，36 人学习汉语 1~2 个学期，13 人 3~4 个学期，7 人 5~6 个学期，4 人超

过 6 个学期。多数学生学习汉语时间比较短，其中不少学生正在进行预科学习。 
其次，对于学习汉语的原因(多选)，43%的人学习汉语是因为语言兴趣，各有 26%的人是因为学习需

要和工作要求，剩余 4%的人是因为家人要求，没有人有其他原因。很多学生表示，如今随着中国国际地

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都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希望学习汉语深入了解。 
再次，关于是否喜欢汉语，在受试的 60 人中，40 人非常喜欢汉语，19 人喜欢汉语，0 人表示一般，

3 人表示不喜欢，0 人表示非常不喜欢。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发现，大多数学生都非常喜欢汉语，学习汉语

的积极性很高。那些不喜欢汉语的学生认为汉语与他们的母语差距很大，汉语不容易掌握。 
最后，关于汉语难度的调查结果显示，19 人认为汉语非常难，32 人认为难，4 人认为一般，3 人认

为简单，2 人认为非常简单。根据数据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学生都认为汉语难度大，而那些认为汉语简

单的学生汉语水平基本较高。 
2) 话题兴趣程度 
这部分首先让学生对 18 个大话题根据兴趣程度从大到小排序。结果显示，学生对这些话题的感兴趣

程度差距不是很明显。其中，学生对学校生活最感兴趣，对全球与环境最不感兴趣。除此以外，学生还

对情感与态度和语言与文化比较感兴趣。这些数据说明了学生比较热衷于学习那些贴近生活的话题，而

对与自己联系不大的话题不太感兴趣。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学生对个人信息这个话题不是太感兴趣，这

可能涉及到学生的文化，个人信息属于隐私，学生比较忌讳谈论这类话题。但是《汉语 2》话题–词汇

表显示，该话题的词汇量占比非常高。 
除此以外，本次问卷还对 18 个大话题包含的小话题的感兴趣程度进行了调查。对每个小话题都分别

给出了极其感兴趣、感兴趣、一般、不感兴趣、非常不感兴趣五个选项。本研究将对学生最感兴趣程的

三类大话题进行分析，包括学校生活、情感与态度、语言与文化。 
学生对于关于学校生活的小话题感兴趣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假期、学校设施、俱乐部、校园、学

习、考试。假期是给留学生放松、休闲的时间，他们可以回国陪伴家人和朋友。学生在学校生活时需要

了解学校有哪些设施，比如食堂、体育馆。 
对于情感与态度这类话题，学生对“喜欢”这一类积极情感比较感兴趣，而对“中立、后悔”这类

消极情感不太感兴趣。学生处于青少年时期，大多对生活保持乐观的心态，所以比较关注这方面的话题。 
学生对于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小话题感兴趣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中国文化、语言学习策略、语言交

际策略、语言学习困难。很多学生学习汉语是因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而且在中国生活也需要了解一些

中国文化和当地的风俗习惯。而学习语言学习策略可以帮助他们提高汉语学习的效率，尽快提高汉语水

平。 

5.3. 教师访谈 

为了从教师角度了解《汉语 2》的词汇设计和话题设计的看法，笔者采访了 2 位大学汉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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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教师的汉语教学时间为 3 年，另一位教师为 6 年。他们负责的授课课程除了汉语，还有其他语

言，包括英语和俄语。他们的汉语教学内容都是综合汉语，使用《汉语教程》这本教材。他们的教学对

象都是来华留学的预科生，年龄在 18~21 岁，汉语水平基本都很低。他们学习汉语很多都是因为工作要

求，比如在对外贸易中掌握汉语能够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也有不少人是因为到中国留学需要掌握汉语。 
在《汉语 2》词汇设计这方面，两位教师都认为该教材每课的词汇数量波动较大，最大词汇量和最

少词汇量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一位教师还认为词汇量较大，学生学习压力大。由于学生需要在一年内

从零基础提升到能够通过语言考试的一定水平，他们需要学习大量的词汇。这就需要教材词汇编排要做

到由少到多，在初始阶段减少词汇数量和词汇难度，培养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有教师指出，该教材的

词汇难度设置有些不合理，比如第 2 课中的“肠炎、化验”这些词汇难度较高，依照学生现有水平难以

掌握，建议将这一课放到后面学习。因此，该教材编写还需要重视词汇难度实现由易到难的过渡，在汉

语学习前期不能打击学生的积极性。 
在《汉语 2》话题设计上，两位教师都认为其话题都具有较高的实用性，但是有的话题学生不感兴

趣。他们认为学生对旅游、美食、风景这类贴近生活的话题比较感兴趣，但是对环境、全球与他们联系

不大的话题不感兴趣。有教师提出，学生对这类话题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年龄限制。学生的阅历

不够，对相关话题没有深度见解或者根本没有思考过。为此，他们通常在课堂上设置一些环节激发学生

积极性，比如游戏、模拟真实场景对话等，这样还能鼓励学生学以致用。他们提出，在学习新词时可以

适当拓展相关词汇，还可以复习巩固已学的同类词汇，以话题为标准积累词汇，比如颜色、球类等。两

位教师都认为，话题设计应该要避免一些敏感话题，如政治、宗教，并建议增加一些贴近生活的话题。 

6. 《汉语 2》词汇编排的问题与启示 

6.1. 词汇量 

《汉语 2》的词汇量过多，分课词汇量落差过大，最多词汇量接近是最少词汇量的两倍。教材的总

词汇量过大，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学生提高汉语水平需要掌握一定数量的词汇，但是提高课后词汇量并

不是扩大学生词汇量的唯一办法。基于适量词汇，学生可以通过组词、联想等方法可以快速习得大量词

汇。不平稳的词汇增长容易给学生带来过大的学习压力，丧失学习汉语的兴趣和信心。教材的词汇编排

需要依照循序渐进、由少到多、由易到难的方式平稳增长。教材编写者在词汇编排时需要适当减少词汇

量，注重对词汇量落差的把控，减少词汇量差距，控制分课词汇量稳定增长。 

6.2. 词汇难度 

《汉语 2》的选词没有把握好由易到难的过渡，超纲词汇没有增长。有些词汇虽然属于超纲词汇，

但也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词汇。该教材的上下册的超纲词汇没有出现增长。教材的词汇既要有足量初等

词汇满足学习者的交际需求，也要有适量高级词汇满足学习者其他需求，实现中等、高等、超纲词汇逐

步增多。同时，部分难度较大的词汇如“肠炎”在教材中的分布位置太靠前，不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以学生的现有水平难以掌握。在汉语学习的初期，教材尽量设置难度较低的词汇，帮助学生培养汉语学

习的兴趣和积极性。教材编写者需要做好中等、高等和超纲词汇共同增长的把控，实现词汇按照从由易

到难的顺序合理过渡。 

6.3. 词汇重现率 

《汉语 2》的平均词频较低，下册的平均词汇词频与上册相比下降了接近一半，还有很多生词的重

现率为 0。足够多的重现率可以帮助学生通过课堂学习就可以掌握相关词汇，不需要在课后花更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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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练习。过低的词汇重现率难以保证词汇习得，学生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遗忘，影响学生汉语水平

的提升。除了教师在课堂中帮助学生复习巩固已学词汇以外，教材编写者应该要提高生词重现率，在课

文中重现之前学过的生词，特别是要增加难度为中高等词汇的重复率，减少初等高频词汇的重复率，帮

助学生构建完善的心理词汇网络，高效地进行词汇习得。 

6.4. 词汇的话题 

《汉语 2》中出现了大量关于个人信息的词汇，但是学生对此不太感兴趣。同时，教材的话题缺少

丰富性，部分话题的词汇数量过少，如全球与环境。教材需要适量增加学生感兴趣的话题，特别是与学

生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同时也不能忽视那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话题。如果学生对部分话题不感兴趣，

教师可以选择一些有趣的课堂活动如游戏、模拟情景对话，适当降低对掌握这类词汇的要求，激发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相应地，教材在涉及到这类话题时也可以适当降低词汇的难度，减少词汇数量。教材编

写者需要加强对话题多元化的把控意识，帮助学生拓宽视野，针对学生的兴趣调整话题的选择，并避开

部分敏感和有争议的话题。 

7. 总结 

词汇教学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环节之一，对学生汉语水平的提升至关重要。本研究选取对外汉语教

学界的经典教材《汉语 2》为研究对象，以心理词汇理论为基础，从影响心理词汇构建因素，即词汇量、

词汇难易度、词汇重现率三个角度考察《汉语 2》的词汇编排，根据话题分类构建《汉语 2》话题–词汇

表，结合问卷调查和教师访谈对汉语学习者感兴趣的话题和词汇的调研，探讨阐述如何将心理词汇理论

运用到二语教材词汇编排中。研究发现，教材编写者需要降低《汉语 2》的词汇量，减少分课词汇量落

差，控制词汇难度由易到难过渡，提高词汇重现率，并加强对词汇话题丰富性和趣味性的把握。由此，

提高教材的词汇编排水平能够提高学生词汇习得效率，促进二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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