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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词汇是学习语言的基础和衡量学习者语言水平的重要标准,我校预科学生词汇学习中普遍存在词汇量欠缺,写错读

错等问题。如何在有限的一年预科时间内让学生掌握更多的词汇的同时,教给学生更有效的词汇学习方法,本文对此问题做了

初步探索,建议在教学中引入形近字辨析和字本位教学法。 

[关键词] 预科；词汇教学；字本位 

 

著名语言学家威尔金斯曾说过：“没有语法,人们可以传

递一点点信息,而没有词汇,人们则无法传递任何信息”。胡

明扬先生也认为：“语言说到底是由词语组合而成的,离开了

词语也就没有语言可言”。词汇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衡量一个人语言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词汇的学习和积累贯

穿语言学习的始终,词汇教学的效果自然也直接影响到学生

国语学习的整体水平。我校预科国语教学虽然只有短短一年,

但国语学习的过程将陪伴学生一生,不但会深刻影响他们专

业课程的学习,还将影响其就业和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如

何在短暂的时间里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掌握词汇。如何教,才

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每个预科教师不懈探求的话

题。本文就我校高职预科学生的词汇教学做一初探。 

1 当前我校预科词汇教学的现状 

目前我校预科词汇教学采用的基本上还是教师逐词讲

解,学生逐词学习并且记忆的方法。“教一个学一个”的传统

词汇教学法在起始阶段有利于学生学习,但对于已经有数年

国语学习经历的学生而言则成为进一步学习的障碍。汉语词

汇数目极多,没有人能全部记住,词汇的记忆也比较枯燥,学

习者容易产生畏难和厌学情绪,从而停滞不前,进步缓慢。词

汇教学中教得费劲,学得低效成为普遍现象。其次,我校预科

高职学生都经过了小学和中学的国语学习,有一定的词汇储

量,但不论掌握的词汇量是多是少,学生读错写错字的情况

常有发生,比如分不清“外”和“处”、“己”和“已”,听写

生词的时候经常会有学生把“辩论”写成“辫论”等等。再

次,不论从汉语听和说的角度还是专业课学习的角度而言,

学生掌握的词汇数量严重不足。针对这些有共性的问题,建

议在词汇的教学过程中做以下尝试。 

2 教学建议 

2.1 在词汇教学中加入形近字辨析环节 

在汉字中存在着一些字,它们在字形结构上有某种相似性,

给识记、书写和使用带来一定的困难,这些字就是形近字。

汉字中,形近字占了很大的比例,这类字不易分辨,也不易记

清。学生也常常由于字的形体差不多而写错读错。在词汇教

学环节引入形近字辨析,可以使学习者对汉字笔画和偏旁有

进一步的认知,可以增强学生对汉字笔画的敏感度,培养学

生对偏旁表意功能的理解,增进其语言学习的能力。形近字

的构成要素和汉字的构成要素一样,都是由笔画和偏旁构成

的。笔画是构成汉字字形的 小单位,通过形近字辨析的训

练,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笔画书写的规范性,汉字多一笔少一

笔都会带来读音和字义上的不同,不能随意书写。形近字的

构成要素和汉字的构成要素一样,都是由笔画和偏旁构成

的。笔画是构成汉字字形的 小单位,通过形近材料。 开

始发明篮球的时候是把球扔进挂在墙上的篮子里,所以篮球

的“篮”是竹字头。艹,草字头,通常表示和植物、特别是草

本植物有关的事物。“蓝”表示的是一种颜色, 初的蓝颜色

是从植物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蓝色”的“蓝”是草字头。

形近字辨析时有意识地对不同偏旁的形近字进行区分讲解,

不但有助于学生了解词汇本身的含义,还能使词汇的记忆形

象有趣,把“篮球”写成“蓝球”、把“辩论”写成辫论”的

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力功能定位；命题时需要注意试题素材选取的真实性,要紧

密联系社会、经济、科学发展的实际,力图让学生在真实的

生活场景中解决问题；题目难度和时间要合理配置,减少大

量计算和记忆的题目,给学生留出更多的思维空间,鼓励开

放性和创造性的答案；对于测验的结果,还要深入挖掘分数

之下所隐藏的学生认知结构和解决问题的策略。 

5 结束语 

教育教学改革已然进行,你我还在犹豫、质疑？我们不 

要满足只是做一个教书匠,我们要成为教育者,我们要早日

从旧教育思想模式下“破茧而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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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校预科精读课教学一般都按照“词语-课文-语法

-练习”这个固有的程序进行,有的教师先单独处理词语再讲

课文,有的把词语放在课文中结合具体的语境讲解,但不管

是采用何种方式,在讲解生词的过程中都没有形近字辨析的

环节,长此以往,学生学的字越多,产生混淆的可能性就越

大。因此有必要在词汇教学过程中引入形近字的辨析。当然

不是所有的错别字都可以通过此方法解决,这里也只是提供

一种培养学生词汇学习能力的思路。 

2.2 在词汇教学中引入以“字”为本的“字本位”教学

法 

“本位”,《现代汉语词典》(2005 版)将其解释为：”

某种理论观点或做法的出发点”。词汇教学中引入“字本位”

教学法,是相对于传统词汇教学中的“词本位”教学法而言

的,“词本位”认为词汇教学应该以“词”为基本单位,逐词

学习,逐词记忆。然而汉语词汇数目庞大,以词为单位的教学

法使得学生在遇到新词时只能靠死记硬背而不会灵活推理,

从而加重了学习者的记忆难度。比如“司机-司令-司法-司

仪”四个词汇,按传统的词本位教学法,需要一一解释和记

忆。而“字本位”则注重词汇中字的意思及其组词结构。还

是以上四个词,只需抓住其中相同的字素“司”的一个义项：

“主持、操作、掌管”,这四个词的词义就都清楚了。“司机”

--操作汽车、火车等机器的人；“司令”--军队中掌握命令,

可以命令别人的人。“司法”自然是掌管法律,“司仪”则是

主持仪式的人。这样的词汇教学方式虽然没有词典教学法严

谨和面面俱到,但却更通俗更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当学生

掌握这个字素后,在阅读文章时遇到“司法机关”“各司其职”

这样的词组时,便完全可以理解,甚至在遇到比较生僻的词

语“司马”(古代官名,掌管军政的长官)时,也可以通过上下

文语境和猜测,得出正确的词义。这样的方法使学生能够触

类旁通,迅速通过字的常用义项扩充到很多词汇,使词汇的

学习变得有趣高效,也减轻了教师的工作负担,学生掌握的

不只是更多的词汇,更重要的是掌握了词汇学习的有效方

法。再者,由于不同语言中完全对等的词语几乎是不存在的,

只针对“词”来解释和学习,往往不能使学生准确完整地理

解词的涵义,无法正确应用,还需要对组成词汇的字素进行

分析,尤其是一些近义词。汉语近义词的辨析是语言水平达

到中高级学生的教学难点,我们一般都是从词性、语用、语

义三方面去区分。但对于拥有一个相同的字素的近义词而言,

字本位的分析法常常出其不意,表现不俗,从语义方面轻松

突破。比如“辩护”和“辩解”这两个词,在理解“辩”字

的基础上,弄明白“护”有“保护”的意思,“解”有“解释”

的意思,这两个词的区别就基本清楚了。 

汉语词汇浩如烟海,但构成词汇的常用字数量却高度集

中。频率 高的前 500 字占语料库的 75%-78%,前 1500 字占

94%-96%。掌握了这些词的常用义项,就可以读通一般读物的

94%左右,这也正是字本位教学法的优势所在。 

总之,在一年的预科时间内,词汇教学的任务不仅是使

学生尽可能多地扩充词汇量,更重要的是遵循语言本身的规

律,在教学中不断探索更有效的方法,交给学生知识的同时,

更要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为其今后的国语学习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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