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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韩词汇对比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探究

李　璇

韩国庆南大学  韩国 昌源市  51767

摘　要：近些年，汉语教育事业一直处于上升的发展态势，学习汉语的韩国人逐渐增多。汉语和韩语存在很多差别，

为了引导学习者更高效的学习汉语，本文围绕词汇教学，比较韩语和汉语在词汇方面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以韩

语中的汉字词为突破点、比较韩语和汉语的语法关系、建立专业的教师队伍等策略。从教学方面，按照学习者对汉

语的学习需求，给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注意事项，以保证教学工作有序、可靠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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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在当下拥有较高的热度，在我国综合

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关注中国发展、研究中国文化

的人逐渐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汉语教学事业发

展。词汇为语言的重要元素，也是语法能否得到良好应

用的关键。因而，词汇教学也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

板块，大众也常将一门语言词汇储备量作为评价语言学

习水平的元素，由此可以看出词汇对语言学习的重要性。

因此，词汇教学在对外汉语中的关注度逐渐上升。在词

汇教学方面，需要选择科学的方法引导学习者，比较韩

语和韩语的异同点，从语言学习角度出发，提出行之有

效的教学方法。1

一、汉韩词汇对比

在韩语词汇中汉字词拥有较高的比例，“汉字词”在

汉语基础上，按照韩国对所需词语的需求进行调整，由

此形成带有新词义的词语。韩语中的汉字词除了意思外，

发音与我国词语发音也极为相似。学习者接触此类词汇，

可以使用极短的时间记忆语义并应用该词。韩国很多学

校已经开设汉文课程，接触过相关内容，在学习汉字词

时，可以缩短学生接受、理解、消化相关词语的时间。

在学生刚开始学汉语时，引入相关汉字词，可以勾起学

生日常回忆，借用相关元素促使学生快速记忆汉字词，

还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相关词语的发音，此类词语的发

音和当地词意思也大致相同。展示相关词汇，可以引导

学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学习汉语知识[1]。

汉语词汇形态变化不如韩语，古代汉语通过意动、

使动等声音变化方式或多形态变化区别词汇的意义和词

性。韩语词汇辅助性成分不少，辅助性词汇以形变的方

式设置。汉语词汇一般会遵循汉语语法，在该语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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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组合语素，一旦更改语素位置，词汇的性质、意义等

内容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天明”和“明天”等。韩语

形态变化一般通过叠加辅助性成分的方式，常会通过接

续词尾、格助词、终结词尾展现语法关系。韩语语素即

便发生变化，也不会对词汇语义、性质形成较大的影响。

另外，韩语和汉语语序方式不同，汉语动词在后，辅助

性内容在前，韩语正好相反[2]。

韩语虚词非常多，这点与汉语有较大的差别，研究

《韩国语助词与词尾词典》，其中收录的虚词超过1000

个，同时虚词在使用方面有很多规则，会增加学习者的

学习压力。很多韩国学生学习汉语时，不能在接触助词

时，快速掌握“得”、“的”、“地”等动词的差异，在动

词应用方面经常出现乱用助词的情况[3]。

二、对韩汉词汇教学的策略

（一）以韩语中的汉字词为突破点

在韩国学习汉语的青年人较多，在汉语授课中一般

会涉及论语、成语、谚语、古诗等方面的内容。在韩国

可以见到很多中国文化元素，汉字出现在韩国部分地区

的地标或商品中。韩国学生在日常活动中，或多或少会

接触一些汉语元素，教师可以将其作为汉语教学的抓手。

识别和书写汉字难度不大，也是汉语教学的基本任务，

汉字中有不少同义词、同形词，这些词汇对韩国学生也

没有太大的学习难度。教师带领学生学习汉语词汇时，

可以选择韩语中的同形同义词，将其作为教学的诱导元

素，引导学生学习并记忆汉语同形同义词[4]。

教师引出同形同义词，带来学生学习相关内容时，

应该在学生掌握相关词汇后，进行适当的训练，让学生

可以通过相关词汇，增加对汉字的辨识能力。教师还可

以使用活动的方式，展现同形同义词，让学生寻找两者

的不同点，对学生识字、阅读理解有正向迁移作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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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选择学生较为熟悉的汉语元素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

学习相关词汇，在学生学习相关词汇时，会列举与之相

关的大量词汇。在该种方式的应用下，学生的识词量不

断增加，由此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还可以提高学

生阅读理解方面的水平。

（二）比较韩语和汉语的语法关系

汉语语序一旦发生变化，会导致句子的意思发生变

化，韩语依靠结构助词表现语法的关系，一般变动韩语

语序，不会对句子含义造成较大的影响。汉语和汉语在

语序设定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带领韩国学生学习汉语，

可以比较两者并让学生发现两者语序设定的差异。在韩

语中经常出现省略宾语和主语的情况，教师可以为学生

举相关的列子，通过对比让学生发现韩语和汉语在语序

和成分含义方面的差别。由于韩语和汉语在语法方面存

在很多差别，因此，韩国学生学习汉语时，容易在语序

和句子成分方面出现问题。教师必须比较韩语和韩语间

的区别，考虑到学生接触汉语后可能出现的不适情况，

需要向学生介绍汉语句子组成元素，同时应该强调句子

不能省略的内容。着重指出学生容易出错的部位，引导

学生学习相关内容，学生使用汉语时也会注意此方面内

容。经过一段时间，学生会慢慢习惯汉语句子的构成方

式。教师在课程中，使用汉语和韩语对比的方式，让学

生发现两者在语言呈现方面的差别，可以帮助学生更好

的学习汉语语法方面的内容[4]。

（三）建立专业的教师队伍

教师作为学习者接触汉语、学习汉语的领导者，其

是否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与教学经验将会对韩汉词汇教

学形成不小的影响。教师应用拥有较强的观察能力，随

着课程的进行判断学生对内容掌握情况，教师还需要用

丰富的语言储备，由此可以发现韩语和韩语的差别，还

可以发现韩语和韩语的关联点。让学习者通过母语和汉

语的关联要素，进而学习汉语，掌握词汇使用规则与词

汇语义。教师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可以更好的解决学

生在词汇学习中遇到的疑问，还可以引导学生分析，让

学生发现自身在词汇学习方面出现的不足，可以在日后

有针对的学习词汇方面的知识[5]。

三、韩汉词汇教学的注意事项

（一）规范汉字书写

汉语内容较多，增加非土著者学习汉语的难度，教

师带领学生学习汉语词汇时，需要查看学生汉字拼写情

况，结合学生拼写汉字的准确率设计词汇教学方案，对

于基础较差的学生，将更多关于书写方面的内容。很多

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汉语词汇时，认为汉字书写是基础知

识，在词汇教学中对相关内容的重视程度不足。汉字与

韩语文字不同，汉字偏旁部首多同时结构变化较为复杂，

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学生学习汉字的难度。汉字是

学习汉语知识的基础，在词汇教学中也有极为重要的作

用。比如以“月”为偏旁的汉字，大部分与人身体器官

相关，以“目”为偏旁的汉字大部分与看东西等内容存

在联系。汉字结构变化复杂，还有不少文字有诸多笔画，

这些对学习汉语的学生会造成不小的干扰。学生在认字

存在不小难度的前提下，难以有余力学习词汇语义方面

的内容。教师可以多展示象形字，让学生发现偏旁部首

与文字语义间的关系，帮助学生快速记忆文字结构与含

义。在词汇教学中，增加象形字的引入量，让学生认识

更多汉字，对学生学习、记忆汉语词汇有莫大的帮助。

比如，教师将“江湖”、“湖泊”、“海洋”等词语放在一

起，让学生观察词汇文字的结构，发现带有三点水结构

的汉字均与水有关，找到三个词汇的共同点，加深对相

关词汇语义的印象[6]。

（二）逐步增加词汇量

词汇量关系到学习者对一门语言的掌握程度，是否

拥有足够多的词汇量会影响到学习者对语言表述的准确

性与完整性。教师应该在词汇教学中，引导学生积累更

多词汇，作为学生使用汉语和他人无阻碍交流的基础。

汉语语素在汉语教学中使用较为频繁，将其与词汇教学

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扩充学生的词汇量。语素导入到词

汇教学中，应该考虑学生的学习能力与学生的学习基础，

在此前提下调整教学方式。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应该

以单音节词为主，作为自由语素具备构词能力强、灵活

性高等特点。少量的自由语素可以组成很多新的词语，

词语中的语素没有变化，经过一定的调整变化词语的意

思，便于学生学习、记忆。比如，教师向学生展示电池，

随后将词语中的汉字分别组词，变为电话、泳池等新的

词组。在词汇教学中使用语素拆分词汇并拼成新的词语，

可以提高学生对语素的敏感程度，结合学生的所见所闻，

不断整理词汇，形成一个大的网络[7]。

（三）关注语感训练

韩汉词汇教学中应该明确教学工作的重点，很多教

师推进汉语教学时，将教学重心投放在词汇意思上，词

汇使用规则也是汉语初学者掌握汉语上使用方式的关注

内容，但是该部分内容得不到对外汉语教师的正确对待。

确定词汇的含义，只可以让语言使用者清楚词汇的含义，

但是不能保证其在沟通交流时可以合理应用词汇，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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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想法。带来学生学习汉语的使用规则，这是其在

使用语言，可以调整词汇并组织词汇的必要内容。学生

掌握词汇使用规则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表明自

己想法的词汇，按照规则排列词语，由此可以拼装为正

确表明语言发出者想法的话，与他人沟通或进行其他社

交行为。汉语和韩语存在很大的区别，指导学生学习汉

语时，应该建立以汉语为中心的语境，促使学生在语境

的干扰下，找到各类词汇在实际活动中的使用地方。客

观性、系统性与汉语词汇的显著特征，引导学生学习汉

语时，可以按照某一依据划分词汇类别，让学生接触具

备相同特性的词语，增加对相关词语的印象。教师引导

学生学习词汇时，还需要适当的带领学生回顾上节课学

习的知识，在新词汇教学中，建立语境并以对话活动，

让学生通过交际对话，提高对词汇的熟悉程度。开展交

际对话活动并为学生构建相关的语境，可以帮助学生快

速掌握新接触的词汇与词汇使用规则[8]。

四、结语：

韩汉教育事业仍有不小的发展潜力，对外进行汉语

教育的机构逐渐增多，参与该工作的教育人员数量也在

持续增加。在此背景下，需要将关注点重新回归到教育

的本质，应该给予学习者合理、科学的引导，促使学习

者在课程中获得收获。教师应该寻找汉语和韩语的关系，

借助学习者较为熟悉的语言元素，引导其了解、掌握新

语言知识内容，增加对该内容的了解程度。除此之外，

教师需要基于学习者的角度，思考其学习汉语时可能遇

到的问题，使用科学的教学手段，结合学生对课程内容

的吸收情况，控制教学节奏，提高词汇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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