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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对外汉语认知系统教学法中词汇引申义学习成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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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章尝试应用认知系统教学法于词汇引申义教学。

词汇的引申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可以在认知层次找到系统。

让学生了解认知层次的结构将助于语意的学习。研究针对亚洲大

学两组国际学生进行华语与“米饭”有关的词语教学，实验组将

教授米饭的认知系统，对照组则采用传统文法翻译教学。认知系

统教学对于词汇引申义学习的成效显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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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原义经由一些途径产生引申多义，多义及具有特殊意义

的成语对外籍生学习不易。本研究的旨将理论实践，以语言学的

专业应用于实际的语言教学上。假设此方式有助于词汇引申义理

解，可增进学生词汇背诵能力以及延长记忆。研究尝试将认知系

统教学应用于华语教学上，主要教授与测试的语言材料是与米饭

有关的短语（词组）。米饭是中华文化的主食，因此有字面以外

的功能。在进行认知系统教学前，进行“米”与“饭”的短语分析，

找到各个引申义之后建构出认知系统再进行教学。

一、认知与语言教学

认知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很多学者证实；然如何透过认

知系统教学让语言学习容易少有人提到。认知取向的教学理论与

策略是晚近最新的教学研究趋势。

受到认知语言学的影响，近几年来有学者将概念比喻应用于

词汇的教学上。熊正、徐敏（2020）透过实验研究探讨了高阶英

语读写类课程中，教授“概念隐喻理论”、培养学生隐喻能力对

于融通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的促进作用。江粉（2009）针对高职

生进行实验，研究概念隐喻教学对学习外语隐喻词汇的成效。研

究结果发现，概念隐喻教学法对于词汇之长期记忆有显着的成效。

同时，概念隐喻教学法对于不同程度之学生皆有成效。娄宏亮、

余淑媛（2019）认知隐喻理论教学为方法，探讨了如何在教学实

践中更好地解释一词多义结果显示，在成语记忆部分以认知教学

搭配情绪分类的受试者表现比较好，显示概念隐喻和图像基模有

助于第二外语学习者的成语理解。综上认知教学必须同时搭配情

境提示或词源学的概念。

本研究所谈之认知系统教学主要是让学生将认知与语言使用

进行链接，进而增进语言的学习。Ritchie（2009）也认为教授学

生语义衍生的认知规则（比喻与换喻）对于第二语言学习是有帮

助的。一旦学生了解 bread 可以换喻为“人们赖以维生的东西 the 

food one needs to survive”，进而衍生出“金钱”的语意时，他们

就会举一反三。我们认为认知教学不应单单只是概念比喻的教学。

这里所谓的认知系统教学包含两种：

（一）语义引申认知网络教学

一个词可以有多个意义；然而，每个语义并非同时产生，也

不见得都是从基本义直接延伸而来。引申义的衍生有许多途径－

比喻、换喻或类推等等。利用语源学以及语法化的理论找到语义

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的引申过程。便可以清楚呈现引申义的源头

以及产生的原因，此学习方式比强迫学生死被来得有效果。

（二）概念比喻教学

概念比喻教学主要介绍学生概念比喻的理论，让学生可以知

道比喻是如何在认知中运作、在语言中体现。基本上，概念比喻

不单单只是意象比喻（image metaphor），而是整个系统的映像

（mapping）。当甲物在概念中被比喻为乙物时，乙物的相关用语

便可以出现在甲物的领域中，与甲物搭配使用。当学生学会“饭

碗是工作”的概念比喻之后，他们便知道一些与工作相关的用语

可以与饭碗一同出现。

找工作 = 找饭碗

没工作 = 没饭碗

抢工作 = 抢饭碗

如此一来，学生除了不须每个短语一一死背之外，也可以提

升造句能力。同时，学生也将会举一反三作联想，将饭碗的材质

与工作的性质如下图作对应。

三、语意延伸

为了符合语言经济原则，语言中存在许多多义词。根据百度

百科的定义，多义词的几个意义中，有基本义（最初的或常用的

意义）、引申义（从基本义引申出来的意义）与引申义（通过用

基本义比喻另外的事物而固定下来的意义）。

从上述得知语意延伸的途径有引申与比喻。刘 & 连（2004）

研究闽南语“走”的多义现象并提到多义词可经由推论、譬喻及会

话隐含的方式产生更多的延伸义。姜栋栋（2020）查阅《段注》中

的引申假借共存的语料的基础上，从逐一考释到分类总结，引申的

类型中有比喻引申。

我们认为，认知结构中有其间接关系，譬如从比喻义再类推而

来。因此，非只着重在概念比喻的部分，而是提供整个语意衍生的

关联图以便清楚呈现人类认知系统。中国字“一字多义”的现象是

外籍人士学习华语的一大障碍。本研究试图找出诸多义项的思维路

径并利用语意延伸的认知网络图来教授词汇。

语言中指涉该文化主食的词汇有一连串的语义延伸。刘秀莹

（2004）探讨闽南语谚语中食物词的比喻现象。闽南语的食物词

可以象征贫富状况。台湾人以米饭为主要食粮，因此米有丰富的

比喻现象。

大猴损五谷（浪费无度）           

三代粒积，一旦倾空（富不过三代）

柴空米粮尽（喻经济困难）

Ding（2009）研究文化与比喻之间的关系，提到了英语对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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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的态度与汉语对于米的态度类似。Bread 有「生计、收入」等衍生意。

to earn one’s bread – to make a living

bread and butter – basic means of income

bread and water – a simple meal

在汉语中，米饭指涉具体的米饭之外，还有其他的引申义。

以“米”象征财富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很普遍的现象。陶渊明“不

为五斗米折腰”中的五斗米便是指微薄俸禄。根据教育部的国语

辞典，我们找到下列有关“米”和“饭”的短语与成语。

“米烂成仓”形容有钱的人      

“混一口饭”形容所得微薄，仅能勉强维持生活。    

“吃饭家伙”赖以维生的工具或技能

“要饭的”乞丐（讨钱的）

“找饭碗”找工作

我们将各个引申义之间的关系以图一呈现，实线代表直接关

系，虚线代表间接关系。

基本上，“米”“饭”可以指涉金钱、工作、家计、经济状

况等等。其中，金钱与米饭的关系最直接，因为有钱才能买米；因此，

在认知概念当中米饭等同于金钱。有工作才有钱（薪水），有钱

才能维持家计，工作与家计则是透过与钱的直间关系而与米饭间

接产生联想。容器往往可以换喻成盛装物，如：瓶子代表里面的酒；

相同地，盛饭的容器－饭碗可以指涉米饭。与米饭的直接关系让

饭碗间接有了“工作”“金钱”“家计”等引申义。

四、实验与讨论

建构米饭引申义的认知网络图之后，我们进行教学实验，观

察认知系统教学法的成效是否如我们假设一样。

（一）对象

本研究的实验对象为亚洲大学七名外籍生，五名蒙古人，两

名马来西亚人。这些学生会讲基础华语，部份华语程度良好。大

致上，蒙古外籍生的华语程度比马来西亚生差。

（二）方式

请学生翻译华语的句子，翻译语言可以用华语或英语。前测

有 10 句，其中 5 句有与米饭有关的短语，另外 5 句则是课堂上曾

经教过、与米饭无关的惯用语或成语。后测有 10 句，7 句有与米

饭有关的短语，另外 3 句是课堂上曾经教过、与米饭无关的惯用

语或成语。主要是要观察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后测的 10 句将于

两个月后再进行一次测验。

（三）假设

我们假设认知系统教学组的记忆能力以及举一反三能力会比

文法翻译组强。

（四）步骤

在教学前先进行前测。两天后，我们将学生分两组进行教学。

实验组进行认知系统教学，以图一讲解米饭与工作、收入、金钱等

如何在概念中进行连结。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方式，针对前测所出现

的 5 个米饭短语进行翻译解说。教学完隔天进行后测。一个多月寒

假结束之后拟再进行测验，观察哪一组学生的记忆维持较长。

（五）结果与发现

由于测验的方式是要求学生做整句翻译，所以结果会出现学

生因为句中有些词汇或词组未学过而造成整句翻译不顺的情形。

因此，我们在计算答对率时只针对米饭的短语是否正确而非整句

的意思。

下表中的前两个是前测与后测都出现的短语，在对照组的课

堂上将会进行解说教学。后五个是后测出现的短语，两组学生皆

未学过。“抢饭碗”在前测出现，但是在后测未出现。不过，我

们从答对率可以知道学生在学习前对于“饭碗”的认识情形。

　　实验组（认知系统教学法）      对照组（文法翻译教学法）

从实验中我们发现了“长期饭票”仅有一个对照组的学生答

对，而其他的学生都是写“长期稳定的工作”。这显示学生对于

米饭与工作的联想没有问题。台湾汉语有些用法与北京话及马来

西亚华语不同，造成学生举一反三的结果不正确，这说明了文化

对于词汇引申义有影响。另外，针对两个在课堂上教过的米饭短语，

对照组在后测答对率不升反降，短语答对率比前测低。这样的现

象暗示着传统的死背方式容易造成记忆不稳定的情形。

五、结语

本研究尝试将语言学的研究结果应用于华语教学上。华语教

学的方法很多，一般词汇教学都是采用文法翻译教学，近几年开

始有人采用概念比喻教学。本研究提出认知系统教学，主张概念

比喻教学必须搭配语义延伸的认知网络教学。我们对于亚洲大学

七名外籍生做了初步的实验，实验结果与假设符合，证实了认知

系统教学可以让外籍生对于华语词汇的引申义的学习成效提高。

不过，由于学生人数少、程度不齐，因此拟再进一步做后续的实

验以达到更精确的结果。

认知系统教学的成效值得被肯定与重视，但是我们认为传统

的文法翻译教学法仍须存在。并非所有的词汇都有引申义，有些

特殊的成语或惯用语仍需采用传统方式学习。基本上，认知系统

教学适合运用在引申义具有系统、可以在认知概念中找到延伸网

络以及概念比喻的词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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