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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但是，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人们一直对其教学策略，教学方法

进行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理论框架。作为促进国家语

言文化发展的一门学科，不仅在理论上有着大量创新，在教学

方法上也有着突飞猛进的成果，这些教学方法不仅涉及到教师的

教，还涉及了学生的学，因此，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其可行性以

及优势特征有着很大的必要性。

1　心理学与二语习得的关系

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是一门综合交叉的学科，其最重

要的理论基础包括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以及社会

学。每一门学科对它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语言上思维的工

具，作为一门教授语言的学科，心理学对其影响是举足轻重

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把握学生的

心理特征，研究学生的心理发展变化过程，特别是感知，记

忆，联想，想象，情绪，等方面。金路曾指出：“要实现对外汉语

教学科学化 ，就要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心理学的原理、

原则，分析和解决一系列教学问题掌握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心理

规律，了解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兴趣 ，从外国学生听说读

写汉语的心理特点出发 ，确定教学的原则、内容、方法和途径。”

所以，无论是教材的编写还是教学方法的实施，一定要考虑心理

学的影响，从学生的学习心理出发，使对外汉语教学更加科学，理

论基础更加坚实。刘珣曾说：“语言习得理论和语言教学理论的研

究都离不开心理学理论，心理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又一重要理论

支柱。”的确，纵观历史，国内外的很多教学法流派多多少少都会

受到一定的心理学的指导，如团体语言学习法，默教法，全身反

应法等受人本主义心理学影响；曾经在世界上掀起轩然大波的听

说法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广受人们推崇的交际法受人本主

义心理学及60年代后兴起的心理语言学的影响……所以，许多学

者认为，第二语言习得，包括对外汉语在内的语言习得理论要想

实现更大的突破，不仅要汲取语言学的理论成果，更要借鉴心理

学方法，这样，学科体系才会越来越完整，才会更加系统，科学。

2　汉字—词汇二元动态教学模式

这一教学方法是基于后方法理论的对汉语字词的教学模式，

由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的郭修敏和刘长征提出来的。在对

外汉语教学中，字词教学显然是重点，也是难点。在对留学生的

多次调查中发现，导致他们觉得汉语难的关键因素就是汉字教学。

李泉曾明确指出：“汉语学习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汉字学习的

成败，汉字教学的突破就是汉语教学的突破。”为此，对外汉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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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广大教师和研究者都致力于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汉字难”

的固有思维方式，使线形文字符号国家的留学生通过某种方法学

习汉字时更加能激发其学习汉语的热情和信心，而不是一味地

“劝退”。近几年，受到学者热议的两种汉字教学方法主要是“字

本位”教学法和“词本位”教学法。“字本位”主要是以单个的汉

字作为教学的基本单位，而词本位则是以词汇为基本单位，学界

针对这两种方法的运用争论不休。当然，它们也都有各自的优势

和劣势。郭修敏和刘长征认为“字本位”和“词本位”的教学方

法并不是对立的，二者可以中和，弱化缺陷，达到优势最大化，这

种可行的方法就是“汉字—词汇二元动态教学模式的构建”。所谓

动态，即在教学的过程中运用联想记忆，将词汇拆分为语素，讲

解音形义，再组合成词（含有同一语素）的模式。这样可以使学

生以较小的记忆负担掌握大量的汉语词汇及其含义，实现字词相

互融合的教学模式。例如，在讲解“礼物”这个词的时候，先进

行基础释义，然后将其拆分成“礼”和“物”两个词，可以讲解

“礼”的笔画，偏旁与“衤”进行区分，“物”可以讲解为什么以

“牛”为偏旁，这也涉及到了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在词汇教学中，

我们可以将“礼”拓展为“礼品”“送礼”“彩礼”，将“物”拓展

为“人物”“动物”“食物”等词汇，不仅扩大了学习者的词汇量，

也可以让他们对语素有一定的掌握，为以后的联想，识记做准备。

3　心理学对这一教学模式的指导作用

通过这种二元动态的教学模式，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字，

了解字的含义，还可以根据字的意义理解词，帮助他们扩大词汇

量，这种模式不是单纯的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强化”，而是

从学生原有的的认知中学习新的知识。在意义理解以及联想上遵

循了汉语学习的自身规律，所以，其理论之一就是认知心理学。它

强调个体的独立思考以及意义理解，以达到对汉语知识的领会、

巩固和应用。在这种二元动态教学模式中，学生在对汉字进行意

义理解的前提下适当拓展其他词汇可以刺激他们独立思考，推导、

理解拓展出的词汇意义的能力，有助于培养他们主动学习汉语的

能力。例如告诉他们“物”是“……的东西”的意思，看到“食

物”他们就可以根据已有的知识推出这是“吃的东西”的意思。

根据“加工水平说”理论，输入的信息从短时记忆转为

长时记忆不仅取决于信息的加工水平还取决于其加工的形式，如

果在加工的过程中可以建立起某种有意义的联系，那么会有助于

长时记忆的形成。在这种学习模式中，侧重于学生的联想记忆，

教师在对单字进行扩展的时候，这种联想就会对学生的记忆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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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迁移。

布鲁纳的发现学习认为教学的目标不仅在于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更在于学生对知识的自主探索，这样才能提高知识的保

持，增强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励学生的内在动机。奥

苏泊尔又将学习分为机械学习和意义学习。学界对这几种学习方

式褒贬不一。但是，从学习理论来讲，要调动学生原有的认知

经验，探索新知识，就要以多种形式的学习来调动其积极性。

因此，我们不排斥将机械学习、意义学习、接受学习、发现

学习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行多维度教学。汉字—词汇二元动态教学

模式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这几种方式有机结合，提高汉字教学效

果。同时，通过词汇联想，不仅可以复习旧知识，还能了解

新知识，这对学生的阅读、考试、交流等方面都有促进作用，

这种积极的促进又可以刺激学生的近景动机与远景动机。一方面

是识记眼前的词汇，为就近的考试做准备，另一方面掌握了更

丰富的词汇量又可以使他们在汉语中完成更有难度的挑战，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的自我肯定值就会提升，激发他们追求成功的

动机而非避免失败的动机。这样就促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增强

学生学习汉语的意愿。

迁移理论认为，学生已有的知识会对新的知识产生影响，

桑代克提出共同要素说，认为在学习中，新的知识与已有的知

识的相同要素越多，迁移的程度越高，而这种迁移是更有益于

学习者的，可以降低他们的学习负担。在进行一些词汇联想的

过程中，学生可以将其中一个语素与自己学过的产生联系，形

成迁移，大大降低学习难度。同时，在对陌生的语素进行扩展

的时候会考虑到学生当前的知识水平以及扩展的词汇的难度，让

学生处于“最近发展区”状态。这样，既不会让学生因为知

识简单而掉以轻心，也不会因为过难而放弃学习。

虽然“汉字—词汇”二元动态教学有不足之处，例如：

学生要有一定的词汇掌握量；对选取的词汇有一定的要求；教学

实践对教师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但是这种基于后方法理论的教学

模式从心理学的角度也可以看出相较于普通汉字词汇教学法来说，

它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也为汉字教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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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民的生态文明素养提升是一个极其浩大且复杂的工

程，面临着诸多按已解决的现实困境，它是一项需要公民终生进行

的活动，涵盖了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公民生态文明素

养不断提升的道路上，需要对生态文明素养的内涵进行不断地延伸

与发展，也需要对生态文明素养提升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不断地挖

掘，这两个方面不仅决定了生态文明素养提升的内容、范围与方

向，还决定了公民生态文明素养提升路径的探索。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历程中，在不断深入人与

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公民可以通过正确价

值观的指引，强化自我的生态认知、养成合理生态习惯，践行

绿色生态行为来获得整体生态文明素养的提升，继而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进入新征程，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但

是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力量太过有限，需要政府、社会，家

庭、个人多方合力通力合作，才能实现“美丽中国”的奋斗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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