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9

教育论坛 3卷 10期

ISSN: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论对外汉语教学词汇测试和语法测试的关系

张婷

兰州交通大学，甘肃兰州，730000

摘 要：对外汉语词汇测试与语法测试密不可分。论文分析了词汇和语法测试在内容、题型上的联系，发现二者在知识层

面的测试上各有侧重，而在运用层面的测试上相互融合。对外汉语教师要分层次，有侧重地进行词汇和语法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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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测试分为语言知识测试和语言

能力测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词汇测试和语法测试虽然属

于语言知识测试，但它们和语言能力测试密不可分。对词汇

和语法的测试不能仅停留在语言知识层面，还应该进入到运

用能力层面。运用层面的语言测试是一个综合能力的测试，

需要将词汇和语法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论文从对汉语运用能

力的测试出发，探讨对外汉语词汇测试和语法测试的关系，

并结合相关题型进行分析，指出在知识层面上的考察时，词

汇测试和语法测试应该分开进行，在运用能力的考察上，词

汇测试和语法测试应该结合起来。

一、对外汉语词汇测试与语法测试的主要内容

词汇测试和语法测试同属于语言知识测试，它们在测

试内容上各有所侧重，但是又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1.词汇测试的主要内容

方绪军（2013）[1]将词汇测试分为深度测试和广度测

试两个层面，他认为在编制或设计词汇测试时很难将广度和

深度区分开来，因为对每一个词的测试都会同时涉及广度和

深度的测试。

词汇广度和深度的测试对词汇具有不同的要求。广度

测试主要是为了考察受试的词汇量，从词语的语音、语义和

书写形式三个方面进行，即受试知道一个词的形音义不要求

有输出，就视为他掌握了该词。深度测试主要是为了考察受

试词语的掌握程度，即能否在日常生活中对词加以运用以及

使用的准确度，这涉及词汇的语音、语义、书写形式和搭配

用法。

另外，在词义方面，深度测试不仅要求受试能掌握或

理解词义，还要求受试能够掌握词义的搭配，如“发挥”可

以和抽象词搭配，可以说“发挥作用”“发挥优点”，“知

识”也是抽象词，不能说“发挥知识”。它们都是动宾关系，

语法上不能对此做出解释，只能从词义上进行解释，即“发

挥”是将内在的性质或能力表现出来 [2]，“知识”不属于内

在的性质或能力，所以不能和“发挥”搭配，这些词义搭配

规则都是受试所要掌握的。

2.语法测试的主要内容

语法测试也是对外汉语语言测试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方绪军（2013）[1]指出语法测试的目的主要是考察考生理解、

运用语法知识的能力。语法知识是语法测试的主要内容，它

包括各类词的组合和聚合规则、固定组合与搭配、虚词的用

法、句型和句式的构造、复句的构造、语段的组织、各类词

语和句子的语体特征和表达功能等。

3.词汇测试和语法测试在测试内容上的关系

词汇深度测试会考察到受试的词语运用能力，即对词

进行分类或选择词语的近义和反义词，这与语法测试中各类

词的聚合规则类似；考察词的组合搭配能力，这与语法测试

中各类词的组合规则类似。叶蜚声，徐通锵（2010）[3]指

出聚合规则实际上就是语法单位的归类的规则。词不仅是词

汇单位，也是一种语法单位，对词进行归类不仅是词汇测试

要考察的，也是语法测试要考察的。另外词汇中的固定短语

和语法知识中的固定组合之间也有重合。如“穿小鞋”它既

是一种固定组合，也是一个固定短语，我们既可以考察它的

意义用法，也可以考察它的固定搭配组合。

语法主要包括词法和句法两部分。词法主要包括词的

分类和语法功能，句法主要包括句法成分和句子内部关系。

句法成分由词或短语充当，而句子内部关系也和词的内部关

系类似，都是包括主谓、偏正、中补、动宾、联合五种关系，

所以语法是建立在词汇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词汇，语法也没

有立足之地，张凯（2006）[4]也认为词汇是语言的唯一实体，

语法也只有依托词汇才得以存在。由此我们可以说语法测试

也是以词汇为基础，在考察词汇的基础上测试各种语法关系

和语法规则，所以语法测试包括词汇测试。

二、词汇测试和语法测试的主要形式和题型

1.词汇测试的主要形式和题型

专门的词汇测试题型中涉及到语法测试的不多，因为

既考察词汇又考察语法的题型难度太大，会对受试产生干

扰，难以完成。张凯（2006）[4]将词汇广度测试的形式归纳

为词表法、多项选择、翻译法和释义法四种形式，此外还有

注音题和匹配题等。

词汇深度测试注重从音形义三个方面全面考察，受试

不仅能识别出词语的词义，还要能准确掌握词形和词音；另

外受试还需要有一定的输出，如能读出或写出词语，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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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词语的近义或反义词，能将词语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

等。主要考察的形式有选词填空、搭配连线和连词成句等。

题 1[5]主要考察受试词语搭配的能力，受试需要找出左边

一组词能够支配的对象，它们两组词的词性一致，受试根据

语义的搭配进行选择。

题 1

多项选择题和完型填空题是词汇测试较常用的题型。

题 2[6]是一道考察词汇的完形填空题。

题 2

受试不仅需要根据上下文推测出应该在 A\B选项中选

择，但是 A\B两个选项是近义词，所以还需要根据空缺处

与后文“提醒”之间的语法关系进行判断。“地”是状中关

系的标志，能够充当状语的是形容词。“善良”是形容词，“善

意”是名词，所以此处应选择 B选项。这是一道综合类型

的题，受试不仅要掌握“善良”“善意”的词义，还需要掌

握它们的词性以及它们与“提醒”构成的语法关系。所以完

形填空题不仅要求受试掌握词汇的词义、词形和用法，还要

掌握上下文的意思，主要是对受试词汇综合能力的考察。

2.语法测试的主要形式和题型

语法测试分为对词法和句法的测试，论文主要探讨词

汇测试与语法测试的关系，所以对句法测试部分不做过多赘

述。因为语法项目较多，不同语法项目具有不同的考察方式

和角度，所以语法测试的考察形式和题型都比较多样，如有

配对题、多项选择题、找错题、句型转换题、排序题和完型

填空题等题型。

其中配对题是给出两组词，受试将能够组合在一起的

两个词语进行配对，如题 4[1]，左边一组词都是动词，右边

一组词都是名词，该题不仅考察受试词语组合搭配能力，还

考察了受试对词语的掌握程度，如果受试不认识题中的词

语，就难以进行配对组合。

题 4

多项选择题中包括选词填空，如题 5[1]对量词进行考察，

受试需要选择合适的量词与“伞”进行搭配。不仅考察了量

词，还考察了量词的词义，四个量词都有各自的修饰对象，

“支”具有长条义，“张”具有平面义，“把”具有带把或

手柄义，“件”具有空间义。受试如果不知道它们在语义上

的区别，也很难选择出正确的量词与“伞”进行搭配。

题 5

3.词汇测试和语法测试在主要形式和题型的关系

从具体题型来看，单一地进行词汇测试和语法测试的

题型不多，因为这样难以对测试难度进行把握，很多题型常

常将词汇和语法结合起来进行测试。

词汇测试和语法测试都常采用配对题，这一题型不仅

考察了受试的搭配能力，还能考察受试的词义分析能力，如

题 1和题 4，都是配对题，我们既可以把它们看作是词汇测

试题，也可以看作是语言测试题。

完型填空题也是一种常见的词汇测试题型和语法测试

题型，这一题型常常能够综合地考察受试的语言运用能力。

在 HSK五级和六级考试中，完形填空题占了很大的比例，

这一部分既有对词汇的考察也有对语法的考察。如题 6[7]，

受试需要对这八个成语进行区分，选择出适合上下文语义的

成语，同时第四个空缺处的连词是语法所要考察的，它们的

语义都表因果，但适用情况不相同，受试需要掌握连词的具

体用法。

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幽默感？可以说是    。对这个问题

达成    不大容易，因为权威界的意见都    。幽默领域的大师

级人物鲁迅和林语堂的意见就是针尖对麦芒般的对立。鲁迅

说，皇帝不肯笑，奴隶不准笑，    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林语堂则说，幽默本是人生的一部分，“中国人人都有自己

的幽默”。

A众所周知  统一  实事求是  因此

B 众说纷纭  共识  大相径庭  可见

C 五花八门  结论  自相矛盾  所以

D 七嘴八舌  一致  不相上下  由此

题 6

此外，语法测试中有很多题型同时考察了词汇和语法。

如排序题，题干中给出一些短语或词汇，受试对其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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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一句语义通顺的话。受试不仅需要准确把握每一个词或

短语的意义和用法，还需要熟悉汉语语法规则，否则他们写

出来的句子就会不符合语法规范或没有意义。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配对题、完型填空题和排序题常

常用来对词汇和语法进行综合考察，它们既能考察受试的词

汇和语法知识，又能考察语言运用能力，是进行词汇语法综

合测试的较好选择。

结语

从测试内容上看，词汇测试和语法测试在知识层面上，

各有侧重，相关性不高；在运用层面上，相互融合，语法测

试以词语为组成成分，离不开对词汇的考察。从在具体题型

看，配对题、完型填空题和排序题能将词汇和语法结合起来

考察，注重考察受试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在进行词汇或语法测试时，施测者要注意词汇和语法

二者的关系，在单纯测试受试掌握的语言知识时，可以将二

者分开，词汇测试时侧重点可以放在词义上，语法测试时侧

重点放在语法关系上；而要测试受试语言运用能力时，需将

二者结合起来，综合考察，设置具体题型时还需要确定考察

目标有侧重地进行，否则题目过难，不仅不能测试出受试的

真实语言水平，还会让受试产生畏难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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