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182 

原型范畴理论对高中英语多义词教学的启示 
李影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省沈阳市  110034) 

摘要：多义词教学是英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本文运用原型范畴理论探讨对高中多义词教学的启示，改变了传统多义词词汇教

学观，主张多义词各个义项之间的联系是有理据性的。原型范畴理论给高中多义词教学带来了多方面的启示，教师要注重基本词义

的讲解，引导学生发现词义之间的理据性，同时培养学生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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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英国语言学家威尔金斯说过：“没有语法人们表达的事物寥寥

无几，而没有词汇，人们则无法表达任何事物。”词汇教学是英语

教学的重要基础，学生的英语水平和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词汇。

大多数英语词汇的形式和意义往往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种词

汇形式含有多种含义，多义词教学是英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受

传统教学法的影响，多义词教学在高中英语教学中一直没有受到重

视，学生们往往孤立的记忆单词的各个义项，导致记忆效果不好，

学生英语词汇水平偏低。 

为探究学生多义词习得的有效教学方法，国内外学者对多义词

汇教学这一课题进行广泛的探讨。国内学者梁晓波讨论了认知语言

学理论对英语词汇教学的指导作用。（梁晓波，2002）龚玉苗提出

将隐喻理论用于外语词汇教学。（龚玉苗，2006）谷小娟从核心词

汇、意群教学、分析与综合法阐述认知语言学与英语词汇教学实践

结合的作用。（谷小娟，2002）国外学者 Szilvia Csábi 提出运用认

知语言学中的相关理论来探究多义词教学方法。（Szilvia Csábi，

2004）Marjolijn Verspoor 和 Wander Lowie 提出在词汇教学中运用认

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以及语义网络可以促进学生多义词的习得。

（Marjolijn Verspoor, Wander Lowie, 2003) 近二十年来不少国内外学

者提出把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运用于英语词汇教学中，打破了一

些传统的词汇教学理念，为多义词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教学思路。

结合已有的理论和研究，本文将以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范畴理论为

依据，探讨其在多义词教学中的影响。 

二、高中英语多义词教学现状 

高中生大多只了解多义词的原型意义，对派生义的掌握不熟练

甚至不了解。或者只是零散地记忆多义词的各个义项，并没有建立

起各个义项之间的联系，了解各个义项之间联系的理据性，从而对

多义词的义项建立起系统的词义网络系统。这种现象的出现大多与

词汇教学方法密切相关。目前，高中多义词词汇教学法中普遍使用

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类在语境中学习单词掌握词

义，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语境中结合上下文来推测单词的含义。在

这类教学方法中，教师往往以阅读教学为主，以词汇教学为辅，通

过大量的英语阅读，学生的词汇量也会逐渐增加。设想让学生在语

境中猜测一个生词的词义，学生可能花费了很多时间，还猜不对。

如果由老师直接告知，既节省时间，又具有准确性，这样更有利于

长时记忆。（文秋芳，2013）第二类为机械记忆法，学生机械记忆

单词表中的词汇及其含义，一个英文单词往往含有多种含义，这种

教学方法无疑加重了学生的记忆负担而且经常出现单词前记后忘

的现象。第三类为词语搭配教学方法，以 break 单词为例，教师通

过讲解 break 和其他单词的搭配让学生掌握单词的所有义项，这种

词汇教学方法比较受限，有的多义词并没有固定的短语搭配。 

虽然以上教学方法在外语词汇教学中各有其优势，但其弊端也

是无可避免的，在以上词汇教学方法中学生没有系统地掌握多义词

的各个义项而且记忆效果差强人意。同时在传统教育理念影响下，

人们都认为多义词的各个义项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教师只能单个

地教授，学生只能单个的学习。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文秋芳，2013）

认知语言学打破了传统的教学观念，主张多义词各个义项由“家族

相似”联系在一起，而且各个义项之间的联系是具有理据性的。许

多研究表明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理论有助于多义词教学，通过

让学生了解多义词各个义项之间的理据性来提高多义词学习的效

率。例如曹巧珍比较了基于原型范畴理论的词汇教学方法和传统教

学法这两种多义词教学方法对学生记忆单词各义项的影响，结果表

明应用原型范畴理论，教学成效明显，各义项短时记忆、长时记忆

效果显著提高。（曹巧珍，2010） 

三、原型范畴理论 

（1）范畴成员由“家族相似性”联系在一起，不是由一组充

分必要条件决定的。例如，在鸟这一范畴中，鸟的特征包括会飞、

有翅膀、有羽毛、生蛋、有喙、体型小等特征。企鹅、鸵鸟虽然没

有会飞、体型小的特征，但是可以生蛋、有羽毛，与知更鸟、麻雀

等典型成员一起列入鸟这一范畴。 

（2）范畴成员之间的地位不平等，范畴以原型为参照点，呈

水波状向外扩散延伸，距离原型较近的与原型具有的相似性较多因

此具有典型性，距离原型较远的与原型之间的相似性较少具有边缘

性。例如，在鸟的范畴中，知更鸟具有鸟的所有特征，是鸟这一范

畴中的原型，是最典型的成员，具有原型性。麻雀与知更鸟的共同

特征较多，具有典型性，企鹅、鸵鸟处在范畴的边缘位置，与知更

鸟的共同特征较少，具有边缘性。 

（3）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相邻范畴之间相互重叠。例如，

西红柿属于水果范畴还是蔬菜范畴，答案可能因人而异。 

（4）不同范畴的原型存在较大差异，例如鸟范畴中的原型知

更鸟与家具范畴中的原型椅子存在较大差异。范畴的边缘成员与该

范畴成员同有的特征较少，与相邻范畴成员共有的特征较多。 

（5）范畴的原型还会受到语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例如，

在花这一范畴中，美国人把玫瑰作为花的原型，中国人把牡丹视为

花的原型，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同一范畴原型的认知也会有

所不同。 

四、原型范畴理论视角下的一词多义现象 

一词多义不是任意的语言现象，各个义项之间的联系是有理据

性的,彼此间由一组相似性互相重叠的网络联系在一起，具有家族相

似性。多义词各个义项相当于一个语义范畴，在语义范畴中也存在

中心、典型和边缘义项之分，中心义项被认为是语义范畴中最具代

表性的义项，具有原型性。其他义项则依据与原型意义相似性程度

被赋予典型性意义和边缘意义。原型意义扩展模式主要有三种：连

锁型、辐射型以及综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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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连锁型词义扩展模式为：AB,BC,CD,DE...，A 指原型意义，

词义演变从原型意义开始，派生出第二义项 B,第二义项又派生出第

三义项 C，以此类推词义不断发展。以英语单词 chain 为例，其基

本义为链子、链条，根据其环环相扣的形状派生出“一系列、一连

串”，然后又依据“一系列”中事物互相联系的特征派生出“连锁

商店”。如图所示： 

 
（2）放射型词义扩展模式指其他义项以原型意义为中心，向

四周不断放射扩大，各个义项之间是互相独立的。这种词义扩展模

式很像水波扩散效果，当你投一块石头到水中，我们会发现，以石

头入水为圆心，波纹向外不断扩大。以英语单词 head 的名词为例，

其原型义项为头、头部，以原型义为参照点，派生出（队伍中的）

领头位置、排头，顶端、上部，（公司、组织的）负责人、领导人、

首长，（河流）源头。如图所示： 

 
（3）综合型词义扩展模式是辐射型和放射型词义扩展模式的

组合。以英语单词 crawl 词义扩展为例：其基本义项为爬、爬行、

匍匐前进，以基本意义为中心呈放射状不断扩展词义，得到的派生

义有昆虫爬行，缓慢行进，爬泳。然后派生词义继续以连锁型模式

继续扩展，以昆虫爬行为原型义，派生出挤满、爬满（人或动物），

然后依据挤满、爬满（人或动物）的密集特征继续派生出使震惊、

使生厌的含义。词义范畴不断扩大，其语义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如图所示： 

 
五、原型范畴理论对高中英语多义词教学的启示 

首先，教师要重视词汇原型意义的讲解。语义为一个范畴，各

个派生义以原型意义为参照点以连锁型、辐射型或者综合型派生而

来。Tａｙｌｏｒ认为，典型义往往是人们首先获得的，也是语符

最原始、最基本的义项，语义范畴就是围绕这个典型义项不断扩展

而逐步形成的。多义词的典型意义是其他意义的派生之源。（转引

自文秋芳，２０１３） 

其次，教师在进行多义词讲解的时候，要引导学生发现词义之

间的理据性和联系。最好把连锁型、辐射型、综合型词义扩展框架

呈现给学生，这样可以让学生对词义范畴形成系统性的掌握。以英

语单词ｃｒａｗｌ的讲解为例，首先把ｃｒａｗｌ的基本义以视频

或者动作给学生呈现出来，学生掌握其基本意义之后。引导学生根

据语境猜测与基本意义直接相关的派生义爬泳、缓慢行进、以及昆

虫爬行，学生根据语境推测出这几个派生义之后引导学生发现派生

义与基本意义之间的联系。然后把词义扩展以辐射型模式呈现给学

生。然后以同样的方法以昆虫爬行为基本义，让学生根据语境推断

出派生义并引导学生发现派生义与基本义之间的联系，然乎把词义

扩展以连锁型模式呈现给学生。最后把整个的ｃｒａｗｌ的词义扩

展图展示给学生。既让学生理解了各个词义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时

也有利于学生的长时记忆。 

最后，教师也应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隐喻意识。随着人认识

事物的增多。范畴中的成员也逐渐增加，但人不能无止境地为范畴

成员添加概念。人的大脑所采取的方法是：隐喻，即利用一事物与

另一事物的相关性，将指示该事物的词语从一种概念域投射到另一

个所想表达的物体概念域。（梁晓波，２００２）多义词的派生义

大部分是基本义项隐喻的结果。例如教师在讲解英语单词ｒｉｓｅ

时，其基本意义为上升、升高、升起，是空间域中的概念。基本义

通过隐喻派生出（数量）上升、增长，是数量域中的概念。培养学

生隐喻意识，有利于学生了解各个派生义之间的理据性。 

六、结语 

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范畴理论改变了传统的多义词词汇教学

观念，多义词各个义项之间的联系不是任意的，而是由家族相似性

特征联系起来，词义之间的联系是有理据性的。让学生掌握语义范

畴中的基本义同时培养他们的隐喻意识，可以提高多义词的学习效

率，有助于长时记忆。任何理论应用于实践都会有其弊端，原型范

畴理论虽然为多义词词汇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教学思路，但其不足

之处也是值得研究者们进行思考的。首先，有些多义词各个义项之

间联系并没有明显的理据性。其次，原型范畴理论指导下的多义词

词汇教学也对老师提出了高要求，有些高中老师并不太了解认知语

言学中的相关理论知识。笔者认为传统词汇教学方法应该和原型范

畴理论共同运用于多义词汇教学，两种教学方法取长补短，互相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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