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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诸多的交际策略中，称谓是最基本的策略。”①

汉语拟亲属称谓作为亲属称谓中一种特殊形式，广泛运

用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因此对于汉语二语学习者来说

拟亲属称谓学习必不可少，一些研究者也关注到了对外

拟亲属称谓教学并展开了研究。因此，本文即对相关研

究概况进行梳理和述评，以帮助更多研究者在前人研究

基础上继续开拓，同时帮助汉语二语学习者更好地运用

该类词语进行交际，提升跨文化交际素养。

一、研究概览

1. 研究数量及历史演进

截至2021年9月，以中国知网（CNKI）中的“中国

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平台，以“拟亲属称谓（呼）

教学、亲属称谓（呼）泛化教学”为主题进行搜索，获得

51篇文献。通过分析主要剔除两类无效文献：一是与对外

拟亲属称谓教学无明确关联的文献，包括基于汉语本体的

拟亲属称谓教学、拟亲属称谓差异对比及翻译研究等；二

是同名同作者的重复稿件，最终所获文献37篇。

从文献分布上来看，如图 1 所示，学术期刊文献仅

限 9 篇，还未有核心期刊文献发表。学位论文中硕士论

文占主力军，博士论文能够关注对外拟亲属称谓教学问

题、深入探讨的文献数量鲜少。较于知网检索到的近 200

篇汉语拟亲属称谓相关研究成果来说，目前对外拟亲属

称谓教学研究的关注度还不够，研究力量一定程度上也

比较匮乏。

图1　文献分布情况

就发表时间来看，各年份相关研究情况如图 2 所示。

从中可知，1997 年中国知网上出现了最早与对外拟亲属

称谓教学相关的研究成果，2010 年可以作为一个分水岭。

2010 年之前，相关研究成果寥若晨星，基本停留在 1-3

篇 / 年；而 2010-2012 年研究热度持续上升，2012 年达到

高峰值 7 篇 / 年。此后，每年相关研究数量虽有所起伏，

但最终仍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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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述评，以推进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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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成果年度数量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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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内容

（1）针对对外拟亲属称谓教学开展专篇研究

根据搜集结果，专篇研究的文献较少。《汉语亲属称

谓词泛化现象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思考》作为最早

的一篇专篇研究文献 [1]，对对外汉语教学中亲属称谓语

泛化及汉语拟亲属称谓作了探究，提出了本土化、随堂

性和实用性原则等教学原则，但还不够精细，没有提出

非常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汉语学习过程是不断体验与

认识中国文化的过程，自然也是跨文化交际过程。”②还

有三篇文献对将对外拟亲属称谓教学作为提升留学生跨

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途径进行了专篇研究。[2][3][4]

（2）在称谓语或亲属称谓研究等框架下探究对外拟

亲属称谓教学

该类型在已有文献中占多数，即在称谓语或亲属

称谓研究等框架下探究与拟亲属称谓有关的二语教学问

题。《现代汉语“亲属称谓语的泛化”研究》末章的最

后一节即是从对外汉语教学角度探讨拟亲属称谓，指出

将图式理论应用到对外拟亲属称谓教学中有很大的借鉴

意义，便于学生形成清晰的知识轮廓，从而在交际中灵

活运用。[5]

（3）在语言对比的基础上探究教学对策

该类研究基本上是通过对比不同语言中拟亲属称谓

的异同，从而针对对外拟亲属称谓教学提出对策，其中

也可联系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留学生习得情况进一步找出

偏误原因，思考针对性的教学建议。但目前这种类型数

量并不多，比较典型的有《浅析汉语亲属称谓语泛化的

教学》[6]。

（4）基于调查实践进行研究

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更加注重论证的说服力，

对外拟亲属称谓教学研究也呈现出这样的倾向，不少研

究者选择基于调查实践探索教学路径。如有文献通过访

谈和问卷调查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重点考察了留学生

汉语拟亲属称谓的习得及运用情况，在此基础上发现借

助课外环境、文化导入开展教学的重要性。[7] 基于调查

实践能够有效避免结论的主观性，将对外拟亲属称谓研

究推向深入。

（5）结合特定要素开展个案研究

教学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活动，更要求艺术性。只有

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国别、汉语水平等个性特征，才有助

于提升教学效果。

在国别研究方面，有研究者充分考虑到了国别因素

的影响，选取同处于汉字文化圈的中韩两国，对汉韩拟

亲属称谓在语言、文化中的差异原因和韩国留学生习得

偏误进行分析，指出教材编排滞后是亟待解决的问题。[8]

也有一些研究者针对学生不同学习阶段深入探讨，如探

究中高级阶段泰国学生汉语拟亲属称谓学习情况，重点

分析该阶段学生易出现的一些偏误，从而思考相应的教

学对策。

（6）其它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涉及教材、新兴拟亲属称谓等

多个方面，或采用交叉研究的模式，将国别研究与调查

实践相结合，将习得过程、偏误分析与对比研究等相结

合探究对外拟亲属称谓教学问题……《韩国留学生回避

使用泛化的亲属称谓语现象研究》即是将国别研究、调

查实践与对比研究等研究内容相结合的典型。[9]

二、研究述评

1. 研究思路呈体系化，但也有容易固化的风险

从研究思路上来看，众多研究基于汉语拟亲属称谓

本体研究，辅之以借助调查实践、对比分析等方式分析

汉语二语学习者或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学习者在拟亲属称

谓习得和交际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典型问题并探究教学对

策。这基本构成了研究的一种框架，思路清晰，但在一

定程度上也有固化的风险。由相似的研究模式最终也极

有可能得出相近的结论，如部分研究在对偏误原因、教

学对策分析时已显现出千篇一律的倾向。因此，尝试突

破原有的研究思维，才有利于使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

2. 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值得肯定的是，相关文献运用了问卷调查、对比分

析、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等多种方法，实现了人文社科和

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良好融合。其次，一些研究也注重

真实性语料的融入，如结合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教学

及交际实例反映汉语二语学习者的拟亲属称谓学习、运

用情况。若后续研究能够用更多鲜活的拟亲属称谓语料

做到对当下语言生活的关注，及时反映学生遇到的称谓

问题，如之前有学者就关注到“大叔”“小姐姐”等新兴

拟亲属称谓，那么对于该类词语教学来说也是有力的支

持。

3. 研究维度的丰富化

不少研究结合社会语言学、语用学、教育学等学科

知识，通过多学科交叉或开展个案研究以获得更为新颖、

宽广和深刻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成果，这也是当今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4. 对策研究偏于表面化

通过调查，笔者发现众多文献提出了如联系语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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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重视语言及文化教学等多样的拟亲属称谓教学对策，

但一些教学建议仍偏于表面化。科学地来说，教学对策

的探究最好建立在原因分析和问题发现的基础上，跳过

二者提出教学对策，是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挖掘已有研究资料，可以发现对外

拟亲属称谓教学相关研究成果亟待扩展，优势与不足并

存。随着汉语二语学习者人数不断增加、汉语拟亲属称

谓研究不断完善，将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拟亲属称谓结

合起来进行研究定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因此，我们要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开阔视野，以新的

眼光力求找到更加具体可行的教学思路和对策，从而使

汉语二语学习者达到运用汉语拟亲属称谓从容交际的目

的，逐步提高学生的差异认同感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同

时也为学术研究注入新的生机，以收获一番广阔而新鲜

的景象。

参考文献：

[1] 周锦国 . 汉语亲属称谓词泛化现象及其在对外汉

语教学中的思考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9（5）：

20-23.

[2] 商萍 . 现代汉语拟亲属称谓语研究 [D]. 吉林大学，

2013.

[3] 张方飞 . 亲属称谓词泛化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的应用 [D]. 辽宁师范大学，2013.

[4] 张曼莹 . 对外汉语教学中亲属称谓语的泛化研究

[D]. 山东师范大学，2015.

[5] 王娜 . 现代汉语“亲属称谓语的泛化”研究 [D]. 曲

阜师范大学，2006.

[6] 刘培馨 . 浅析汉语亲属称谓语泛化的教学 [J]. 青春

岁月，2011（18）：58+57.

[7] 何洪霞 . 留学生社交称谓语运用调查研究与教学

探讨 [D]. 吉林大学，2008.

[8] 刘洁 . 韩国留学生汉语亲属称谓语习得研究 [D]. 鲁

东大学，2014.

[9] 申莹 . 韩国留学生回避使用泛化的亲属称谓语现

象研究 [D]. 沈阳师范大学，2017.

[10] 刘珣 . 对外汉语教学引论 [M]. 北京：北京语言大

学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