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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场理论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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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传统的词汇教学中，对词义的解释能取让学生理解词义，但是汉语的同义词、多义词较多时，有时
用解释的的方法却往往词不达意，不能让外国留学生很好的掌握词语词之间的差异和不同情况下的用法。语义
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学生辨别词义、扩大词汇量的积累，提高学生识词、辨词、选词、用词的能力。本
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传统词汇教学方法存在的弊端，通过语义场理论的相关理论及其它词汇教学中的
作用来对论文展开论述，希望能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积累生词、理解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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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义场理论概述
（一）语义场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语义场理论”是现代语义学中重要的一个理论，
语义场理论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范畴。“场”是物理
学中的一个概念，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状态，如“电
磁场”，后来把“场”的概念从物理学借用到语义学，
形成了“语义场”的概念。语义场理论的思想可以追
溯到三十年代的欧洲，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洪堡特，
他关于“内部形式”和“世界图像”的学说已经具有
语义场理论的观念。1924 年德国语言学家伊普森在对
古印欧语言的词汇进行历史比较时提出了语义场的概
念。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首次提出了”
语义场理论”。他从词的聚合关系出发，编写了《智能
义域中的德语词汇》 ，他认为词语的意义不是孤立存在
的，而是存在于一个词汇系统中，是词与词之间各种
关系相互限制而构成了词的具体意义。
（二）语义场的分类

因为各自观念的不同，许多学者对语义场的分类
也不相同。在英语中，周维杰把语义场分为：同义义场、
反义义场、上下义义场、整体和部分义场。而在《现
代汉语上册》中，黄伯荣把语义场分为类属义场、顺
序义场、关系义场、反义义场、同义义场这几类。本
文以黄伯荣语义场理论的划分为准，举例说明其中几
种语义场。

1、类属义场
“类属义场”是常见的语义场，在汉语中类属义场

所概括的事物，往往超过所列举的实物的总和。如，“红、
黄、蓝、白、黑”就属于颜色类，再如“大衣、毛衣、
衬衫”属于衣服类。

2、关系义场
“关系义场”一般由两个成员组成，两者相互对立、

相互依靠。如 ：“老师”-“学生”是因为教育关系形
成了语义场，而“卖”-“卖”因为行为动作形成了一
个语义场。

3、顺序义场
“顺序义场”的各成员是按照某种固定的顺序来排

列的。如 ；“小学 - 初中 - 高中 - 大学”像这样的属
于顺序义场。还有的顺序义场是周而复、循环不断的，
如“星期一 ...... 星期天”，“一月、二月 ..... 十二月”这
样的义场称为“循环义场”。
三、传统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法的优缺点
（一）传统的词汇教学法的优点

1、语素教学法
现在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语素教学

要从语音、意义、语法三方面来对词汇进行分析探讨。
在汉语教学中，首先学习语素，再学习词、短语、句子。
所语素教学是学习词汇的重要方法。语素包括成词语
素和不成词语素，通过语素教学法能让学生从语音、
词义、语法三方面来掌握词汇，并且可以通过图片教学、
实物展示来让学生更加直观、形象的了解词汇。另一
方面，通过学习不成词语素，可以让学生知道其组成
结构，通过加前缀、后缀来知道汉语词汇的形成过程，
让学生能积累更多的词语。

2、“词本位”教学法
“词”是由语素构成的，它是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

立运用的有音又有义的语言单位。词分为实词和虚词。

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首先学习的词时实词，而实
词的学习要从它的功能、词汇意义、语法意义三方面
来学习。在教学中，名词、动词是首先学习的词，它
是汉语语法句型 SVO 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词的掌握不
仅能提高汉语交际的能力，而且能学习它的句法成分，
有利于学生对汉语语法结构的掌握，能提高学生的语
言组织能力。
（二）传统词汇教学法的缺点

“语素教学法”虽然能让学生知道它的结构，能
提高学生对汉语词汇的积累，但是一些含有文化背景
的文化词从语音、语义、语法方面来学习是不全面的，
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来了解它所代表的文化含义，比
如“龙、狗、红色”等。而“词本位”教学法中中也
应该注意词汇文化方面的含义，如“颜色词、数字”，
应该这些词在文化方面含义，让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国
文化。“词本位”教学法，对实词的学习有很大的促进
作用，但是对虚词教学没有很大帮助。
四、对外汉语词汇教学难点及语义场理论

为难点提出的教学方法
（一）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难点

1、词汇量大
汉语的词汇量丰富，包括大量的同义词、近义词，

还有丰富的量词、语气词、拟声词，还包括成语、外
来词和一些古语词。汉语丰富的词汇量给学习者带来
学习上的困难，特别是近义词和同义词，是汉语词汇
教学的学习难点。研究表明，词汇教学是对外汉语教
学的重要部分，所以留学生学好汉语的基础是在理解
词义、结构的基础上积累词汇，这样才能更好地学好
汉语。

2、同义词辨析
汉语中有大量的同义词、近义词，这些词是学生

学习时的难点。比如“坚定”和“坚决”，如果学生语
义和语法方面来进行分析，就不知道怎样来区别这组
词。特别是对同义词的辨析，应该从理性意义、色彩
意义、词性方面的差异来进行辨析。

3、词语搭配方面的问题
词语的积累是学好汉语的基础，掌握词语的搭配

用法是掌握汉语交际能力的前提。所以除了词语的基
础，更重要的是掌握词语的搭配用法。特别是近义词
的搭配，如“交流”和“交换”，两个词都是动词，意
思是把自己的东西给另一个人。但是它们的搭配对象
不同。“交换”可以和礼物、意见、产品、资料等搭
配，“交流”的搭配对象大多是意义较具体或范围较小
的词。而“交流”只能和“思想、经验、文化”等词
来搭配，它的搭配对象大多是意义比较抽象或范围较
小的词。所以在词汇教学中，除了讲解词语的基本含
义，还要讲一下词的搭配，让学生知道哪些词能搭配，
哪些词不能搭配。比如，动词后面一般接名词作宾语，
但是一些不及物动词后面不接宾语，如“洗澡、游泳”
等。
（二）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方法

1、义素分析法
义素是构成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是区别语义的

重要方法。“义素分析法”也叫语义特征分析或语义成
分分析，是把同一语义场的一群词集合在一起，从义
素的角度进行分析、对比与描写。义素分析法是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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