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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语语言学习能力的培养探讨 
◆韦洪月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摘要：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立，中越的经贸合作一日增加，特别

是对越南语的应用也在不断攀升，需要更多熟练掌握越南语的人才去提

升两国的贸易发展，但由于两国文化差异不同，在学习越南语的过程中
会出现理解与应用上的差异，本文将从越南语语言学习能力的培养进行

分析与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改善对策，促进越南语教学为培养人才全面

的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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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越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日

益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对越南语的学习增添了兴趣，希望投身于
中越对外贸易、对外经济及文化交流之中。特别是中国——东盟
自贸区的成立，吸引了更多掌握越南语的人加入，他们为社会与
经济发展做出更多服务。在两国的经贸与文化交流中，需要更多
的人掌握越南语，熟练越南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通过越南语进
行双方的有效的交际，为今后两国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一、越南语的起源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北与中国接壤，西与老挝、柬埔寨

交界，东和南两面与南海相邻。与西汉开始，汉字传入越南，经
过越南对不同汉字进行改良，形成自身的“喃字”，可以说它是
基于汉字而形成的形似、音近的新型文字，直至 17 世纪，经过
发过传教士在越南方创建越南语，才逐渐改变“喃字”的语系，
可以说汉语在越南语发展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特别是现在越
南语使用的拼音化文字，仍以中国汉语拼字十分相似，更在汉语
言文化深远的影响下，很多汉语词汇保留到了越南语的词库收录
[1]中。 

二、越南语语言学习的难点 
（一）语音因素多 
与英语 26 个字母、48 个音标不同，越南语有 29 个字母，

近 200 个音标，是英语的四倍之多，通常音标越多，意味着读音
更细致。对于刚接触越南语学习的人来说，读和记是两个难点，
有人因为记忆不牢而导致发音不好，最后影响整个对越南语的学
习兴趣和张嘴说越南语的信心。 

（二）语言组合频率过高  
与汉语应用相同，越南语的发音时有声调和音节的，但比汉

语的的声调要多很多，而其越南语都是以单音节的形式出现，有
6 个声调，和不同的音节运用在不同的越南语之中[2]。 

（三）声调的问题 
越南语与英语不同的是，英语只有语调而没有声调，语调可

以根据语境的不同自行掌握，而越南语不同，需要在声调中多下
功夫，越南语有 6 个声调，即平声、平声、玄声、锐声、问声、
跌声、重声。如：汉语中说的“明白”，正确读音“míng bái”，
对于没有声调的概念的人，会将读成“ming bai”，越南语也一样。
造成很多初学生因为把控不好对声调的读法，说出的语调较为奇
怪，让很多地道的越南人都不懂他们表述的意识[3]。另外，在越
南的 6 个声调中，有三组声调对于学习者来说，是即为容易混淆
的，即锐声和跌声、重声和玄声、问声和玄声，锐声的音调是上
扬的，跌声是波浪起伏的；重声的声调是干脆利落的，玄声是逐
渐下沉的；问声的音调是像个问号的形状那样，玄声是逐渐下沉
的。除了上述的三个主要难点外，越南语的学习因人而异，特别
是中国学习者受不同区域有自身方言的口音影响，对于发音有着
各自的特殊性，在此就不一一提及。 

三、对越南语课堂教学提出的对策  
自中国-东盟贸易形成后，针对形势需求，许多学校或学习

机构开设越南语的学习，但由于对越南语课程课程开设的资历较
浅，教学水平参差不齐，使得越南语的教学出现很多弊端，学生
学习的效果不明显，教学质量与灵活运用相左，所学内容远远不
能满足中越两国的交流的需求，经过对实际教学的探索，对当前
的教育提出如下几条策略，希望帮助更多的学习者快速掌握越南

语言，培养更多人才完成两国的交流需求。 
（一）重点激发学生学习越南语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越南语虽是小语种，但随着中越两国的贸易往来，区域
间的合作日益增多，对掌握越南语的专业人才需求逐日增多。所
以，在教雪越南语是，要根据越南语的特点为学生进行事先的介
绍，这样才能让相关学生对该门语言有个初步的认知，可以自行
对学习内容进行简单的规划。在教学过程中，也要不断为这些学
生进行“打气”，提升他们对学习越南语的兴趣[4]。语言的快速掌
握，就是多听多说，通过正阳的办法，可以快速掌握越南语的学
习，这样才能快速提升自身的学习进度，达到应用自如的状态。
最后要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重点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互
动、角色互换等教学方式，让更多学生积极参加到越南语的教学
内容之中。 

（二）课堂教学内容灵活多变，不拘一格  
兴趣是培养学生的第一要义，特别是小语种的学习，教师要

不断建立学生对越南语的学习，这样在教学内容时，才能与学生
一同钻研教学内容，不拘泥于叫教材和教学方式，用创新突破的
办法，提升教学质量[5]。在教学内容中，教师可以根据教材的特
点对不同知识进行归纳，通过这样系统的归纳使学生快速掌握知
识重点，同时可以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制作越南语教学视频、
也可以带领学生一同观看越南原因的视频内容，让学生感受原汁
原味的越南语，深刻领悟教材中的不同知识点，温故而知新。  

（三）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越南语的学习需要教师运用更加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摆脱

枯燥，这样教师在教学时，才能与学生进行有效互动，特别是在
学习过程中，尽量忘掉母语惯用的表示方法，适应新的语言学习
发音、对于发音不准确的，要不断的练习，快速更正，若形成不
准确的发音，后续的越南语口语会突显出特别蹩脚的状态产生。   

勤练单词，背诵经典语句。语言学习是长期积累的过程，需
要将所学的词汇，通过不同的语境组成相应的短语、句子、段落
等，从最小的音节出发，慢慢形成自身的词汇库，并在不同的场
合学以致用，形成反射的习惯。如：吃饭时，看到食物，联想到
越南语的读法，米饭（Gạo）、水饺（Bánh bao）炒菜（Nấu ăn）
等，通过大量的词汇积累，建立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对生活中常
见的词汇加以不同的运用，提高对越南语的把控程度，并逐步探
索到越南语言的精髓。 

视听相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的发达，让学生在网络之中能够
快速获取越南语的歌曲、影视、记录片等，多方位建立对越南文
化内容的学习的兴趣，通过兴趣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应用越南语
交流、沟通的能力。教师也可以邀请越南外教与学生进行越南语
交流，提升学生运用越南语的能力，将抽象内容与实际内容相结
合，提升教学质量。 

结语：熟练掌握一门外语，需要自身不断的学习及锻炼，通
过初步的音节学习到后期的词汇积累，不断结合生活中的相关的
内容进行听说读写译方面的训练，培养出适用于中越两国贸易交
流亟需的越南语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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