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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itiative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merges a lot of fields together , language 

teach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develop it  . Thanks to the initiative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   , China and Egypt have been undertaking inclusive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particularly in education & language. Vocabulary is the foundation of language 

learning, which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teaching , Therefore, people in this field have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by making more papers and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vocabulary teaching.  this paper introduce the functions of teaching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ligh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sing Descriptive method  to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objectives of vocabulary teaching at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Chinese . also 

using discovery method to explore the various problems which faces the students ,then using 

analysis methods to solve those matters and provide solutions accordingly.  combined with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discusses vocabulary teaching strategies, vocabulary teaching 

methods and techniques, 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and key references for local Chinese teaching 

in Egypt. 

Key wo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 -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 Semantics- Teaching 

methods - teaching skills. 

 

摘 要 

“一带一路”融合了很多领域，推进语言教学和文化交流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

中埃两国在各个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尤其在教育方面和语言方面，合 

作的深度和广度都特别大。 词汇是语言学习的基础，贯穿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整个过 

程，因此近年来词汇教学越 

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针对汉语词汇教学的研究也变得越来越多 。 

本文从词汇教学的目标和任务出发，介 

绍一下“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功能作用。本人使用描写法讨论汉语教学过

程中的不同等级词汇教学的特点与词汇教学的目标。立足于词汇教学技巧研究，以发现 

法探索学生学习汉语词汇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而使用 

分析法提出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然后结合教学实践探讨了词汇教学策略和词汇 

教学的方法与技巧, 以此为埃及本土汉语教学提供课堂设计的思路和重点参考。 

mailto:lyuan30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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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对外汉语    词汇学     教学法    教学技巧  

 

本文词语介绍 

         本文所探讨“ 

一代一路”背景下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技巧，何为？“一代一路”？什么是“对外汉语教学”？“

一带一路”与“对外汉语教学”有什么关系？“词汇教学”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厘

清这些术语及其与相关问题的关系，本文围绕其意义和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1） 一带一路: 

        什么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原指中国古代建成的“ 

丝绸之路”，包括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中国从古代建成 

“一带一路”的原因是将其作为亚洲与非洲之间的主要贸易通道，目的是将中国产品运输到

其他的国家，并带回其他的国家的产品到中国。运输产品时，不同国家的人民进行交流，

了解彼此的文化，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所以“一带一路” 

促生了很多海洋家、旅行家、探索家， 

他们沿着“丝绸之路”，发现了新的国家和文化，比如意大利游客马可波罗
1,沿着“丝绸之路”从罗马到了中国，并撰写了《马可波罗游记》，为当时亚欧人文交流搭

建了桥梁，为跨越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带来文明间的交流提供了互鉴。 

近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重振其与亚洲、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习近平主席

2一直坚持“一带一路”倡议，多次在不同国际会议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2013

年10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指出中国愿意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并说：“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

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2

015年,“一带一路”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促进了沿线各国共同发展，坚持建设“一带一路” 

不仅有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而且还能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2018

年在中国-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阿拉伯国家身处“一

带一路”交汇地带，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中方愿同阿方加强战略和行动对

接。 

 
1 

“马可波罗”意大利旅行家，17岁他出国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几十年了解中国文明、文化、风俗习惯，

而在他的作品《马可波罗.游记》记录所见。 
2  新华社《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主要篇目介绍.201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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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时，埃及总统塞西对重振“一带一路”表示欢迎，并表

明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共同命运，埃及支持中国在埃及不同领域进行投资。3 

笔者作为埃及人，认为“一带一路”在埃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中埃两个国家的合作平台

，不仅促进了中埃两国经济繁荣，还对发展教育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通过“一带一路”

倡议，汉语开始在埃及流行，埃及人逐渐了解中国伟大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一带一路”

也改变中国对埃及是个沙漠国家的传统印象，，让更多中国人见证了埃及也是个有城市化

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埃两国人民通过“一带一路”相互影响，彼此支持。 

“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与词汇教学的发展 

“一带一路”是融合了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的时代话语，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涵盖沿线 65 

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一带一路”中国与不同国家在各个方面往来日益频繁，对语言教学和

文化交流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对外汉语教学开展以来，汉语言专业优质人才有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开始探索对外汉语教学的创新形式时，推动汉语教学的新发展，扩大了汉

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并积极推动汉语教材、师资队伍、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改革和优化。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汉语语言开始流行，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日益增多。汉语与阿拉伯语

属于有不同的语系，在词汇方面拥有不同的表达习惯,还包含了自身特有的文化内涵，而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展汉语词汇教学，可让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更好地了解汉语的语言

结构特点,进而在教学过程中减少障碍和困难。 

 

“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学、词汇教学的功能作用 

首先，“一带一路”发挥汉语语言的载体功能 ，开展“一带一 

路”的目的是推动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积极构建经济合作，实现政治互信、文化包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汉语在全世界越来越

流行，对外汉语教学 

融合“一带一路”倡议体系，提高中国和沿线国家人民沟通效率，提高汉语教学技巧，以汉

语教学为基础，包括词汇教学，依托语言学与词汇学载体功能推进语言传播，提供汉语语

言基础。 

 

其次，构建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多为中西亚、非洲国家， 

各国语言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涉及不同宗教和文化等多个层面。 随着 

“一带一路”持续推进中非友好关系，汉语与非洲及亚洲不同语言互相影响，因此对外汉语

教学和汉语国际教育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提高国外留学生的汉语水平，推进汉

语、中华文化在亚非国家的影响力，通过语言、文化交流消除彼此隔阂。 

 

 
 。ALARABIYA.NET . 2016年1月  . ما هو طريق الحرير الذي انضمت له مصر لربط العالم تجاريا؟   .أشرف عبد الحمي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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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加强语言研究，对比不同语言间的差异，特别在词汇对比研究、语法对比研究等方

面，积极构建国别化词汇资料库，为汉语教学的开展提供便利条件，同时实现汉语国际教

育学术层面的发展。 

 

“ 一带一路”倡议与（在非洲、在埃及）对外汉语教学的传播 

 

1.韩 雪4在她的文章《“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中指出，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在于民心相通，而语言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外汉语

教学，能提高非洲留学生的理解能力、交往能力、沟通能力。留学生只有跨越了语言障碍

，才能真正体会中国文化，对文化的真正理解还需要留学生深入中国人的实际生活。在教

学中，要注重文化的渗透与传播，强化实践教学，优化教学体系，增强汉语的体验性。通

过对外汉语教学培养知华、友华的非洲朋友，从而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促进中非关系

健康发展。 

2.罗建波5．在他写的文章《 优化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一文指出，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与非洲贸易与交往增长，促使了非洲留学生来中国学习

的热情不断提升，留学生数量持续增加。而且来中国的非洲年轻人无论是什么样的学习目

的，但语言都是其必须学习的核心项目，汉语教学面临着新的机遇”。 

3.周静涵6在他所写的《 

“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思考》一文中对“一带一路”对汉语教学的功能作用

解释道：中国开展“一带一 

路”致力于推动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充分利用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双边和多边机制

，借助既有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构建中国和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实现政治互信、文化 

包容、经济互融的利益共同体”。 

4.笔者认为，埃及作为非洲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一，受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深

刻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与埃及交流的快速发展。在教育方面，“一带一路”倡

议吸引了大批埃及学生学习汉语，不仅在埃及国内拥有众多的汉语学习者，而且还有不少

埃及留学生选择前往中国学习不同的汉语专业，这些汉语学习者成为了中埃两国文化的传

播者。“一带一路”也为埃及汉语教学发展提供不同的奖学金，不仅为学生，而且还为埃及

大学教师提供汉语教师奖学金，特别是针对“汉语国际教育”这个专业，让埃及大学教师到

中国亲自感触中国文化，变成中国文化大使，回到埃及之后传播中国文化。因此，本人觉

得“一带一路“”倡议对文化传播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4 韩 雪《“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以对非洲国家为例.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 第 30 卷 第 6 期. 2021 年 12 月。 

5 罗建波． 优化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J]亚非纵横.2007. 

6 周静涵.“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思考[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1) 第 

34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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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语言学家对对外汉语教学定义为：“对外汉语教学指针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也就是

说对母语不是汉语的外国留学生进行汉语教学”。因此，汉语教学是语言教育的一门学科

，下面将主要讨论汉语教学的任务、性质、和特点。 

         

早在1984年12月，中国教育部长何东昌在外国留学生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对外汉语教

学已经发展成一门新的学科。后来各位语言学家编写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书，对这门学科

进行仔细分析，主要的成果如： 

1.陈昌

7来在他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一书中对对外汉语教学进行仔细讲解，解释其性质

与特征，全面地阐述了对汉汉语教学的学科基本内容。 

2.刘珣8在其出版的《对 

外汉语教育学引论》一书对对外汉语教学进行仔细解释，首先介绍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

性质，然后介绍发展溯源，而且介绍对外汉语学科基础及教学方法。 

3.赵金铭
9在他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一书中介绍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而且

将其学术研究成果融入了该书中 

。该书主要内容包括：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设计和大纲、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理论、对外

汉语教学的教学法、对外汉语教材的基本理论研究等。 

        

笔者认为各位语言学家对“对外汉语教学”进行全面分析，他们的作品内容很丰富，对未来

开展汉语教学研究的相关人员有很大的帮助。 

（3）词汇学 

词汇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注重词汇基本知识、词汇来源、词汇形态结构、词

汇意义、词汇搭配等领域的研究。研究汉语词汇就是研究汉语词汇的词义、词性质、词与

词之间的关系、词汇的构成、词汇的来源语发展等问题。 

汉语词汇学研究自 20 世纪 50 年代真正建立以来，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1. 孙常叙10编写了一本全面研究汉语词汇的书——

《汉语词汇》，这本书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论述汉语词汇的性质、结构、词义、造词法

 
7 陈昌《对外汉语教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8 刘珣《对 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年 

9 赵金铭9《对外汉语教学概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4年 

10 . 孙常叙《汉语词汇》[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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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探讨了现代汉语词汇的性质以其与古汉语词汇的关系和区别，梳理了汉语同音词、

多义词、同义词、近义词和反义词等几种词在汉语词汇里的相对关系，并且解释了汉语方

言词汇、专业词汇、同行语词汇和外来语词汇；现代汉语基本词汇以及汉语基本词汇的累

积。《汉语词汇》的出版对中国国汉语词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2. 周祖谟11在其2006年编写《 

汉语词汇讲话》一书中对汉语词汇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聚焦现代汉语词汇在风格上的多

样性、现代汉语词汇的变化和发展、汉语词汇规范化问题等主要问题。 

3. 因为词汇学是汉语言学特别重要学科之一，周荐
12在漫谈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时针对汉语词汇研究提出了特别重要的建议:  

（1）要注重对中国传统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吸收并接收西方理论、把它当成主义

。 

（2）重视汉语词汇研究语料，重视语料在历史中的延续性发展。 

（3）多吸收前研究员所传教学理论，学习他们在汉语词汇研究方面的成果。 

（4） 教学技巧与词汇教学技巧 

教学技巧就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不同方法进行教学，也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

有效促进学生学习的活动方式。以成功地、创造性地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达到教学目标

。 

词汇教学技巧是指在词汇教学时使用的不同教学方法解释词汇，使用不同活动练习词

汇，使用的技能加强记忆词汇。笔者将在本文对词汇教学技巧进行仔细解读和研究。 

 

 

“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词汇作为一门语言中特别重要的因素，在第二语言教学中连接了语法教学和语义教学。汉

语词汇由单音节、双音节组成。此外，汉语词汇中有大量文化背景的成语，为母语为非汉

语的学生增加了挑战与困难。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词汇教学研究越来越发展，也

越来越受到重视。杨惠元

13在针对强化词汇教学淡化句法教学研究时指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法教学应该“强

化词汇教学，淡化语法教学”。  

 
11 周 祖谟《 汉语词汇讲话》[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12 周荐.漫谈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鲁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 7 月.第 38 卷第 4 期 

  
13 杨惠元：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副院长．强化词汇教学淡化句法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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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特点 

         

既然“一带一路”对汉语教学有很大的影响，词汇作为汉语语言的基础也受到其影响，研究

汉语词汇的国际研究人员也越来越多，有不少人员针对汉语词汇教学的特点开展了大量的

研究，笔者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不同等级的汉语词汇教学的特点归纳如下： 

1.初级阶段汉语词汇教学的特点 

         

词汇数量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针对初级汉语词汇学生的词汇量相对较少少，汉语水平也

有限，学习的词汇通常是生活中最常用的词语和其基本的意义。这一等级的汉语词汇教学

主要聚焦在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词汇的正确读音、正确写字、词汇的用法。  

 

2.中级阶段汉语词汇教学的特点 

    

中级词汇的范围比初级的要广，词汇量大，有些词汇含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学生第一次接

触汉语词汇中的简单的成语，学生开始用语素了解汉语的一个词能造成很多词，一个词汇

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思。如：“包”这个词，在初级阶段出现在“书 

包”、“钱包”、“背包”之类词中，而在中级，学生会发现“包”可以有别的意思，比如“包”这

个词可以出现在“打包”“包装”等词。 

   

中级阶段的词汇教学不是与初级阶段割裂开的，在中级词汇教学中，要引入学过的初级词

汇，用它们来解释词的意义、造例句等。比如，初级阶段学生学形容词“难过”，到了中级

阶段可能回遇到“悲伤”、“沮丧”这些词，教师通常会解释这些词都是用来表示难过的意思

。这样的词汇教学方法有利于激活学生的记忆。 

 

3.高级阶段汉语词汇教学的特点 

         

到了高级阶段，学生接触的语言材料与初级、中级阶段完全不同。一般高级综合课教材有

作品原貌，如报纸文章、报刊新闻，词汇的选用不受教材编写者控制，往往呈现出成语、

同义词、专业术语等，词汇也会具有鲜明的附加色彩、文化内涵，或与特定的社会和时代

背景密切相关。 

  

“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目标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占据了很重要的部分，以学习词汇的发音、形式和意义为主

，词汇学习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能帮助学生理解阅读材料和听力材料。汉语词汇教学

目标指教师要有效地“教”词汇、教师应把握教材内容，把握课文中最重要的词汇与其搭配

，准备教学计划才能满足不同学生学习的需要。以教会学生如何学习词汇、积累词 

汇、扩展词汇和正确运用词汇作为词汇教学目标，但对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教学目标。 

1.初级阶段汉语词汇教学目标： 

1. 首先要培养学生学好汉语的“辅音”、“母音”、“声调”，培养学生词汇发音正确。 

2. 初级阶段汉语词汇教学要求学生掌握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些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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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养初级阶段学生理解汉语中基本的汉字部首，因为了解部首能帮助学生理解词的

意思，譬如：通过“亻”部首可以理解代表“人”的词语，如：休息的“休”，“你”、“他

”。通过“氵”部首可以理解有水的词，如：“海”、“河”、“汗”，通过“艹”可以理解“

草”、“花”，通过“木”可以理解“森林”、“ 树”等。 

4. 要培养初级阶段学生清楚地了解基本词汇的固定搭配形式。 

5. 培养初级阶段学生了解汉语最基本的语法点，熟习与词汇相关的语法模式使用情景

。 

2.中级阶段汉语词汇教学目标 

1. 积累词汇。词汇积累越多，对词汇的理解就越高。有丰富的词汇就能确切地表达意

思，促进学生对文本的理解。 

2. 培养学生明白褒义词用来赞扬的，贬义词用来批评贬低的词汇。 

3. 培养学生理解词形和词义、词汇构成、句式特征、掌握语法形式。 

4. 培养学生用正确的选词汇搭配，一般来说词汇搭配指词与词之间的习惯连用、词与

词之间的语法结构习惯连用。同时也要培养学生注意不同的近义词有不同的词汇搭

配。 

3.高级阶段汉语词汇教学目标： 

1. 帮助留学生建立语义场意识，高效地扩大词汇量。 

2. 培养高级阶段学生能通过上下文语境线索有效地猜测不知道的词义。 

3. 培养高级阶段学生利用已经知道的词汇的词义扩展构词语义场。 

4. 培养学生对于意思相近的词如同义词辨别细微之处的差异，并正确使用。 

5. 帮助学生掌握重点词语的用法，如成语、术语、虚词、 

固定结构和一些特殊句法，在恰当的语境中正确使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以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中文系为例——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世界对中华语言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促进了

汉语教学的发展。 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语言语系不同于汉语，而词汇作为汉语语言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对母语为非

汉语的学生来说，汉语词汇学习是很大的挑战，从而出现不少问题。 

       

笔者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中文系担任汉语语言专业副教授，在工作几年之内，了解了中

文系学生的汉语学习情况、记忆词汇的挑战和遇到的困难，基于在苏伊士运河大学工作环

境对汉语词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论述，对此进行了探究与分析，了解了问题的根

源，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此外，针对性地提出了汉语词汇教学的完善策略，以供参考

和借鉴。 

1. 师生沟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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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会汉语的初级阶段学生来说，无法与不会阿拉伯语的汉语老师进行沟通，这就带来了

很大的沟通障碍。在此情况下，汉语教师如何开展词汇教学？ 

如何使汉语词汇教学变得生动有趣？首先汉语教师需要使用情景法，让学生在真实情景中

学习词汇。例如，在讲“蔬菜、水果、动物、职业”等词汇时，建议搭配使用图片和PPT进

行 

展示。教师根据词汇的特点设计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来练习词汇，保持轻松活泼的课堂氛

围，强化学生的理解能力。教师要给学生一些任务操练词汇，比如造句。老师要帮助学生

发现并掌握词语的使用规律和使用方法，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跨文化交际和语言学习存在困难 

        王魁京 

14年在《对外汉语教学与跨文化问题的多面性》一文中指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会遇到跨

文化交际问题，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随着中国提高“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

进，汉语越来越流行，中国的方针政策、制度法规给埃及学生的跨文化交流带来交流不便

的影响。  

       

我们需要重视跨文化交际，笔者认为汉语教师在讲解词汇语言点时，需要融入优秀的中国

传统文化，积极选取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的好故事作为真实语料，使学生慢慢了解中国

、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和处事方式，同时了解埃及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 

。根据学生的文化背景、学习能力和接受程度的差异，跟着孔子“因材施教”，积极引导和

鼓励学生15。 

 

3.教师力量薄弱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中文系汉语教学起步较晚，人才培养体系不够完善，经验也不够丰富

，真正满足汉语教学的专业教师人数较少。 

         

不少汉语教师刚成为一名教师，在教学方面缺少经验，需要提高教学水平，需要加强教学

研究，必须重视汉语语言理论教学，丰富语言学知识。汉语教师必须加强汉语教学经验积

累和教学方法提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中国为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中文系提供

很多的教师奖学金，帮助汉语教师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加强教学指导力度，

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能力。除了奖学金之外，还有一系列支持教研活动、教学技能比赛、优

 
14 王魁京．1994 对外汉语教学与跨文化问题的多面性．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5 孔子《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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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教案展示等支持奖励举措，无论是中方汉语老师还是埃及本土老师都可以参加，总之每

一位老师要努力加强教学能力的提升。 

4.忽略汉语思维习惯训练 

        

笔者发现课堂里教师一般重视解释课文词汇及语法，忽略汉语思维的培养，学生缺乏思维

训练，教师没有给学生机会思考。首先，在语言学习上，应注重汉语思维的训练，使学生

掌握语言知识的同时，理解汉语思维“怎么用”的表达。再着，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汉语词汇

知识，反复记忆加深印象，学以致用，才能使他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

。教师要多给学生机会思考，可以问学生课本内容相关的话题，让他门思考问题，回答问

题，以此在思考中获得对所学词汇新的认识。 

 5.教材问题 

        教材是教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吕必松教授

16（1993）把第二语言教学的全部教学活动概括为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测试

，他认为教材是联结总 体设计和课堂教学的纽带。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有些教材内容陈旧缺乏创新，实践性较差。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

不断实施，陈旧的教材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外国学生的需要，因此研究员不停地改变教材。 

教师不必严格按照教材的顺序教学，可按照自己的看法与学生的兴趣，把某些教学单元提

前，或者推迟，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另一方面，教师首先要了解学生的水平，选择

适合学生水平的教材 。 

      

汉语教师要注意选用适合新形势下的对外汉语教学教材。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开

发特色创新教材与课程，不仅重视语言教学，还结合中国特色文化优势，以便学生更好学

习。 

 6.教学方法陈旧 

       

以前汉语词汇教学实践中，所采用的方法较为单一，仍旧以教师为主体，只有教师讲，这

种传统的讲授法打消了学生学习热情，失却了学生自主灵活，造成了较大障碍。 

       我们需要改进现有教学方法。虽然有些旧的教学法依旧可行 

可是教师也可以共用旧和新的教学法。刘道义

17说：“要注意保护传统的但仍有效的方法。仅保护还不够，还需要根据新形势对其加以

改革，使其与时俱进，更加符合课程改革的要求” 。 

 
16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吕必松.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17 刘道义. 论如何在课程改革中创造性地使用 传统的教学法.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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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教师在沿用旧教学方法的同时，积极吸收创

新教学方法，包括新的比赛活动、改变课堂环境、鼓励学生有主动性思考与讲话。 

 

7.词汇记忆问题 

我们都知道，词汇学习与掌握势必要经过由短时记忆到长期记忆的过程，到了中级阶

段，词汇量进一步增加，学习挑战很大，很容易造成学生的畏难心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些方法： 

1.教师要实现学生词汇记忆的强化，要实行听写式复现，活动式复现，以此帮助学生激发

记忆活性。 

首先教师结合本课程授学要求，设计一定数量的生词，对词汇进行听写、创建小组抢答、

你演我猜等活动形式，激发学生记忆活性。 

2.给学生激发记忆性的任务，如要求学生利用所学的词汇编写作文或者对话情节，并展开

小组表演活动，这样能够收获不俗效果。 

3.利用新媒体。21 

世纪是科技创新的时代，给教师机会应用多媒体技术打造新型课堂，集合图片、动画、视

频、手机软件、电子书、电子辞典等多种信息表达形态，构成丰富的内容，以此提升词汇

教学的趣味，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词汇在不同语境中的运用，使之记忆力增强。 

4. “词不离句，句不离文” 

，教师要培养学生多阅读、多使用词汇造句，激发脑子理解词义与猜测词意，提高对词的

用法、习惯搭配词汇正确、提高句法功能的认知度，也要开口说话模仿、用手写、听录音

练习听力、看文章，多用感官刺激听觉、视觉、触觉，以此来形成感觉记忆。心理语言学

和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词汇是按照某种语义关系储存在大脑中的。所以建立语义关系

不仅能够促进词汇记忆，也能促进词汇的提取。 

8．词汇学习脱离语境 

          

我们会发现学⽣学习的时候，直接背上课文的词汇和短语，认为知道其意思就好，不造句

使用、脱离语境，这样记确实很容易忘记。如，非......不可，如果只了解意思是必须做的

，过两天就会忘了，需要把这个短语运⽤在句⼦当中，比如：“今天有很重要的会议，我

非去不可”，意思就是：不能不去，我必须去。教师需要促进学生注意语境、注意使用新

词。 

 

9. 缺乏词汇学习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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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过分依赖汉语教师，只学习每一天⽼师布置的⼗五到⼆⼗个单词，很少主动地自

己学习新词，很少通过课外读物来扩⼤⾃⼰的词汇量，缺乏自我学习的主动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师在课堂里开展一些活动，如演讲比赛，选取对学生有兴趣的话题

，使各位学生积极参与，鼓励学生用汉语思考发言，加强其课堂参与的主动性与合作互动

性。教师也可以留下写作文的作业，让学生主动寻找与题目或主题相关的词汇，在课堂外

广泛阅读相关文章，或观视频，从而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以此积累更多词汇。 

“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策略： 

          

为了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不断提高学生学习汉语质量和教学水平，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要教学生怎么学习汉语词汇，怎么实现“识词、辨词、选词、用词” 

能力。赵金铭指出

18，“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外国学生识词、辨词、选词、用词的能力。”。

周小兵

19也曾介绍过对高级阶段留学生做的调查，绝大多数学生认为生词仍是阅读最大的障碍 

。为了实现这些能力，要掌握有关汉语词汇的规律性知识，整理词汇的收纳箱，主动地有

效地运用。 

       

笔者分析苏伊士运河大学中文系学⽣在词汇学习的问题以后，依托这些问题搜集整理出来

的有关于初级、中级、高级阶段汉语词汇教学策略，指导哪些没有教学经验的汉语老师帮

助学⽣怎么学习词汇，掌握词汇策略，提⾼词汇记忆效果。 

初级阶段词汇教学的策略 

1.重视拼音教学 

       

在初级阶段，为了学习词汇，必须首先了解汉语拼音的辅音、母音、声调，教师应该把每

一个词语写在黑板上，并加上拼音，让学生多发言多练习，进而正确地读好每一个词。 

2.用部首、语素扩充词汇量 

        

学习拼音以后第二步是了解部首，汉字是由部首构成的，因为部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汉

字的意义，了解部首就会容易理解一个字的内涵。然后是了解语素，语素是构词的最小单

位，汉语词汇中也存在大量可以根据构词语素来讲解的词语，学会了语素的基本词义，学

生就会根据语素义去理解记忆更多新词，比如：学习“国”时，学生就可以扩展出“中国”、

“泰国”、“法国”、“德国”等等。学习“车”的时，我们可以扩展出“汽车”、“自行车”、“出租

车”等等。学生能够根据语素快速地扩大词汇量，进而提高运用汉语的水平。 

 

18 赵金铭 .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 

19 周小兵：标记性与语言点学习难度.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6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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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词汇的分类讲解 

       词汇的分类就是属于同样的种类，是词与同样的词之间有关系，如 

同义关系的“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灯都是表示家人的词。反

义关系联想到“大”“小”、“美”“丑”、“男”“女”等表征对立关系的词。“东”，“南”，“西”“北”

都表示方向的词。 

这种方法帮助学生快速地记忆大量的词汇，因为了解一个词会让学生记住更多的词汇。 

4.调动学生的感官 

       

要求外国学生记住汉语词汇的确很难，所以学⽣为了记住词汇要一边读一边写，让眼、⽿

、⼿、脑都调动起来。这种词汇学习策略对初级学习者特别重要，因为能让学生的记忆效

率提⾼很多。 

5.多种教学方法灵活展示词汇 

       

老师对初级学习者，根据课文词汇的特点和意义，选择简单易懂的方法进行展示，帮助学

习者理解词意，特别对抽象词汇，教师可以使用情景法，用电脑用图片进行展示；也可以

采用实物或动作演示等方式来进行词汇教学。 

 

 中级阶段词汇教学的策略 

1. 掌握词汇构成方式 

       

中级阶段词汇教学的目标之一是增加词汇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掌握汉语词汇

的生成规律、构词方式，用语素法培养学生学习构词能力，了解语素之间的关系，了解复

合词所具有的可分解性，重视运用构词法熟悉前缀、后缀构成的派生词，理解转义词和词

汇搭配，这样能迅速扩大词汇量、也加深对汉语语法结构的理解，提高学习者们的思维能

力，大大提高正确运用词汇的能力，提高词汇的学习效率，以达到快速扩大词汇量的目的

。 

2.了解褒义词与贬义词 

       

在中级阶段，词汇量开始增加，学生需要了解的词汇越来越多，而且学生在学习词汇的过

程中，应该开始了解词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教师要仔细地讲词的用法，要解释褒义词表

示赞扬的，贬义词表示批评贬低的，课堂练习时要培养学生在说话时和写作时选择正确的

词汇。 

4激发学生的记忆力 

       

遗忘词汇是学生学习词汇时最大的问题之一，教师应该激发学⽣记忆，提升学生词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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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种各样的教学活动，培养学⽣学习词汇和运⽤词汇的兴趣，譬如，举⾏⼀些词汇记

忆的竞赛，召开演讲比赛、 

看图片描写比赛，并给获胜者奖励，这样会调动学⽣记忆词汇的积极性。 

5.注重语境 

        

在中级汉语词汇学习中，不少学⽣只背生词表，试图直接记住词的意思，认为词汇学习就

是掌握课⽂的词汇表，可是这个想法并不完全正确，在学习词汇时就必须看词汇在例句中

怎么使用，这种认知必须在各种不同语境中运⽤才能取得。 

汉语教师必须给学⽣更多的语⾔运⽤机会，通过布置课堂发言、课后写作等方式来训练学

生的词汇练习。这就是学⽣熟练掌握词汇的关键所在。 

6.多练习 

        

练习词汇就是为了让学生懂得如何去使用，教师在课堂里要使用不同的教学法强化练习，

培养学生的语句能力，老师也可以从练习中得到反馈，了解学生对词汇的掌握程度。词汇

训练能增加词汇记忆，这样学生也不容易忘记。  

  

 3.高级阶段词汇教学的策略 

1.利用语素扩充词汇量 

         

既然语素是词汇最重要的部分，它能够帮助学习者更容易猜测词的意思，理解词义，从而

扩大词汇量。 

在高级阶段词汇教学中，语素教学有助于调动学习者的联想能力。教师要教充分利用语素

构词的特点，引导学生理解词中语素的意义， 

分析构词方式，然后与其他语素相关联，进行词汇扩充或词义猜测练习。 

2.进行同义词、近义词辨析  

          同义词、 近义词辨析是词汇教学的重点和 

难点，通过初级、中级，高级阶段的学生已有一定量的词汇积累，已经有词汇库。教学实

践研究表明，词汇是许多二语学习者的主要障碍，对母语为非汉语的埃及学习者来说，在

不同的情况下选择正确的用词很难，要从一组意义接近、大同微殊的同义、近义词中选出

最恰当的用词几乎是太不容易的事。近义词由于其义近、 

难辨是学生汉语水平提高的最大的阻碍 

。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仔细解释几个近义词的出别，指导学生怎么使用  。 

 3.利用多义词义项之间的关联扩充词汇量 



                                                                                               Volume (4)      Issue (1)         January 2023 

403 
 

      

在高级词汇教学中，词汇义项数量的扩充是扩大词汇量的一个方面，这时就要充分利用义

项之间的关联，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关注义项之间的关系，在已经学过的义项基础上，

通过揭示关联性或相似性联系扩展到新的义项。多义词的关系有：同义关系、反义关系、

上下关系，通过词汇间的联想记 忆，帮助学生快速地记忆大量的词汇。 

4.培养学生的主动性 

      

在高级阶段，很多学生虽然有大量的词汇量，但是缺乏学习主动性，教学应该调动学⽣语

⾔运⽤的主动性，应该使用各种教学法调动学生应用词汇的能力。学⽣在掌握⼀定的词汇

量后，教师就要⿎励其积极运⽤所掌握的这些词汇，培养学生在⼝头上能广泛表达自己的

思维，并运⽤词汇量进行书面写作。  

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方法与技巧 

汉语教师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教学法与教学技巧，不断变换教学形式，实现学生灵活式学习

和变通式交际，所以汉语教师要用不同教学方法进行教学，也要注意到对不同汉语等级的

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1.初级阶段最常用的词汇教学方法 

1. 情景法包括图片法、视频法 

汉语教师在初级阶段讲一些具体名词和动词时可以直接用图片教学，如讲“蔬菜、水果、

动物、运动”等，就可以用图片及PPT 

展示对词汇进行诠释。讲抽象词汇呢？可以创设问题情景来讲词汇比如，在讲解“高兴”时

，创设贴近学生生活的问题情景:通过考试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当然高兴，创设情景方

法可以激发学生的脑子，产生较高的效能。 

2.翻译法： 

在初级阶段，教师可以用学生的母语对词汇进行翻译以便学生理解、记住词汇。 

3.语法法 

 

词汇教学离不开语法教学，如教师需要给学生解释词性，让学生了解一个词是名词、代词

、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等，以便学生容易使用。学生了解词性和SVO构成的语法点，

就会容易知道怎么造句，把代词当作（S）放在前面，（V）动词放在（S）后面，把一些

名词当作宾语（O）放在句末。  

4.听说法与直接法： 

对初级汉语学习者教师应该多用听说法，通过反复阅读词汇与简单句形结构培养学生词汇

发音正确，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用直接法就是把需要提供的词汇内容直接解释

给学生，通过反复模仿教师的发音、句型直接了解到课的内容。 

5.练习法 

 

根据词汇的特点教师要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来练习词汇，练习法要包括背记、默写、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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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造句及演讲比赛等。最终，要让学生在轻松活泼的课堂氛围中学习词汇，并通过任

务和作业强化学生获取的词汇信息。 

 

2.中级阶段最常用的词汇教学方法  

1.听说法： 

在中级阶段要继续使用听说法，培养学生使用词汇，练习口语，进而提高听说能力。 

2.阅读法： 

中级阶段学生已有一定的词汇基础，为了帮助学生不忘记已经学过的词汇，需要增加词汇

量进行扩展阅读。阅读法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信心，让学生使用词汇掌握流利地

进行口语表达能力。进而增强学生的汉语学习语感，较少用词错误。 

 

3. 词义解释法： 

 

解释词义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抽象名词而言，埃及学生对其理解是有一定难度的。理解

词义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据词汇的特点来进行释义，比如可以对“自由”解释为：没有外在

障碍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行为。汉语教师除了可以通过对词的概念进行必要的解

释外，还可以通过利用学生已学过的词汇来解释新的词，比如解释“沮丧”为：表示难过的

意思。进而让学生在学习新词汇的同时,复习巩固已学词汇。 

4.列举归类法 

在词汇教学中，要培养学生运用列举归类法来连接旧知识与新知识。对学习的知识要进行

归纳总结，指导学生回顾、总结、做好词汇的分类，逐渐扩大学生的词汇量。 

4．语境教学法 

“词不离句,句不离文”20，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用语境教学法，把词汇融合到句子和语篇中

，在语境中实现其交际功能。汉语多义词很丰富，许多词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不同的含义

，所以要培养学生根据语境判断词义, 

通过上下文猜测词义，在语境中理解词义与它的用法，识记词汇,达到记忆显得十分重要

。 

 

5.讨论法 

在教师的指导下，汉语中级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使用本课新学的词汇来讨论某个话题。讨

论法除了能帮助学生培养口语能力，还可以有效地提⾼词汇词记忆能力和运⽤能⼒。 

3.高级阶段最常用的词汇教学方法  

1．语境教学法 

高级词汇需要学生掌握的基础词汇量会很大，教师为了培养学生根据语境猜测正确词

义，需要在教学中把词汇融入到语篇中, 

 
20 

斯霞：教育专家，她主张通过生动活泼的授课，提高教学效果，来增加教学内容和识字量，主张教师

必须要有丰富的知识，尽可能的去满足学生多方面需要，上世纪五十年代，她创造出“字不离词、词不

离句，句不离文”的语文随课文分散识字教学法，高效率地提高了识字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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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了解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些词汇有着不同的意义，这种教学法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思考

能力，也能帮助学生激发记忆力。 

2.交际法  

在社会语境中运用语言词汇量进行交际能力，有利于培养用词汇练习口语表达的能力，并

有助于发展学生智力和激发记忆力。 

3.发现法： 

教师在高级教学过程中可以提供一些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去发现问题，让学生使用词汇去

思考、表达和讨论一些话题，而不是把学习的内容直接提供给学生，二是给学生机会用汉

语词汇去思考、发现和解答问题。 

4.比较法： 

在高级阶段学生需要学的词汇量比较大，经常出现近义词和同义词，这这种情况下可以使

用比较法，使用比较法的目的是联想记忆，比较同义词、近义词、 

反义词、多义词等，以了解其区别。 

近义词比较：汉语的近义词很丰富。汉语教师在解释清楚词义后，要对两个词的区别进行

讲解，防止学生在使用时出现错误。 

反义词对比：与上一种方法相似，不过选用的是学习过的反义词。但要注意，这种方法只

限于两个意义完全相反的词进行对比。 

5.任务教学法： 

汉语教师对高级阶段学生可以使用任务教学法创设出具体的可操作的一种任务，学生通过

学过的生词表来完成任务，比如使用某种词表来写作文或者读一篇文章写读后感， 

 

下面笔者将通过几年经验为大家呈现对外汉语课堂词汇教学的一些重点。希望这些重点

能为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埃及老师们提供一些课堂设计的思路。 

1. 学习和积累词汇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不能中断，要不然会遗忘。教师要培养学生有

强烈的动机和毅力，不停地勤奋努力。教师也要有耐心，要发现学生的进步，及时给予鼓

励，增强其信心。 

2. 做计划。汉语教师要一直鼓励学生制订学习计划。背生词、定期做练习、阅读、 

听录音、朗读等等，养成良好高效的学习习惯。 

3. 孔子说：21“学而时习之，不亦说 

乎”22所以作为教师，要培养学生经常复习以前学习过的知识，因为经常复习有利于奠定

获取的信息。 

4. 教师要对每一课的单词进行“诊断”，对教材的单词进行分析、研究，确定一些重要词汇，

作为单元词汇教学的核心词汇，在这些词汇上下功夫，重难点突破，把这些词汇作为教学

的重点。 

 
21 孔子：中国古代春秋时期思想家与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主张。 

22 《论语》记录孔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审美、道德伦理和功利等价值思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4%92%E5%AE%B6%E5%AD%A6%E6%B4%BE/340554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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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鼓励学生用词汇学习的两种办法：第一直接学习词汇，也就是说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有意

识地进行学习词汇，是通过某本教学材料课文的词使学生读、抄写、背词、造句、掌握词

的意义、 

使用法、而且语用环境进行学习。第二，伴随性词汇学习，就是通过老师建议学生放学回

家后读一篇文章、一首诗、听歌曲、看电影或电视节目，伴随性地掌握到一些词语的新知

识。  

6. 教师要设置合适语境。语境对词汇的发展和记忆有促进作用，学了词语就要运用，可以设

计情境，组词成句，组句成 

一篇文章，在口语会话和书面表达中对词汇加以运用，才能实现其功能与真正的含义，这

样使学生掌握词汇的深层次知识 。 

7. 练习法特别重要，最重要是造句和完成句子的形式。这两种操练形式有利于加强记忆力，

减少无效思考时间，提高课堂效率，提高对词汇理解的深度和精细度，使学生不断使用词

汇的条件，所以教师要培养学生在课后继续练习 。 

8. 笔者认为汉语教师按照学生的水平提供HSK词汇，以 HSK 大纲为基础，对 HSK1－HSK6 

级词汇进行系统化梳理，结合课程需要，逐步融入课堂教学内容，从而HSK词汇可以作

为学习词汇的基础，扩大学生的词 汇量。  

9. 思维导图
23。笔者认为汉语教师要用思维导图方式来帮助学生快速积累大量词汇。思维导图是以一

个语素或者一个词汇作为中心，向外延伸出分支，思维导图有直观性、丰富性、可以有效

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帮助学生理解词汇的含义及构词能力，进而加深学生对词汇的

记忆和复述。 

10. 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使用现代技术。现代技术不断推动教学变革，由于新冠肺炎病毒

的影响，催生了线上上课的各种网站和软件，所以汉语教师要随着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改

变使用各种新兴教学工具，充分借助纸质或电子词典、词汇手册、阅读器、点读笔、语料

库、学习网站等来开展教学。 

结  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教育等各方面有了更加紧密的合作，并大大提升了对完汉语

的教育质量。本文 探讨“一带一路” 

倡议下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汉语词汇教学。以描写法与分析法展示词汇教学问题，增强了

词汇学习的探究性、互动性、趣 味性和自主性 ，以此实现汉语词汇教学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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