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高级阶段苏丹留学生的词汇教学案例

汉语中的近义词辨析，是留学生学习中文的一大难点。且针对汉语教学的大

部分近义词研究是关于亚洲和欧洲的汉语学习者，而针对非洲学习者的汉语习得

研究较少，尤其是对苏丹留学生研究更少。因此，本次案例选择高级阶段苏丹留

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在汉语近义词辨析中，分为形容词、名词、动词、副词等等，

但是对高级阶段苏丹留学生而言，近义动词是最难的一部分，也是最容易出错的

部分。因此，汉语中近义动词的研究对高级阶段苏丹留学生学习中文有着更重要

的意义。

高级阶段苏丹留学生在辨析近义动词时通常会出现偏误，而偏误的类型主要

分为三种，即句法偏误、语义偏误以及语用偏误。

在句法方面，近义动词在使用时经常出现的偏误类型就是词性的混淆，最常

见的就是将近义名词误用为近义动词。此外还有，将形容词错用为动词，不及物

动词错用为及物动词等等。

在语义方面，汉语中两个近义词的最大不同点就是语义的差异。汉语中近义

动词的意义很相近，但是不同词的侧重面不同，因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不

能随意替换。

在语用方面，分为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感情色彩是指说话人对事物的喜爱、

厌恶或中立，例如：我们明天要拜访一下我们的老教授。这里的“拜访”就不能

说成“访问”，因为这两个词的感情色彩不同，“拜访”是敬辞，有尊重客气的意

思；而“访问”是中性词。在这个语境中，二者不能互换，互换则会导致出现偏

误现象。语体色彩中分为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应根据场合不同，选择合适的语体。

例如：学校已经宣布了参加这次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名单。这里的“宣布”就不

能换成“发布”，因为这两个词的语体色彩不同，“宣布”是书面语，而“发布”

是口语，该语境较为正式，因此二者不能互换。

关于高级阶段苏丹留学生在学习汉语近义动词时出现以上偏误的原因，通过

查找相关资料，我们发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汉语教师的教学方法，汉语教师是整个汉语教学活动的主体，对整个

教学活动起着主导作用。如果教师没有将汉语中近义动词的意义和用途讲解清晰，

势必会导致学生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偏误现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发现学

生对近义动词使用错误，应该及时纠正；要把新词和旧词的联系和区别、词义和

用法讲解清楚；要更加重视对近义动词的辨析，回答学生的问题时要注重有效地

解决问题。

其次是汉语学习者自身，学习者自身的学习态度是否积极也是影响汉语学习

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些学生学习汉语近义词的积极性不强，只是为了应付考试，

这样汉语近义动词的学习效果不会很好。也有一些学生的学习水平较低，无法掌

握这些词语。另外也和学生的母语有关，苏丹学生的母语是阿拉伯语，在学习汉

语时，遇到不理解的词汇，会用阿拉伯语进行翻译。但阿拉伯语中的近义词与汉

语中的不同，这体现在意义、用法和词性上，也会导致学生产生偏误。

最后是汉语教材，汉语教材是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个重要的资源。但有些汉语

教材表述不清晰，对于初学者来说用容易产生偏误。学生也不能过分依赖工具书，

要意识到工具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会限制学生的理解。

针对上述高级阶段苏丹留学生在学习汉语近义动词时所出现的偏误现象，分

析其偏误原因后，将分别从教学和学习两方面提出几点建议。



在教学方面，教师在教授汉语近义动词时应采取不同的辨析方法。例如：第

一，替换分析法，教师将学生容易混淆的词汇编写为同一个句子，让学生区分哪

种情况正确，哪种情况错误，进而培养学生的语感。第二，语境分析法，教师在

讲解近义动词时要结合词汇使用的具体语境，进而讲解词语之间的差异。学习者

在具体语境中所了解到的差异，往往印象更深刻。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根

据生活中的例子给出合适的例句。第三，搭配分析法，教师可以从词性或语法搭

配等角度对近义词进行辨析，可以以表格的形式呈现。第四，实践法，是指教师

不能止步于书本上面的学习，而应该从具体的活动中让学生体验近义词之间的区

别，可以通过游戏等方式完成。此外，教师还应该了解学生的学习水平，充分体

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及时与学生沟通，疏解学生的心理压力，让学生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下学习。

在学习方面，学生应根据自己的学习水平，了解自身学习的重点与难点，同

时应将知识学以致用，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使用。同时，学生应端正自己的学习

态度，如果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敷衍了事，那么学习效果不会很好。要积极学习，

遇到不会的问题及时向老师求助，也可以查找相关字典，进而解决问题。

以上是关于高级阶段苏丹留学生在学习汉语近义动词时的偏误类型、偏误原

因以及相关评价的分析。近义词的辨析和习得是一个广阔而深奥的领域，对汉语

学习者的影响较大。且由于苏丹学生学习汉语的相关资料较少，我们对学生的水

平了解欠佳，因此，如何有效提高近义词的教和学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案例来源于 2024 年 6 月 1 日对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外派教师赵老师的电

话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