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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汉语在国际上的不断推广，不同国别的研究者也逐渐注重对汉语易混淆词

概念的研究；易混淆词作为汉语学习的难点和重点，一直是汉语词汇研究领域的热

点。笔者的国家为埃及，因此笔者参与该领域的研究并利用自己的地域优势，考察

当地师生易混淆词教与学的情况。因为动词在汉语词汇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

本文以埃及学生易混淆的动词做为研究重点。

本文以中介语理论、偏误分析理论为理论基础，说明埃及学习者对目的语的动

词理解和使用中混淆现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语料来自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中筛选的动词偏误与观察课堂教学的自然状态制成的预测表词组。整理预测的动词

组之后，本《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HSK5（上）标准教程书册》与《汉语

动词 380 例》，并查阅了 15 套新 HSK 五级真题的阅读第二部分，及张博教授主讲的

“本源义滞留”讲座，设计了针对埃及中级汉语学生的问卷一；参考《HSK5（上）

标准教程书册》与《汉语动词 380 例》，并查阅了 10 套新 HSK 六级真题的阅读第

二部分，设计了针对埃及高级汉语学生的问卷二。

本文确定了 77 组易混淆动词,调查的易混淆动词的偏误分为四大类：易混动词

的语义偏误；含有相同语素易混动词偏误；相同、相近字形易混动词偏误；相近音

易混动词偏误。本文考察的易混淆动词的偏误具有两个特点：词际关系上，埃及学

生将“一对一”易混动词偏误次数最多；误用方向上，埃及学生将“单向误用”易

混动词偏误次数最多。依据偏误的分类和特点，笔者访谈了 5名教师和 8名学生，

以分析易混动词偏误的产生原因。本文发现，埃及中高级汉语学生产生动词误用的

原因有以下三点：母语误推的影响，媒介语负迁移的影响，教与学存在问题的影响；

包括教师讲解方式不恰当、学生学习方式不恰当、教材编写与词典使用不恰当。

最后，本文从母语误推的角度、媒介语负迁移的角度、教师的教、学生的学、

词典的使用以及教材的编写的方面分别提出若干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改进策

略；注重改进教师动词教学策略、注重课堂师生互动、注重使用多媒体功能、注重

使用多种教学法、学生自我改进的学习策略、注重使用纸质版词典查询词义以及改

进教材中动词词义的编写。

关键词： 埃及中高级汉语学习者；易混淆动词；偏误分析；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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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Chinese in the world, research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gradual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Chinese easily

confused words. As the difficulty and focus of Chinese learning, easily confused words

have always been a hot spot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vocabulary research. The author’s

country is Egypt, so the author participates in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and uses his own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loc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at

confus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words. Because verbs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vocabulary system,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verbs that are easily confused by

Egyptian studen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language and error analysis,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confusion 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use of verb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by Egyptian

learners. Us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corpus comes from the verb errors

selected from the HSK dynamic composition corpus and the prediction table phrase made

by observing the natural state of classroom teaching. After sorting out the predicted verb

groups, the book "Boya Chinese-Semi-Intermediate Acceleration", "HSK 5 (Part 1)

Standard Course Booklet" and "380 Cases of Chinese Verbs", and consulted the reading

part 2 of 15 sets of new HSK five-level real questions , And Professor Zhang Bo’s lecture

on "Remaining in Original Meaning", designed questionnaire 1 for intermediate Chinese

students in Egypt; refer to "HSK5 (Part I) Standard Course Book" and "380 Chinese

Verbs", and consulted 10 sets of new HSK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reading of Level 6

Zhenti, a questionnaire 2 for advanced Chinese students in Egypt is designed.

This paper identifies 77 groups of easily confused verbs. The errors of the

investigated verbs a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semantic errors of easily confused

verbs; errors of easily confused verbs containing the same morpheme; errors of easily

confused verbs with the same and similar characters; Verbs with similar sounds are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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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ix. The errors of confusable verbs examined in this article have two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inter-word relations, Egyptian students make the most errors of "one-to-one"

confusable verbs; in the direction of misuse, Egyptian students make "one-way misuse"

easy Mixed verbs have the most errors.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rors, the author interviewed 5 teachers and 8 students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errors in confusable verb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or the misuse of

verbs by middle and senior Chinese students in Egypt: the influence of mother tongue

misuse, the influence of negative transfer of media language, the influence of problem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cluding the inappropriate way of teaching by teachers and the

way students learn. Inappropriate, inappropriate textbook compilation and dictionary use.

Final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number of targeted and operabl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sinformation of the mother tongue, the negative

transfer of media language, the teaching of teachers, the learning of students, the use of

dictionarie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cusing on improvement

Teachers' verb teaching strategies,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pay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multimedia functions, pay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multiple teaching methods, students' self-improved learning strategies, pay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paper-based dictionaries to query the meaning of words and

improve the compilation of the meaning of verbs in the textbook.

Keywords: Egyptian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Chinese learners;confused verbs; error

analysis; teach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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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中埃两国之间的友谊关系越来越强，埃及大多数大学的语言学院和文

学院都设立了汉语教学的部门“中文系”，汉语从稀有语言变成学生们都想要学会

的语言。因此本文主要考察对埃及汉语学生的教和学问题。本文旨在探究汉语词语

的难点，以帮助埃及学习者正确地把握词语使用方法，减少错误。

词汇在传递信息时有大的重要性，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是句子的基本结构

单元，没有词汇就不能交际，不能有任何的交流，词汇在第二外语教学中占有主要

的地位。由于动词在语言理解过程中一直具有关键的作用，本文将针对埃及学习者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掌握动词词汇的意义和用法情况，进行初步探究，以阐明埃及汉

语学习者动词习得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

词汇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词汇的意义、结构和用法的教学受

到广泛重视。对学习者来说，汉语词汇很难习得，汉语词汇在教学中容易出现障碍，

如学生排斥学习，教师辨析不到位，教师在课堂里没运用有效教学方法等。由此可

见，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汉语动词时，面临严重的问题，亟需解决。

王永和刘冉（2021）采用 CiteSpace 技术对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 1991～2019

年的 838 篇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对外汉语词汇研究文献分析显

示了文献的发展历程（见图 1.1 ）。整体上看，对外汉语词汇研究的数量呈增长趋

势，尤其是 2016 年发文数量最多达 82 篇，是 1991 年发文数量的 41 倍，这从

侧面反映出对外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空间庞大。可是也有很多年份的发文量比上一

年份有所减少，其中 2017 年为明显，下降幅度达 39%，由此可见，对外汉语词汇

研究有大小年之分，在近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

图 1.1 1991 年至 2019 年对外汉语词汇研究文献发展①

① 王永、刘冉.基于 CiteSpace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可视化分析[J].燕山大学文法学院.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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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王永和刘冉（2021）对外汉语词汇研究热点分析发现高频关键词有“易混

淆词”，在文献数量上，易混词汇研究类文献共 138 篇。尽管大多数“易混淆词”

的文献从近义词、同义词、相对同义词、反义词等角度进行研究，但中介语理论的

研究仍然存在零散和疏漏的现象。阿拉伯语研究者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对阿拉伯语

为母语的学习者易混淆词问题进行了研究并阐明问题存在的地方，例如：芙蓉（2019）

的研究显示，阿拉伯汉语中级水平的学生易混淆词中，出现偏误频率最多的词类是

动词性词语。目前还没有阿拉伯研究者提过研究某个阿拉伯国家学习者汉语易混淆

的动词偏误的课题。因此，笔者将对从自己的汉语学习经历与其他埃及学习者在学

习汉语动词过程中频繁遇到的问题出发，探究埃及中高级学习者容易混淆的动词。

本研究的成果今后可为教师所参考，以期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习者习得同义动

词、近义动词与易混淆动词，改变埃及教师传统的汉字词汇教学方法，帮助学习者

预防将来“语言僵化”，即“化石化”的发生。笔者希望本文能丰富阿拉伯学界汉

语易混淆词的研究，特别是易混淆动词研究领域，并帮助埃及汉语学习者更好地理

解汉语易混淆动词的主要类型，理解其正确用法，提高学习效率，将来能更好地为

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服务。

第二节 文献综述

当研究者开始解决外国汉语学习者易混淆词的问题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很

多研究者要从同义或近义词的辨析范围出发进行研究，而从外国汉语学习者习得二

语的实际情况来看，外国汉语学生不仅混淆属于同义或近义的词，还可能混淆没有

相同或相近意义关系的词语。因此，无论研究同义或近义词辨析的范围怎么扩大，

都不可能完全覆盖学生在目的语习得中需要辨析的词语。

张博（2005）在国内外研究者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对外汉语学习者的教学中

“汉语易混淆词”概念。作者从中介语误用词语情况，针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提出了

同（近）义词大致应分为三个主体：“同义词”、“近义词”和“易混淆词”，且

提出了易混淆词站在中介语的立场，着眼于第二语言的理解和运用中的词语混淆问

题。张博（2007）提出“易混淆词”与“同义（近义）词之间有交叉关系，并在广

义的近义词框架下进行易混淆词的辨析，将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分为几种主要类型，

最后对研究者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指出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急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参照张博（2005）提出的概念，很多研究者在易混淆词的概念下，从外国汉语

学习者汉语易混淆的词语的词性、语素性质等方面进行研究。

一、针对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易混淆词的研究

留学生的目的语系统与母语系统之间具有相异的特征。在第二语言教学过程中，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

留学生十分容易习得并使用相同的语言原则，可是他们在习得并使用不同语言原则

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词语之间会混用。因此，有学者对某种母语背景的学习者易

混淆词进行研究，将一个词组或几个词组进行辨析；也有学者分析某种母语背景的

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易混淆词时出现的偏误，对学习者产生的偏误进行分类并探究偏

误的原因，研究如何避免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或为学习者提供教学方法和方案。

萧频（2008）考察了印尼学生汉语中介语中名词、动词、形容词三大类词语混

淆的情况。萧频、刘竹林（2013）在分析易混淆词类分布、词际关系、误用方向、

语义关系的基础上揭示出 159 组印尼学生特异性汉语易混淆词的 6 种影响因素：母

语词义位误推、母语词功能误推、母语词组配关系误推、母语复合词误译、母语词

同近义关系误推以及误用汉语方言词。

付娜（2010）提出了韩语学习者词语之间混淆关系的构组应遵循四个原则。金

知奫（2013）对汉语“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出现的新 HSK 四级双音节词语混淆

进行描述并分析混淆原因，对比分析了汉语词语与韩语词汇之间的语义关系。对同

(近)义同素和异素混淆,汉韩对译词语意义混淆、异义同素和异素混淆词、多义词语

交相易混淆词进行了偏误分析。

赖玲珑（2014）通过调查问卷分析的结果总结出泰国初级汉语学习者易混淆词

的四种主要类型及出现的原因,并对一些最常出现的易混淆词进行了辨析。基于此，

文章发现了四种类型的易混淆词,包括词形相近的词、语音相近的词、词义相近的词

以及泰语翻译相近的词。赖玲珑（2016）调查泰国初中级汉语学习者的易混淆词情

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出现混淆的主要原因。赖玲珑（2018）采用了问卷调查法、

偏误分析法、访谈法和语料库方法确定了泰国初、中、高级学习者汉语易混淆词的

混淆情况,包括：混淆率、混淆程度等级、易混淆词类型和混淆关系，并分析泰国学

习者出现易混淆词的原因。陈吉妍（2019）以皇太后大学学生为例，对泰国大学生

汉语易混淆词教学进行了深层研究。

萨仁其其格（2008）基于在蒙古国本土采集的二十余万字的汉语中介语语料,

从词汇语义学的角度分别对语料中的名词、动词、形词语偏误进行穷尽性统计分析,

归纳词汇偏误类型及特点,分析导致偏误的症结并提出教学策略。周琳、萨仁其其格

（2013） 基于大规模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及在蒙古国自行采集的汉语语料,确定了蒙

古学习者特异性汉语易混淆词。他们把蒙古学习者特异性汉语易混淆词分为误用词

与当用词两类，并从母语影响因素角度深层进行分析。

谢宗旭（2013）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意大利汉语学习者对含相同语素的双音节词

混淆情况比较普遍。作者分析了与学习者的母语有关的偏误原因，并将受母语影响

的偏误分为三项：因对译词为同译词而引起的偏误；因对译词为相关词而引起的偏

误；因对译词缺位而引起的偏误，最后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教学方法。钟梦文（2016）

尝试对中亚、俄罗斯留学生汉语学习中出现的易混淆词偏误进行科学、系统地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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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搜集整理得出的语例进行归纳与分析。

二、以母语是阿拉伯语的学生为对象的研究

汉语拥有十分丰富的词汇，在汉语学习中若有一个同（近）义词组，可能在第

二语言只有唯一一个对应的词组。如，阿拉伯语中的“ �����”，汉语中“认为”“以

为”和“觉得”这三个动词对应阿拉伯语的一个动词“�����”，老师在教母语背景为

阿拉伯语的学习者时，若没有与他们讲解清楚这三个词间的差异，学生会随意使用

其中一个词，从而产生混淆，出现较多偏误。基于此一类偏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阿

拉伯语为母语学习者遇到的习得词汇障碍，从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更深刻地审视

这个领域。本来阿拉伯学者决心了解阿拉伯学习者易混淆词的情况，虽然研究这一

课题的阿拉伯学者很少，但是此前阿拉伯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启发。

玫瑰（ESTBRAG ABDALDAFI HESSAIN ，2016）首先提出了阿拉伯语学生易混淆

词的五个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将所存在的易混淆词分为同义易混淆词、近义易

混淆词以及其它易混淆词三种类型。玫瑰的研究采用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的语料，

并查询了母语背景是阿拉伯语的留学生参加的 HSK 四级、五级和六级考试。研究者

发现考试的作文中出现的同义，近义词使用偏误共 56 个。通过考察四个国家（苏丹、

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混淆结果，作者把每一部分的易混淆词使用偏误分为不

同词类。文章还分析了同义、近义词使用偏误的原因。最后提出了易混淆词的有效

教学案例和注释同义、近义词的正确方法。

芙蓉（Samah Mohamed Korashy ，2016）参考了张博（2008）确定的易混淆词

标准和徐雷方（2010）提出的判定易混淆词的主要标准。文章采用语料库计量统计、

语言对比、语言测试及教师调查问卷法，对阿拉伯学生汉语使用中的词汇偏误进行

考察，并针对阿拉伯学生汉语易混词的选取步骤和确定标准进行专项调查和研究。

通过一定的操作步骤和特定的标准，文章最终确定了 140 个误用词，这些误用词与

当用词构成 158 个词对。芙蓉（2016）以初步确定的阿拉伯学生汉语易混淆词作为

参照，从目的语词汇特征影响和母语词汇知识影响两个方面探究阿拉伯学生汉语词

语混淆的原因。同时，文章从教学方法和教学工具两个角度入手，提出一些处理方

法和教学对策，以有效地减少阿拉伯学生汉语词语出现混淆的概率。芙蓉（2019）

又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初步确定的阿拉伯学生汉语易混淆词作为研究对象，

分别从意义关系、词类分布、误用方向及词际关系四个角度观察、分析了阿拉伯学

生汉语易混淆词的主要特征。芙蓉（2019）通过量化分析发现：阿拉伯学生汉语易

混淆词主要集中于意义较近的同词类之间，其中动词性易混淆词最多；从误用方向

来看，“单向误用”较多；从混淆词的词际关系来看，“一对一”较多。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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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

大部分外国汉语学习者在汉语学习初级阶段都会遇到词汇的混用问题，因为此

阶段学习者的第二语言词汇体系较混乱，受到词汇量的限制，学习者在使用时很容

易出现使用偏误；同时此阶段还是与不同语言系统渗透的开始，容易发生两个语言

规则之间的混用。中高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者则不同，他们能造完整正确的句子，并

且已经掌握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转移规律，可是在掌握过程中也会遇到繁杂问题。

本文以中高级学习者为对象进行研究，文章将有利于埃及汉语词语教学研究。

埃及人的母语为阿拉伯语，具体来说，埃及人讲一种阿拉伯语方言。马志山和

张博（2020）阐明“埃及方言具有广泛性、简洁性、开放性特征；埃及方言源起于

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将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是埃及在遭受被入侵和殖民以及反

殖民觉醒过程中宽容语言政策下多种语言杂交、混合的历史产物，其发展演化深受

埃及当地科普特语的影响，并带有法语、土耳其语、英语等 10 多种外来语言的印

记”
②
。所以针对埃及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比针对其它阿拉伯国家汉语学习者的研究

有一定的差别。

针对阿拉伯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易混淆词偏误的研究，通常使用调查问卷方

法，或依赖于北语 HSK 动态语料库，因为这些方法能够搜集到最多关于埃及学生的

语料。除此之外，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笔者无法接触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汉语

学习者，只能接触自己本土的学习者，因此本文将以埃及汉语中高级学习者为对象，

研究埃及汉语中高级学习者汉语易混淆动词的偏误。

二、 研究内容与思路

笔者在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的易混淆词教学情况研究的基础上，结

合自己的体验、教学实习、观察和测验进行分析。

本文采用汉语中介语理论与偏误分析理论为研究基础，从以下要点进行写作：

参照前人的对外汉语学生易混淆词与易混淆动词研究，并借鉴相关对阿拉伯学生汉

语易混淆词的研究；笔者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筛选出动词偏误，并从课堂教学

观察中选取部分词汇，制成预测表的词组；本文参考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博雅汉

语·准中级加速篇》、《HSK5（上）标准教程书册》与《汉语动词 380 例》，并查

阅 15 套新 HSK 五级真题的阅读第二部分，参考张博教授主讲的“本源义滞留”讲座

中讲解的相关词语的本源意义，选取问卷一的例句；本文参考《HSK5（上）标准教

程书册》与《汉语动词 380 例》，查阅 10 套新 HSK 六级真题的阅读第二部分，选

取问卷二例句。此外，本文还通过调查问卷进行易混淆动词偏误分析，在此基础上

统计学生容易混淆的动词偏误并确定埃及学生容易混淆的动词组，总结归类，分析

② 马志山、张博.埃及方言特的征及成因[J].散文百家（理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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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中高级学生易混淆动词的主要原因，最后从教师、学生、教材、词典、教学工

具及语言知识等方面，提出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的高效教学策略。

三、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

1.本文将调查埃及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容易混淆的动词情况，以启发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着重讲授埃及汉语中高级学者易混淆的动词类，并确保学生能够不再混淆汉

语词汇，或减低混淆频率。

2.确定埃及汉语学生易混动词组并归类，此归类会帮埃及教师在授课时针对学

生容易混淆的主要类型进行辨析教学。

3.了解埃及汉语词语教学问题，基于此，提出对埃及中高级学习者有效的教学

对策。

第四节 理论基础

中介语理论旨在揭示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过程中所形成独特特点的语言系

统。偏误分析理论旨在揭示二语学习者在使用目的语时出现的偏误，也分析造成这

些偏误的原因。因此研究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过程中产生的偏误，一定要基于这两

种理论。

一、中介语理论

中介语的概念在 1969 年由语言学家塞林克首次提出，指的是国别学习者的母语

系统与目的语系统在渗透的过程中会发生冲突，这冲突叫“中介语阶段”，即外国

汉语学习者会自然地产生偏误现象。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以

目的语为基础却又有别于目的语和母语，并向目的语过渡并靠拢的语言体系。外国

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知识之后，会将一些二语规则过度运用到不适合该规则的地

方，例如在学习了动词“打”之后，学习者容易在读“打工人”时，自发的说出“打

/工人”。二语规则使用过度的原因主要是学习者掌握的规则不完整。由此本文将应

用中介语理论对偏误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

二、 偏误分析理论

美国语言学家 Corder （1981）提出的“偏误分析”理论认为，因为不同的原

因，二语学习者面对目的语规律时会出现种种偏误，这反映了学习者所具备的语言

知识水平与偏误范畴。Corder 从偏误分析理论的特点与步骤进行分析，其偏误分析

有助于了解第二语言的掌握情况，从而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和解决方法。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7

本文依赖 Corder（1981）提出的第二、三类偏误：前系统偏误和后系统偏误。

前者指在实现语言内化的过程中，学习者正逐渐发现并形成目的语的规则和系统，

但还不能正确地运用这些规则，因而出现规律性的偏误；后者指目的语系统在学习

者中形成后的偏误。此时学习者基本掌握了有关语言规则，一般能正确运用，但有

时仍然会出现偏误。 本文将根据 Corder 提出的偏误分析的类型对易混淆动词进行

偏误分析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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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埃及中高级汉语学习者易混淆动词使用情况调查

笔者设计了针对埃及中级汉语学习者易混淆动词的调查问卷，并调查了埃及高

级汉语学习者易混淆动词以及埃及汉语教与学情况，以确定埃及中高级学生出现的

汉语易混淆动词偏误，帮助埃及学习者改善词汇误用问题。

第一节 调查对象

本文调查对象为埃及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埃及有 26 所公立大学与 26 所私立大

学，其中“中文教学单位共有 17 所”
①
，分布在 12 所大学内，本文调查的对象来自

埃及不同的大学，调查结果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为本调查的对象汉语水平分别

中、高级，因此笔者设计了两份调查问卷，以使调查问卷的难度能够适合于不同水

平的学习者。调查问卷一：调查对象为埃及汉语中级水平学习者，已经学过两到四

年（本科三、本科四）、属于新 HSK4-5 级水平的学生。调查问卷二：调查对象为埃

及汉语高级水平学习者，已经学过四年以上包括（本科四、硕士一、二、博士一、

二年级、以汉语有关领域为工作)、属于新 HSK5-6 级水平的学习者。埃及学生的母

语都是阿拉伯语，学习者中有的去过中国读一学期、一年本科，也有学生去中国读

两年硕士或三年博士。（调查对象信息详见表 2、表 8）

第二节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实施

本文以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埃及中高级学生出现的动词偏误为依据，在甲、

乙、丙、丁四级动词中筛选所有的动词偏误。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收集了 1993 年至

2005 年间汉语中高级学生的 HSK 考试作文。为了观察埃及学习者在 HSK 考试中产生

动词偏误的对应动词情况，笔者在语料库中对已筛选的动词偏误进行逐一检索，但

在检索易混淆动词偏误对应词时，通常找不到结果。因此，笔者同时通过观察课堂

教学中学生的状态，以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所筛选的动词偏误当作本文的当用

词，从在课堂教学中观察到的学生在自然状态下使用的易混动词偏误当作本文误用

词，并制订埃及汉语学习者易混动词预测表，以确定这些词组之间是否会发生混淆、

偏误。此类混淆动词包括词义相同、词义相近、词义相关、词义无关、含相同语素、

非含相同语素、相同、近音词与相同、近字形。通过已经整理好的 HSK 动态作文语

料库所收集的偏误以及课堂教学中的词语观察的埃及学生易混动词，笔者设计了预

测易混动词表。综上所述，本文的语料来自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筛选的动词偏误

① https://mp.weixin.qq.com/s/xaQ4IA3SEkhv1zqOKG1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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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观察课堂教学的自然状态而制成预测表，笔者在整理预测的动词对之后，针对埃

及中高级汉语学学习者设计调查问卷。

本文的调查目的在于：（1）确定埃及学生当用词与误用词构成的易混动词组。

(2)了解埃及中高级易混动词产生偏误的原因。（3）探讨埃及学生发生动词误用之

后，是否能把这些动词有代表性归类，据此教师能借鉴本问调查的结果进行科学、

严谨的易混淆动词教学策略。从上述目的出发，笔者从 HSK 动态和课堂考察中筛选

学习者出现的动词偏误，制成易混淆动词预测表。这些易混动词组如下：

表 1： 埃及中高级汉语学习者易混淆动词预测表

分类 易混淆动词

65 组一对一易混

动词

包括—包含 签署—签订 叫—喊 加—给

保护—保卫 缺少—缺乏 参加—参与 培养—培训

爱护—保护 担心—操心 撞见—碰见 提到—提出

带来—拿来 说明—解释 验查—考核 激动—冲动

表明—解释 检查—考核 履行—执行 举行—举办

指导—引领 指导—引领 取得—获 获得—获取

布置—给 粘—贴 修改—修正 误解—误会

通知—告诉 受到—收到 引起—导致 熟悉—认识

实现—作 注册—登记 禁止—制止 替—代表

赞美—表扬 推广—宣传 打听—询问 显示—显得

制造—造成 依靠—依赖 开展—展开 阻拦—阻碍

着重—注重 摸—碰 持续—继续 转达—转移

表现—表示 系—戴 表现—表达 系—穿

设计—设置 分布—分配 设计—设定 激动—感到

体会—体验 体会—经历 违法—违犯 违法—犯法

聚集—集中 聚集—集聚 振兴—提升 振兴—提高

振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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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一对多易混动

词

沟通—交流—联系

一、 调查问卷一的设计

本问卷一由学习者线下亲自填写。调查问卷的题型多种多样，以从不同角度考

察学习者易混淆动词偏误情况。笔者选取了五种题型：判断正误、翻译（将阿拉伯

语句子翻译成汉语）、选择适当替换词、选词填空、造句，每一种题型准易混动词

的问卷一题数都是四题以上。笔者将据此详细地分析并统计结果，这有助于清晰地

了解埃及汉语中级学习者易混淆动词的重点。

笔者利用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与课堂的自然观察筛选目标动词。以《博雅汉

语·准中级加速篇》、《HSK5（上）标准教程书册》与《汉语动词 380 例》为基础，

查阅了 15 套新 HSK 五级真题的阅读第二部分，参考了张博教授主讲的“本源义滞留”

讲座中讲解的相关词语的本源意义
①
，设计了针对埃及汉语中级阶段学生的问卷一。

（易混淆动词问卷一样例见附录 1）。

二、 调查问卷二的设计

调查问卷二由学习者在线上填写。调查问卷包括三种问题，分为两大部分；第

一大部分共 25 道单选题，其宗旨是考察汉语高级阶段学习者的易混动词。每一题包

含 4 个选项，4 个选项中只有一个当用动词、一个预料被试者误用的动词与两个非

语料混淆的动词。笔者利用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与课堂自然观察筛选目标动词。以

《HSK5（上）标准教程书册》与《汉语动词 380 例》为基础，并查阅了 10 套新 HSK

六级真题的阅读第二部分，设计了针对埃及汉语高级阶段学生的问卷二。（易混淆

动词问卷一样例见附录 2）。

调查问卷第二大部分设计为两类问题，共 13 道题，第一部分共 7题，与易混淆

动词习得的障碍有关，第二部分 6题，与提出恰当易混淆动词的教学法有关。第二

大部分调查是开放式问题。具体来说，第一部分用于了解学生如何理解易混淆动词

的概念，学生对汉语动词的难度看法，教学过程中能看得见的现实问题，旨在调查

埃及中高级学生汉语易混淆动词教与学过程中有哪些问题，以便更全面地考察在埃

及中文教学单位对中高级学生汉语易混淆动词的教学概况。第二部分是由调查对象

对笔者提供的教学建议进行判断。总的来说，通过此考察能进一步深化本研究，有

助于进行访谈工作以详细地了解埃及语言学院中文系教、学情况，由此更加了解出

现混淆动词的偏误原因，改进易混淆动词的教学法。

两个问卷调查针对性地统计动词的易混淆动词偏误表现，所得语料针对性强，

① 张博.本源义滞留：同义词语义侧重与搭配倾向的重要致因.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座.2020.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1

偏误集中，便于统计和操作。这两种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补，使分析结果更加

客观。

三、 易混淆动词偏误的确定步骤

第一步：设计工作完毕后，笔者请三位母语为汉语的研究生，对两张调查问卷

的混淆动词进行了判断，以确定每个问卷里使用的预测动词是否符合中级和高级学

习者的水平。

第二步：在统计两张调查问卷中的动词错误时，易混淆动词判定的具体标准为：

一个动词（当用）有 5个以上（含 5个）学生出错就确定为易混淆动词偏误（误用）。

第三步：排除学习者的手写错字及错了 5次以下的动词并进行逐篇逐句的分析

整理。

第三节 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

一、 调查问卷一的结果

为了保证学习者在调查中不能查手机上的电子词典，也为了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学习者在填写试卷时由笔者亲自监督。笔者共发放 74 份问卷，收回有效试卷共 72

份，其中有 57 份来自巴德尔大学三年级的学生，15 份来自巴德尔大学及贝尼苏夫

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参加填写试卷的学生基本信息如下：

表 2 埃及中级学习者的基本信息

从上表能知，学者的母语背景为阿拉伯语，被试者属于汉语中级水平，女生比

男生多，比例为 5：1，年龄为 19-21 岁，汉语水平考试水平为 HSK4、5 级，在中级

这阶段没去中国留学过的学生较多。下面具体统计并分析中级阶段学生使用易混淆

动词出现偏误的情况：

表 3 埃及中级学生易混淆动词的数据表现

性别 年龄 HSK 水平 去中国留学 学历

男 女 19~21岁 HSK4 HSK5 去过 没去过 三年级 四年级

12 60 48 24 6 66 4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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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统计标准是：1-3 题中，如果被试者判断不正确并修改为自己认为正确

的答案，就算偏误；4-5 题中，如果被试者判断正确而修改后的答案不正确，就算

偏误。表中第 6题表明学生因词义不明而混用动词的次数更多，有学习者用了不在

测试表中的动词，由于这是个人的偏误而非几个学习者共同混淆的词，因此，笔者

在分析结果时没有提出。笔者预测在选题中易混淆的动词共 7个，而除了两位被试

者以外，剩余的学习者很少在“保护”一词上判断出错，其正确率高达 97.2%，因

此没判断为偏误。

表 4 埃及中级学生易混淆动词的数据表现

问题序号 当用动词 标准答案 误用动词 误用次数 误用频率（%）

1 包括 正确 包含 28 38.88

2 爱护 正确 保护 18 25

3 参与 正确 参加 31 43.05

4 操心 不正确 担心 38 52.77

5 缺乏 不正确 缺少 43 59.72

6 撞见 不正确 碰见 46 63.88

问题序号 将阿拉伯语句子翻译成汉语

1 易混淆动词 反复—重复 - -

误用次数 33 - -

误用频率（%） 45.83 - -

2 易混淆动词 带来—告诉 带来—通知 带来—转达

误用次数 13 8 7

误用频率（%） 18.05 11.11 9.7

3 易混淆动词 提到—提出 - -

误用次数 21 - -

误用频率（%） 29.17 - -

4 易混淆动词 沟通—联系 沟通—说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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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埃及汉语中级阶段学习者尽管在教材与 HSK 书上常使用表中的动

词，他们还是不知如何正确运用。在调查中，有少数被试未回答问题，有几个小题

空着。根据剩余被试者的答案，能发现有问题的动词比预测容易被学习者混淆的动

词增加了几组。

第一题，当学习者将阿语翻译成“搞这种试验要反复多次，才能搞成”时，有

33 名学习者把“反复”混用“重复”，占 45.83%。还有几位学习者按照语句的语境，

使用其它符合语境的动词，例如：“试、进行、作、做”，这些动词构成的例句包

括“搞这种试验要试多次，才能搞成”、“搞这种试验要做多次，才能搞成”等。

第二题，在预测表里预料了“带来—拿来”会被学习者混淆，但实际学习者并

未混淆，而将其与“带来—告诉”“带来—通知“带来—转达”混淆，但这组动词

易混偏误的频率并不高，因为学习者替换使用“带来”就是用“有”，按照语境中

的意义“有”这个动词是正确的。

第三题，有 19 名学习者易混用“提到—提出”，也有 4 名学习者混用“提到—

说”，1 名学习者混用“提到—陈述”，因为这题偏误频率并不高，因此算作个人的

偏误并排除。

第四题，混淆形式为互惠关系，即随意互换使用。学习者将“沟通”当用的动

词与“联系”、“说话”混淆，这题的混淆偏误并不少。

第五题，有 28 名学习者混用“签署—签订”，占 38.88%，也有 12 名学习者混

用“签署—签字”，但因为“签字”是名词，笔者将其排除在易混动词对之外，只

确定“签署—签订”是学习者一定混淆的动词对。

误用次数 29 13 -

误用频率（%） 40.27 18.05 -

5 易混淆动词 签署—签订 - -

误用次数 28 - -

误用频率（%） 38.88 - -

6 易混淆动词 添加—给 添加—提供 -

误用次数 11 8 -

误用频率（%） 15.28 11.11 -

7 易混淆动词 培养—准备 培养—毕业 培养—组织

误用次数 25 21 9

误用频率（%） 34.72 29.16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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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题，学习者将当用动词“添加”与误用动词“给”和“提供”混淆，且混

淆频率不低。

第七题，学习者将当用的动词“培养”与误用动词“准备”、“毕业”和“组

织”混淆。

总之，翻译题中埃及学习者容易将阿拉伯语的动词译成几个有密切关系或无关

系的中文释义。笔者最终确定了以上 7组易混淆动词组。

表 5 埃及中级学生易混淆动词的数据表现

本题考察的是句子中的动词可以用括号中的两个动词之一替换，因此这个问题

具有两个当用动词和一个误用动词，上述结果说明：第 1、3题，学习者主要与含有

相同语素的动词相混淆，本来目标动词与易混淆的动词词义相近，如“引导-引领”

与“取得-获取”，此外正确选项“引导”、“指导”、“引领”和“取得”、“获

得”、“获取”这组词除含相同语素以外，词义也相近，可以说“指导”和“获得”

这两个动词符合句子的语境。第 2、4题，题目给出的误用动词与当用词义较同或近，

语素也相同，因此，埃及学习者很容易将其混淆。

表 6 埃及中级学生易混淆动词的数据表现

问题序

号

需要替换的动词

（当用动词）

替换项（当用

动词）

误用动词 误用次数 误用频率（%）

1 引导 指导 引领 16 22.2

2 验查 检查 考核 24 33.3

3 取得 获得 获取 30 41.66

4 说明 表明 解释 29 40.27

问题序号 将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1 易混淆动词 布置—给 布置—修正 布置—修改

误用次数 29 16 10

误用频率（%） 40.28 22.22 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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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知，笔者在预测表中预料了“布置”和“给”会被埃及学习者混淆，

而在调查中学习者因为语境的原因，表现如下：学习者将“布置”与“修正”、“修

改”误用。有 43 名学习者混用“叫—喊”这两个动词，占 59.72%。也有学习者将

“粘”与“贴”、“布置”误用，笔者最终确定将“贴、粘、布置”归并为一组，

因为之间有互惠误用。另外，有 29 名学习者混用“修改—修正”，占 40.28%，也

有 34 名学习者混用“修正—修改”，占 47.22%，这里后者比前者混淆频率高。此

外，有 15 名学习者混用“误解—误会”，占 20.8%，也有 30 名学习者混用“误会

—误解”，占 41.67%，这里后者的混淆频率比前者的混淆频率也高。

2 易混淆动词 叫—喊 - -

误用次数 43 - -

误用频率（%） 59.72 - -

3 易混淆动词 粘—贴 粘—布置 -

误用次数 31 14 -

误用频率（%） 43.05 19.44 -

4 易混淆动词 修改—修正 - -

误用次数 29 - -

误用频率（%） 40.28 - -

5 易混淆动词 贴—粘 贴—布置 -

误用次数 19 12 -

误用频率（%） 26.39 16.66 -

6 易混淆动词 误解—误会 - -

误用次数 15 - -

误用频率（%） 20.8 - -

7 易混淆动词 误会—误解 - -

误用次数 30 - -

误用频率（%） 41.67 - -

8 易混淆动词 修正—修改 - -

误用次数 34 - -

误用频率（%） 47.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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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埃及中级学生易混淆动词的数据表现

上表显示学习者使用上面的三个动词造句时，出错率较高的词汇。从第一题能

看出，很多学习者混用“表现—表示”，也有 7 名学习者混用“表现—表达”，另

外有 6名学习者混用“表现（N）—表现（V）”，由于学习者使用词语的性质不同，

按照误句来说，学习者将作为动词的“表现”用为名词的“表现”，因为这不是本

文的方向，从而被排除在预测词之外。

第二题，在 62 名学生中有 17 名学生造出类似如下的句子：

1、你【通知】我的朋友明天不会来。

2、我【通知】你来开会。

3、别【通知】任何人。

以上 3条偏误语句，其中被试者混淆“通知”和“告诉”的意思，分不出来两

个动词之间的具体意义，“通知—告诉”是同义的动词，它们在阿语中对应两个同

义动词“����”和“����”都表达将事项让人知道的意义,可是二者使用的语境是不同

的，学习者没有意识到要点。

第三题，有 45 名学生造出类似如下的句子：

1、昨天，我【受到】你的一封信。

问题序号 将选择合适的动词造句

1 易混淆动词 表现—表示 表现—表达

误用次数 27 7

误用频率（%） 37.5 9.72

2 易混淆动词 通知—告诉 -

误用次数 17 -

误用频率（%） 23.6 -

3 易混淆动词 受到—收到 -

误用次数 45 -

误用频率（%） 62.5 -

5 易混淆动词 熟悉—习惯 熟悉—认识

误用次数 13 9

误用频率（%） 18.05 12.5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7

2、我【受到】她的消息。

3、你的邮件我一定【受到】了。

4、你【受到】我的邮件了吗？

5、我已经【受到】了你的礼物。

以上 5条偏误语句，其中被试者混淆使用“受到”和“收到”，分不出来两个

动词之间的具体意义，“受到”和“收到”是同音词义相近的动词，若将此对译成

阿语的话；“受到”对应“�����”，意味着收到不好的感受，该动词的宾语一般是

消极的影响,而“收到”对应“���� � ��� ���”，意味着接受已经到达的事物、接到

指令后的回复或接受某电子的信息。可是二者使用的语境是不同的，学习者没有意

识到要点。

第四题，有 5名以下学生造出类似如下的句子：

1、她的性格很好，很容易【引起】别人。

2、埃及是【引起】外国人的国家。

3、老师帮学生【引起】教学的内容。

以上 3条偏误语句，学习者出现偏误的频率较低，没超过 5个，因此笔者没有

将“引起”作为易混动词而排除，而有几名学生将“引起”与“吸引”、“吸收”

的意思而混淆。这些词不同义但含相同语素，因此学习者容易判断为同、近义词。

第五题，分别有 13 名、9名学生造出类似如下的句子：

1、他不【熟悉】这种草药。

2、刚来中国不是很【熟悉】环境。

3、我【熟悉】早点起。

以上 3条偏误语句，学生误用“熟悉”的意思，并替换为“习惯”和“认识”

的意思，要求学习者用“熟悉”作为动词造句，而学习者误用“熟悉（V）”和“熟

悉（adj）”；学习者误用“熟悉（adj）—习惯”和“熟悉（V）—认识”之间的意

思，这两对是近义的动词，若将此对译成阿语的话；就“熟悉（adj）”为“�����”
意味着知道得清楚的意思；不生疏的意义,而“习惯”为“ �����”和“����”意味着

往往接触某种新的情况而逐渐适应的意思。“熟悉（V）”为“���� ����� ����”意味

着清楚的知道的意思，而“认识”为“����”意味着能够确定某一人或事物存在的

意思。阿拉伯语的对应是相同意思，虽然这两个动词对之间有稍微差别，可是二者

使用的语境是不同的。

二、调查问卷二的结果

本调查问卷对象为埃及的高级汉语学习者，收集到有效问卷 64 份。问卷要求

被试者不能使用词典而要独立完成全部问题。问卷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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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电子调查的是埃及几所公立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高级水平的学习者，如

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开罗大学、哈勒旺大学、亚历山大大学、埃及科技大学、谢

赫村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明亚大学，此外还有在中国的几位埃及留学生参与填

写，他们来自中国的北京语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青岛大学。

表 8 埃及高级学习者的基本信息

由上表可知，调查对象中，男女生人数差异大，汉语高级阶段的女生比男生多，

去过中国的学习者占 53.13%，没去过的占 46.88%，,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为 HSK5-6 级，

参与本问卷学习者的年龄在 22-28 岁。其中学汉语五年以上的学习者的学历水平都

是研究生或博士。调查问卷的结果分为两部分：

（一） 第一部分：调查对象从 24 题中需要选出适合填入句子的正确动词，其

中有 2-3 个选项是可能被高级学习者混用的动词，还有 1-2 个选项与预料的易混淆

动词无关。结果显示，与笔者的预测相反，学习者最容易混淆的动词是非预料动词

（与预料的易混淆动词无关），结果如表 9所示。

表 9 埃及高级学生易混淆动词的数据表现

性别 年龄 HSK 水平 去中国留学 学习汉语时间

男 女 22~28 岁 HSK5 HSK6 去过 没去过 三年 四年 五年以上

24 40 43 21 34 30 8 25 31

问题

序号

易混动词对 偏误次

数

误用频

率（%）

问题序

号

易混动词对 偏误次

数

误用频

率（%）

1 聚集—集聚 23 35.94 15 制造—创造 11 17.19

1 聚集—集中 6 9.38 16 依靠—信任 23 35.94

2 履行—实行 24 37.5 16 依靠—依赖 16 25

2 履行—执行 19 29.69 17 系—戴 36 56.25

3 举行—进行 19 29.69 17 系—穿 12 18.75

3 举行—举办 17 26.56 18 开展—发布 23 35.94

4 激动—感到 43 67.19 18 开展—展开 18 28.12

5 打听—询问 23 35.94 18 开展—发出 11 17.19

6 实现—产生 37 57.81 19 阻拦—阻碍 20 31.25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

由上表可知，学习者易混用的动词综合考察为 44 对。动词对从左向右第一竖排

列举的是埃及汉语高级阶段学习者误用率最高的易混动词组，动词组从左向右第二

竖排列举的是误用率中等的易混动词组。混淆情况包括：一个当用词与一个误用词

混淆；一个当用词与两个误用词混淆，与一个当用词与三个误用词混淆。

上表表明埃及汉语高级阶段学习者易混淆动词的概况：无论语境制定的如何，

学习者在句子里使用动词时不明白动词的释义与它的用法，学习者易混淆的动词类

型可能为含同语素、语素相同或相近、形相同或相近、音相同或音相近，无论动词

词义之间相近或无相关，都容易被学习者混淆用。

（二） 第二部分：为了解教师对埃及汉语中高级阶段学生进行易混淆动词教学

的基本概况，笔者针对汉语易混淆动词的教师教学法、学生习得情况、学生使用的

学习工具、教材以及教学对策设计了 13 道题，大多数是多项选择题。具体结果如下：

首先，从教师与教师的教学法来看，一般而言，埃及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教汉

语课程的老师为埃及教师或者中国教师，这些课程其中有词汇讲解部分，在向学习

者询问词汇部分讲师的国籍时，有 79.69%的学习者答复为埃及，也有 62.5%的学习

者答复为中国。在埃及每一所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教学策略的基础上，无论埃及老

师或中国老师，每一个老师具备自己的教学特色。下表展示的是教师关注词汇教学

的态度。

7 注册—登录 21 32.8 20 分布—分配 32 50

7 注册—记录 17 26.56 21 体会—体验 31 48.44

8 禁止—制止 14 21.88 21 体会—经历 6 9.38

8 禁止—阻挡 11 17.19 22 着重—重视 27 42.19

9 替—代表 18 28.13 22 着重—集中 13 20.31

10 赞美—表扬 31 48.44 22 着重—注重 12 18.75

11 推广—宣传 32 50% 23 摸—碰 12 18.75

11 推广—扩大 19 29.69 24 持续—延续 29 45.31

12 争取—获得 29 45.31 24 持续—继续 17 26.56

13 设定—设计 27 42.19 25 违法—违反 23 35.93

13 设定—设置 7 10.94 26 转让—转移 38 59.37

14 显示—显得 39 60.94 27 振兴—提高 26 16.64

15 制造—造成 39 60.94 26 振兴—提升 19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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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埃及学习者，教师授课时采用的词汇教学法时，学习者的回答概况如下：

图 2.1 埃及汉语教师教学情况

据调查收集的数据来看，65.63%的教师在中高级阶段课堂中让学习者自己朗读、

回家背诵词汇，却没有指导学习者使用正确的方法背词。除进行练习以外，教师无

法发现学习者的词汇学习情况。有 51.56%的教师会进行词汇辨析；还有 46.88% 教

师与学生辨析词汇并讲课之后就回答书上相关的练习题。

针对“教师在授课词汇时，老师会不会指定时间辨析学生容易混淆的词类？”一

题，学习者回答如下：

图 2.2 埃及汉语教师教学情况

从图 2.2 可以看出，有 29.69%的学习者认为教师会指定时间辨析易混淆词类，

包括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等等。还有 71.88%的学习者认为教师在讲词汇部分的时候，

偶尔会指定时间辨析学生易混淆的词类。此外，有 7.81%的学习者认为教师在授课

过程中不会指定时间辨析埃及学生易混淆的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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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了解教师授课时进行辨析操作的情况，针对“在动词教学中，如果遇到两

个同（近）义动词，老师能否辨析清楚？”一题，学习者回答如下：

图 2.3 埃及汉语教师教学情况

从图 2.3 可以看出，34.38%的学生认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会辨析清楚遇到的同

义动词或近义动词。另外，79.96%的学认为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偶尔会辨析清楚遇

到的两个同、近义动词。只有 1.56%的学生认为教师不会辨析遇到的两个同义动词

或近义动词。

第二，从学生与学生学习法来看，在调查问卷开头笔者已介绍“汉语易混淆动

词”的概念，有 71.88%的高级水平学习者明白“汉语易混淆动词”的概念，也有 26.56%

高级水平学习者大概明白意思，仅有一个学习者认为“汉语易混淆动词”的概念是

全新的概念。埃及中高级学习者认为易混淆词的理念是新的概念，下图阐明埃及学

生学习易混淆词的概况：

图 2.4 埃及学生学习混淆动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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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4 图可以看出，在埃及学生进行两个或两个以上易混淆动词的对比时，例

如：当分不清“关心”和“关注”之间的意义和用法时，容易出现以下情况：约 87.5%

的学习者使用的对比方式是查网络词典（软件 APP），把两个对比的混淆动词翻译

为英语；约 48.44%的学习者会查百度百科，看怎么辨析动词对之间的释义与用法；

约 29.69%的学习者选择去问中国朋友，让他们解释两个混淆动词之间的差别；约

18.75%的学习者用纸质词典查两个混淆动词的释义；在阅读时遇到辨不清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动词，约 15.63%的学生会猜动词对的意义和用法，打算在学习过程中理解

这两个词汇的差别而不会查任何词典；最后，约 12.5%的学习者需要老师帮助辨析

两个混淆动词间的差异。

埃及学习者并不知道易混淆动词概念的存在，只知道从语言本体的角度“同义

词”与“近义词”这两个类聚，目前埃及学习者认为同义词与近义词的难度不同，

有 64.06%的学习者认为同、近义动词不容易掌握，也有 31.25%的学习者认为掌握的

难度为一般，这意味着他们能掌握好一些同、近义词，。还有 12.5%的学习者认为

容易把同、近义动词掌握好。下图阐明埃及学生学习同、近义词时遇到的障碍：

图 2.5 埃及学生学习同、近义词时遇到的障碍

从 2.5 图中能看到，76.56%的学习者认为习得同、近义动词过程中遇到困难的

主要原因在于词语意义相近。70.31%的学习者认为使用阿拉伯语或英语翻译动词的

意义并不能让他们区分动词之间的意义,翻译成的对应语言可能未含汉语中本动词

的含义。65.63%的学生认为即使两个动词的意义之间差异很大，因为两个动词含相

同语素，从而导致学生容易分不清两个汉语动词的意义。此外，有 7 位同学写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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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原因，主要是语句中不能使用搭配恰当的动词以及不能使用适合语境的动词。

其次，笔者通过最后部分设计的多选题，对易混淆动词教学法提出一些建议，

目的在于让学生其中选择最适当的教学法，提升汉语易混淆动词教学效率并可能被

埃及教师参照并应用。汉语易混淆动词的教学建议如下：

表 11 提升汉语易混淆动词教学的建议

提升汉语易混淆动词教学的建议 很不同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很同意

每一个星期必须有一门课专门教学生经常

容易混淆的词汇。

4.56% 7.81% 6.32% 43.15% 38.16%

用阿拉伯语翻译“易混淆动词”，例如：

“参加/参与”为“ ����� ” 来区分两

个词汇的意义。

17.42% 22.94% 24.23% 16.87% 18.54%

老师用简单的汉语词语来辨析容易混淆的

动词。

3.27% 3.8% 19.26% 30.77% 42.9%

老师辨析易混淆动词并可以用专门练习易

混淆词的手机软件或者学专门练习易混淆

词的学院网站。

11.32% 9.31% 8.86% 35.24% 35.27%

课文课书和阅读书必须有配套练习册。

(exercise book )

4.69% 3.76% 13.1% 28.3% 50.15%

老师讲解、辨析易混淆动词时，可以结合

练习册上的练习题。

2.43% 5.26% 12.83% 25.7% 53.78%

上表的数据显示，43.15%的学习者均同意语言学院多花时间来详细地讲解汉语

词汇，每一个星期有一门课专门教学生经常容易混淆的词汇，也有 38.16%的学习者

很同意该建议，而有一小部分学习者很不同意、不同意或者认为该建议一般般。

22.94%的学习者不同意用阿拉伯语翻译“易混淆动词”来区分两个词汇的意义，也

有 17.42%的学习者很不同意这个建议，另外，有 24.23%的学习者认为该建议一般，

也有 18.54%学习者很同意，再有 16.87%学习者同意了该建议，各种意见的比例差别

不大，可能他们不够清楚假如用阿拉伯语翻译“易混淆动词”来阐明两个动词之间

的意义差别的效果如何。42.9%的学习者很同意老师用简单的汉语词语来辨析容易混

淆的动词，也有 30.77%的学习者选择同意，再有 19.26%的学习者认为该建议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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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几位学习者很不同意该建议。70%的学习者很同意、同意老师辨析易混淆动词且

可以用专门练习易混淆词的手机软件或者学专门练习易混淆词的学院网站的建议，

剩下 30%左右的学习者很不同意、不同意或认为该建议一般。50.15%的学习者很同

意课本和阅读书必须有配套练习册的建议，也有 28.3%的学习者同意该建议，再有

13.1%的学习者认为该建议一般般，又有几位学习者不同意或很不同意该建议。

53.78%的学习者很同意老师讲解、辨析易混淆动词时，可以结合练习册上的练习题

的对策，也有 25.7%的学习者同意该对策。有 12.83%的学习者认为该对策一般，又

有几位学习者不同意或很不同意该对策。总而言之，埃及学习者对大部分已提出的

汉语易混动词教学建议均表示认同，意味着学习者认为这些建议很有效率。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上述两个调查结果的标准和步骤最终确定了埃及学习者常

用的易混淆动词总共 77 组（易混淆动词词表见附录 3），此易混动词包括调查之前

的预料与非预料易混动词；简单来说，学习者误用动词时，呈现出新的没预料到的

偏误，此偏误包括调查前笔者设计的 66 组埃及中高级学生的易混淆动词的预测表

（预测表 1）和其它笔者没有预料的易混淆动词组。通过两个问卷调查分析，笔者

发现中高级阶段学生易混淆动词偏误率很高。这类偏误启示我们要从更加客观、宏

观的角度对已经确定的动词偏误进行分析分类，以了解学生误用的主要原因，并能

提供适当的教学对策。

另外，笔者没有对更常用的动词进行混淆考察，因为芙蓉（2016）年确定了母

语为阿拉伯语的学习者易混淆的最基本的 64 对动词（易混淆动词词表见附录 4），

本文选择在以前研究者的基础上补充并积累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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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埃及中高级学生易混动词的偏误类型及特点

在前文中，笔者对埃及汉语中高级学习者在调查问卷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详细

地分析，发现学生混淆动词的频率非常高，对上文易混淆动词的掌握情况很不理想。

为了更简明、清楚地了解埃及汉语学习者有关易混淆词义的偏误，笔者将在这一章

对中高级学习者出现的偏误类型进行归类总结；从两份调查问卷的例句中选出来易

混动词偏误，并分类。参考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HSK5

（上）标准教程书册》、《汉语动词 380 例》、《HSK5（上）标准教程书册》与《汉

语动词 380 例》，查阅了 15 套新 HSK 五级真题的阅读第二部分，10 套新 HSK 六级

真题的阅读第二部分，参考了张博教授主讲的“本源义滞留”讲座中讲解的相关词

语的本源意义部分，设计了调查问卷。另外本章将分析确定的动词偏误的主要特点，

以利于汉语学习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第一节 埃及中高级学生易混动词的偏误类型

张博（2007）提到“易混淆词”“同义词”“近义词”之间有交叉关系。为此，

文章站在中介语的立场，着眼于目的语的理解和使用中研究埃及汉语学生易混淆动

词的现象。从汉语中介语易混淆动词的主要类型，包括词义、语素、字形、语音的

方面分析分类。下文据此将说明这种关系，且统计被易混种类：

一、 易混动词的语义偏误

（一）词义相同或相近易混动词偏误

词义相同或相近混淆动词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很难被埃及学

习者感知和把握，因此给学习者造成巨大的辨别困难。据统计，埃及学生汉语易混

淆动词对中，属于词义相同或相近易混淆偏误的动词共 59 组，占易混淆动词词对

总数的 76.62%，例如大多数埃及学习者误用“举行-进行”、“举行-举办”；“着

重-重视”、“着重-注重”等，由于这些动词之间的意义相近，因此容易造成动词

偏误。

(1) �我们明天进行．．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应为“举行”）

(2) �我们明天举办．．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应为“举行”）

(3) �他重视．．谈了过去一年的一些主要问题。 （应为“着重”）

(4) �他注重．．谈了过去一年的一些主要问题。 （应为“着重”）

在上述语句中，能发现埃及学习者分辨不清同、近义动词的具体意义范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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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动词都还具有规范和约定俗称的意义。只有通过辨析，学习者才能理解动词之间

的细微差异。基于此，在学习同、近义动词时，必要先理解词语的“理性意义”“色

彩意义”与“词性差异”。从这三类出发，笔者将同、近义易混淆动词进行如下分

类：

1. 理性意义的动词偏误

理性义是词汇意义的基本构成成分，是词所指对象外延范围起决定作用的理性

意义成分以及对象的本质特点。埃及汉语学习者对动词所指对象固有属性认识混淆，

就是理性意义的使用偏误。这类偏误主要由不同国家人的语言系统、思路等差异导

致；或者词语本身意义词义相同或相近，只是在概念范围、使用对象、施事受事等

方面有所不同，学生容易误解动词的意义，从而产生混淆。下面笔者列出了几种埃

及学习者对理性意义的动词的混淆情况：

（5） �她深深体验．．到了这种工作的艰辛。 （应为“体会”，意义的轻重度）

（6） �不要简单地批评学生，要常常引领．．他们。（应为“引导”，意义的轻重

度）

（7） �这次的宣传活动将继续．．到 9月底。 （应为“持续”，词义侧重点）

（8） �身为总统，我签订．．了发给在这两场战争中失去亲人的每一个家庭的唁函。

（应为“签署”，词义侧重点）

（9） �研究发现，母亲对教育子女的参加．．程度越高，孩子就越聪明。

（应为“参与”，词义侧重点）

从以上五个例句中,能看出来埃及学习者易混语句里的动词，一般埃及学习者只

能记住一个词语的一个基本意义，而忽视词义的非本质或非重要的义项，因此当学

习者分辨有细微意义差别的动词时，就会出现偏误。上述 5、6误例的易混淆动词词

义相近，但词义程度的轻重有所不同，实际上，在 5 误例中“体会”这个动词是适

合语境并表示程度深的，而有 48.44%的被试者误用表示程度较浅的“体验”；在 6

误例中“引领”的意义比“引导”更重，“引领”一般多用于宏大的话题，向某一

方向活动发展，“引导”指通过行为帮人走出困境或带人向某目标集体行动。关于

第 7、8、9误例的易混动词的侧重意义不同；在 7误例中，“持续”侧重于“持”，

着眼于动作、行为、状态等在段时间上可以延续，中间不发生停顿；而“继续”侧

重于“继”，使以前进行的某一个动作、行为、活动、状态等，就一直延续，中间

也发生停顿；在误例 8中，学习者在翻译题把“签署”替换为“签订”，可是两个

动词之间的差异存在为“签署”指在文件、条约、凭证等正式文件上签字，而“签

订”指双方订条款或契约并签字，因此每一动词侧重的过程有差异。在 9误例中虽

然“参与”常侧重于跟某种动作，而被试者常与“参加”这一着重于对预定目标进

行某种动作的词混淆。理性意义偏误中的词义侧重点偏误在埃及学生易混淆动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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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中出现最多，因为每一个动词侧重某一个或者几个意义，这意义表示动词对之间

的差异范围。因而，对外汉语教学必须着重从理性意义关系辨析动词，使之易于辨

识。

2. 色彩意义的动词偏误

现代汉语的色彩意义指的是某一些词除了基本意义之外，带有人们主观评价的

色彩，其具备理性意义，还带有感情意义。最常用的色彩意义包括：感情色彩、语

体色彩、民族文化色彩义和形象色彩四种，但涉及到埃及汉语学习者的动词偏误的

类型主要是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

1、感情色彩的动词偏误

感情色彩表示词义所反映的主体对现实、客观对象的情感倾向、态度、评价等。

除褒义、贬义、中性义感情色彩的主要种类以外，还分为其它类，例如：尊敬、庄

重、恐怖、喜悦、痛苦、悲凉等情感类型。本文统计出的偏误词都属于褒义、贬义

与中性义感情色彩的动词，如下：

（1�） �她依赖．．自己的勤奋取得了成功。（应为“依靠”）

据例句 10 可知“依靠”和“依赖”的释义不同。“依靠”表达凭借某东西或力

量达到一定的目的，是褒义词；而“依赖”表达不靠自己的力量，仅依凭别人的力

量去办事或表达事物不能自给、自立；“依靠”和“依赖”本质意义上是近义词，

主要差别是“依靠”着意在凭借某种力量来达到某种目的；“依赖”着意依托别人

的力量，没有主观能动性，多含贬义。“依赖”是贬义词，“依靠”是褒义词，埃

及学习者不知这一个动词对的色彩意义，从而导致学生产生误用现象。如果埃及学

生能理解并意识到这个词对的具体意义及细微异同，就不会在上述例句中出现误用。

2、 语体色彩的动词偏误

语体色彩义指某个交际环境中使用的语言特点，该语言特点有口语也有书面语。

笔者从调查中挑出来有代表性的动词偏误，学习者因为没有识别动词的具体色彩而

误用。例如：

（11）�大哥，你要记住实行．．你的承诺。 （应为“履行”）

（12）�大哥，你要记住执行．．你的承诺。 （应为“履行”）

（13）�你通知．．我的朋友明天不会来。 （应为“告诉”）

上述例句中的“履行—实行”和“履行—执行”这组易混淆动词，学生基本上

无法准确区分，而这类算为语体色彩的偏误，因为根据语境最好使用“履行”，学

习者必须意识到语体色彩，不能每一次简单地使用“实行”或“履行”；尽管这两

对动词都有按规定去做的意思。但有一定的区别：“履行”强调实践所承诺的事项。

对象多为带约束性的条约、合同、协定、义务，作为庄重色彩。用于书面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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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强调用行动去实现预定的政策、方针、计划、方案等。口语和书面语都常用；

“执行”强调实施上级规定的任务。对象多为带强制性的命令、指示、法令、任务

等，口语和书面语都用，也有严肃色彩。学生易混用“通知”与“告诉”这一对动

词，有几名学生在造句时，因为他们不能分辨这对动词的具体差异，都认为两个动

词是同义词而可以互换，因此他们很随意地使用“通知”来表示“告诉”的意思”，

但根据语境最好使用“告诉”，学习者必须意识到语体色彩的概念，不能每一次简

单地使用“告诉”。“通知”是向特定对象告知或转达有关事项或文件，让对象知

道或执行公文，是上级通知下级事项，是正式的，有庄重色彩，“通知”在某些情

况下可以使用“告诉”替换，但一般而言“告诉”的释义指的是向别人陈述，范围

比“通知”与“报告”宽泛，程度要比“通知”轻。埃及大多数语言学院中文系专

门教汉语翻译或文学，因此应习得的书面语词和口语词数量相差不大，而老师在教

学过程中使用口语时不会与书面语进行辨析，使用书面语进行教学时也如此，因此

学习者在中-阿、阿-中翻译课等采用书面语教学的内容时就将口语运用到书面语里

面，而在口语课、听力课等采用口语教学的内容时就将书面语运用到口语里面。

（二）词义相关的易混动词偏误

词义相关指词汇意义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并不是零散的，词义有共同因

素。本文词义相关的易混动词在已经确定的 77 组易混淆词中有 9组，占易混淆动词

11.68%，尤其是阿译中，动词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例如下列例句：

（14）�孩子必须经常与母亲联系．．/说话．．。 （应为“沟通”）

（15）�我们不能避免提出．．有关埃及的一些历史事实。（应为“提到”）

（16）�她信任．．自己的勤奋取得了成功。 （应为“依靠”）

（17）�在开始授课之前，老师总是给．/提供．．一些参考资料以供复习。（应为“添

加”）

在误例 18 中能看到“沟通”与“联系”、“说话”混用，在阿-中翻译题里“������”
的对应为“沟通”，可是学生把“������”译成“联系”和“说话”，这表示学生分

不清之间的具体异同，“联系”的对应词为“����”,“说话”的对应词“�����”阿

拉伯对应词的词义之间含有“沟通”的义领，从汉语词义的角度来看“沟通”、“联

系”和“说话”之间有链接关系或上下义关系，因此给学习者空间表达这种关系时，

导致误用现象。在误例 19 中，学习者混用“提到—提出”这一对词，“提到”指的

是是原来有的，然后才能提到，比如，在说话的时候提到某人，是指这个人原来就

存在，提到某事，是由于这个事情原来存在。原来不存在的事情是无法提到的；“提

出”就不一定原来就存在，而且很多程度上没有，比如，提出异议，既然是提出建

议，说明以前没有这个建议。在误例 20 中学习者把“依靠—信任”这一对误用，本

来这两个动词之间有因果关系；即先有“信任”才能“依靠”对方，可是从释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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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具有细微关系；“信任”指相信并加以任用,其加以任用含有“依靠”对方的意

思。在误例 21 中学习者把“添加”与“给”和“提供”误用。这一组之间的词义表

示“给予”的意思，而搭配对象并不同，符合 21 例句中的动词为“添加”，因为含

有补充缺少之处的意思，可是“给”和“提供”非含补充、附加的意思。此类词组

还有：“振兴—提升”、“振兴—提高”、“争取—获得”、“熟悉—习惯—认识”

和“着重—集中”。根据埃及学生表现出这类动词义素上有相关关系，大部分学生

就把词义连接在同一个相关义位上。

（三）词义无关的易混动词偏误

词义较远的动词，指从汉语词汇本身词组或词对之间意义没有关联，且不含相

同或相近语素。经统计，意义较远的汉语易混淆动词共 9组，占易混淆动词 11.68%。

（18）�我给你转达．．好消息。 （应为“带来”）

（19）�我给你通知．．好消息。 （应为“带来”）

（2�）�中国人正在发布．．人口调查。 （应为“开展”）

（21）�中国人正在发出．．人口调查。 （应为“开展”）

（22）�每一个家庭可以产生．．电力自给自足了。（应为“实现”）

词汇不只是因为词义、形和音相同或相近而混淆，上述 5个误例都表明，尽管

词义、形和音都不相近，而学习者也容易将它们混用，在翻译题 14、15 的误例中，

学习者把“带来”译成“转达”和“通知”。“带来”表达引来、携来的意思；“转

达”指使甲方的话给乙方；“通知”指把事项告诉对方。第 14、15 的例子不符合“转

达”和“通知”的意思，因为可能中介人听说某个消息、可能自己知道某个信息要

告诉人家或自己要将一个好消息告诉人家，而“带来”表示一定有中介人把甲方的

消息告诉乙方。因此最符合该句子的语境具有“引来”的意思。在 16、17 误例中学

习者混用“开展—发布”和“开展—发出”的意义。“开展”指使某种事项从小到

大发展增长；“发布”指通过某个方式就表示思想、观点和意见等，向外界转输某

消息的过程；“发出”指发生、产生某活动，“发布”和“发出”不含活动或事情

发展的意思，因此这两对词义之间没有任何意义关系，即词义很远。此外，阿拉伯

语里的对译动词词义也很远；阿拉伯语对译为“�����”与“����”、“����”。在误

例 18 中，学习者误用“实现—产生”这一对动词，“实现”指使某个事情成为事实；

“产生”指的是由已有的事物中生出新的事物。由于这一例句里学习者混淆语境的

意思而误用动词，学习者一读到“电力”就选出“产生”，但如果往前读完句子就

能选出正确的动词“实现”。HSK 考试常出现这种错误，因为时间较紧，学习者通

常看动词后面的两个字，就马上选出搭配这一宾语的动词，却忽略定语或者其它语

法因素。

此外，埃及汉语中高级阶段的学生易混动词中有交际关系一对一动词的词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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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而出现混淆的词组，例如：注册—记录、培养—准备—毕业—组织。也有一对多，

其中有一个或两个与两个动词词义较近而出现混淆的词组，例如：布置—给—修正

—修改、 粘—贴—布置、 贴—粘—布置。由于学生在一个例句中将当用词替换，

而误用其他词义相近或较远的词，这意味着埃及学习者分不清近和远义的差异。

上文探讨了埃及汉语中高级阶段学生混淆词义的情况，多半学生因动词词义相

同或相近而造成汉语中介语动词的混淆，此类易混淆动词数量占比较多，共 59 组，

占易混淆动词 75.62%；还有学生因分不清词义，从而与词义较远的动词混用，词义

相关数量共 9组，占易混淆动词 11.68%；还有的学生将词义无关的动词混淆，这类

易混词共 9组，占易混淆动词的 11.68%。（可见下面图 3.1）

图 3.1 不同类别易混动词的词义偏误率

二、 含有相同语素易混动词偏误

由于汉语词汇的构词法特点，包含相同语素的词数量庞大。对汉语学习者来说，

这类词从认读和书写上很难掌握，因为他们认为拥有相同语素的词义一定相同，因

此他们会替换使用，导致词语的混淆。笔者通过观察埃及汉语中高级阶段学习者易

混动词偏误数据发现，这种类型的动词占本文统计的总易混淆词的 55.84%，77 组埃

及中高级汉语学习者易混动词词对中有 43 组含相同语素的词组。根据考察的误用易

混动词，埃及学习者大都误用含相同语素且词义相同或近的动词对，并无含相同语

素且词义较远被学生误用的现象，具体如下：

表 11 含相同语素造成的易混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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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含相同语素并词义相同或近的易混动词

43 组一对一易混

动词和1组一对多

易混动词

包括—包含 参与—参加 缺乏—缺少 签署—签订

引导—引领 提到—提出 误会—误解 修正—修改

转让—转移 阻拦—阻碍 获得—获取 违法—违反

聚集—集中 修改—修正 分布—分配 体会—体验

误解—误会 举行—举办 阻拦—阻击 依靠—依赖

设定—设计 显示—显得 设定—设置 表现—表示—表达

操心—担心 撞见—碰见 反复—重复 持续—继续

履行—实行 受到—收到 履行—执行 制造—创造

激动—感动 禁止—制止 持续—延续 爱护—保护

制造—造成 聚集—集聚 着重—注重 举行—进行

开展—展开 着重—重视 取得—获取

因为使用调查问卷法考察动词的混淆情况有限制，笔者无法全面统计读音不同

的易混淆动词，从上方（表 11）能看出，混淆的含相同语素的动词均为双音节，大

部分语素顺序相同，也有的语素顺序不同。下列将显示被学生误用的含相同语素的

动词：

（23）�这篇文章刚写完，要反复修正．．。 （应为“修改”）

（24）�他 帮 我 修 改． ．了 文 章 中 的 一 些 数 字 ， 现 在 已 经 没 问 题 了 。

（应为“修正”）

（25）�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制止．．或限制使用塑料袋。 （应为“禁止”）

（26）�我常常给妈妈打电话，让他不要操心．．我在中国的生活。（应为“担心”）

在误例 24、25 中，若学习者不知“修改”和“修正”之间的词义差别，一定容

易混淆这两个动词的意义，这两个动词的意义很相近，他们的主要区别是“修改”

意思是改文章、计划、错误变为正确和完善。着意在改，即可能一次要改妥，也可

能经过多次才改妥；“修正”的意思是使原来错误的、不合理的变为正确的、合理

的。着意在正，即把错改正确，要求一定要改妥，对象通常为改数字的错误，比修

改更进一层。在误例 26 中，“禁止—制止”除含有相同语素以外，也有近义关系；

二者都含有不准许的意思，对象一般是人的某个行为。二者词义之间的区别：“禁

止”强调不准许做某事，这个事情通常还没发生；“制止”强调用强制力量迫使已

发生的事情停下来。由此词形和义相近而被学生误用。在误例 27 中，“担心—操心”

除含有相同语素以外，也有近义关系，二词在词义上有细微差别；“担心”指生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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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人或对某事物不利而在心里惦记；“操心”指为某人或某事费心考虑和花费精

力。二者词汇的用法上相同；两个都是离合动词，它所带的宾语通常是动词、动名

词或小句；也可以插入其它成分。

三、 相同、相近字形易混动词偏误

笔者通过实习发现，埃及汉语学习者认为写字是一件很难把握和费劲的事情，

这导致他们在写汉字时通常借目标词的其它相近字形组合自己的意义，从而发生字

形偏误。从教师的角度看这个类型动词对，均有明显的差别，但从学习者的角度来

看，他们使当用词和误用词的字形是相似的动词对。由于词对的词义相近，因此学

生更会因字形相似而产生误解，例如：有 A和 B都为动词，学习者学过这两个动词，

而因字形并词义相近，他/她认为 A和 B是同一个动词，可以随意互换使用，这导致

学习者一直误用 A或 B直到或他/她感悟 A和 B之间形和义的不同之处，或一直不感

悟 A和 B之间有形和义的不同之处。调查结果显示，在 77 组易混动词中，相同、相

近字形易混动词只有 3组；“开展—展开”为字形相同的而字顺序不同的词组，“贴

－粘”和“粘—贴”两对是字形相近且都有共同部件“占”。

（27）�中国人正在展开．．人口调查。 （应为“开展”）

（28）�玻璃罐里的芝麻糖贴．在一起了。（应为“粘”）

（29）�她把老公的生日相片粘．在墙上。（应为“贴”）

“开展”和“展开”的意思相似，“开展”的意思的使某种活动从小到大发展。

“开展”还有思想开朗，善于接受新事物的意思；“展开”的意思是使某事张开、

伸开来。区别在于“开展”着意在使活动向纵深发展。“展开”着意在活动的开始

或发展阶段，一般来搭配竞赛、辩论。误例 28 语句未表达张开、伸开来意，而表达

使活动向纵深发展的意思。误例 29 表示使物体黏合在一起，而误例 30 就表示把纸

或其它片贴在物品上，误例 29、30 都是互换误用动词，因为它们字形相近，都具有

共同部件（占），意义也相近，从而导致学习者产生误用。可是如果从意义上来分

辨，上述动词存在差别，其区别在于：“粘”的意思是用黏性的东西使物体黏合在

一起或附着在其它物体上，对象一般为“信封、轮胎、橡胶或者在一起”；“贴”

有两个意思，与“粘”有相近的意思是把纸或其它片状的东西用浆糊、胶水、等粘

在别的事物上，对象一般为“画、广告、相片、标语等等”，两对的差别在于“贴”

通常在平面上进行，“粘”就把两个物品链接起来。

四、 相近音易混动词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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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字的音节数量有限，再加上汉字有声调变化，必然会有相同或相近的读

音表示不同汉字的现象。笔者从埃及学生的易混淆的动词中，发现有部分因为语音

相同或者相近而出现偏误的词。据统计，语音相同的动词只有 3组；“受到—收到”、

“违法—违反”和“着重—注重”，这三动词对意义相近语音也相近。

（3�）�昨天，我受到．．你的封信。 （应为“收到”）

（31）�猎杀珍惜动物是违反．．的事情。 （应为“违法”）

（32）�他注重．．谈了过去一年的一些主要问题。（应为“着重”）

语音相近表示字词的声、韵、调之—不同，如“受到”被学生混用为“收到”，

二者意义不同：“受到”的释义相当于“遭受”、“承受”和“感到”，而“收到”

的释义相当于“接到”和“得到”，因为宾语的涉及对象不同所以不可互换。再比

如“违法—违反”这一对动词都指违反了法律、法令。但有意义区别；“违法”表

示为违背了法律或法令，但不构成犯罪，不受法律的制裁；“违反”表示某种行为

动作或言论不符合原则、法规、习惯、利益、精神等，意义比违法较轻。又比如“着

重—注重”这一对动词的音调接近、拼音也接近、含相同语素，都指重视的意思，

因此许多学生很容易混用“着重—注重”。

第二节 埃及中高级学生易混动词的偏误特点

张博（2008） 对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的特点进行了比较详细地说明与概括，并

分别为四个特点包括：词语误用的频率较高、具有广泛的分布、易混淆词的词际关

系和易混淆词误用的方向。本文确定的易混淆动词误用频率很高，且从广泛的分布

上呈了纵横两个向度易混淆动词，从而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本文的易混淆词

偏误进行了一定分析，主要还有以下两个特点：偏误的词际关系、误用方向。了解

埃及中高级水平的学习者在学习汉语过程中产生的易混动词的这些特点，更有助于

便利教和学的过程。

一、 埃及学生易混动词的词际关系

本文通过对己确定的 77 对汉语易混淆动词词对的观察，发现埃及学生易混淆动

词的词际关系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由一个当用动词和一个误用动词构成了一对

一混淆，在 77 对易混动词中，大多数易混动词表现为一对一混淆，如“担心”和“操

心”之间的混淆；第二、由一个当用动词和几个误用动词构成的一对多混淆，如学

生在运用“表现”时常常和“表示”、“表达”混淆，第三、由多个当用动词和一

个误用动词构成的多对一混淆，如学生在运用“说明”“表明”时往往和“解释”

混淆。下表显示埃及汉语中高级阶段学生易混淆动词在词际关系方面的混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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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埃及汉语中高级阶段学生易混淆动词在词际关系方面的混淆表现

统计结果显示，埃及学生汉语易混淆动词在词际关系方面的混淆主要表现为“一

对一混淆”，共计 68 组，占全部汉语易混淆动词词组的 88.31％。其次是“一对多

混淆”，共计 9组，占全部汉语易混淆动词词组的 11.69％。最后，“多对一混淆”

共计 4组，各占 5.19％。

二、 埃及学生易混动词的误用方向

词语的误用方向主要有单向和双向误用。笔者借鉴芙蓉（2016）确定的 64 个动

词对（易混淆动词词表见附录 4），加上本文确定的 77 组动词对，对埃及汉语中高

级阶段学生误用方向进行比较详细的统计。误用方向包括：“单向误用”指的是学

习者只能把甲词误用为乙词。比如：“ 推广—宣传”、“实现—产生”与“ 开展

—发布”，学生在使用这些词没表现出互换误用的现象。“双向误用”指的是学习

者能把甲词和乙词互换误用。比如：“粘—贴”，在问卷一中发现，“粘”被误用

为“贴”，“贴”被误用为“粘”；再比如“带来—通知—转达”，“带来”被误

用为“通知”或“转达”，翻译题和填空题的误用率太高这表明学习者容易随意互

换使用类似一对多的易混动词。

表 13：埃及汉语中高级阶段学生汉语易混淆动词在误用方向

误用方向 单向误用 双向误用 总计

数量 62 15 77

比重 80.52% 19.48% 100%

总体看来，单向混淆的动词有 62 组，占总易混淆动词的 80.52%。双向混淆的

动词有 15 组，占总易混淆动词的 19.48%。可见，埃及汉语中高级阶段学生易混淆

动词词对以单向误用为主。

综上所述，调查问卷发现多半埃及汉语中高级阶段的学生易混动词偏误埃及对

词际关系 一对一 一对多 多对一 总计

数量 68 9 4 77

比重 88.31% 11.69% 5.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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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动词的判断有错误，如动词词义、语素、语音和形似引发，还有母语误推移而

引发，如：母语词义域误推以及母语词义域误推。笔者根据 136 份调查问卷的统计

分析得出，埃及汉语中高级阶段的学生从词义方面易混动词偏误频率最高的为词义

相同或相近易混动词，也有很多学习者易混词义相关的动词，还有因为各种原因埃

及汉语学习者易混词和词义无关的混淆动词并产生不少的误用。另外，含有相同语

素且词义相同或近的动词组的易混动词偏误频率也很高。关于相同、相近字形易混

动词偏误以及相近音易混动词偏误，埃及中高级汉语学生很少出现易混动词偏误。

考虑到由母语误推而造成易混动词的偏误中，学习者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正确地习得

词义、语素、形、音，导致找出目的语词语与母语的对应词语时产生误用。此外，

埃及汉语中高级阶段学生易混动词的偏误特点分为两种：一、词际关系；大多数易

混动词表现为一对一混淆，占 88.31%；易混动词表现为一对多混淆的占 11.69%；易

混动词表现为多对一混淆的占 5.19%。二、误用方向；大多数易混动词表现为单向

误用，占 80.52%；易混动词表现为双向误用的占 19.48%。在偏误分析分类的基础上，

本文将针对埃及中高级汉语学生易混动词偏误进行分析，探宄偏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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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埃及汉语中高级学习者易混动词偏误原因以及教学策略

第一节 埃及中高级汉语学习者易混动词偏误原因

本文对埃及中高级汉语易混淆动词进行考察，主要了解易混淆动词偏误出现的

原因。笔者在调查问卷第二部分提出了 13个问题，以了解汉语易混淆词的教学情况，

以及埃及中高级汉语易混淆动词出现偏误的主要原因。笔者还对埃及学生和教师进

行了访谈（可见附录 5 访谈提纲），从学生和教师角度详细了解埃及汉语教学情况

以及汉语易混淆动词教学情况。参加访谈具体信息如下：

表 14 参加访谈的埃及汉语学习者的基本信息

表 15 参加访谈的埃及汉语教师者的基本信息

访谈的结果将在下文与原因和策略结合起来说明。笔者首先尽可能详尽地介绍

母语词义误推的影响、后续从媒介语角度上探讨学习者在习得汉语动词过程中，由

于英语与母语的负迁移而导致出现的偏误，最后阐明教与学的存在问题的影响。

一、 母语词义误推的影响

汉语和阿拉伯语的语言系统并不是完全对应的，两种语言中的词语在词义侧重、

色彩或者词性方面有特殊性，因此，当两个不同的母语系统融合时会发生冲突，表

现为母语词义会推移到目的语的词义上。

学习者在习得目的语词时时常简单地用母语词的词义去理解和使用目的语词，

性别 年龄 HSK 水平 去中国留学 学历

男 女 19~21

岁

HSK4：6 去过 没去过 三年级 四年级 硕士一、二

2 6 8 0 1 4 3

性别 年龄 HSK 水平 去中国留学 学历

女 27 岁以上 HSK6 去过 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

5 5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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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往往容易出现词义误用。张博（2011）通过对英语为母语汉语学生的误用词进

行分析，指出主要是母语词义的误推这因素对二语言学习者有影响力习得汉语词汇，

还有分布易混动词偏误成因母语误推词义的类型为三种，而我们只从两种将分类埃

及中高级学生的母语误推易混动词偏误，这两类为义位和义域，下列要探讨埃及学

生母语误用词的两个类型状况。

（一） 母语词义位误推

母语词义位误推指的是母语多义词在一个义位上对应同义目的语某个词，学习

者将母语多义词词义系统中的其他义位错误地推移到目的语的这个对应词上。如下：

(34) �要想在这个网站购物，你必须先记录．．一个它的邮箱。（应为“注册”）

在误例 34 中，学生误用“注册”和“记录”，二者在汉语中的意义不同，但都

对应阿拉伯语 ����的同一个义位，阿拉伯语中“����”是一个多义词，指把话、数

据或某信息记下来，也指报名，还指在某个机构或网络站注册个人信息等意思。其

中，“注册”对应“向有关机关、团体或学校登记备案，并据 34 例子的意思指网络

用户输入用户姓名和密码，以取得网络系统的认可”这一义位；“记录”对应“把

说话写下来并指把某当场信息记录下来的意思”这一义位。学习者没有分清“注册”

和“记录”所对应的义位，从而导致发生词义偏误。

（二） 母语词义域误推

义域误推指的是当母语词在某一义位上与目的语某词有相对宽广的语义范围

时，学习者将错误地推移到目的语的对应词上。如下：

（33）�你今天戴．这条领带吧，比较正式。（应为“系”）

（34）�你今天穿．这条领带吧，比较正式。（应为“系”）

误例 34、35中的当用词“系”和误用词“戴”、“穿”都对应阿拉伯语词�����的同一

个义位，“�����”只有一个意思，指的是“把事物穿在身上”。而汉语对应词“系、戴、

穿”的义域有所不同：“系”指结、扣的意思，例如例句 34中，“戴”指把东西加上，

例如“戴帽子”、戴项链”；“穿”指把衣服放在身上，例如“昨天穿了黑色牛仔

裤，今天也是”。学习者常常根据阿拉伯语的 ������������� ������ ������ ������ ����� �����
����� ���� 把系领带说出“穿领带”，把戴项链说成“穿项链”，把“穿”的组配关

系由“衣服”、“鞋带”、“鞋”等扩大到搭配物件，也就是学习者把 �����相对宽

广的义域误推到“系”和“戴”上。

二、 媒介语负迁移的影响

赵杨（2015）的《第二语言习得》中指出，“迁移是语言教学研究的核心概念，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8

学习是一个习惯养成的渐进过程，学习者已有的知识技能会对新知识技能学习产生

影响。”该知识技能的影响分为正迁移与负迁移，分别指的是迁移致使正确或偏误

的结果。

当埃及学生学习汉语动词时，教材使用的媒介语为英语，用几个英语词来解释

一个汉语词，用于释义的这些英文词之间差异很大，这些词的部分义项和汉语词一

样，但又不能完全清楚地解释汉语词的意义，因此学习者会把英语意义译成恰当的

阿拉伯语。当学习者自学时，将汉语新词的意译为英语就正确地找到阿拉伯语的相

对应，对汉语动词的学习有推动作用；而当学习者将汉语新词的意译成英语不正确

地找到阿拉伯语的相对应，就将英语动词的意义用法等全部套用到阿语的新汉语词

的阿拉伯语对应中去，从而导致动词混淆的情况。

上图来源于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的中文教材，教材的媒介语为英语，学习者会

把汉语的意义译成英语。若英语词汇的意义用法比较模糊，学习者可能会直接查找

汉语词汇在阿拉伯语里相对应的词汇，若将词汇译为英语后的意义用法清楚，学习

者便不会再译成阿拉伯语。例如上图中的第 6个词汇“下降”被译成“to go down,to

drop”，但若埃及学生仅依赖英语，将其渗入汉语相对应的动词，就一定会产生偏

误。例如，因为学生仅使用“to go down,to drop”表示“下降”，而其它汉语“减

退，下跪，下落，摔，回跌，掉……”都含“to go down,to drop”的意思，以后

若学习者在表示“to go down,to drop”的意思时，就可能在不同搭配与语境范围

内仅用“下降”一词。埃及学生还可能只把英语的意义与用法译成阿拉伯语的“ � ����
����”，而英语与阿拉伯语的意义为：“下路，摔，掉，下”，未含“下降”的释义。

电子词典也如此，每一词汇均附有几个例子表示意义用法，从语句上能理解每词类

的意思，可是学生经常理解大概的意思而非全面的释义。若学习者直接查到“下降”

的汉语释义或者在授课时老师能够仔细地分析“下降”的释义，学习者就能避免误

用或跟其它含“下”的动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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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易混动词教与学存在问题的影响

二语习得过程中，教师的“教”在课堂中的引导作用尤为重要，教材在课堂教

学中是内容的基本载体，词典也是学生学习语言的重要助手。教师、教材和词典等

教学因素也会激发学习者“学”的积极性。学习者是课堂的主体，教师、教材和词

典等是为了促进学习者更好地学习。此外，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以及学习策略也会影

响学习者的词语习得情况，学习策略就是学习者使用的学习方法。

上文提过埃及拥有 50 多所大学，其中有 17 家汉语教学语言学院和单位，他们

在习得汉语语言过程中的表现有差别。埃及语言学院规定全部课程都是必修课，没

有选修课，第一个学期和第二个学期的课程互补，例如中级阶段三年级一年课程为

阅读、中国文学历史和文明、课文、语法、写作、阿中翻译、中阿翻译、听力、口

语，若有一、两门课程在第一学期开设了，第二学期没有不再另外开设。每一门课

的课文均具有新词，很多学院的授课过程很简单，每一节课学生必须做好预习，在

导入阶段老师会使用提问法进行复习或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接着读教材上的新词，

再讲解主题的内容，最后布置作业或提出下一次课预习的题目。

（一） 教师讲解方式不恰当

根据对外汉语教学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恰当的处理“教”与“学”的关

系，在动词的教学实践中必须处理好“教师讲给学生介绍汉语动词的基本知识”与

“学生获得动词知识的重要途径”的关系。在词汇教学中教师应该具备现代化的视

野，他的思想不仅指导当前的词语教学工作，而且与目前新课程改革的主导理念也

是一致的。据统计，埃及师生还是认为易混淆动词是新的概念，而根据教和学“易

混淆动词”的表现，笔者认为，教师能指导学习者了解这个概念及其内涵。在埃及

初级阶段课堂教学中，考虑到学生受到目的语词汇量以及语法规则的限制，教师在

讲解时倾向于用母语中的近义词来直接对译，并提出该词汇的相同语素。笔者从调

查与访谈中发现，在公立大学语言学院的中高级阶段，授课的教师是埃及人或者中

国人，一般埃及老师讲解新词汇部分时就只把中文的词语译成阿拉伯语或让学习者

猜阿拉伯语对应词，偶尔提出词汇的意义范围，教师对其采取“默认态度”，致使

学生只会注意到“同”而忽视“异”，就把释词的意义与被释词的意义等同起来而

造成语用失误
[3]
。如用“考查”解释“考核”，又用“考察”解释“考查”，使得

学生造出这样的句子“考核同学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联想、想象能力创新思维能力”。

还有教师讲解词语会提词汇的词性。而中国老师则会辨析每一个需要辨析的新词，

例如多义词（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还通过若干不同语境并不同搭配的语句

辨析新词，可也有少数中国老师忽略这些方法。在部分私立大学语言学院的中高级

阶段汉语课堂中，老师善于运用多媒体，无论中国或埃及老师在词汇方面都讲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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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详细，首先使用汉语讲解词汇的释义，接着表明词汇的类型和用法，最后提出词

汇的同、近义词或使用的语境和搭配并让学生造句。此外，根据笔者的学习和实习

经验，埃及大学较少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尤其在讲解新生词时，学习者按照传统

授课的形式习得汉语词汇。若埃及大学语言学院应用多媒体讲解授课，则有助于提

升汉语教学水平，现阶段的教学方法导致埃及学生面临正确理解汉语词语意义和用

法的困难。

在访谈学习者时，笔者详细地了解到老师进行动词辨析的方法，反馈如下：

教学法与教学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很多的教师没有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教学，

并且不了解如何进行易混淆动词教学。尽管在公立或私立大学的语言学院里，老师

们能快速地给埃及学生讲解动词的概念意义，但实际上常常不能讲清楚动词语用、

概念范围或者词语色彩上的细微差别，也不集合同义词、近义词或学生容易混淆动

词组进行对比辨析。若教师止步于此，未点明其中的异同，很可能就会使埃及学生

把二语的用法完全等同，出现偏误。在二语教学中，教师们往往会关注“同、近义

词”的讲解，而忽略了“易混淆词”的讲解。“近义词”是从目的语的角度出发判

断，比如“读”和“念”，“执行”和“履行”；而“易混淆词”是基于汉语学习

者的偏误语料分析提取出来的，芙蓉（2016）确定过阿拉伯学生易混淆的动词，比

如“表示”和“反映”，“到达”和“达到”。传统的“同、近义词”确实有一部

分等同于“易混淆词”，根老师必须了解埃及学习者易混用的一些词汇，并对这部

分词进行讲解和辨析。而实际上部分教师未注意开展偏误教学的时机，没有注意学

生的偏误并及时做好偏误记录，以致偏误仍然存在甚至与其它词汇的学习交叉影响

而产生更多的偏误。

另外，据图 2.1 来看，46.88%的老师会进行课文的练习，而根据访谈中学习者

的反馈，一般而言，课文后的词汇练习部分主要考察学习者对课文里注释的习得，

而不是课文里新出现的基础词汇的习得。大部分老师布置词汇练习的作业，不过部

分老师不检查学习者的作业。长此以往，除在课文使用新生词的形式以外，学习者

会产生更多的词汇误用。

（二） 学生学习方式不恰当

学习者的策略是词汇习得中的重要一环。据统计，笔者认为，最常见的是埃及

学生未吸收目的语动词的意义信息，而是以母语的思维习惯表达目的语的意义，从

而产生偏误。造成这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埃及学生一天习得的汉语动词数量较多，

学习者需要背大量词汇，却只能掌握一个词的基本意义或少量其他含义，若这个动

词在母语中只有一个意思，而在中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思，学习者往往只掌握

其在母语中的通常熟知的意思，而忽视该汉语动词其它的范围和对象。例如：学习

者在学习到汉语中“叫”这一动词，一般埃及学生掌握一或两个义项为“呼”或“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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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呼喊”在埃及学生的母语中对应为“�����”或“�����”和“�����”，而会忽视“招

唤”和“哭”“����”和“����”等义项，也会忽视“叫”当作量词的用法，意思为

“被”，因为在阿拉伯语中“被动语态”没有相对应词，因此这义项最容易被忽视。

学习策略的欠缺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此外，据调查，在遇到困难时，部分学习者有社交恐惧，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因而学生在遇到问题时不是及时向老师请教，而是求助于其他中国朋友或查字典，

查手机的翻译 APP；且学习者不喜欢使用纸板词典，认为查使用纸版词典查某词汇

太费时费力。在阅读时，若课文很长，他们会猜测动词含义，并打算在以后的学习

过程中再理解不同形式语句中出现动词的详细的意义和用法，也很少跟其它同、近

义词进行对比，这种策略就会导致动词偏误的。

（三） 教材编写与词典使用不恰当

教材是课堂教学内容的载体，词典是学生学习语言的主要辅助；学生从教材中

吸取使用目的语的规则，利用词典进行自主学习，学生所掌握的词汇大多数是在课

堂教学中习得的，因此，教材中课文及练习题等相关内容的设置也是不易忽视的因

素。通过访谈教师，笔者对比了埃及教材与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几款教材，埃及教师

们表示部分埃及语言学院的教材是自编的，教师们从中国学生教汉语的资料里收集

教材，不像市场上的教材那样根据二语学习机构的资料进行编写，例如：（国家汉

办规划教材）博雅、孔子学院总部等等。也有部分埃及语言学院从“发展汉语”和

“国家汉办规划教材”对外汉语教材编辑教材。埃及教师自编的教材与国家汉办规

划的教材设计有异同，特别是词汇部分。二者相同方面是都会提示词汇的词性，也

频繁用一个英语词汇来解释一个汉语词或用一个英语短语来解释一个汉语词，例如：

“恢复”解释为“to recover”、“考研”解释为“to take part in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这种教材编写方法采用汉英注释的方式，忽视了汉英两

种语言之间的差别，从而导致学生词语之间的误用。差异方面在于国家汉办规划教

材往往用英语或者汉语详细释词的意义，且提出词汇的搭配；反而老师自编的教材

并没有明确标明上述要素。此外，在埃及教材中针对埃及中高级学习者的词汇练习

通常以课文注释和内容为主，但新词汇很少设置训练学习者词语运用的特殊练习题，

例如在不同语境下填写两个同、近义或易混淆动词；或根据语句从几个同、近义或

易混淆动词里选择适当的对象等。

另外，在埃及使用的纸质版词典“阿拉伯语汉语词典”
①
，词典词汇的解释形式

为用几个阿拉伯语词来解释一个汉语词，并且每一个阿拉伯语意义旁边都用例子表

明汉语词的意义范围或搭配对象。此词典解释词语时很详细，但有明确的缺点，如

不便携带、查词时间长，词汇的解释编排较乱。通过调查问卷与访谈，笔者发现埃

①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阿拉伯语汉语词典（修订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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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学习者通常使用电子词典，例如 PLECO -网易有道词典，此词典网用几个英语来

解释一个汉语词，并举出几个例子解释词语的语境和搭配，但有些词汇还是不能被

完全解释清楚；也有学习者会用百度进行查询，但经常遇到词语搜索对应结果不一

致的情况，这会导致学习者不能全面掌握词汇。

第二节 埃及中高级学生易混淆动词教学策略

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在易混淆动词问题上有不同的表现。为了处理埃及

汉语学习者的易混淆词语问题，应当对埃及汉语教学者提出具体的、有针对性和实

践性的教学策略。本节将总结适合埃及汉语学习者的易混淆词语学习策略。此外，

根据对埃及学生易混淆动词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分析，还有致误原因分析，为了提

高对外汉语教与学的效率和技巧，笔者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外汉语教师在今后教

授易混淆词时能有所启发。

一、 针对埃及师生在汉语动词教和学方面的改进策略

（一） 注重改进教师的动词教学策略

对于二语言学习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因此教师应该在授课

时自然地加入易混淆动词的概念；教师的知识积累或者教学原则中不应缺乏易混淆

动词的概念。教学过程可能会着重从广义角度辨析“同义词”、“近义词”“含同

语素的同”等等，而教师没有更着重从狭义角度进行动词教学，即注重埃及学习者

易混动词的教学策略，学生却不认识自己容易混淆的动词具体有哪些，教师没有具

体性来测验埃及学生的易混淆动词，若教师没有主动改善词汇教学策略的话，这问

题一直不会改善。据访谈，笔者发现有些埃及语言学院为了检验学习者是否完整习

得上次课的内容和新生词，会在下次课程的导入中进行小测。老师一起讲解新生词

和内容后，可以从新生词中挑出几个动词，并加入其词义相同或相近、含相同语素、

词音相同或相近、字形相同或相近等可能容易混淆的动词，进行导入阶段的测试，

以确定学习者是否理解易混淆词的概念，帮助老师及时修正习得偏误。这样教师容

易理解学习者误用哪些词语并理解发生此类偏误的原因，将来能改进自己的教学对

策，在授课时融合“易混淆词”的理念，避免误用现象。

在课堂对易混淆动词的意义及用法进行讲解后，教师还应加强汉语动词的练习。

教师要注意典型句的科学选择。选用典型例句，除了要注意语言规范、用词准确外，

还要特别注意选用能鲜明地突出易混淆动词之间差异的例句，如选动词组成句子、

填空或选两个、两个以上学习者易混淆的动词、或替换搭配练习结合等练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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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在一定的语境中掌握动词的意义和用法，以加强印象。若教师只是讲解动词

的意义、用法后而不加以相关的练习，那么学生还是不能真正地了解其用法，造成

两个词义相近的词语之间的误用，产生偏误。教师在讲解课文中某一个生词时，还

要对以前已经学过的与该生词相关的词语进行串联，以便加深学生的印象。如讲解

丙级词“阻拦”时，可对所学过的甲级词“阻挡”、乙级词“阻止”等等进行串联

复习，再记下埃及学习者易混淆的动词并对这些动词进行辨析，然后通过大量的练

习，让学生在例句的繁杂语境中逐步地了解动词的意义和用法。

（二） 注重课堂师生互动

埃及的汉语学习者在学院学习汉语，用汉语交际的机会很少，汉语学习者缺乏

口语实践操练。埃及学生应该多跟老师们进行互动交流。在课堂师生互动时应多用

汉语进行对话环节，从中级阶段起运用新习得的动词造简单的句子，这样有利于学

习者加强汉语口语和听力水平，且利于熟悉汉语动词的搭配，动词在语境内的适当

运用等等，并能帮助学习者提升语感，也帮助他们正确地掌握了汉语最基本、最常

用的动词，由此致使能在⼀定程度上减少易混淆动词的偏误。下列将对汉语教师提

出在课堂中能实践师生互动的策略：

根据访谈结果能知,埃及授课过程中长期运用的传统教学法会阻碍学习者习得

新知识的进度。近年来埃及语言学院中文系开始改善传统方法，而还是存在限制，

需要改变授课形式并突破以前使用的传统教学法。埃及学校可以将更加科学和具有

针对性的汉语词汇教学法综合起来，互补运用，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在授课的导入阶段，埃及教师一般使用典型提问法，只提问与预习课文内容有

关的内容，而忽视预习课文的生词部分。预习好的学习者，会总结课文的内容，没

有预习的同学则会等待老师的讲解，以理解课文的内容，这一课程的导入形式一直

不变。笔者建议，埃及教师可以结合趣味性和科学性进行教学，一举两得，如:将学

生预习词汇部分时，可以将学习者分为几个组别，每一组派发不同的任务，如让学

生辨析容易混淆的一个词组并造句，例如“检查、验查、核对”或“表现、表达、

表示”等，或者找出词汇的同义词、近义词、多义词、反义词，对几个动词对进行

对比、造句等等，学生在导入阶段可以进行预习词语的展示，课程过程中若展示有

偏误，教师可以及时修正。此外，教师在讲解词汇部分之后，可以做小的活动，即

让每个组别做老师设计的与易混淆动词有关的练习，或者据表 11，埃及学生认同笔

者提出的建议，希望针对易混淆词编写练习册，让每个组别进行讨论，然后在每一

组结束讨论后反馈讨论的结果并回答问题。教师可以利用表演法，让一个学生负责

辨析一个动词说出动词的释义和范围，学习者就能猜到该动词的名称。又可以使用

游戏法，老师可以做“纸球”，把几层纸揉搓成球，然后扔向一位学生，让他展开

并辨析纸球里写的动词，或说出动词的搭配。最后老师可以判断学生的答案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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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不足之处，这样的教学方法更有效率。据表 11，学习者也认同笔者提出的建

议，还希望每一个星期必须有一门课结合课堂教学并辨析易混淆词，自主的进行词

汇交际练习。

总之而言，实践课堂师生互动具有多种方法，就是教学当中不可忽视的方法，

通常用汉语进行师生互动，除有助于设置课程节奏的平衡以外，并能帮学习者正确

地组织语句，顺利地交际。

（三） 注重使用多媒体功能

在语言课堂里使用多媒体是主要的教学形式，尤其是在解释词语并进行词语练

习时。在教师或学习者准备讲解、学习汉语易混淆动词的内容时，多媒体有利于帮

助学生辨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易混淆的动词；PPT、视频或图片等等方法能展示许多

混淆动词组和在不同语境中的繁多例句等等，而不是只由教师在黑板上费心费时地

写好几个词组和例句，详细地展示两个动词意义和用法的差别。此外，教师在授课

中运用多媒体时，还可以上网使用中国引擎搜索教学资料等需要补充的内容，这种

方法不仅培养学习者如何运用中国引擎，而且将利于学习者通过网络习得基本词汇，

学生运用时不会因为混淆词语导致用错。根据调查问卷二，“注册—登录”这两个

动词在本科生中混淆频率最高，可是研究生因为经常运用中国引擎查资料而不容易

混淆。总之，埃及大学语言学院必须着重采取新科技以进行教学。

（四） 注重使用多种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中要实现趣味性教学法要在课程过程中运用种种教学法。其中这此方

法张博（2002）提倡对外汉语学习者讲解同义词组时，参考追溯词本义或词源义对

发展的历史，宗旨在于：同义词各自的基本因型语义特征以及在构词和用词两个层

面上能分析词语的词源义，并在词语组合关系上能够理解词语的制约，由此可以帮

助学习者准确地把握同义词而理解同中之异，且对同义词各自特定的语义搭配规则

作出详细的描述和解释。这种词汇教学法，确实有效，但不能在每一个词汇上采用

该教学法，教师可以从自我经验上可以决定哪一个动词能用简单语言来解释词汇的

本源义，且不是所有词汇学习者都能理解它的本源义。此教学方法的对象从中级阶

段起对埃及学习者可以运用。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方法；要注意含相同和相近词语语素的辨析；语素是

词汇不可分的重要部分，在埃及汉语词汇教学过程中不太重视对相同和相近语素的

词组之间的辨析，或者能扩展动词的另一个语素学习者已学过的。这样可以避免把

同素同义或多义的词一股脑儿地给学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素意识，也有利于客

观地检验语素教学法的效果。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埃及汉语中高级阶段学生通常混淆

的一类词就是含有相同和相近语素且词义相近的词，例如：“履行—执行—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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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签订”、“获得—获取”、“误会—误解”、“激动—感到”、“禁止、

制止”……它们都是意义相同或相似，但在具体使用时会有词语搭配的不同。那么，

在教学方法上，要着重从词语搭配的角度来辨析，并着重从理性意义、色彩意义和

词性差异的方面辨析同义词与近义词。例如：“玛丽的老板在大会上夸奖了她，她

激动得脸红耳热”，很多学习者将“激动”替换为“感动”，二者都有因受刺激而

感情冲动的理性意义。但两个动词之间有区别；“激动”多因受到积极的或消极的

刺激，强调内心的活动，程度比较强烈，持续时间较短，搭配词可以“人”，也可

以和人的思想、感情有关的词语；有固定词组“激动人心”。“感到”则由于受到

积极的影响，也是内心活动，持续时间可短可长，搭配词一般是“人”、“人众”

或其他表示人的词语。此外，“大哥，你要记住履行记住你的承诺”多学习者将“履

行”替换为“执行”或“实行”，这三个动词都有按规定去做的意义。但之间有区

别；“履行”强调实践所承诺的事项,含庄重色彩，适用范围较窄，多用于书面语，

对象搭配为带约束性的条约、合同、协定、义务等。“执行”强调实施上级规定的

任务，含严肃的色彩，口语和书面语都可用，对象搭配为带强制性的命令、法令、

指示、任务等。“实行”强调用行动去实现预定的事项。适用范围较广，口语和书

面语都可用，对象搭配为预定的政策、方针、方案、计划等。

（五） 学生自我改进的学习策略

通过上述对教师提出需要改善的地方起，随后埃及学习者的汉语词汇学习方式

会自然改善起来。学习者会自然意识到同义词、近义词、多义词、反义词和易混淆

词的词义和用法有一定异同，于是，在学习汉语词汇过程中学习者会有本身询词义

并辨析词汇的习惯。此外，为了避免学习者动词误用的现象，根据 6 表，第一题，

埃及学生混用“布置—给—修正—修改”，虽然有两对之间有远义关系，而一对之

间有近义关系，可是学生对例句的语境范围有点模糊的原因而产生误用。建议学习

者典型运用动词多造句法以外，可以找到中国社交软件，通过交中国朋友的方式、

参与帖子评论也看中国人的评论、关注某一个网红，他平台的内容有价值也有趣，

经常直播，以可以多听、互动、留言等等交际方法。多交际，多听、看中国人如何

运用汉语动词，这些在课堂交际当中能帮助学习者与其它同学顺利沟通、能帮助学

习者容易学习汉语词汇、在不同语境内能正确地使用动词、能抛弃社交恐惧、能流

畅地使用汉语词汇而且提升学习者的语感。

二、 针对埃及汉语词典与教材的改进策略

（一） 注重使用纸质版词典査询词义

“词典”作为语言教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有利于查询词义的学习助手，

是学生辨析易混淆动词的学习工具。埃及教师应强调“词典”的重要性，推荐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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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的词义辨析词典，尤其应该推荐纸质版词典并避免使用电子词典，因为纸质版

词典的优势很多，比如：搜索某一个词语的时候不容易导致遗忘，用目的语（汉语）

或母语（阿拉伯语）解释词语的释义，不会使用媒介语（英语），每一个词都对应

着多个搭配词等等。另外，若埃及学生认为《阿拉伯语汉语词典》的缺点较多，比

如有汉语的对应词不能够准确阐明词汇的意义范围，那么可以选择最近出版的便于

携带的纸质版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这本词典使用汉语解释词语的意思，并

出词汇的搭配词，当学习者区分不清一个词或一对词的意义范围时，可以交替使用

这两本词典。在易混淆动词框架下，学习者可以使用易混淆词语的词典，如《同义

词近义词反义词学习词典》、《学生多音多义字易错易混字词辨析词典》，这三本

词典以外汉语学习者为对象，根据中介语理论，集合了国别研究者的易混淆词对辨

析，在这两个词典里排列并编写易混淆词组、词对的呈现和辨析。当学生习惯查用

这些词典时，就能自己补充课堂上的不足之处。

（二） 教材中动词词义的编写

考虑到易混动词偏误的原因，有些埃及大学借鉴对外汉语教材，自编了针对埃

及学生的教材，还有的大学使用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教材，却没有更加针对埃及

二语学习者的教材。如本文所得出的结论，这导致学生在使用动词时较容易出现混

淆和偏误。也就是说，埃及汉语教材的不完善是埃及学生出现易混动词的一个主要

因素。另外，埃及教材中的注释部分将新词译成“媒介语（英语）的对应”，埃及

教师实际是不用媒介语解释教材里某个动词的意思，从而找出词汇的母语同义词或

近义词与之对应，偶尔找出汉语同、近义词，但这种汉语同、近义词与教学动词之

间常有意义差异，教师偶尔会进行辨析。学习者依靠教材自学时，应找出汉语动词

的母语对应词或汉语的同、近义词，可是学习者只会把汉语动词的对应英语记下来，

而忽略母语的对应词，或忽略英语对应词与汉语目标动词在词义范围、表达轻重或

表达色彩等方面的差异。把媒介语（英语）作为汉语动词的对应词，导致了很多弊

端。在中介语阶段，应该降低媒介语的使用率。因此埃及教授应该着手编写埃及教

材，把汉语目标词对应的英语换为具有相同理性意义、色彩意义和词性的阿拉伯对

应词，或者是汉语的同、近义词并阐明动词之间的异同和用法。此外，还可以增加

动词的搭配词以及用一两句话阐明词语的意义用法。还可以在学生易混的动词后加

注释进行辨析。教师在课堂里还要加入针对埃及易混淆动词的教材设计和易混动词

练习。根据表 11，笔者调查教学建议时发现，学生们均同意除有主要课本以外，必

须有配套练习册，埃及小学、中学，高中及大学语言学院教英语的教材必须附练习

册，此练习册主要训练词汇的用法。埃及教师尚未意识到可以模仿埃及最基本二语

言教材的编辑，对汉语教材也可以编写附加练习册，汉语练习册的内容与词语运用

有密切关系，而每一门课的练习题应尽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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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上述提出的建议，学习者能够减少汉语动词的偏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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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学者们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汉语易混词偏误分析，

尤为易混动词等研究方法，针对埃及汉语中高级阶段学生汉语易混淆动词的偏误现

象进行研究，运用偏误分析理论、中介语理论对埃及学生易混动词的使用情况。笔

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问卷来自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和课堂教学的观察所制成

的预测表词组。笔者在整理预测的动词对之后，从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册，

新 HSK 5、6 级真题的阅读部分中筛选出学生易混淆的动词例句，并针对埃及汉语中

高级阶段学生设计了两份调查问卷。

笔者从偏误分析理论出发，对 136 名埃及汉语中高级学生的问卷进行了统计分

析，确定了 77 对易混淆的动词，了解了埃及汉语中高级阶段学生易混淆动词的基本

情况，发现存在的基本问题。笔者基于统计和分析结果，将易混淆动词的偏误归纳

为五种；易混动词的语义偏误，并占易混淆动词偏率最高；此类偏误又分为两大类：

1.理性意义的动词偏误；2.色彩意义的动词偏误。还有，含有相同语素易混动词偏

误，相同、相近字形易混动词偏误以及相近音易混动词偏误。然后本文分析了易混

淆动词的分布特点，主要从易混淆动词的词际关系、误用方向的特点两个方面。通

过分析我们发现埃及学习者在词际关系的混淆上主要以“一对一混淆”为主，在误

用方向上的混淆主要以“单向误用”为主。

本文根据偏误的分析，力求准确地了解埃及学生汉语易混淆动词偏误的成因，

笔者对 5 名教师与 8 名学生进行了访谈，并结合调查结果，探讨埃及教与学存在问

题，包括母语词义误推的影响，媒介语负迁移的影响、教师的教学方式、教材编写

和词典使用的不恰当之处、汉语词汇本身。本文考虑到埃及在母语词义误推、媒介

语、教、学、教材、词典的方面存在问题，提出了科学客观的改进建议；首先，本

文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角度上，提出一系列的教学策略，包括：教师注重改进

动词教学策略、注重课堂互动、注重使用多媒体功能、注重使用多种教学法以及学

生自我改进的学习策略。其次，本文从词典和教材的角度提出两个策略，分别针对

埃及词典使用和教材编写需要改进的地方。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

处，例如调查问卷的规模不够大，笔者仅统计了 77 对易混淆动词，而无法全面探

究所有动词的混淆偏误，还有没有说明埃及学习者对汉语语境和搭配的表现。笔者

期待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探讨该问题，并对埃及学生的词汇教学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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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问卷调查一

（纸质测试） 时间：60 分钟

亲爱的同学您好！我是青岛大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埃及中高级汉

语易混淆动词偏误的研究。为了更好地了解埃及中高级学生汉语易混淆词的掌握情

况,我设计了本次的问卷调查让埃及中级班学生作答。敬请各位同学帮我填写以下的

问卷，在此占用大家的时间我深感抱歉。感谢您的帮助和配合！

“易混淆动词”指的是对外汉语教学中容易被混淆而产生偏误的动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例如：“认为—以为”、“感觉—感受”和“包含—包括”

个人信息：

年龄：

大学：

你学习汉语学习了几年？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以上

性别： 男 女

你去过中国吗？ 去过 没去过

HSK 水平： 1 2 3 4 5 6

一、针对下列句子中画线上的动词，请判断正误：

1.这本书包括最新研究成果。

2.人们应该保护环境，爱护动物。

3.研究发现，母亲对教育子女的参与程度越高，孩子就越聪明。

4.我常常给妈妈打电话，让他不要操心我在中国的生活。

5.即使在现代社会里，故事仍然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6.安妮和何偌才到夜总会，刚巧撞见高太太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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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你把下列句子译成汉语：

. �������� ������� ��� ��� ��� � ���� ��� ������� ������� �� ����� ��� ��� .1

. ���� ����� ���� ���� .2

. ���� ������ ��������� ������� ��� ��� ���� ������ � .3

. �������� ��� �� ������ �� ����� ��� ��� .4

. ������ ����� ����� �� ��� ����� ������� ���� .5

. �������� ��� ��� ����� ����� ������� ��� ������� ���� �� ����� .6

. ��������� ������ �� ������ ���� ���� ����� ���� .7

三、下列句子中画线的动词，请从句末括号里选出正确的动词替换使用。

1.不要简单地批评学生，要常常指导他们。 （引领 - 命令 - 带 - 引导 ）

2.老师，请你考试开始之前验查好学生的学号。（检查 - 诊 - 考核 - 观察 ）

3.全班同学同心协力，终于取得了好成绩。 （到达 - 获得 - 领取 - 获取）

4.她说明他们方的意见，大家应该接受下来。 (表明 - 说话 - 解释 - 谈 ）

四、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布置 误会 喊 适合 叫 修改

误解 给 粘 修正 符合 贴

1. 昨天文学老师........作业了吗？

2. 隔壁的邻居有狗在大声.......。

3. 玻璃罐里的芝麻糖..........在一起了。

4. 这篇文章刚写完，要反复.........。

5. 她把老公的生日相片........在墙上。

6. 这段话很容易让人..........，要改一改。

7. 我不怕你.......，我怕的是你生气难哄。

8. 他帮我..........了文章中的一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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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请用下列动词造句：

1.表现:

2.通知：

3.受到:

4.引起：

5.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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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问卷调查二

questionnaire

亲爱的同学：

你好！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填写这份问卷。我是青岛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我的

毕业论文选题与埃及中高级水平汉语易混淆动词偏误分析、分类与教学对策有关。

我的调查目的是更好地了解埃及中高级学生对汉语易混淆词的掌握情况。本问卷各

项答案无所谓好坏且不做个别呈现，请依据自己的想法放心填写。谢谢你的合作！

“易混淆动词”指的是对外汉语教学中容易被混淆而产生偏误的动词。

例如：“认为—以为”、“感觉—感受”和“包含—包括”

你明白了汉语易混淆词的定义吗？ 明白了 大概明白 还不明白

个人信息：

年龄：

大学：

你学习汉语学习了几年？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以上

性别： 男 女

你去过中国吗？ 去过 没去过

HSK 水平： 1 2 3 4 5 6

一、请你选择正确的答案。

1、机场上( )着数千人，为代表团送行。

A.搜集 B.集聚 C.集中 D.聚集

2、大哥，你要记住（ ）记住你的承诺。

A.履行 B.执行 C.实行 D.举行

3、我们明天（ ）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A.进行 B.举行 C.举办 D.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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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玛丽的老板在大会上夸奖了她，她（ ）得脸红耳热。

A.冲动 B.激动 C.感动 D.心动

5、打扰一下，向您（ ）件事。你知道王老板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A.询问 B.看 C.打听 D.明白

6、每一个家庭可以（ ）电力自给自足了。

A.实现 B.产生 C.现实 D.作

7、要想在这个网站购物，你必须先（ ）一个它的邮箱。

A.注册 B.记载 C.记录 D.登录

8、许多国家和地区已 ( ) 或限制使用塑料袋。

A.戒 B.阻挡 C.制止 D.禁止

9、你写诗，如果愿意的话，我来（ ）你修改。

A.表意 B.借 C.替 D.代表

10、护士（ ）小女孩很勇敢，因为本来很怕打针的她这次竟然没哭。

A.赞美 B.表扬 C.感谢 D.感激

11、像这样能够给全社会信心与快乐的事情，我们应该重点（ ) 。

A.推广 B.扩大 C.宣传 D.扩散

12、机会要靠自己去（ ）

A.带 B. 携带 C.获得 D.争取

13、一开学，我们就明确方向，再（ ）目标，争取到期末实现自己的目标。

A.设定 B.设置 C.设计 D.设施

14、有举报节日庆典（ ）更加美丽。

A. 显得 B.显示 C.显现 D.像

15、两岁的果果是我们家最能（ ）麻烦的人。

A.创造 B.造成 C.制造 D.制定

16、她（ ）自己的勤奋取得了成功。

A.信任 B.依靠 C.依赖 D.接受

17、你今天（ ）这条领带吧，比较正式。

A.戴 B.系 C.穿 D.带

18、中国人正在（ ）人口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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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发出 B.发布 C.展开 D.开展

19、警察( )了这俩可疑的汽车。

A.阻碍 B.阻拦 C.预防 D.阻赛

20、北京的胡同密如蛛网，四通八达，（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A.分布 B.分配 C.分析 D.分类

21、她深深（ ）到了这种工作的艰辛。

A.体会 B.体味 C.体验 D.经历

22、今早的开会，人事部 ( ) 谈了过去一年的一些主要问题。

A.集中 B.着重 C.重视 D.注重

23、妈妈（ ）了一下他的头，原来是发烧了。

A.摩 B.动 C.碰 D.摸

24、这次的宣传活动将（ ）到 9月底。

A.延续 B.持续 C.继续 D.后续

25、猎杀珍奇动物是（ ）的事情。

A.违法 B.违犯 C.犯罪 D.违反

26、请替我 ( ) 我的问候。

A.转让 B。转折 C.转达 D.转移

27、新冠肺炎病毒爆发后，全球经济需要（ ）。

A.增加 B。提高 C.提升 D.振兴

二、多项选择。

1、大学时，教你汉语词汇的老师是哪国人？

A.大学教我汉语词汇的老师是中国人。

B.大学教我汉语词汇的老师是埃及人。

C.大学教我汉语词汇的老师是埃及人与中国人。

D.其它，请你说明一下：---------------

2、教你汉语词汇的老师采用以下哪种教学方法？

A.自己读自己背。

B.做词汇意义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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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跟老师一起回答书上相关的练习题。

D.用其它方法教学的。请你说明一下。----------

3、在词汇教学中，老师会不会特别讲解、辨析学生容易混淆的词类呢？

A.会

B.偶尔

C.不会

D.其它，请你说明一下：---------------

4、在动词教学中如果遇到两个同（近）义动词，老师是否辨析清楚？

A.会

B.偶尔

C.不会

D.其它，请你说明一下：------------------

5、在学习时，如果我分不清两个动词之间的意义或用法，例如：关心-关注。我就

—

A.自己去查纸质词典。

B.自己去查网络词典。

C.自己查看百度。

D.不查词典，打算以后在学过程中会明白这两个动词的差别。

E.请老师帮你辨析易混淆的动词。

F.请中国朋友给我解释这两个动词之间的差别。

G.其它请你说明一下：-----------------

6、对你来说，同义词与近义词掌握起来容易吗？

A.容易

B.一般

C.不容易

D.其它，请你说明一下：------------------

7、你认为在同（近）义动词学习过程中，难点是什么？

A.用英语或阿语翻译动词的意义不够让我区分词语之间的意义。

B.两个动词之间意义的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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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两个动词之间的意义大，可是之间有相同语素例如：“感．觉—感．受”。

D.其它的原因，请你说明一下：-------------------

三、请你回答下列问题；回答（很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不同意）。

1、你觉得每一个星期必须有一门课专门教学生经常容易混淆的词汇，你觉得有必要

吗？

A.很不同意 B.不同意。 C.一般 D.同意 E.很同意

2、用阿拉伯语翻译“易混淆动词”例如：“参加—参与”为“�����” 来区分两个

动词的意义。

A.很不同意 B.不同意。 C.一般 D.同意 E.很同意

3、老师用简单的汉语词语来辨析两个动词我容易混淆的比较好的方法。

A.很不同意 B.不同意。 C.一般 D.同意 E.很同意

4、老师辨析易混淆动词并可以用专门练习易混淆词的手机软件或者专门练习易混淆

词的学院网站。

A.很不同意 B.不同意。 C.一般 D.同意 E.很同意

5、课文课书和阅读书必须有配套练习册。（exercise book）

A.很不同意 B.不同意。 C.一般 D.同意 E.很同意

6、老师讲解、辨析易混淆动词时，可以结合练习册上的练习题。

A.很不同意 B.不同意。 C.一般 D.同意 E.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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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埃及中高级汉语学习者易混动词表

埃及中高级学生汉语易混淆动词表

68组一对一易混动

词

包括—包含 爱护—保护 参与—参加 操心—担心

缺少—缺乏 撞见—碰见 反复—重复 提到—提出

签署—签订 引导—引领 指导—引领 验查—考核

检查—考核 取得—获取 获得—获取 说明—解释

表明—解释 叫—喊 修改—修正 转让—转移

修正—修改 误解—误会 误会—误解 通知—告诉

受到—收到 聚集—集聚 聚集—集中 打听—询问

履行—实行 履行—执行 举行—进行 举行—举办

激动—感动 振兴—提升 分布—分配 实现—产生

注册—登录 注册—记录 禁止—制止 禁止—阻挡

替—代表 赞美—表扬 推广—宣传 推广—扩大

决心—决定 设定—设计 设定—设置 显示—显得

制造—造成 制造—创造 依靠—信任 依靠—依赖

系—戴 系—穿 开展—发布 开展—展开

开展—发出 阻拦—阻碍 振兴—提高 体会—体验

体会—经历 着重—重视 着重—集中 着重—注重

摸—碰 持续—延续 持续—继续 违法—违反

9 组一对多易混动

词

带来—通知—转达 沟通—联系—说话

添加—给—提供 培养—准备—毕业—组织

布置—给—修正—修改 粘—贴—布置 贴—粘—布置

表现—表示—表达 熟悉—习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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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阿拉伯学生汉语易混淆动词表

误用词 当用词 误用词 当用词 误用词 当用词

办 做 建设 建立 尊敬 尊重

作 做 居住 住 尊重 尊敬

变 变化 产生 生产 以为 认为

变化 变 感觉 感受 认为 以为

变 改变 会 能 认为 觉得

表示 反映 能 会 增强 增加

表示 表明 可以 能 提高 增加

表示 表达 会 可以 收到 受到

安排 准备 具有 有 受到 遇到

安排 组织 持续 继续 想 觉得

参加 参观 得到 实现 帮忙 帮助

访问 参观 得到 达到 帮助 帮

谈话 聊天 到达 达到 好像 像

谈 说 交往 交流 交往 交流

描写 描述 看 看见 经验 经历

学习 学 看见 看 经历 经验

参与 参加 喜欢 希望

关心 注意 记住 记得

关心 关注 认识 知道

关注 关心 知道 了解

关注 照顾 明白 了解

奇怪 吃惊 了解 理解

发展 发达 理解 了解

反映 反应 深入 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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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访谈提纲

第一部分，对学生提问关于课堂教学形式的看法:

1. 你们学院的课程多少？有哪一些？那门课的课文课本包含生词？

2. 你上阅读、口语、听力和课文的课程老师怎么给你讲课本的新生词？

3. 在学习阶段中你觉得哪一个教学法对你有帮助？

4. 在课堂里你对教材的使用情况如何？你可以告诉我，你对教材设置的看法和建

议？

5. 在教学中教师对易混淆动词的处理及教学方法？老师对易混淆动词组进行对比

分析吗？

6. 你怎么学习易混淆动词？

第二部分，对教师提问关于汉语教学的问题：

1. 在教学中您讲每一个词的范围、搭配、偏重方向、色彩意义等方面吗？

2. 在教词汇部分您着重提哪一个方面（词汇的近义词、词汇的相同与相近语素-反

义词和多义词-易混淆词）？

3. 您会不会测试学习者习得并学习新生词？如何测试？

4. 学生对易混淆动词的反应？

5. 如何在课堂里与埃及汉语学习者进行互动？

6.您对材或词典中的编辑及易混淆动词解释的看法？

7.除了网课以外您们在课堂会运用多媒体功能做 ppt 给学生讲解课文吗？

8.您会记录学习者易混淆的动词并对记录的混淆动词设计小练习指导学习者运用这

些动词的范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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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首先非常感谢高珊老师耐心的指导，从选题，到论文定稿，她一直尽最大的努

力帮助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为我是留学⽣，汉语⽔平⽐不上中国学⽣，读⽂

章和论⽂有点慢，但是导师并不介意，相信我会顺利完成论⽂。同时也要感谢国际

教育学院的老师们的汉语课为我的汉语知识打下了基础。其次我要感谢提供相关文

献资料的专家和学者，使我得到理论思想和启发，在此我深表谢意。

历时将近五个月的时间终于将这篇论文写完了，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很

多困难，都在导师和开罗巴德尔大学语言学院系实习单位的帮助下渡过了。

最后，我要在这⾥感谢我的家⼈，⼀直给予我⽀持和帮助。我将从这里启航，

寄希望于未来，盼早日成为母校和家人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