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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近义词的学习十分重要。 调查发现， 苏丹学生在汉语的学习和

应用中， 经常在近义词范围大小、 程度轻重、 语义侧重、 概括程度、 感情色彩、 语体色彩、
搭配差异等方面偏误较多。 究其原因， 主要是学习者存在母语、 目的语知识、 文化因素负迁

移和学习环境影响所致。 因此， 学生应该从掌握汉语语序习惯、 借助情景强化训练、 拓展文

化知识背景、 改进学习方法等方面入手， 强化对汉语近义词理性意义和附加意义的理解与掌

握， 才能不断提高汉语词汇和近义词的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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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词汇中， 我们把意义相近却又存在微妙

差异的词称为近义词， 即 “意义大同小异， 或者意

义相同但附属色彩、 用法、 功能等不同的一组词，
是 近 义 词 ， 也 称 ‘相 对 同 义 词 ’ 或 ‘条 件 同 义

词’。 ” [1]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教学对象主要是母语

为非汉语且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 他们在

学习和交流中， 普遍存在语义表达不准确的问题，
这实质上是对汉语近义词掌握不足和理解不准， 即

近义词偏误所致。 本文拟对苏丹学生汉语学习过程

中普遍存在的近义词偏误问题， 通过搜集语料和典

型案例， 进行归纳分析， 并从语义入手， 揭示近义

词之间的细微差别， 探寻致误原因， 进而结合教学

实践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法， 为以后苏丹汉语教学提

供借鉴， 也可为丰富对外汉语近义词教学方法提供

参考。

一、材料的获取与主要存在问题
笔者于 2013—2014 年前往苏丹中国孔子学院

做实习教师， 为喀土穆大学中文系学生教授汉语。
在教学过程中发现， 由于母语差异和文化背景不

同， 苏丹学生在汉语学习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汉语近

义词偏误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 在学生参加 HSK
考试前进行针对性辅导的过程中， 通过自编近义词

试卷， 依据学生学习经历和答题情况， 进行分类和

辨析， 揭示近义词出错的共性规律， 分析致误原

因， 以期找到破解之道。 本文研究素材和典型案例

及语例的获取过程具体如下：
（一）典型语例的提取

被调查者以苏丹喀土穆大学中文系学生为主，
人数 38 人（见表 1）。 使用教材为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新实用汉语》（低年级使用）和 《长城汉

语》（高年 级 使 用）。 一 般 情 况 下，“外 国 汉 语 学 习

者 一 旦 学 完 了 汉 语 的 基 本 语 法 并 掌 握 了 1500 个

左右的常用词语以后,就会遇到近义词用法方面的

问题”[2]，因此， 在学生选择上最低汉语学习年限以

不少于一年为下限， 大多数学习年限在 3 年以上

（见表 2）。
试卷命题中的近义词选自我国对外汉语 《新汉

语水平考试大纲》 1~6 级(2010 年，商务印书馆)中
的 60 组近义词。 苏丹喀土穆大学学生使用教材与

该大纲完全匹配。 试卷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

个人信息收集， 包括姓名、 年龄、 性别、 学习汉语

时间、 母语、 第二外语（除汉语）、 HSK 水平、 学习

汉语目的、 对近义词的看法。 第二部分为试题， 主

要通过语义、 语法、 语用层面， 包括反义词的使

用， 检验学生对近义词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试题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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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包括选择题、 填空题、 判断题以及造句， 总分

60 分。
考试在汉语教学课堂中进行， 采用闭卷方式，

试卷当堂发放， 当堂收回， 答题时间控制在 40 分

钟 左 右。 参 加 考 试 学 生 38 人， 收 回 有 效 问 卷 38
份。 考试获取的具体结果如下：

性别 年龄 学习汉语目的 母语 第二语言

男 女 18~19 20~21 22~23 23 以上 兴趣 工作 其他 阿拉伯语 英语 英语

人数 15 23 3 13 17 5 10 21 7 36 2 36

占比 39.5% 60.5% 7.9% 34.2% 44.7% 13.2% 26.3% 55.3% 18.4% 94.7% 5.3% 94.7%

数据

项目

表 1 被调查者基本情况统计

表 2 被调查者汉语学习情况统计

汉语学习时间 HSK 等级 对近义词看法 得分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6 级 未考
非常

难
难 一般 容易 0~10 10~20 20~30 30~40 40~50 50~60

人数 4 7 10 11 6 0 0 15 12 3 5 3 17 13 8 0 0 5 14 13 5 1

占比 10.5% 18.4% 26.3% 28.9% 15.8% 0.0% 0.0% 39.5% 31.6% 7.9% 13.2% 7.9% 44.7% 34.2% 21.1% 0.0% 0.0% 13.2% 36.8% 34.2% 13.2% 2.6%

项目

数据

（二）调查结果分析

被调查的 38 名苏丹学生中， 学习汉语年限在

三 年 以 上 者 27 人， 考 试 获 得 一 半 得 分 以 上 者 19
人， 得 分 在 20~30 分 者 有 14 人， 占 比 最 大， 达

36.8％。 这部分学生大多学习汉语在三年上下， 影

响其汉语水平的关键正是汉语近义词掌握不足、 偏

误较多。 从整体分析苏丹学生近义词的掌握情况，
得出五点结论。

一是在近义词的掌握情况上， 总体水平并不

高。 不少近义词对学习汉语五年以上的学生来说，
也同样是难点。 二是学习汉语时间的长短与近义词

的掌握情况基本成正比。 三是母语通用词与汉语近

义词有差别的词汇学生最难分清， 也不易掌握。 四

是与苏丹历史文化习俗差异大的近义词， 学生不易

掌握。 五是在涉及范围、 色彩、 程度、 侧重方面的

近义词时， 学生最易出现偏误。 例如：
我家门前有一条小 。 （河、 河流）
选项中的近义词之间存在程度差异， 有 73.9%

的学生选择了 “河流” 这一错误答案。

二、苏丹学生近义词偏误例证与辨析
汉语近义词由于互相之间存在种种细微差别，

应用时就不能任意相互替换， 否则就会发生语义或

色彩上的一定变化。 而这些细微的差异， 正是非汉

语学生需要重点掌握、 也是最难掌握的。 如何把握

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 准确运用近义词表达对客

观事物的感情态度， 以适应各种语体风格， 这就需

要具有一定的近义词辨析能力。 我们以苏丹学生经

常出错的语句为例进行辨析。

（一）理性意义类近义词偏误举例与辨析

理性意义是词义的基本组成成分， 它是人们对

所指对象概念的基本反映， 在整个意义解释中处于

核心地位。 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 应该首先向学

生讲解词汇的理性意义。 具体地说， 近义词的理性

意义主要包括范围大小、 程度轻重、 语义侧重、 概

括的程度等方面。
1. “范围大小”方面的偏误

在近义词辨析中， 范围大小就是所指对象的范

围有大小之别。
例 1. 我们生活在 一 个 多 么 美 好 的 时 期 呀！ ①

（时代）
例 1 中应该用 “时代” 替换 “时期”。 时代和

时 期 在 英 语 中 都 可 以 用 “ time” 表 示 。 汉 语 中

“时代” 所指时间较长， 常常指历史上以经济、 政

治、 文化等状况而划分的某个时期， 如 “石器时

代”“汉唐时代”； 而 “时期” 指具有某种特征的一段

时间， 如 “抗日战争时期”， 与英语中的 “period”
更为相近。 [3]在教学中， 老师必须对此范围进行区

分， 避免学生出现此类错误。
2. “程度轻重”方面的偏误

程度轻重的近义词是指有些同义词之间在所指

性质的程度上有轻重之别。
例 2. 我没有通过这次 HSK 考试， 老师非常绝

望。 （失望）
本例语义是自己的 HSK 考试没有通过， 老师

对他失去了信心， 但用 “绝望” 一词语气过重。 因

为 “绝望” 指断绝希望， 不抱任何希望与信心， 与

英语的 “despair” 相同， 而 “失望” 指感到没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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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 失 去 信 心 ， 或 因 希 望 没 实 现 而 不 愉 快 ， 与

“disappointment” 相同。 在这个语言环境下用 “绝

望” 就过于严重， 用 “失望” 比较恰当。 而在阿拉

伯语中 “失望” 与 “绝望” 都是 “ ”， 所以

对于苏丹学生来说容易混淆。 因此， 在涉及此类近

义词时， 要给学生讲清楚程度轻重的不同所产生的

语用效果。
3. “语义侧重”方面的偏误

在近义词辨析中， 语义侧重是指近义词意义的

侧重点不同。
例 3. 要培养孩子对事物的观测能力。 （观察）
此例应该用 “观察” 替换 “观测”。 在英语中

“观察” 和 “观测” 都是 “observe”； 在阿拉伯语中

“观察”和“观测” 都是 “ ”， 没有语义侧重的

区分。 而汉语中，“观察” 指仔细察看 （事物和现

象）， 侧重于看和发现情况， 多用于日常生活；“观

测” 是指观察测量（天文、地理、气象、方向等）， 侧

重于测量计算出有关数据等， 多用于科学研究和技

术领域。 此句的语旨为让孩子多看多发现情况， 因

而用 “观察” 比较恰当。
由于这类近义词大多数呈现为半同语素， 因此

可以从语素来进行分析， 找出侧重点及其近义词之

间的区别， 减少近义词使用偏误。
4. “概括程度”方面的偏误

在近义词辨析中， 概括程度方面是指具体与概

括———也就是个体与集合。
例 4. 桌子上有三本书籍。 （书）
此 例 应 该 用 “书” 替 换 “书 籍”。 课 本 中 对

“书” 和 “书籍” 的解释都是 “book”， 阿拉伯语中

都是 “ ”， 没有具体与概括之分。 而在汉语中

“书” 是可数名词， 表示个体、 可以受量词修饰；
“书籍” 是抽象名词， 是书的总称， 表示集合。 在

此类近义词教学中， 要引导学生仔细区分具体与概

括， 以免误用。
（二）附加意义类近义词偏误举例与辨析

近义词的附加意义大致分为感情色彩的不同、
语体的差别和搭配的不同三种情况：

1. “感情色彩”方面的偏误

近义词感情色彩方面的差别主要指褒义和贬义

的区别。 褒义词表达了对人和事物的肯定、 赞赏、
喜爱与尊敬之情； 贬义词表达的是否定、 憎恨、 轻

蔑之情。 介于褒义词和贬义词之间的称为中性词。
例 5. 做事之前要考虑结果， 不能冲动。 （后果）
此例应该用 “后果” 替换 “结果”。 “后果” 指

有 害 的 或 不 幸 的 结 果 ， 与 英 语 的 “consequence”
相同， 属贬义词， 如 “后果自负/后果堪忧”。 “结

果” 指在某种条件或情况下产生的某种结局， 与英

语的 “result” 相同， 没有褒和贬的色彩， 是中性

词， 如 “最后的结果”。 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准

确地理解词汇的褒贬色彩， 减少偏误。
2. “语体色彩”方面的偏误

在近义词辨析中， 语体色彩有三个方面， 我们

依次举例辨析。
语体色彩第一个方面包括口头语体、 书面语体

和通用语体。 口头语通俗活泼， 自然随意， 有时带

有方言色彩。 书面语严谨规范， 庄重典雅， 常常带

有文言色彩。
例 6. 他的父亲和妈妈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

（母亲）
此例应该将 “妈妈” 改为 “母亲”。 “妈妈”

和 “母亲” 都是子女对母亲的称呼。 不同的是汉语

中 “妈妈” 多用于口语和当面称呼， 与英语中的

“mom” 相似； 而 “母亲” 则用于书面语或较正式

的场合， 和英语中的 “mother” 相似。 从这句话的

语境来看， 由于上文中出现了 “父亲” 一词， 这里

应该使用 “母亲”。
语体色彩的第二个方面为上下关系。 中国是礼

仪之邦， 有尊老爱幼的传统， 提倡晚辈尊敬长辈，
学生尊重老师， 在语言使用上也要有区分。

例 7. 儿女应该多关怀父母。 （关心）
此例应该将 “关怀” 改为 “关心”。 “关怀” 和

“关心” 在阿拉伯语中同为一词 “ ”， 没有上下

关系之分。 而汉语中 “关怀” 在表述上级对下级或

长辈对晚辈时使用， 而 “关心” 属于通用语。 此句

中儿女是晚辈， 应使用通用语 “关心” 一词。
语体色彩第三个方面为场合正式与否。 在正式

的场合一般用词要比较庄重规范， 而在非正式场合

说话可以随意一些。
例 8.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请大家一起去吃

饭。 （用餐）
此例中，“吃饭” 和 “用餐” 的基本义相同， 但

是 “吃饭” 显得随便， 不庄重。 这句话的语境是会

议结束时， 属于正式场合， 应该使用 “用餐”。 而

阿拉伯语中都为 “ ”， 没有场合正式与否之分。
3. “搭配差异”方面的偏误

词语之间的搭配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语

义关系不同， 语法功能不同和用词习惯不同。
一是理性义的语义侧重不同常常导致搭配关系

雍文婧：苏丹学生使用汉语近义词偏误典型案例分析

30



第 27 卷第 1 期（2022） Vol．27 No.1（2022）

不同， 从理性意义看， 它们是语义侧重不同， 从附

加义看， 是搭配的语义关系不同。
例 9.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世界伟人毛泽东的生

日。 （诞辰）
此例应该使用 “诞辰”。 “生日” 用于任何人，

“诞辰” 一般用于伟大的、 值得尊敬的人物。 毛泽

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是伟大人物， 应该

使 用 “诞 辰 ”。 而 阿 拉 伯 语 中 没 有 严 格 的 区 分 ，
“生日” 和 “诞辰” 都是 “ ”。

二是语法功能不同， 即词性差异。
例 10. 这个教室的环境给我的觉得很好。 （感觉）
“觉得” 是动词， 可以带宾语， 但不能充当宾

语成分。 “感觉” 既是动词， 也是名词， 可以作宾

语。 在这个句子中缺少宾语成分， 因此使用 “感

觉” 恰当。
例 11． 我很同情她的不幸遭受。 （遭遇）
“遭受” 是动词， 不能做宾语。 “遭遇” 既是动

词又是名词， 可以作宾语。 此句的宾语部分出现错

误， 应该使用 “遭遇”。
第三方面是习惯搭配。 习惯搭配就是语法功能

一致、 语义差别不明显的情况下， 搭配关系各有自

己的固定对象。 比如：“充分” 一般与理由、 时间、
准备等词搭配；“充沛” 与精力、 雨量、 体力等搭配。

例 12. 他是一个十分优良的人才。 （优秀）
“优良” 和 “优秀” 都有非常好的意思。 但是

“优秀” 一般修饰人、 成绩、 作品等。 而 “优良”
不可以修饰人， 一般用来修饰品行、 成绩、 作风

等。 汉语近义词中有大量的固定搭配， 学生在学习

中应该特别注意词汇的积累。

三、偏误原因与改进建议
（一）偏误原因分析

刘珣在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中指出：“第二

语言学习者偏误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是由多方面因

素造成的。” 但最主要的是存在母语负迁移、 目的

语知识负迁移、 文化因素负迁移和学习环境影响四

个方面的因素。 [4]194－199 这为我们揭示苏丹学生使用

近义词偏误的原因提供了一把钥匙。
1. 母语负迁移

学习者在不熟悉目的语规则的情况下， 只能依

赖母语知识， 因而同一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往往会出

现同类性质的偏误。 对初学者来说， 这是其偏误产

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母语负迁移又特别体现在目的

语语音的学习中， 用学习者第一语音规律代替目的

语是中介语语音的一大特色。 [4]194 如“我学习在喀土

穆 大 学”， 而 汉 语 中 通 常 为 “我 在 喀 土 穆 大 学 学

习”， 这就是由于阿拉伯语中语法为 “主语+动词+
介词+宾语”， 而汉语为 “主语+介词+宾语+动词”。
再如 “我要吃饭在餐厅”， 而汉语为 “我要在餐厅

吃饭”， 阿拉伯语一般会把动词放在地点前面， 而

汉语把动词放在地点后面。
2. 目的语知识负迁移

学习者把他们所学的有限的、 不充分的目的语

知识， 用类推的办法不适当地套用在目的语新的语

言现象上， 造成了偏误， 也称为过度概括 （over-
generalization）或过度泛化。 这类偏误一般在其母语

中找不到根源， 而且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常常出

现 同 样 的 偏 误。 [4]195 如 阿 拉 伯 语 中 的 “安 静” 和

“宁静” 都是 “ ”， 但是在汉语中其用法及侧重

点是不一样的。 汉语中可以说 “请保持安静”， 但是

不可以说 “请保持宁静”。 而苏丹学生会按照自己母

语的习惯来使用这两个词语， 从而导致偏误。
3. 文化因素负迁移

有的偏误不完全是语言本身的问题， 而是由于

文化差异造成语言形式上的偏误， 或是语言使用上

的偏误。 究其原因， 不外是受本国文化的影响， 或

是由于未能正确理解目的语文化所造成的。 [4]197 比

如在汉语中， 我们将母亲的父母称外公、 外婆， 父

亲的父母称爷爷、 奶奶。 而在英语与阿拉伯语中，
“爷爷” 和 “外公” 的英文都是 “grandfather”， 阿

拉伯语都是 “ ”； “奶奶” 和 “外婆” 的英文

都 是 “ grandmother” ， 阿 拉 伯 语 的 解 释 都 是

“ ”。 在汉语的母系亲属称谓中有个 “外” 字，
“外” 字的使用是因为母亲、 祖母和妻子都是外姓

人， 而姐妹、 女儿早晚都要嫁到外姓人家成为外

人， 因此， 她们的亲属当然只能是 “外亲” 了。 而

这些在阿拉伯语中是没有的。
再如汉语中的兄弟姐妹分别为 “哥哥”“弟弟”

“姐姐”“妹妹”。 而在阿拉伯语中 “姐姐” 和 “妹

妹 ” 都 是 “ ”, “ 哥 哥 ” 和 “ 弟 弟 ” 都 是

“ ”。 以上这些亲属称谓蕴含深厚的伦理色彩，
称谓的不同往往是含有文化因素的， 因而学生不了

解这些文化差异就很难真正地理解并使用。
4. 学习环境影响

这种因素是一种外部因素， 学习环境的不良影

响主要指教师解释和引导不够严格， 甚至示范的不

正确， 教材的科学性不强或是编排不当， 课堂训练

偏差等。 [4]199 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学习中的偏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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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由于对一些 “老大难” 问题的研究至今尚未取

得满意的结果， 因此， 不论在教材中还是课堂上，
目前还无法把它解释得更科学， 更透彻。 也有一些

是属于教材编者或教师的态度问题， 比如说， 有的

教材漏洞太多， 有的教师面对学生的问题， 在没有

充分把握的情况下轻率地给以答复， 这些都易造成

不利的学习环境， 成为偏误的来源之一。
（二）对应的纠错方法

针对苏丹学生常见偏误原因， 依据以上分析和

教学实践经验， 在坚持适用性、 操作性、 规律性、
针对性原则的基础上 [5]，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纠错方

法和建议， 引导苏丹学生改进学习方法， 尽可能避

免近义词偏误发生， 不断提高学习效果。
1. 掌握汉语语序习惯

由母语负迁移导致的语序错误属于语法范围，
同时严重影响着学生表达的正确性。 教师可以在学

习新句型的初始阶段， 进行适当的语法分析和语法

操练， 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习惯。 在此基础上， 在

遇到新的近义词后， 学生可根据其词性， 完成正确

的语序造句。
2. 设置语言情景，强化对比训练

针对目的语知识负迁移导致的近义词使用错

误， 教师可以重点分析意思相近却不能互换的近义

词之间的差别， 通过设置情景来对比不同的近义

词。 例如通过展示两幅图片， 一幅反映空旷的大自

然， 一幅反映内向的女孩， 用 “寂静” 来形容前

者， 用 “安静” 来形容后者， 从而使学生明白， 二

者中，“寂静” 侧重于形容自然环境，“安静” 则既可

以形容环境， 也可以形容人。
3. 拓展文化背景知识

针对文化因素负迁移导致的近义词错误， 教师

需要细致了解不同近义词所涉及的文化背景知识，
通过寓言故事、 电影、 背景知识介绍、 中阿文化对

比等方式使学生了解不同近义词产生的原因， 进而

有效掌握近义词的区别和用法。 汉语中有很多近义

词有褒贬义、 口语和书面语、 谦辞和敬辞之分， 比

如 汉 语 中 同 样 称 呼 妻 子 的 词，“贱 内” 就 是 谦 辞，
“夫人” 则为敬辞， 这些近义词往往蕴含一定的历

史文化知识。 再如汉语中对人类生命的结束———
“死” 就 有 多 种 表 达， 常 见 的 “去 世”“逝 世” 和

“断气”“完蛋” 等都是死的近义词， 但前者是含有

褒义的书面语， 后者则带有明显贬义， 而且口语色

彩很浓。 在学习了一定数量的此类近义词组后， 可

以适当带领学生总结带有特定语义色彩的词。

4. 选用优秀教材

针对学习环境造成的近义词使用错误， 教师除

了运用以上纠错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语言知识

系统外， 还需要所有从事对外汉语事业的单位和个

人的努力， 针对不同的地区， 编写和选用更符合当

地环境和学习者特点的教材。
5. 改进学习方法

首先要树立信心， 保持积极的学习态度。 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 对于爱好汉语的外国学生来说， 树

立信心和保持积极乐观态度是学好汉语的第一步。
在学习中鼓励学生克服惧怕心理， 引导他们主动从

范围大小、 程度轻重、 语义侧重、 概括程度、 感情

色彩、 语体色彩、 搭配差异等方面进行近义词分

辨。 同时要多做、 多练、 多总结。 针对自己容易分

辨错误的近义词进行分析， 避免再次出错。
其次要从理解近义词基本词义入手。 在学习

中， 应该把近义词练习作为重点， 多练习， 多对

比。 要从理解词汇的基本意义入手， 然后根据所学

内容， 归结其属于哪一类型， 围绕语法、 语用、 语

义进行分辨。 [6]

最后是熟记例句。 学习中尽可能多地选择积累

典型例句， 通过一些词语的典型搭配进行反复识记

辨别， 就能熟能生巧、 举一反三。 同时， 在这一过

程 中 也 可 以 加 强 语 感 训 练 ， 避 免 出 现 错 误 。 在

HSK 考试中， 有类似的近义词辨析的题目， 学生

可将其作为范例进行识记并分析。
这些纠错方式只是笔者结合教学实践的一些个

人见解， 还需要不断在实践中运用发展， 而且学生

偏误的纠正， 也并非某一种方法就可以做到的。 作

为研究者， 还需不断在相关教学和偏误理论的基础

上， 联系教学实际， 不断发现具有针对性、 可行性

的纠错方法。
（三）对教师教学的启示

一是要强化对近义词词义的认识。 如在 《长城

汉语》 1 第一单元生词中出现 的 “你” 和 “您”，
其注释为 “you”。 汉语中 “你” 可以称呼任何人，
“您” 用来尊称师长、 地位高或者受尊敬的人， 但

阿拉伯语中没有 “你” 和 “您” 之分， 所有人打招

呼都是用 “ ”， 通过比较分析使学生有较

明确的认识。
二是要结合语境开展教学。 如阿拉伯语中 “煽

动” 与 “鼓动” 是同一个词。 但汉语中 “煽动” 带

有贬义， 而 “鼓动” 是中性词。 因此， 教学中对于

这类词语要侧重于色彩意义重点讲授； 同时注意固

雍文婧：苏丹学生使用汉语近义词偏误典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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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搭配和使用俗成， 如 “煽动” 指鼓动别人去做坏

事，“鼓动” 是用语言、 文字等激发人们的情绪， 使

他们行动起来。 结合特定语境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近义词。 此外， 也可以从语义平面、 语法

平面、 语用平面采取相应对策达到教学效果。 [7]

三是在遇到近义词的时候要进行全面的分析。
从理性意义与附加意义上进行详细的讲解， 苏丹学

生对于语义侧重、 语体色彩和搭配的掌握不容乐

观， 教师应该对学生进行专题训练。 在教学过程

中， 一定要结合例句， 一一分析， 对近义词的辨析

进行指导， 让学生多理解运用， 尽量减少偏误。

注释：
①全文例句中偏误的近义词用下划线标出，句子后

括号内注明正确的近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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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cal Case Analysis of Errors in the Use of Chinese Synonyms
by Sudanese Students

YONG Wen-j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Tianshui Gansu 741000）

Abstract: The learning of synonym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survey found that Sudanese stu-
dents made more mistakes in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synonyms in terms of the scope, degree of severity, semantic emphasis,
generalization, emotional color, linguistic style, and collocation differences. The main reasons are the negative transfer of learners' mother
tongue, target language knowledge, cultural factors and the influence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refore, studen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y of the rational meaning and additional meaning of Chinese synonyms from the aspects of mastering the Chinese
word order habits, intensifying the training with the help of situations, expanding cultural knowledge background, and improving learning
methods, so as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application ability of Chinese vocabulary and synonyms.
Key word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udanese students; synonyms; err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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