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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汉语教学》2020 年第 3 期论文摘要 

 

 

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汉语教学 
 

崔希亮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 

 

提要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给全球汉语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提出应该对这些影响进行科学理性的评估，并提出因应这种影响所采取的策略。

我们从检讨第二语言教学法和教学模式入手，探讨了在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环境下，

全球范围内的汉语教学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就汉语国际教育在当下和后疫情时代的发

展问题提出了因应策略。 

关键词  新冠病毒疫情  汉语教学  危机  对策 

 

 

 

 

 

疫情防控期间汉语技能课线上教学模式分析 

 

王瑞烽 

北京语言大学教务处 

 

提要  本文结合汉语技能课教师、外国留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以及教师和教学管理者

的访谈记录，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汉语技能课的三种主要线上教学模式进行了分

析。着重比较分析了录播教学模式和直播教学模式在人际言语交互实施等方面各自的

优势和问题，分析了录播直播并用模式的实施方式，并指出录播直播融合模式可能是

最适合汉语技能课的线上教学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基于录播直播融合模式、

汇集本学科优质师资和课程的汉语线上教学平台的构想。 

关键词  汉语技能课  线上教学  教学模式  汉语线上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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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简明汉语”》的研制及其若干思考 
 

汲传波 1                           李宇明 2 

1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2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 

 

提要  简明汉语的研制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急之需，亦是中国未来应急语言服务之

需。在借鉴简明日语、简明英语、汉语国际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 HSK 四级以上

汉语水平的在华外籍人士为主要服务对象，确定简明汉语词汇、语法及语用的具体简

化标准。通过复盘反思，提出了未来简明汉语研制的四点改进意见，希望能够把简明

汉语的研究和使用纳入国家语言服务的整体规划中，特别是建立简明汉语研发与使用

的体制机制法制保障。 

关键词  简明汉语  应急语言服务  简化标准  战疫语言服务团 

 

 

 

 

 

寄生范畴、敏感范畴和形-义关联度 

——以汉语事态范畴为例 

 

刘丹青    孙泽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提要  本文提出了“形-义关联度”的概念——语言形式和其意义的关系，按其强度大

小分为强关联、中等关联和弱关联。寄生范畴和库藏手段之间属于弱关联，体现了语

言形式和意义之间异常复杂的关系。文章全面深入考察了事态范畴在汉语各种范畴中

的寄生情况，发现事态范畴广泛寄生于汉语的众多目标范畴中，体现了汉语母语者对

其较高的敏感性，可被称为“隐性敏感范畴”。显赫范畴属于“显性敏感范畴”。 

关键词  形-义关联度  敏感范畴  寄生范畴  弱关联  事态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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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性构式的边界：边缘构例和变异构例 
 

彭  睿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提要  在一定共时平面，任何图式性构式都有一个范围模糊的“边界”。这种边界涉

及两种现象，一是图式性构式中以低核心程度为特征的“边缘构例”，二是在这些构

例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抽象意义已经出现变化的“变异构例”。边缘构例和变异构例

都具有语义上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的形成不仅可以归因于图式性构式历时扩展中语

义语用限制条件的不断变化，更主要地是因为扩展的多维度性。核心构例、边缘构例

和变异构例之间具有同形异义关系，说明图式性构式形式特征和意义特征演变具有可

分离性。 

关键词  边界  边缘构例  变异构例  多元性  多维度性 

 

 

 

 

 

从构式变化看情态副词“少说”的产生与发展  
 

董正存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提要  在汉语中，情态副词“少说”能够表达说话人对量化成分的估测，它并非由谓

词性偏正短语“少说”直接发展而来，而是受到类比化这一机制的影响，在“少也„„”

的基础上通过在“少”后添加认知义动词“说”而形成“少说也„„”，并伴随着副

词“也”的消失而最终词汇化为情态副词。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结构增扩和结构省

缩两种构式变化，表现为一个既“增”又“省”、先“增”后“省”的构式变化过程。 

关键词  情态副词  “少说” 量级  结构增扩  结构省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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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词“索性”的话语关联与情态验证 
 

赵春利    何  凡 

暨南大学中文系 

 

提要  本文以语义语法为理论指导，按照从话语到句子的分析顺序，运用话语逻辑、

句法验证与认知解释的方法，论证副词“索性”句“势迫顺为”的话语功能，并验证

“索性”的情态内涵。首先，在综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三点不足：话语关

联的界定不够精准、语法意义的提取缺乏验证、情感态度的解释缺乏逻辑。其次，从

话语功能、逻辑层次和语义功能三个层面勾勒“索性”的话语关联，并分别从形式标

记和语义功能两个角度论证外层转折和内层因果及其语义。再次，从认知的势迫性、

情感的不得已、态度的果断性和意向的自主性四个角度论证“索性”的情态内涵。最

后，从系统性角度看，话语关联会从宏观角度约束小句的话语功能及其关联关系，并

约束副词的情态内涵。 

关键词  势迫顺为  背景意图  无奈折变  外折内因 

 

 

 

汉语疑问代词“谁”表“疑问”和“任指”的 
韵律和听感特征比较 

 

王  萍    王晓雯 

南开大学文学院 

 

提要  本文对汉语疑问代词“谁”表“疑问”和“任指”的韵律和听感表现进行了系

统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谁”的“疑问”和“任指”两种功能在音高、时长和音

强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谁”的焦点信息的表达主要凭借句法手段，而不是语

音手段，“谁”在语句中表现为自然重音，而不是强调重音，表“任指”的“谁”则

有弱读的趋势。二者在感知上的差异集中在对语句“自然度”的评判上。 

关键词  “谁”  疑问  任指  韵律  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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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标注者一致性数据估计多义词义项区分度 
 

柏晓鹏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语文教育研究中心 

 

提要  多义词义项区分度指的是在实际语料中，人们为多义词选择合适义项的难易程

度。本文探讨了一种测量多义词义项区分度的方法，试图量化表示义项区分度。我们

认为，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多义词词典定义的不确定性：词典在定义多义词时缺乏强

一致性的标准，以及不同人对词典定义的理解是不同的。这使得一方面基于词典的研

究结果总是受到来自词典定义的挑战，另一方面研究者本身的主观性也多少削弱了研

究结果的可靠程度。本文利用标注者一致性作为衡量多义词义项区分度的指标。结果

显示，标注者一致性可以有效地表示多义词义项区分度，并且对进一步分析多义词义

项的区别特征有指示作用。而且，多义词义项区分度大小与词典定义的清晰程度以及

词频高低无关，而与区别特征与义项之间的映射关系有关，这也能够解释词典编纂者

与使用者之间的差异。 

关键词  多义词义项区分度  标注者一致性  Cohen’s Kappa  词义标注  多义词教学 

 

 
 

汉语区别词习得中的形义匹配关系研究 

——兼谈词类范畴习得的普遍性问题 

 

蔡淑美 1                         施春宏 2  

1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2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语言科学院 

 

提要  本文以汉语词类系统中的特殊范畴——区别词为例，从构式形义关系的角度系

统考察区别词习得中的形义失配表现和适配情况，并从形义关系匹配的参差性入手分

析学习者构式意识的发展层级。区别词习得的特殊性揭示了构式习得中的一般性问题，

对认识整个词类范畴的习得规律也很有启发。基于此，本文以区别词这个边缘现象的

习得为切入点来探讨词类范畴习得的普遍性问题，进而对基于特殊形义关系的构式习

得研究路径在偏误分析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做出新的思考。本文最后探讨了边缘

现象、特殊范畴的理论地位问题。 

关键词  区别词  形义失配  构式意识  词类范畴习得  普遍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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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汉语学习者语块识解研究 

——来自有声思维法的启示 

 

郑  航 1    张  妍 2    Melissa Bowles3 

1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  2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  3美国伊利诺伊香槟分校西葡语系 

 

提要  本文通过静默条件和有声思维条件下两个词语判断任务，分别考察高级汉语二

语学习者对熟语（大吃一惊）和匹配非熟语语块（大吃一顿）的识别与理解。研究结

果显示，母语者对语块的识别与理解程度基本一致，而二语学习者对语块的理解程度

则远低于对语块的识别程度：母语者对熟语和非熟语语块的识解同等熟练，而二语者

对熟语的识解水平显著低于对非熟语的识解水平。有声思维报告还呈现了学习者在语

块理解中的五类规律性错误。研究表明，结合有声思维法的混合型实验不仅能够测量

学习者的语块习得程度，而且能够揭示语块习得问题及其背后的原因，为教学实践提

供更直观的参考，是汉语二语习得研究的另一种研究范式。 

关键词  二语习得  语块  识解  词语判断  有声思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