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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视角下的语言对比研究综述
纪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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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回顾、梳理汉语国际教育视角下的语言对比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呈现相关研究在理论建设研究、语言内部对比研究、

教学难点研究等各个不同侧面的基本发展状况，以此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汉语教学；语言对比

【作者简介】纪宇婷（1993-），女，汉族，云南人，助教，文学硕士，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教育学院，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74（2022）12-000211-03

一、引言

语言对比属于对比语言学范畴，即对两种语言在语音、词汇、

语法、语用等各个层面上的情况进行比照，以寻找异同，并探究

差异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语言对比研究对于第二语言教学的重要

意义毋庸置疑。在对比语言学史上，将对比研究成果运用于语言

教学或许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对比语言学的代

表人物拉多（RobertLado）致力于以教学为服务对象的语言对比

研究，认为语言间的“异同”是学习外语“难易”的决定性因素。

吕叔湘先生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一文中简明扼要地肯定了对

比研究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我们教外国学生，如果懂得他的

母语（或者他熟悉的媒介语），在教他汉语的时候，就能了解他

的需要，提高教学的效率。”①探讨汉语国际教育视角下汉外语言

对比研究的发展状况，呈现语言对比各个层面上较有代表性的研

究成果，促进研究成果进一步服务于汉语国际教育，应当是一项

有意义的工作。本文将相关研究成果粗略地分为理论建设研究、

语言内部对比研究、教学难点研究三个部分进行考察。

二、理论建设研究概况

该类研究主要论述对比语言学、对比分析与对外汉语教学的

关系，指出对比研究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策略及具体路径，或

指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运用对比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

如黄国营（1988）区分了结构对比语言学（语言结构内部的

对比）和功能对比语言学（语言交际运用的对比），认为语言的

结构对比可以从语音结构对比、词义结构对比、句法结构对比

三方面入手；而语言外部的对比，即语用对比（如称呼使用的对

比），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对比的社会语言学。

赵永新（1994）肯定了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对比的积极作

用：开展汉外对比研究，有利于探讨各种不同的自然语言的内在

规律，揭示其共性和特性，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掌握汉语的特

点和规律；有利于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有利于编写更适用、

更具特色的对外汉语教材。

俞约法（1991）追溯了对比分析、对比语言学的发展源流，

梳理了对比语言学或对比分析在外语教学中的研究情况。他清醒

地指出，“对比分析固然值得高度重视，但其作用仍有一定的局

限性”②，反对将语言对比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预估语言错误的

万能武器，因为语言错误并不都是由于母语干扰或两种语言之间

的差异造成的。

于树华（1989）以汉语和法语为例进行对照，指出编写对外

汉语教材时应在生词翻译、语法讲解方面充分运用语言对比分析。

并提出需要注意针对不同母语的学生进行不同的对比分析、语言

对比分析应贯彻以讲解汉语为主的原则等问题。

以上研究中提出的观点对当今的国际汉语教学实践和学科建

设仍然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经过几十年的学科发展，以往研究

中几乎成为共识的一些问题——如：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是

否真与教学中的难点一一对应？仅对汉语和外语在语言结构层面

上的异同作对比分析是否真正有益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

已经有了新的解答。如潘文国（2020）指出，二语教学中的语言

对比主要体现在语言本身的对比和语言教学法两方面的对比上。

前者即对汉语和某种外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子项目进行细致

对比，找出两种语言在结构上的差异性（也是传统对外汉语教学

领域内语言对比研究中的主流③）。他认为，该类研究对于语言教

学的作用十分有限，也由此逐渐被偏误分析研究所取代。因此，

对比语言学研究要重视语言教学法尤其是“学法”的对比，充分

考虑教学对象的语言背景及其与目标语的关系，做到“分别研究、

区别对待”。

三、语言内部对比研究概况

语言内部结构上的异同对比分析主要从语言内部结构的不

同层面入手展开细致研究，如对汉语和外语进行语音、词汇、语

法、语篇、语用等方面的对比分析，找出异同和特征并进行概括

或描写，再有针对性地将其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某一侧面（如

语音教学、词汇教学、语法教学等）。特点是研究成果实践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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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能够很快地转换为教学法，对国际汉语教学有着较为明显

的指导作用。本文仅选取各个语言层面上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

章为例进行梳理。

（一）词汇对比

主要从汉外语言的词汇系统、构词方法、构词能力、词汇

意义、词汇的文化内涵等方面展开对比分析。

例如，李晶（2005）以计量分析的方法对比分析了汉语、

日语中含有身体词汇的惯用语，寻究两种语言的惯用语在表示

部位、语言形式、表达含义等方面的异同，并从国际文化交流、

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角度分析了这些异同产生的原因。

于海阔、李如龙（2011）从词汇的理据性（即“词汇形式

和意义结合的可分析性和可释性”）这一角度切入，分别对英语

和汉语中的单纯词与合成词、上位词与下位词进行了对比，发

现汉语词汇的理据性整体上来说强于英语词汇，且存在汉语中

上位词较发达、英语中下位词较发达的现象；另外，汉字虽然数

量繁多，但常用字相对固定且构词能力较强。由此，作者认为，

对外汉语教学应当遵循“字本位”的教学法，如：“可将字形简

单、字义容易理解、构词能力强又兼作部首的一些常用独体字

教给初学者”④，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效果；对于大多数

双音节词或合成词应当采用语素分析法和语素类推法，帮助学

生掌握汉语词汇的生成规律。

也有学者从词类角度对汉外语言的词汇进行分类对比。较

新的研究成果如蔡银娟（2021）总结了汉语和英语中的量词存

在词性、用法、数量、语用功能等方面的差异，其中，汉语量

词使用上的灵活性和功能性尤其值得国际汉语教师和汉语学习

者注意。

（二）语音对比

语音的对比分析对语言教学而言是最直观、最易于操作的

部分。因其体系庞大、素材繁多，该部分的研究成果以硕博论

文居多，且显现出较明显的向汉语教学实践转化的倾向。从期

刊文献来看，语音对比研究多以偏误分析的形式呈现。

许光烈（2006）从音位、音节、句篇三个层次对英语和汉

语的语音进行了简要对比，并指出语言的对比不仅是教师的工

作，学生也可以进行对比分析。换句话说，教师可以在汉语教

学中引导学生主动对自己的母语和目的语进行适当的对比分析。

陈晨、李秋杨（2007）从元音系统、辅音系统、声调系统

三个方面对汉语和泰语的语音差异进行了对比，总结了二者在

元音、辅音、声调上的异同和特征，并以此为依据研究了泰国

汉语学习者在语音学习上因受母语影响和汉泰语音差异呈规律

地出现的偏误问题，如舌位不稳定、清音浊化、去声拖沓过长等。

也有学者从学习主体的对比角度研究了母语语音特点对学

习汉语的影响。如庞玉丽（2010）对比了汉英、汉日、汉韩语音

上的主要差异，并运用迁移理论分析了不同母语的汉语学习者

受到母语干扰而在汉语声母、韵母、声调方面出现的正迁移和

负迁移现象。由此，语音对比部分不再局限于汉外两种语言的

具体比照，而把这种对比延伸到了不同母语学习者的维度。对

于包含多元背景学习者的国际汉语课堂具有可借鉴性。

近年来，仍有学者在继续进行汉外语音对比方面的研究，

但研究的主题、内容和方法呈现出新颖性。例如，陈红（2019）

指出韵律特征的掌握情况会影响二语学习者在连续语流中的交

际效果。因此，她从重音、节奏、声调和语调三个方面对汉语

和英语的韵律特征进行了系统性的对比，并提出当前的英语教

学应依据汉英韵律特征上的差异调整教学目标和重难点，改进

教学手段。虽然该研究属于英语教学领域，但对于面向英语母

语的汉语学习者进行汉语教学的情形，仍然具有一定启发性。

（三）语法对比

我国的汉外语法对比研究可以追溯到 100 多年前马建忠先

生编著的《马氏文通》，但国际汉语教育视角下进行的语法对比

研究的兴起大致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如 1986 年，王还在《有

关汉外语法对比的三个问题》中指出了在对两种语言的语法进

行对比和比较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分清语法概念

和一般的思维概念，二是同一语法术语在两种语言中所代表的

内容不会完全相同，三是同类词在不同语言的句子中功能不完

全相同。这些观点对于语法对比研究和国际汉语教学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在今天看来仍是很有价值的。

正如学者贾钰（2000）的梳理：2000 年以前对外汉语教学

领域内的汉英语法对比研究的主要成果大致可分为八十年代和

九十年代两个阶段。八十年代是汉外语法对比研究的起步期，相

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和汉语的词类、虚词、句子成分、被动

式等方面的对比上；而九十年代出现了更加多样化的研究成果，

如：语序对比研究的开展，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的多元化，对语

义分析和解释性分析的加强等等。

近年来，语法对比研究仍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

出现了许多集中力量对汉外语法体系中某一侧面或语法问题作

深入剖析和对比的研究成果，如李金满（2010）、柯伟智（2012）、

丁志斌（2014）进行的语序研究。又如，别红樱（2015）以日本

的汉语学习者中介语预料为研究对象，对学习者出现的代词、疑

问词、数量词、助词等词类的语序偏误，以及状语、补语、谓语、

定语等句法成分的语序偏误，进行了详实地分类统计，并据此

进行了新型语序教学法的对照实验。

另一方面，也有借助语言类型学、认知语法、构式语法等

多种研究视角开展的语言对比研究，如徐维华、张辉（2010），

王和平（2012），盛文忠（2014），施春宏、邱莹、蔡淑美（2017）。

以认知语法视角下的语法对比研究为例。张翼（2019）借助认知

语法中较新的“基线——加工模式”理论，对汉语和英语中无

空位关系结构在语序、适用范围和语义解读上的差异进行了描



213
2022 年第 12 期

◇
教
研
平
台
◇

写和解释，还进一步明确了前沿理论工具与语言对比的具体研究

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

四、教学难点研究

从语言对比中提取第二语言教学难点的研究由来已久。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学者注意到了汉外对比与汉语

学习难点之间的关系问题。如阎德早、邓崇谟（1983）认为在对

外汉语教学中，对两种语言进行比较是帮助学生克服难点的有效

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帮助教师有的放矢地安排教学内容、环节

和确定讲练的重点；也能够使学生易于接受，从而引起学习兴趣，

培养判别能力，并自觉地排除母语的干扰。

进入二十一世纪，该问题的关注度依然不减。如，戴庆厦、

苗东霞（2008）肯定了提取难点在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从多个

不同角度对难点进行了分类，认为主要可以从偏误（包括泛化、

错误类推、遗漏、回避等）和语言对比两个方面来提取难点。同

时也需要对目的语中相近的语言现象进行对比，关注韵律特点和

认知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季安锋、蔡爱娟（2013）通过对汉语和印尼语语音系统中的

辅音、元音和声调特征作对比，总结出印尼学生在习得汉语语音

系统时可能受到母语的负迁移影响，导致诸多困难，如难以区分

送气音和不送气音、难以发出撮口呼韵母等问题。并针对以上难

点提出了对印尼学生进行语音教学的建议。

吴乐雅（2016）基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对留学生使用

虚词“为了”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发现留学生存在较为严重的

“为了”与“因为”混用，“为了”与“为”混用的情况，由此

对两组虚词在语句中实际用法上的差异进行了细致剖析。汉语作

为典型的以语序和虚词作为主要语法手段的语言，与留学生母语

语言类型上的差异带来了虚词这一类的教学难点。相信在今后的

研究中仍存在对此类难点的具体教学策略作更深层次的研究与论

证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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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引自吕叔湘《通过对比研究语法》（1992）一文。

②引自俞约法《对比、对比分析，对比语言学和外语教学》（1991 年）一文。

③括号内为笔者的观点。

④引自于海阔、李如龙《从英汉词汇对比看对外汉语词汇教学》（2011 年）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