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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孟加拉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成语

时存在困难，如：对成语的意义理解有偏差；成语搭配不清等

困难。并且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语法、语义上的错误。甚至

因不够自信而导致采取回避策略，选择自认为最有把握的普通

词语进行表达，还有大部分学生因为在学习和使用成语的过程

中遭受过挫折，导致他们形成“成语难”的观念。通过观察不

难发现，成语学习的困难在孟加拉国留学生中普遍存在。

近年来，关于汉语成语教学方面有不少研究，并且在本体

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但在很多方面仍有不足。关于留学生学

习汉语成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习得偏误研究和教学法研究。在

习得偏误研究上，魏庭新（2007）认为，留学生学习汉语成语

时常面临成语的意义不理解、句法功能不明确、搭配不清、活

用手法掌握不够等难题。[1]时建（2008）认为留学生在使用成

语时经常出现一些习得性偏误，而这些偏误往往是由于文化、

母语和目的语各自的特点等原因造成的。[2]成语语义、语法、

句法功能以及成语搭配方面典型的有洪波（2003）的《对外汉

语成语教学探论》等等。[3]在教学法研究上，苏月（2015）考

察学生学习态度及习得情况，提出从从文化导入及语素教学入

手实施教学设计。[4]徐永立（2018）通过分析留学生成语习得

情况及“HSK动态作文语料库”归纳出五类偏误等等。[5]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孟加拉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成语

时面临的难点与形成难点的原因并提供相应的学习和教学建

议，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孟加拉国留学生对汉语成语的理解

和运用。

1汉语成语学习难点的调查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孟加拉国来华留学生所学专业均与汉语

相关，包括曾经来华和正在中国学习的 35名留学生，其中

10.33%的学生通过HSK六级，48.32%的学生通过HSK五级，

20.65%的学生通过HSK四级，13.80%的学生通过HSK三级，

6.9%的学生尚未通过HSK三级。调查问卷包括对成语学习态

度和难点看法5题，成语的意义理解和偏差10道题，关于搭

配、感情色彩、句法功能、结构和灵活运用15题。发放问卷

35份，有效回收29份。

1.1孟加拉国留学生对汉语成语的态度

在对汉语成语学习的兴趣上，51.72%的学生对汉语成语

非常感兴趣，34.48%的学生对成语比较感兴趣，10.34%的学

生因成语难而逐渐丧失兴趣，3.45%的学生对成语根本不感兴

趣。在对汉语成语难点的态度上，65.52%的学生觉得自己对

汉语成语的搭配不清楚，48.28%的学生认为自己不能准确理

解成语的意义，44.83%的学生认为虽然了解成语的意思但是

不会运用，主要原因是不够了解汉语成语的活用手法和句法功

能，31.03%的学生认为不了解成语典故造成运用困难，此外

17.24%学生是其他原因。

1.2孟加拉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成语时的难点类型

对成语搭配不清楚。调查者中对成语搭配不清楚而造成汉

语成语学习困难的学生有65.52%，不清楚成语搭配的原因主

要有：贬褒混淆、对象不当、情景不符等。

褒贬混淆，对成语的褒贬色彩把握不当是造成成语使用过

程中出现错误的主要原因。选取HSK五级中的成语，褒义成语

和贬义成语各四个，请学生选出全部是贬义的一组。结果表明

60.86%的答案是正确的。有41.38%的学生把“精打细算”理

解为“小心眼”的意思。如“天伦之乐”孟加拉国留学生在学

习过程往往忽略它的使用对象，譬如说，“我一到周末就和好

朋友们一起玩，真是享受天伦之乐啊！”。虽然知道这条成语但

是使用对象不当。情境不符，汉语成语中也存在一些意思相

同，但使用情境不同的成语。如“急于求成”和“急功近利”，

有65.34%的学生选择正确，31.3%的学生选择错误。汉语成语

的感情色彩复杂是造成孟加拉国留学生学习成语较大困扰，以

孟加拉国学生学习成语的难点分析及应对策略
户江袆1 ALI MD YEAD（孟） 2

（1云南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2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汉语成语是汉语的精华，含有系统化的哲学理论。孟加拉国留学生对汉语成语的学习兴趣大，但不少学

生在学习和使用过程中常遭受挫折，因而形成“成语难”的观念。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采用问卷形式

对孟加拉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成语时面临的难点进行调查。然后，对造成孟加拉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成语时的难点进行分

析，可知：汉语语素和一词多义的复杂性、成语结构的多样性、汉语成语的灵活性、中孟两国的文化差异是主要原因。

最后，对于孟加拉国留学生汉语成语的学习和教学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汉语成语；孟加拉国留学生；难点；建议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9574（2022）19-00040-03

040



社会热点

2022年第19期

及在使用时不注意汉语成语的应用场景和对象，都是孟加拉国

留学生汉语成语使用的难点。

对成语的意义理解有偏差，48.28%的孟加拉国留学生认

为自己对汉语成语的意义理解存在偏差，导致学不好成语。如

“百闻不如一见”，有14位学生选择的是“听他人说的不管多

少遍都不如自己亲眼一次目睹的”，15位学生选择错误。被调

查者对学习过的成语掌握不牢固，存在一知半解的现象，遇到

这种现象时会根据所学知识来猜测，或者用跟母语中意思相关

的熟语来推测该成语。

对中国典故不了解，调查显示86.43%孟加拉国留学生表

示加强汉语成语背景故事的讲解对学习成语有显著帮助。如：

“磨杵成针”，有8位学生知道这个成语的背景故事且掌握正

确。如：“愚公移山”有13位学生对这个成语典故有所了解，

其中的12位学生的理解是正确的，而不知道“愚公移山”典

故的学生在使用时的错误率为89.33%。据调查结果显示，清

楚成语典故背景故事的孟加拉国留学生对成语的了解和掌握情

况是乐观的。而不明白成语典故背景的留学生对成语意思的理

解不够准确甚至会出现严重错误。

对成语的句法功能不明确孟加拉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成语

时，最常见的句法功能错误是本身不能带宾语时却带上了宾

语，如“侃侃而谈”作为谓语时后面可接带宾语，但是部分学

生由于对成语的句法功能不理解而在使用中常常犯错。本次调

查发现本身是形容词性的成语不能带宾语，却有部分学生常常

在其后带宾语如“吞吞吐吐、不屑一顾”等。

对成语的活用手法掌握不清成语活用手法是一种特殊也是

屡见不鲜的修辞手段，“一成不变”的汉语成语在运用过程中

面临改变其意义和结构的情况，以至于新的意义和新的用法改

变本来的感情色彩，就被视为汉语成语的活用手法。对汉语成

语活用手法掌握不清也是孟加拉国留学生在成语使用时面临的

难点。

2造成孟加拉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成语难点的原因分析

2.1汉语语素和汉字对应的复杂性

汉语中的单音语素、多音语素和多义语素大量存在，造成

孟加拉国留学生学习成语困难。例如：山、水、花、草、人等

为单音节语素；孟加拉、巧克力、喜马拉雅等为多音节语素。

汉语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汉字，汉字的多音多义现象经常会让

留学生不明白在成语中的语素应该是哪个意思，这是造成孟加

拉国留学生不愿意使用汉语成语的主要原因之一。

2.2汉语成语结构的多样性

与孟加拉国的“成语”相比汉语成语的结构复杂得多，我

们可以通过对孟加拉语中的“成语”和汉语成语基本结构的对

比来了解汉语成语的多样性和它的复杂性：

孟加拉语“成语”的基本结构有四大基本类型分别是：1.

单词结构，仅仅一个词汇的结构的成语如： （永恒不

变）、 （方寸已乱）、 （诚心诚意）等

等。2.连动结构： (切断）、 （殴打）。 3.

动宾结构： （眼花缭乱）、 （去

死吧）。4.补语结构： （助词），

（狼狈不堪）、 （鄙夷不屑）。5. 双名结构：

（难得一见）、 （难能可贵）等等。

汉语成语以“四字格”为主，也有三字和多字的情况。

“四字格”的成语可分为五种基本结构分别是：联合结构如

“无忧无虑”，偏正结构如“层出不穷”，动宾结构如“打草惊

蛇”，补充结构如“爱不释手”，主谓结构如“落叶归根”。还

有连谓结构如“画蛇添足”，兼语结构如“调虎离山”等。每

一类的结构又极为复杂，学习时很难准确把握，有些成语的结

构迄今为止连语言学家们都没达成统一认知，如“乱七八糟”

和“慢条斯理”等。而孟加拉语的“成语”结构简单，因此汉

语成语结构的多样性是造成孟加拉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成语时的

又一大难点。

2.3汉语成语的灵活性

众所周知，汉语成语的结构固定，但在使用过程中却是灵

活多变的。例如在感情色彩和一词多义上，如：“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中的“青于蓝”的“于”指的是介词，可译为“比”，

而“胜于蓝”中的“于”指的是“从”。此外，它在语言运用

中一直充满着谐趣幽默、艺术感染力、生动形象等等功能而这

功能对于它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由此可

见成语中词汇的灵活性多么复杂。

2.4中孟两国间的文化差异

中孟两国在地理环境、风土人情、语言表达、文化观念等

方面都存在差异。孟加拉语属于印欧语系，有33%的词语来源

于古印度的梵文，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孟加拉文化起源于

Buriganga大河两岸，在历史上曾遭英国、葡萄牙等家的殖民。

中国古代也是内外战争频发，因此受历史背景影响，两国文化

差异大。文化差异造成孟加拉国留学生不能理解汉语成语独特

的文化内涵。

3针对孟加拉国留学生成语学习和教学的建议

3.1重视成语功能和语义教学

汉语成语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结晶，在教学中若缺乏有效

地引导，汉语成语的学习就很容易变得枯燥乏味，因而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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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要格外重视汉语成语的功能和意义。在教学初期需注意

学生的可接受度，切记把成语的各种功能和意义全盘托出，注

意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学习兴趣，成语教学时可利用汉语成语

“形象具体”的优势进行教学，如：以貌取人、坐井观天、画

蛇添足等，从而促进留学生对成语功能意义的理解。我们还可

以兼用成语的其他优势来教学，如：言简意赅、易学易记等等

优势。

3.2加强成语背景故事的讲解

如果想对成语运用自如那么了解成语典故才是对症下药，

尤其是含有比喻义、引申义的成语。加强成语背景故事的讲

解，一方面可以帮助孟加拉国留学生轻而易举地理解其意义，

另一方面促进他们在学习之后得体地运用。同时也可避免枯燥

乏味的文字讲解，使孟加拉国留学生意识到成语都含丰富文化

内涵和哲学道理，如：“他经常仗着自己的爸爸就狐假虎威”

其中的“狐假虎威”学生们虽然知道每一个词的意思，但还是

无法理解其意，直接翻译成“假的狐狸，老虎的威风”，知道

了典故出处之后才恍然大悟。汉语成语流传至今，不了解其背

景典故难以正确掌握其含义和用法，55.17%学生觉得加强成

语典故讲解对学习汉语成语有很大的帮助，37.93%学生觉得

加强成语典故讲解对学习汉语成语比较有效。

3.3注意对比汉语成语和孟加拉国熟语的异同联系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不仅是学习语言文字更是了解中国文化

和价值观念，领略目的语国的风土人情，在学习时学习者常常

由于文化差异和风土人情不同而产生困惑。熟语是人们在生产

生活中约定俗成的，熟语既能体现本民族的个性又兼具不同民

族的共性，世界各种语言中有许多形式不同含义相似的熟语，

汉语和孟加拉语也不例外，如：汉语成语中的井底之蛙、一举

两得等，在孟加拉语中可以找到对应。

但也要注意两国熟语中的区别。一些字面意思相同的词

汇，内涵意义却不同。如；“ ”（聪明）在汉语中是褒

义词表示某人智力发达、记忆和理解能力强，但在孟加拉语中

当面说“ ”（聪明）是骂人的意思。所以孟加拉国学

生在学习汉语成语之初面对不同文化内涵的词汇不知所措。因

此在教学过程中需把该类的词汇联系、对照起来讲解，帮助学

生记忆和区分。

3.4注意汉语成语的感情色彩的理解

汉语成语的感情色彩相当丰富并对成语意义的理解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汉语成语从意义角度划分可分为：理性意义和

色彩意义。掌握成语的色彩意义在成语学习过程中至关重要，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描写汉语成语感情色彩的演变

过程，区分贬义性成语、褒义性成语、通用性成语，分不清成

语的感情色彩在运用时很容易产生错误，尤其会导致应用对象

不当和情景不合适，如：在惊喜的场合中运用“出乎意料”，

分不清汉语成语的感情色彩不仅不能正确把握其意反而在表达

时很容易产生尴尬。总而言之，正确把握汉语成语的感情色彩

有助于恰切地理解和使用成语。

4结语

汉语成语来源丰富，拥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对孟加拉国

留学生来说学好汉语成语不仅能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在一定程

度上可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另外，汉语成语大多是四字结

构，语义丰富且简单精炼，对留学生来说，同样能够提升其口

语和书面表达的水平。因此，孟加拉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

程中不可忽视成语的重要性。

对于在中国学习的孟加拉国留学生而言，汉语成语的他们

学习中的重难点。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了孟加拉国

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成语方面遇到的困难，并根据困难追溯其原

因且提出相应对策。希望能够为孟加拉国留学生提供有效的帮

助，促进他们更好地学习成语并提高汉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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