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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燕文 

本科 志愿者 南师大孔院本部 

第一章  汉语国俗词的定义与分类 

一、汉语国俗词的界定 

国俗词，顾名思义，就是具有显著国家或民族特色的词语。国俗词是

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

政治和经济制度、宗教信仰、习俗和习惯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体

现。 

王德春先生在《国俗语义学略论》（1993)中是最先把汉语国俗词语作为单

独的概念提出来的。王德春教授所作的定义为：“所谓国俗词语就是与我国

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风俗有关的，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词语。简而

言之，即具有国俗语义的词语。”这个定义解释了汉语国俗词语的内涵、范

围以及它所反映的民族独特文化的特征。 

梅立崇先生《汉语国俗词语刍议》（1993)从比较研究角度出发，认为

民族文化的个性是与其他语言相比较以后的产物，从而给国俗词下了这样的

定义：所谓国俗词语，就是别的语言中无法对译的词语，或者说是别的语言

中很难找到与之完全对应的“非等值词语”。 

有关汉语国俗词语的界定很少，普遍使用的是王德春先生和梅立崇先

生对汉语国俗词语的定义。 

二、汉语国俗词的分类 

汉语国俗词语的分类标准有多种，其中较有影响力的分类方式为王德

春、梅立崇、刘晓娟等多位学者的分类方式，本文以梅立崇先生的分类方式

为参考标准，将汉语国俗词语分为五大类：名物词语、制度词语、熟语、征

喻词语、社交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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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物词语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是中国在

特殊时期特有的事物名词，很多国俗名物词语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不仅是

历史物质文化名词，也是一个时代印象、时代精神的代名词。主要表现在节

日习俗、服装服饰、文艺作品、 用具器物、地名、人名等方面。 

制度词语反映我国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朝代针对经济、政治、文化等代表性的

制度而产生的名词。如中国古代政策制度类名词科举制、郡县制、井田制、

宫刑、探花等。 

熟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在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了具有特定含义且意

义具有稳定性、整体性特点的词语，熟语是汉语国俗词语中重要的组成元

素，主要包括：成语、歇后语、谚语、惯用语等。 

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信仰，渴望生活幸福平和、万事如意；倡导

坚强、不屈、高尚、廉洁的道德观；国家精神层面倡导自由、民主、国家繁

荣和富强。这些观念由特定的词汇来表示，除了表面浅显的意义外，还带有

一种强烈的文化信息，像这类词语，称之为征喻词语。 

社交词语具有广泛的应用，包括问候、道别、谦卑、尊敬等，主要功

能是传递自己的情感和态度，为了维护或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在历史发展

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也具有重要的民族特色。 

第二章  《发展汉语》教材中国俗词语情况分析 

《发展汉语》综合教材，由北京语言大学编写，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使

用较为广泛的一套教材。教材的词汇量是衡量一个语言学科难易程度的基本

指标，《发展汉语》教材版本较多，本文选取《发展汉语》中高级综合教材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进行词汇量的大概统计分析。 

黄远振先生在《汉语国俗词语的理据理论与词汇统计》中对汉语国俗

词语进行了统计，指出常用的汉语国俗词语的数量为 3000个左右。《发展汉

语》系列丛书，相对来从初级到高级所有教材中汉语国俗词语的选用量适

中，具备示范性和科学性的特点。从分析来看，汉语国俗词语在文中出现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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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较高，具有明显的重复性。本文对《发展汉语》中、高级教材进行了初步

统计。 

名物词语主要有护身符、围棋、越剧、京剧、戏曲、唱腔、旗袍、除

夕、初一、拜年、拨浪鼓、少林寺、拜天地、吊唁、繁体字、京腔、陀螺、

庙、故宫、紫禁城等，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的社会文化。 

制度词语有革命、土地政策、右派、女民兵、四人帮、宰相、合作

社、大锅饭、三民主义、下乡、闯东北、红卫兵、劳模、黑五类、红五类、

富农、反革命、地主等，以政治和经济制度、政策为主。 

熟语数量较多，有顺理成章、人来人往、一帆风顺、无所不谈、心灰

意冷、意味深长、五花八门、七上八下、不以为然、寸土寸金、功夫不负有

心人、乐此不疲、晕头转向、筋疲力尽、笨鸟先飞、顺其自然、恋恋不舍、

夸父逐日、不管三七二十一、迫不及待、喜气洋洋、不谋而合等，包含了成

语、谚语等。 

征喻词语有限，主要有梅花、荷花、菊花、兰花、红娘、蝙蝠等。 

社交词语常见的有叔叔、阿姨、同喜同喜、受累、请便、高寿、欢迎

光临、请慢走等。 

第三章 关于国俗词跨文化教学的策略与建议 

一、教材编写方面 

教材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也是学生学习汉语的主要参

考。因此，教材是影响国俗词教学的主要因素。本文从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

角度，针对现有教材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在教材中适当增加汉语国俗词的数量 

词汇是语言的基石，汉语国俗词语是中华文化的反映，是历史文明、

民族灵魂的载体，增加汉语国俗词语的收录量，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的学习

感受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体验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从而提高对汉语学习

的兴趣。通过对《发展汉语》中国俗词语统计研究，我们发现诸如此类对外

汉语高级阶段教材生词表中汉语国俗词语的收录量还是相对较小，因此，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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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增加汉语国俗词语的收录量是完善教材编写的重要举措。在选取国俗词语

时，要以科学的统计为参考，结合学生的需求，反映时代的变化，剔除落后

的、消极的、片面的词汇，能够在展现中华文化的同时，让学生更加了解中

国，为汉语学习提供帮助。 

（二）多样化编写教材中的汉语国俗词语 

在《发展汉语》教材中，有几篇以“民间传说”“成语故事”为主题

的课文，这些内容与我国历史、文化、风俗密切相关，并且包含许多汉语国

俗词语。这种编写方式将国俗词语融入到了课文中，加深了学生对所学词语

印象，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汉语国俗词的深刻含义，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

在课文编排方面，不能仅仅在课文中孤零零地出现一两个国俗词语，而是需

要给学生铺垫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从而深化学生对国俗词语的理解。我们

可以采用不同“文化主题”模式的编写方式，将课文分为不同的模块，如

“传统节日”、“历史故事”、“民族风俗”模块等，在课文内容或知识讲

堂中介绍关于有关的背景知识等，增强每章每课之间的联系性，形成完整的

体系，从而达到提升汉语国俗词语学习效果的目的。 

二、教师教学方面 

大多数汉语教师对国俗词的教学不够重视，只把国俗词作为一般词

汇。因此，在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国俗词的教学效果不容乐观。因此在

对外汉语教材中改进编写模式的同时，对教师教学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汉语国俗词语的对比性教学 

国俗词对中华民族独特文化的反映并不能够完全被翻译成其他语言，

与其他语言有很大不同。而两种语言差异性越大，越能够在对比中展现不

同，让学生感受到国俗词语独特的文化含义。因此，在国俗词的课堂教学

中，教师可以引用英语或学生的母语来解释和区分中国民俗词的相同或相似

的含义。将学生难以理解的词汇转化为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减少文化差异

造成的沟通冲突，提高国俗词的教学效率。如在教授“除夕”一词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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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方的“圣诞节前夜（Christmas Eve）”对比，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节

日中这个词的具体含义。 

（二）创造合适的情境和语境 

词的学习与句子密不可分。与一般词汇相比，国俗词也带有民族的文

化和风俗，所以只有在老师创造的特定语境中，学生才有机会去正确理解并

运用、掌握每一个国俗词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先解释文化背景，然

后将国俗词的教学应用到实际对话中。通过特定的语境，学生可以更容易地

理解词汇的含义。创造有利于国俗词教学的情境和语境，不仅可以使词句不

分离，而且可以实现词义与语用教学的协同作用。让学生准确理解单词的含

义，加快学生对单词运用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让学生更好地参与课堂，从语境中推断出词汇的意义，增强国俗词学习的乐

趣和热情，加深学生的印象。 

总之，国俗词是民族传统文化与汉语词汇相结合的典型代表，是不能

用其他语言翻译的特殊词汇。在中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它承载着中华民族

独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在将汉语作为外语教学中教授国俗词尤为重

要。在学习国俗词时，学生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只有

通过改进教材编写和教师教学两个方面，才能促进国俗词语教学效果的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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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CROSS-CULTURAL TEACHING  

OF NATIONAL CUSTOM-RELATED WORDS 

(ON THE MATERIAL OF THE TEXT-BOOK “DEVELOPING CHINESE”) 

Chinese folk words are the crystallization of its national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folk 

word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folk words. In addition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re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folk 

words.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aching effect of Chinese folk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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