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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复现在商务汉语教学中的实施 ①

丁俊玲
（上海财经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８３）

摘　要：商务汉语词汇教学规划和实践中，应重视词汇复现以达到教学目的。以复现为形式建立目标词汇的途径
有：某一课的横向提取、全书的纵向提取、课堂与现实生活互为强化等；在此前提下，可通过三种方法实施词汇复现：以词

义为聚合的词汇构建、以搭配为应用的词汇提取、以句子为单位的词汇加工。教学中对词汇进行多层面的复现，行之有

效，有助于词汇的识记、掌握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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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是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交际的关键，词语教学自始至终都应该放在

语言要素教学的中心位置，商务汉语作为特殊用途的汉语，其教学任务之一是要求学生掌握一定数量用

于商务情景方面的词汇并能准确得体地进行交际。因之，亟待在教学中探讨合适的词汇教学方法，以达

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以笔者教授商务汉语的经验，认为商务汉语词汇教学规划和实践中，应重视词汇复

现，并积极探索和实施词汇复现的方法。

１　以复现为形式，建立目标词汇
词汇复现是指具有同一形式或同样语言意义的词汇在学习材料中两次或多次出现的情形，复现次

数的多寡是衡量词汇重要性的一个主要标准，词汇复现的次数越多，表明该词汇越重要。在商务汉语学

习中，并非所有词汇都同样重要，学习者没有可能也没必要掌握全部词汇。对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检验虽

有《商务汉语考试大纲》作参照，并作为商务汉语考试（ＢＣＴ）准备的依据，但考试并非学习的唯一目的。
在学习者面对大量学习材料不知如何取舍时，需要教师对词汇有针对性地合理选择，以筛选出重点学习

的目标词，以词汇复现为形式即为选择出目标词的重要一途。

《商务汉语金桥·中级阅读》［１］在商务汉语教材中起步较早，２００３年由北京大学出版，几年来连续
再版，在业界有一定影响，主要涉及办公室事务、电子商务、国际贸易、股票、投资等，编写中已融入重视

词汇复现的教学理念。针对学生究竟应以哪些词作为学习目标的困惑，教师可从《商务汉语考试大纲》

中随机抽取几个词，对其在学习材料中出现的次数加以统计并列表展示，以具体可感的形式，引起学生

对复现次数多的词汇的关注。如“亏损”已收入商务汉语考试大纲，在本书第２课生词表中也已标出，在
课文中出现２次，在练习中分别以选词填空、句意理解、造句等形式出现４次，复现次数多。而其反义词
“赢利”在该课生词表、课文、练习中共出现６次，后又在第７课和第８课中再次出现。再如“份额”一词
在第６课词汇例释中给出了详细的解释和用法，在本课出现８次，此外在全书出现９次，而相关词汇在
全书中出现的场合和次数则不计其数，仅“额度”一词在第１０课即出现达１２次之多。教师在教学中对
这些多次复现的词汇有意识地加以关照，必会引起学习者的重视。

在列举出这些词时，并非纯粹孤立地以词汇的形式，而是具体到课本某页、某句话中的某个词，从而

告知学生在商务情境中这些“常用词”并非空穴来风，而确是在文句中屡屡出现的。虽然一方面教材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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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意增加了词汇复现和训练的场合，但另一方面，某一词语嵌合在不同篇章中频频出

现也说明了该词的重要性。因此，教师对这些常用词进行提取并作为学习目标就显得很有必要。

除了对教材中多次复现的词汇进行某一课的横向提取、全书的纵向提取，还可有针对性地从非教材

的某一篇章中标示出一个词，进而返回课本去找；反之，在课本上学到一个词，还可以从报纸、网页上的

句子中找出对应词，让学习者大量接触目标词汇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在此过程中互为佐证，反复

强化，目的在于以复现的形式建立起目标词汇作为语言习得的重点，使学生学习的目标明晰化。

２　在具体教学中实施词汇复现的方法
词汇的习得是动态、渐进、循环的，只有在学习材料中反复再现才有可能被真正掌握。有意识、有计

划地增加词汇复现次数对词汇习得很有必要；加之，词汇习得并非一劳永逸，遗忘是词汇学习中的普遍

现象，即便是已掌握的词汇，在不同语境中多角度的重复再现也能防止遗忘的发生。但遗憾的是，遍观

现有的商务汉语教材，没有任何一本教材列出显性的词汇复现表，词汇复现在具体教学中如何实施更乏

善可陈，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尝试运用以下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２．１　以词义为聚合的词汇构建
汉语词汇和词义之间有一定的系统性，这体现在词义的上下义、反义、同级、整体与部分的语义关联

上。根据语言学习的规律，在语言学习中，以词义为聚合的词汇复现有助于学习者把新词汇和已知词汇

结合起来，进而建立起丰富的词汇语义网络，使词汇的记忆和运用更加系统化。

如学习“股市”这一知识点时，板块—银行股、钢铁股（上下义），阴线—阳线（反义），上交所 －深交
所（同级），大盘—个股（整体与部分）就体现了词汇的系统性。此外还可加上词汇的联想义，如学到“幅

度”一词时，提醒学生回忆以前学过的与它类似的词，并到课本中标示出来，如增幅、涨幅、跌幅等，其中

涉及到的同义辨析诱发学生复习和学习别的词汇，同时将所遇到的生词和已掌握的词整合起来，新词汇

自然而然融入到已熟知的词汇系统中，使新词汇与已学过的词汇形成聚合而系统化。

构建词汇语义间的关系也符合美国语言学家 Ｃｏｌｌｉｎｓ和 Ｌｏｆｔｕｓ针对心理词汇的语义表征提出的层
级网络模型和激活扩散模型，即“在大脑中储存的每一个词都用节点来表示，节点与节点之间是通过词

的语义联系而相互连接的，从而在大脑中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网络结构”［２］。如提及“反倾销”这个

概念时，“倾销幅度”“反倾销税”“公平价格”“惩罚关税”等词汇被激活后，继而再以复现的方式进行及

时的反馈和强化，以多次重复保持识记。再以“招”为例，可先纵观全书罗列出文中的原句：“为了实现

低价，沃尔玛想尽了招数”（第５课）；“节约仓储费用的重要的一招，就是大力节约开支”（第６课）；“买
房贷款蕴藏学问，六招降低借款成本”（第１０课）；此后，教师再根据词汇语义的系统性，同时及时补充
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易学易用词，为保证显现目标词的重要性，在详细解释词义并以句子例释后，可随

机从即时的财经类报刊上摘取几个现成的句子多次复现，以帮助学生对词汇从形象感知到理性领悟，逐

步强化稳固，使学生加深对词汇的记忆，达到交际效果。

２．２　以搭配为应用的词汇提取
搭配通常是指语言成分之间的横组合关系或共现关系，即哪些词可以与另一些词搭配使用或共同

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任何语言里，词语搭配都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汉语中，尤其突出。更不可忽视的

是，由于比单词更强的语用功能，搭配的提取和运用可使表达具有更强的可接受性。特别是对于留学生

来说，由于母语的影响造成的搭配错误很常见，如果学习者能获得足够的关于词汇搭配方面的信息，就

能帮助学习者恰当地使用该词。所以，教学中面对大量原初的语言材料，就要求教师能从句子中提取常

用的搭配，归类总结后反复再现。

如学习到形容词＋名词的搭配，则可总结出同类的搭配如严峻的考验、难得的机会、强烈的对比、激
烈的竞争等。商务语境中动词＋名词的搭配常用又多见，如仅表示在整体中的地位的动词 ＋名词的搭
配就有排座次、居榜首、居首位、登上（稳坐）第一把交椅等等。

在复现词汇搭配时，如能借助于句子，把搭配放在具体的商务交际情境中去观察和分析，则更易掌

握，亦即教师以包含词汇搭配的句子为载体，重现课本上出现过的句子，如“跟上＋时代”：“你不跟上时
代，时代就会淘汰你”（第２课），“沃尔玛迅速跟上时代步伐，利用新技术为自身发展服务”（第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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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努力”：“她们在公司顶层能站住脚，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第１课）；“付出 ＋代价”：“不管我
们付出的代价多大，如果我们赚了很多，就应当转送给顾客”（第５课）。特别是搭配能力强的动词，其
正义—反义—近义往往与许多名词组合在一起。如：“维护＋利益”：“合格的管理者就应该从维护公司
利益的角度出发，积极处理这些事情”（第２课）；“维护＋格局”：“这场诉讼实质上是欧洲跨国公司遏制
中国彩电企业、维护原有格局的重要手段”（第７课）；“侵害＋利益”：“中国的打火机销售到欧洲，并没
有侵害欧共体的利益”（第６课）；“损害＋形象”：“垃圾邮件将大大损害发送者的形象”（第４课）。同
时，也应提醒学生注意动词＋名词搭配时，名词提前、动词置后的情况，如：“管理者要主动承担艰巨的
任务”，换言之则是“如果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管理者就更应主动去承担。”

如此，通过在句中对搭配的提取，将搭配融合于句子中反复重现，学生往往印象深刻且记忆时间长，

更重要的是能使学生学会在句中遣词，建立自动获取词语搭配的能力，顺带记住的某一句话使其深切体

验到汉语言的应用能力，在运用中使表达更地道和得体。

２．３　以句子为单位的词汇加工
句子是语言的基本表述单位。上文提及词汇复现可通过在句中提取词语搭配来实现，可说是关注

于句子形式的、词汇的直接复现。但某一词语非常重要而又在学习材料中难以保证以原形多次出现时，

就需要教师适时变通、灵活运用，有创意地对词汇进行加工来提高复现率。

一方面，可通过句意的转化达到词汇复现。如在确定“跳槽”为目标词后，学生先学习到句子 ａ．
“中级秘书一般不轻易跳槽”（第１课），其后又接触到句子 ｂ．“应届毕业生在公司转了两个以上的部
门，才最后根据个人喜好与实际能力固定在某一岗位从事具体工作”（第２课），教师可顺次加工出句子
ｃ．“应届毕业生因为在公司流转了两个以上的部门，并且新的岗位符合个人的喜好与实际能力，所以他
们不轻易跳槽。”这样以跳槽的原因为基点，通过句意，加工出含有目标词“跳槽”的句子，使学习和复习

互融，确保词汇复现和学习者能高效记忆和应用。

另一方面，可通过设计问题达到词汇复现。如句子 ｄ．“电子商务是一种革命性的现代商务模式，
我国制药行业就进行了可贵的尝试”（第４课），教师顺此设计出 “为什么这种尝试是可贵的？”问题后，
自行回答句子ｅ．“因为电子商务作为革命性的商业模式，有一定的风险，需要冒险和知难而上的精神
才能做到”。而“冒险”和“知难而上”分别在之前的课文中已出现过，见句子 ｆ．“金领们善于独立解决
问题，富于冒险精神”（第１课），句子ｇ．“不论事情成功与否，这种知难而上的精神也会让大家对你产
生认同”（第３课）。如此，通过设计问题、回答问题的二次处理，使目标词在４个句子之间游走串行，滚
动复现，学习者学习一个句子，附带习得了多个常用的词或短语，相等时间内语言输入量大大增加，方法

上简便经济，功效上事半功倍。

３　结语
商务汉语教学中，需教师对教材内容非常熟悉，对那些高频词能够做到迅速搜索、定位、分类、整合、

拈出、前后贯通；学习者能形成遇词就复现的学习习惯，能反应出该词的反义词、近义词、常用搭配分别

在哪篇课文、哪个句子以何种面目出现过，可以如何加工改造，那么，通过词汇复现学习词汇就在教师

“教”与学生“学”双方面实现了高度互融，从而达到教学目的。除了词汇学习，“复现”的方法还可应用

于句式的学习，在确定目标句式后，也可对句子进行提取和转化，使某一句式循环复现，此再另文探讨。

总之，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如能重视词汇复现，合理重复，滚动累加，对词汇进行多层面的提炼和讲解，有

助于词汇的识记和运用，并能使学生进行有效的自主学习和后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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