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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范畴理论下英语多义词教学平台的搭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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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原型范畴理论作为研究背景，以英语中出现的一词多义现象为切入点，阐释一词多义是以原型义项为基础，
通过辐射或连锁模式产生其他义项。从夯实多义词原型意义、领悟多义词衍生意义、搭建多义词语义网络三个方面探讨

原型范畴理论下如何搭建英语多义词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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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原型范畴理论
原型范畴理论是认知语言学家们在批判亚里斯多德的经典范畴论基础上提出的重要观点。经典范

畴论界定范畴是由范畴元素共同具备某一共性，同一范畴内元素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典型元素和边缘

元素的区别是不存在的，具有差异的范畴之间的界限清晰可见。这种范畴观深刻影响了２１世纪以来的
语言学研究。Ｌ．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指出了亚里斯多德范畴理论的不足，他认为语义范畴是开放的，无边界可
言。同一语义范畴中元素与元素之间是不平等的。根据元素的相似性，可建立某一语义范畴，也正是相

似性确保了此语义范畴的存在。他提出的“ｆａｍｉｌｙｒｅ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体现了语义范畴的内部结构有“中心”和
“边缘”之分。美国心理学家罗施在维氏“家族相似论”前提下产生了原型范畴理论：绝大多数的认知范

畴都不能设定一个系统的标准；而原型范畴理论再现了语义的集中性，它的中心意义是使某一范畴内

全体元素所具备的共同特征抽象化。离中心意义越近的词，原型的特征就越明显，他们是范畴中的典型

元素，相反则是非典型元素或者边缘元素。由此可见，范畴的边界没有明确界定，它是开放的，又是不清

晰的。这些特征允许语义范畴里存在适当的变化，让新元素可以轻松地融入该范畴，构成其边缘元素。

原型在语义范畴中体现了人类的心理特征，是我们认知研究的参考。本文主要从原型范畴理论解析英

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从而搭建多义词教学平台，从而让学生熟练掌握多义词的丰富意义。

２　原型范畴理论对一词多义现象的解读
传统语义学认为一个词语的不同含义的解释具有独立性，且不相关联，由此可知传统语义学未能合

理地解释一词多义现象。兴起的原型范畴理论对此现象进行了更为科学的分析，它指出：一词多义中所

包含的意义通过某种方式的转变而存在一定的关联。

原型范畴理论认为在一词多义的维度里，一个词组成某一词义范畴，该范畴内的元素具有中心（典

型）与边缘两种形式。其中第一种形式体现了语义范畴中最具代表性的语义特征，因此最容易被人们

所熟知，也是语言学习中最容易被人们接受的，是“原型”意义［１］。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而又不断变化

的。实际的语言运用中，用来介绍每一个客观现象所采用的词汇有限，很难满足人们描述客观事物的需

求，同时又不能够无止境地创造新的词汇，所以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和对客观事物不断深化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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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就必须要运用原来的基本范畴词来表达与它相关的其他一些事物。于是，这些词就会在原型义项的

基础上衍生出其他义项，并且其子范畴会以家族相似性的方法向外扩展，一般以辐射型或连锁型模式来

构成该词的意义链或者意义网络。

２．１　辐射型
原型辐射型语义指的是从原始义项开始，向周围放射、扩大而形成派生意义，因此派生义项主要来

源于原型意义，各派生的义项之间相对独立。辐射型语义再现了词义范畴所具备的向心性特点［２］。从

这种词义的发展趋势可见，在词汇的多义化进程中，词汇的原型意义是之后衍生的该词其他意义之原

型，即依据此原型意义一步步辐射而来的边缘意义。

以ｆａｃｅ为例，它所获取多义现象之过程体现了辐射趋向的现象。其原型词义（１）是词义的主核，其
他（２）～（６）的词义在此基础上演变，但是和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们组成的集合就是该词能涵盖
的所有元素。

（１）ｆｒｏｎｔ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ｏｒｅｈ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ｃｈｉｎ；（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ｈｏｗｎｏｎａｆａｃｅ；（３）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ｕｔｗａｒｄ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４）ｔｈｅｓｔｒｉｋｉｎｇｏ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ａ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５）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ｏｕｔｓｉｄｅｏｆ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６）ｔｈｅｓｉｄｅｕｐｏ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ａｔｈｉｎｇｄｅｐｅｎｄｓ
２．２　连锁型

词义的衍变是从原型义项开始派生其第一个义项，第一个义项又可以派生出第个二义项，但是第一

个义项和第二个义项无相对关联，即连锁型语义。连锁模式使得词义可以无限地延伸扩展，具有开放

性。而且它向我们展现了一词多义现象的另一种扩张模式，即一步步摆脱原型义项的束缚，之后的义项

只是在前一义项的再次衍生，因此它们和原型义项的关联逐步递减，最后看似毫无瓜葛。但是用认知语

言学的理论还是能找出它们和原型义项的亲缘关系。只是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不断变化，在长

时间的运用过程中，它们之间的联系慢慢模糊了。

我们再以ｐｒｅｓｓ为例来分析“连锁型”词义变化的进程。ｐｒｅｓｓ的原型意义是“用手按、压、挤等”—
ａｃｔｏｆｐｕｓｈｉｎｇ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ｈｈｅｌｄｉｎ）ｔｈｅｈａｎｄ”，在中心意义的基础上派生出另一个意思“任何压榨或
挤压成形之器具或机器”— ａｎｙ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ｄｅｖｉｃｅｓ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ｏｒｓｈａｐｉｎｇｔｈｉｎｇｓ，ｅｘ
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ｊｕｉｃｅ；之后产生第三个词义“印刷”—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ｒｂｅｉｎｇｐｒｉｎｔｅｄ；在此基础上又引申出“报刊；定期
刊物；广播和电视的新闻节目；新闻界等义”—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ａｎｄｎｅｗ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ａｄｉｏａｎｄｔｅｌｅ
ｖｉｓｉｏｎ．在其变化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义项都是逐步摆脱这个词的原型义项而产生的，每一个
义项都是在其前一个义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至于从表面看最后一个义项与原型义项基本不存在

必然联系。

一词多义现象是某词汇根据合理的模式进行发展延伸而来，并不是随性随意的扩充。词义的不断

进化是人类认知日益完善抽象化的产物，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概念会更加多样化特色化，因此词

义也随之更新扩展，产生更多全新的词义，从而形成一词多义现象。

３　英语多义词教学平台的搭建
多义词是以原型义项为中心，向外辐射，产生了许多边缘义项。因此英语教师们都认为一词多义是

词汇教与学的重点和难点。对于多义词的诸多义项，怎么去教授才能让学生更好的掌握，的确是多义词

教与学的一大难题。通过对一词多义现象的认知分析发现，一词多义是认知范畴化的结果，所以具有一

定的理据性，原型范畴理论就是充分的理据性证明。在多义词的教学实践中，教师首先要重点讲解原型

义项，让学生领悟并掌握词汇的核心意义，并分析核心意义和边缘意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有意识的去

探寻它们之间的家族相似性联系或者“意义链”模式来对它们进行理据性解释，从而帮助学生更好的掌

握多义词的丰富意义，达到事半功倍记忆词汇的目的。

３．１　夯实多义词原型意义
概念范畴内部各元素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是彼此又以鲜明的个性存在，所以即使是同一类范畴

中的元素也无法用同一概念进行界定。虽然各元素之间具有一定的共性，但无法探测到所有元素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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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特征，他们在词义范畴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具备这一概念认知特性的元素越多，它就更接近原

型，反之则离原型越远。所以，在语义范畴中，总有其中一个义项接近核心意义，因为其他词义就是在该

义项的基础上，因此，在所有相关的词义中，有一个更为中心或核心的意义，因此是其他意义的原型，即

其他词义都是在其基础上一步步发展变化所得，从而构成了词义的辐射网络。由于多义词各义项的构

成原则符合原型范畴理论的特征，所以在词汇的学习中如果能通过掌握原型意义并从它推导出边缘意

义，定会提高词汇的学习效率。因而，我们在给学生讲解多义词时，先清晰透彻地讲解原型意义，这样有

利于学生夯实其意义，从而实现对该词初级阶段的语义化。

３．２　领悟多义词衍生意义
英语中同一个词用在不同的语境中，意义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因此词汇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

在不同的环境中发生改变产生诸多的词义。我们在教学中经常会碰到多义词在特定的语境中出现时，

其意义可能已经与原型意义没有瓜葛，这时我们应该让学生借助原型意义去合理地推断猜测其演变扩

展的意义。在学习词汇时，如果只简单理解该词汇在特定语境中的某一个具体意义，而忽视词汇的原型

意义；或脱离语境只是对某一词汇之意义进行罗列和记忆，就会加重学习者的记忆负担，并且会影响他

们对词汇语义的全盘理解。根据原型范畴理论，在学习多义词时，学习者在充分理解原型意义的基础

上，教师还应该分析该词各义项间的深层联系，培养学生依据上下文推断具体语境意义的能力，这样词

汇学习才会重点突出、融会贯通。例如，在讲解 ｃｏｖｅｒ作动词时的一词多义现象时，可以先通过一两个
例句提示学生其原型意义为“遮盖、覆盖”。如：Ｓｈ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ｈｉｓｋｎｅｅｓｗｉｔｈｈｅｒａｂｌａｎｋｅｔ；Ｆｌｏｏ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ｖ
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ｂｙｔｈｅｒｉｖｅｒ．之后再列举一些句子，让学生依据语境，运用联想、隐喻、转喻等进行有效的
猜词。

Ｉｓｔｈａｔｗｏｒｄｃｏｖｅ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ｅａｌｗｉｔｈ包括；涉及）
Ｈｅｌａｕｇｈｅｄｔｏｃｏｖｅｒｈｉｓｎｅｒｖｏｕｓｎｅｓｓ．（ｈｉｄｅ掩饰）
Ｔｈｅｆｉｒｍｂａｒｅｌｙｃｏｖｅｒｓｉｔｓｃｏｓｔｓ；ｉｔｈａｓｎ’ｔｍａｄｅａｐｒｏｆｉｔｆｏｒｙｅａｒｓ．（ｂｅｅｎｏｕｇｈｆｏｒｓｔｈ够某物之用）
Ｂｙｓｕｎｒｉｓｅｗｅｈａｄｃｏｖｅｒｅｄｔｈｉｒｔｙｍｉｌｅｓ．（ｔｒａｖｅｌ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走一段路程）

３．３　构建多义词语义网络平台
在了解多义词的各派生意义后，我们还需要根据各意义之间的关联，搭建多义词网络教学平台，使

词义范畴形成一个既互相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有机整体，这样让我们可以进行灵活自如的教学。比如

《大学体验英语》第三册第七单元的题目是“ＬｏｖｅＷｏｒｋｓａＭｉｒａｃｌｅ”译成“爱创造奇迹”。“ｗｏｒｋ”的原型
意义是“工作”，而这里用的是它的引申义“使奏效”。除此之外，ｗｏｒｋ还可作其他词性，而且有多种引申
义，老师可利用图示帮助学生形成该词的语义网络。Ｗｏｒｋ做名词的原型意义是“工作”“劳动”；展开义
是各种劳动及成果，包括：制造物、成品；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引申义包括：职责、工作内容；作为、行

动结果。它也可以做动词，其原型意义是“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引申义包括：（指机器、设备等）运

作、运转；产生预期的结果或作用；管理或经营；使奏效；（指人的五官）抽动，扭曲。

４　结语
一词多义在英语中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它是人类认知范畴化的产物。多义词是在原型范畴理

论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通过辐射和连锁两种模式产生了丰富的含义。在教学中，我们将利用语言中的

一词多义现象，来搭建多义词教学的网络平台。从而完善多义词的认知过程，充实课堂教学，深化课程

教学改革，使原本枯燥的多义词教学变得更灵活、更生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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