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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中国的历史文化十分悠久，在世界文化背景中有着重

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教学在全球的普及也会

越来越宽广，而对外汉语成语教学作为汉语教学中独特的

一环，应当得到教学者的关注与学习者的支持。在实际教

学中，中国成语的特点，外国学生学习成语的偏误，以及

由此衍生的教学原则与对策等是成语教学设计的主要依据。

可见，成语的教学设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教学者的

细心筛选与钻研探索。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法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研究生论文库中的以“对

外汉语成语教学”为提名、并查询到有关文章 15 篇 [1-15]。

对上述文章的阅读分析，我将通过成语特点，学习偏误，

教学原则、方法对策及案例展示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1.2.2 经验总结法
在全面总结和实践的提炼之中，将材料进行定性分析，

从而总结成语教学的设计依据以及具体如何实施教学。

2 研究现状综述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研究生论文库中的以“对

外汉语成语教学”为提名、并查询到有关文章 15 篇 [1-15]。

对上述文章的阅读分析，笔者将通过成语特点，学习偏误，

教学原则、方法对策及案例展示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3 中国成语的特点

3.1 结构凝固性
千百年来的传承使得成语的结构与成分为全体社会成

员所认可和遵守，这种约定俗成的关系加强了成语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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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性。在字数上，成语大多以为“四字格”为基本格式 [11]，

在语音上富有灵动的节奏韵律美，在形式上结构搭配灵活又

严谨稳定，不可被随意增删。譬如，偏正式成语“掌上明珠”，

字面意思是手掌心上的明珠，比喻极其钟爱的人，我们在运

用时不可以颠倒顺序写成“明珠掌上”；又如成语“五光十

色”“出生入死”为联合式成语，虽然前后语素为并列关系，

但在运用中不能够写成“十光五色”或者“入死出生”。不

过随着语言环境的丰富，少数规则性没那么强的成语也能改

变顺序以适应语境及语言流畅性各方面的需要，如“海市蜃

楼”“蜃楼海市”“天涯海角”“海角天涯”等。

3.2 意义整体性
当下大多数成语的含义并不是简单地将各个语素义加

起来，而是在每个语素义的基础上通过比喻、引申等修辞手

法赋予其新的意义，一个成语是一个整体，它具有不可分割

的独立性 [8]，在教学中时我们既要解释字面意思，更要由表

及里，阐述其深一层的内涵。例如，动宾式成语“爱屋及乌”，

表面意思是爱一个人连带爱上他房子上的乌鸦，而实际说明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事物）的关爱到了一种盲目狂热的程

度；又如联合式成语“阳春白雪”，原指战国时期的两首高

深莫测，难以唱和的名曲，而后则比喻高贵典雅，不入俗流

的文学艺术，种种例子，不胜枚举，可见，在理解成语含义时，

把握意义整体性是教师教学的重中之重，也是学生学习的必

修课之一。

3.3 风格典雅性
中国的成语来源有很多，如源于神话故事的“女娲补

天”“夸父追日”，出自寓言故事的“坐井观天”“刻舟求

剑”，或是来自历史典故的“一饭千金”“破釜沉舟”等，

在各种来源的成语中，有些是直接援用，有的经过后人改造，

而来源于神话寓言及历史故事的成语，大多是故事情节的概

括。它们的内容与中华文化紧密相连，以成语的方式书面呈

现，在形式上大都保留着古代词语与古代语法结构 [7]，如“百

废俱兴”中的“废”体现了古汉语中动词作形容词的用法，

又如“时不我待”则是古汉语宾语前置的保留，各种多样的

结构用法使得成语在语体上保持着书面语正式规范，庄重典

雅的风格。可见，一个成语的诞生经历着古今语体结构、理

念思想的磨合，背后无论是文人墨客的记录流传，还是代代

百姓的口传心授，都在岁月的沉淀里愈久弥香。

4 成语教学的重要性

4.1 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成语教学是词汇教学中不可分割

的一个部分，成语作为词汇的分支，它们都是由语素构成的，

但和一般词语不同的是，成语的发展经过一代代先人的锤炼

与打磨，在它的背后或有著名典故，或有着历史渊源，这些

元素时刻丰富着中华成语，形式虽似麻雀之小，但隐藏的内

涵却是五脏俱全。外国学生在成语的学习中，不仅可以扩展

自身的词汇量，还可以巩固复习与之相关的一些词汇，达到

举一反三的效果。

其次，在日常教学中，成语教学通常会被安排到中高

级阶段 [13]，一方面是该阶段的学生已有一些基本词汇积累

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在此基础上的成语教学，可以很好地会

发挥学生的语句组织及语言联想的能力，学生能够运用当下

的知识储备去猜测成语的含义，无论是表层的想象还是深入

的探索，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与肯定。

成语是时代给予我们的瑰宝，它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

古代寓言、神话故事、历史典故等都是成语这片银河里闪

耀璀璨的明星，外国学生学习成语的同时，也浸润在古今中

华政、经、文的思想海洋里。通过学习成语，进一步加强对

中华文化的了解，思想中一些固化单一的观念也能够被“磨

平”，认识事物的视角逐渐多样化，目的在于使学生学会以

一种平和端正的目光去正视中外文化的差异，帮助学生更自

然地融入目的语环境，促进其汉语交际能力的提高。

4.2 中华文化传播的特色渠道
一个民族的语言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从政治经济、

宗教信仰到风俗习惯，这些看不见的事物一点一点构建起了

硕大的枝干，让文明得以枝繁叶茂，繁衍生息，其中语言如

同吹散种子的风，向外播撒并绘制出文化的脉络。

时光流转，科技的变革创新为中国披上了坚硬的盔甲，

而文化之于国家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这是国家

“软实力”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崛起之余的一抹“铁汉柔

情”，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各个国家之间文化的交

流往来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如何有效运用起我们汉语中的

“活化石”——成语 [5]，让它成为探索中华民族文化的切入

点，是我们对外汉语教学者们要思考的问题之一。

成语作为中国汉语词汇中一支特殊的血脉，它经过时

间的洗礼，在岁月的沉淀下拥有了独属于中华文化的美，华

夏儿女的生活方式、历代王朝的沧海桑田、神州大地的风土

人情深深镌刻在这多如繁星的寥寥数字中，它用无声的语言

讲述着时代的变革，用一双看不见的手系起过去与当下的纽

带。古今相通，中外携手，纵然是不同国籍信仰，不同文化

背景，依旧可以在成语的教与学中，领略到一词、一景、一

故事共鸣的魅力。

5 成语教学的原则

5.1 简明扼要
汉语的词典在解释相关词语时，通常会将成语出处及

各个义项、注解、例句逐一详细罗列，这体现了词典的严谨

周密性，但到了教学领域时，要尽量避免“照葫芦画瓢”，

将词典知识照搬给学生的这类情况发生，而是要根据学生当

前的发展水平，在保证解释语义准确的同时，让教学的语言

更加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3]，“接地气”的教学比“文绉绉”

的讲课更能深入人心。例如在讲授“排山倒海”一词时，教

师可以从成语本身构成语素方面入手，将“排山”和“倒海”

以动画的形式呈现，这种动态感让成语更能为学生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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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从常规的成语出处角度解释，可能会引起新的理解障

碍，效果也不如直观呈现要好。但教学是灵活的，因为教学

的本体和对象在不停地改变，每个成语都有着自己的特色，

当面对历史故事感丰富的成语时，将其背后的出处作为引

子，简要地阐述梗概，同样也能为教学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5.2 点石成金
陆俭明教授提出“不要一条一条地大讲语法规则，而

要善于点拨”[6]，如果说语法规则是从天而降的俄罗斯方块，

那么灵光一闪的“点拨”就是帮助方块拼合，消除阻碍的那

个切口。教师一是要分析每个成语本身的重难点，读音、字

形还是语用，在教学上形成从易到难的优先级顺序，二是针

对每一级找出有代表性的教学材料，以简明灵活的教学手段

辅之，达到点“困难之石”成“知识之金”的效果。例如教

学“勇往直前”一词时，在读音上基本没有问题，但在书写

方面，会有学生将“勇”写成“永”，将成语表达的“敢于、

勇于”的勇敢心态误解为“一直，永远”的不懈精神，这时

候教师可以将成语放入合适的例句中，让学生感受这两种内

涵在正确语境下，哪种更为恰当，在整个课堂教学环节中，

学生应被给予更多的主动权，教师要把握时机旁敲侧击，启

发教学之余，保证教学驶向不偏离轨道。

5.3 科教结合
科研和教学相结合指的是教师要善于发现教学中存在

的纰漏，抓住并深入分析造成漏洞的原因，并找到办法解决

它 [14]。这就要求教师要时刻保持着一颗勇于探索的心，不

能囿于书本，止步于前人的观念，得过且过，也不可以对

自己的教学成果不自信，认为大家发现的问题才是好问题，

自己的便无足轻重，灰心丧气，这些都不利于教学的进一步

发展完善。科研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突破边际的过程，它本身

是一个“和谐”的“圆”，由前人的经验构成，我们的教学

是圆内物质的分裂碰撞，迸发出的火花是一簇簇不一样的想

法，有人看到却无视了，也有人抓住了那一点火光，烧去了

旧的边界，让“圆”有了一点“棱角”。或许成语教学相对

大规模的语音、词汇、语法教学来说，仅仅相当于附属品的

存在，但“少”不意味着没有价值，“辅助”不代表不能成

为聚焦点，成语作为一个涵盖字形词义、历史人文等多种问

题的复杂整合体，相信也能有闪耀火光的一天。

6 成语学习中的常见偏误

6.1 字形偏误
中华汉字千千万，其中有不少是同音异形字，别说外

国学生会混淆发生偏误，就连中国人自己都上过错别字的 

当 [1]，譬如“川流不息”，意思是事物的发展如同水流一样

不停息，有学生可能联想到了“人流穿梭”或是没有意识到

“川流”的主谓关系，就会把“川”误写为“穿”；又如“墨

守成规”中的“成规”，意思是“已经形成的规则”，而不

少学生会把“成”误写为“陈”，将其认作为“陈旧的规则”，

发生诸类偏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学生依靠自己主观经验臆断，

没有充分理解成语本身的含义。

6.2 读音偏误
在成语教学中，由于外国学生学习时间少以及基础不

扎实等原因，导致他们在成语发音上会不容易正确把握，由

此产生一系列偏误。例如成语“觥筹交错”的“觥”，“不

稂不莠”的“稂”“莠”，不少学生会因为不熟悉生字而将

其读成“ɡuānɡ”“liánɡ”“xiù”，这种只发部件读音

的方法，虽然在形声字主导的汉字体系中部分适用，但面对

特殊情况，教师必须向学生解释该字的本义及其在整个成语

中的用法，不可以一晃而过，敷衍了事；成语中的多音字也

是一大难点，如“自怨自艾”的“艾”，应该读“yì”，原

意是割草，此指改正错误，而有部分学生就会把它读成艾草

的“ài”，显然读“ài”时的含义无法代入“自怨自艾”中；

又如“心宽体胖”的“胖”，应该读“pán”，指安详之意，

但大多数学生就会把“胖”读成“pànɡ”，甚至还有“心

胸开阔，身体就变胖了”这类曲解原意的解释，这时候教师

的指导纠正很重要，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摆正对成语含义的认

知，还能促进学生开拓知识视野，领略中华文字灵动百变的

魅力。

6.3 语用偏误
6.3.1 比喻义及引申义偏误

中华成语的含义很丰富，通过表面的文字我们可以知

道大致的梗概，通过探析成语的来源及用法，我们能够了解

其背后更深层的比喻义与引申义 [15]，但如若学生不能把握

全面，一知半解，那误用乱用的情况就会时常发生。

譬如有学生写的句子“今天天气真好，李奶奶坐在公

园的长凳上如沐春风”，用“如沐春风”一词，学生是想要

借春风拂面的温柔表现出天气的晴朗和李奶奶心情的愉悦，

但学生并未理解“如沐春风”一词多是用来描写受到高人品

德及教化的熏陶，并非是指简单的“春风拂面”；再如例句

“小伙伴们真努力，在游泳池里手舞足蹈的”，学生通过观

察伙伴们学游泳时的状态，发现他们都很努力吃苦，所以他

选择用“手舞足蹈”一词来突出这一特征，但“手舞足蹈”

实际是形容一个人心情十分喜悦，并不是单纯地指“手和脚

不停地动”。像诸如此类的偏误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不

仅影响学习，在日常生活交谈中也会笑话百出。

6.3.2 色彩义偏误
色彩义是词语内涵里一个重要的部分，尤其在结构更

为复杂的成语中，感情色彩受到成语本身故事渊源及语境文

化等多方面的渲染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4]，但由此衍生的要素

过多却容易引发学生脑海中概念的混乱。

譬如例句“敌方将领运用他的雄韬伟略扭转了战局”，

首先“雄韬伟略”是褒义词，指一个人拥有杰出过人的计谋，

但用“雄韬伟略”形容扭转了战局的敌军将领，语句中似乎

透露出了一点欣慰，从句中语境和人物出发点来看，这显然

是不合适的；又如例句“我和凯蒂从小认识，我们俩狼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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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学生在句中想用“狼狈为奸”突出两人友谊的深厚，

但“狼狈为奸”是指两个人勾结在一起做坏事，多适用于利

益关系，肯定是不可以用来形容友情，将其换成“青梅竹

马”“情比金坚”等更为合适。

在教学中，教师要培养学生对成语色彩义的敏锐度，

多进行色彩义分类的练习，帮助学生在褒贬义上有充分的认

识，再进行造句、交流等语境运用的练习，使色彩义能够为

学生的语言锦上添花。

6.3.3 语义重复及矛盾的偏误
语义重复是指学生在使用成语时在该词的前后有添加

了相同或相近意思的词，从而造成了句中词义的冗余，例如，

“明天要去郊游，我太兴高采烈了”，句中“兴高采烈”已

经显示出了“我”的喜悦程度，前面就无需再用“太”来修饰，

这类语义重复情况的发生，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学生太想突出

情感色彩而忽视了词语的搭配，加之其本身词语组合基础不

扎实而导致了偏误；语义矛盾是指学生在运用成语造句时，

成语表达的含义与整个句子想要表达的含义是互相矛盾的，

简而言之就是学生选择的成语不能准确地诠释句子的意思
[12]，例如，“我擦干净了这面一尘不染的镜子”，可以得出

擦拭之前的镜子可能是有污点的，也可能是干净的，这涉及

到时间先后的问题，在这种难以判定的情况下，就不能用“一

尘不染”这类绝对性强的成语来形容，否则就容易使得句内

逻辑矛盾。

7 成语教学的策略

7.1 趣味性的教学手段
中国成语作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一大难点，教学

对象的适用面较窄，通常会被放在中高级阶段教学 [13]，但

即便是如此，在教学中，师生依旧会在“怎么教、如何学”

中踟蹰徘徊，数量庞大、结构复杂、含义繁多既是中华成语

的特征，也是评估教学手段的一大考验。所以我们首先得用

“巧劲”打开学生的心扉，让学生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去

面对陌生的困难，在轻松自然的氛围中踏入成语之门，感受

到成语的趣味。

7.1.1 成语故事法
一个成语从诞生，流传再到家喻户晓，它在漫长的时

间跨度里不断地见证与记录，每个成语的背后蕴藏着一个故

事与一段历史，它既是难点，也是一个突破的缺口。故事法

适用于那些来源于神话、寓言、历史的成语，这类成语的底

蕴浓厚，发人深省，而且一个故事能浓缩成一个成语，这故

事本身也一定是值得深究细品。

在讲述故事的手段上，教师除了口头讲述，还可以运

用多媒体技术，查找播放成语故事的相关动画及影片，一方

面多媒体教学能够优化教学观感，让教学内容生动活泼，使

其富有趣味性并增强交际性；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填补直观

教学死板僵硬、缺少弹性，教师授课疲惫等一系列衍生问题。

除口述和多媒体之外，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教师可以利用所

处环境带领学生去实地考察该成语故事所发生的地点、相关

的人物及事件。

7.1.2 形象猜测法
成语是由语素构成的，虽然它的整体含义并非是语素

义单纯的堆砌相加，但语素作为成语的“砖瓦”，了解其字

面含义是把握整体语义的先决条件 [5]。形象猜测法适用于那

些具有动态画面感的成语，这类成语中的语素易于理解和想

象，在修辞手法的修饰下拥有强烈的直观形象性，当它们以

画面或者动作呈现时，表现力将更为出众，如成语“莺歌燕

舞”，明媚春光下黄莺在枝头鸣唱，燕子在林间穿梭，不由

得能感受到成语所要表达的万物复苏，生机盎然之意；又如

“抓耳挠腮”“目瞪口呆”，表演者运用一连串夸张的面部

及肢体动作来展示出内心的焦躁或是惊讶。教师可以在一旁

点拨学生盲猜成语，也可以在黑板上写下相关成语让学生边

看边选，这样既能调动起了师生互动的积极性，也能保证学

生学在其中，乐在其中，有助于成语的巩固记忆。

7.2 情景化的教学环境
情景法强调通过设置有意义的情景进行目的语基本结

构的操练，而在对外汉语成语模块的情景教学中，不仅要借

助生动形象的情景促进学生知识的吸收，更重要的是，外国

学生在此种场景的创设下是否愿意开口，愿意去表演，成为

成语所诠释的一部分。

例如，教授成语“井底之蛙”时，学生可以自行选择

扮演青蛙、黄牛、小鸟甚至是天空等角色，在整个表演的过

程中感受剧中角色的性格及心态变化，转换视角体会情景格

局对剧情的推动作用，这样更能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成语的寓

意。在课堂即兴表演完毕后，教师可以安排各个小组为单位，

以“井底之蛙”或是其他熟悉的成语为纲，来编排自己风格

的成语情景剧，引导学生通过对成语整体意义的把握，来促

进其所适用的相关语境的营造。

7.3 异质化的文化对比
汉语词汇本身就是文化的聚合体，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不可避免地会与外国学生的文化观念产生隔阂甚至是冲突，

此外，由于成语有着更为复杂的语义表达方式，所以在翻译

解释时也不容易找到完全对应的译文，如果在翻译不当，那

么将会给学生的理解增加负担，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 [4]。

所以在当下的教学中，文化要“译”得生动，“译”

得自然，譬如在教授成语“黑白分明”时，教师可以让学生

事先查阅中华脸谱的资料，了解中华色彩与人物个性的关

联，以应对课堂中学生对颜色词情感态度的困惑，在课堂结

束后，收集学生的意见，看诸如此类的教学方式是否能应对

异质文化，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我们教学者要始终秉

持“结构—功能—文化”的教学原则，课前对成语的文化背

景进行合理的导入，形成文化铺垫，减缓骤然性的文化冲击；

在课堂上既要利用文化促进教学，也要保持异质文化对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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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性，做到观点客观，视角平等，氛围和谐的三位一体；

在课后多做总结，分析课堂上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思考有没有

更合适的解决方式，不断填补教学上的漏洞空缺，努力达成

科教合一。

8 结语

中华成语浩如烟海，灿若繁星，从鸿蒙初辟时的“女

娲补天”“后羿射日”，到哲理寓言中的“守株待兔”“鹬

蚌相争”，再到朝代更迭间的“龙战鱼骇”“折戟沉沙”，

意境与形态的交相辉映造就了成语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思想

内涵，千百年的光影交叠间，中华成语文化从过去一步步走

向未来。

过去遥远又充满着遐想，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先民

试探着世界的边际，眺望着天地的高度，又在海潮声畔止步，

他们将那些达不到的愿望寄托给了神灵，让神灵代替自己的

意志去追寻“天涯海角”，去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夸父逐日”。

当下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我们追随着前人的步

伐，踏出了幻想的藩篱，运用智慧与双手让曾经的“天涯

海角”也有了喧闹的灯火辉煌，如果说过去是尝试与冒险，

那么当下就是突破与继承，旧的成语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含

义，曾经的篇章在翻页后烙刻上了未完待续的印迹。

成语文化的滚滚洪流孕育着中华大地的精神命脉，在

洪流江畔，亦有无数热爱中华文化的异乡人驻足停留，他们

的目光里翻滚着不同国籍与不同文化观念的潮涌，尝试、碰

撞与磨合，似乎是一场壮丽的百川归海，又像是一次思想的

返璞归真。于我而言，未来的关键词是创造与融合，世博日

本馆的标语曾写道“联结起来，为了和美的未来”，我想，

无论是物质的共享，还是文化的互融，在这个如网一般的时

代里，点燃一个结点，就会唤醒另一个结点的光芒。

成语，是世界文化结点的一缕微光，是中华文化结点

的一颗星子，却在明暗闪烁间，映照出一整个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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