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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語料庫的對外漢語教材生詞評估

王   珊

廈門大學、南洋理工大學

對外漢語教材評估涉及的方面非常廣，如教材的編寫原則、語言點的編排、註釋

解說、教材配套等（周雪林  1996，趙金銘  1998, 2005）。而詞彙作為語言學習的重要

環節，在教材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教材詞彙的狀況是評價教材品質的關鍵指標之一。

本研究在《博雅漢語》生詞語料庫的基礎上，從生詞的複現率、等級、密度、頻率、

義頻、義類等角度探討如何利用語料庫進行教材生詞評估。

1. 《博雅漢語》教材選定原因及生詞語料庫簡介

根據 1985 年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的《對外漢語教學教材 辭書 論著》提供的信息，

我們發現從 1950 年到 1985 年共出版 709 種對外漢語圖書，包括教材 146 種，它們的

註釋語種有俄語、英語、法語、日語、朝鮮語、越南語、阿拉伯語、德語、印尼語、

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十幾種，其中用英語註釋的教材有 47 種，佔 32.19%，還沒有

出現用漢語註釋的教材。從上個世紀 80 年代以來，對外漢語教材的出版增長較快，根

據齊沛在 1997 年和 2003 年利用“世界漢語教學文獻數據庫計算機檢索系統”的統計，

80-90 年代共出版對外漢語教材 669 種。20 世紀以來對外漢語教材的出版勢頭更加迅

猛，僅在 2007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華語教學出版社就出版教材

722 種（胡曉慧  2007）。在教材數量增長的同時，教材的發展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

但在註釋方面仍以外語特別是英語註釋為主，可喜的是在個別教材中出現了用目的語

漢語對生詞進行釋義的嘗試，如 1992 年姚殿芳主編的《漢語高級教程》，1999 年周小

兵、張世濤主編的《中級漢語閱讀教程》。就我們目前所掌握的資料看，《博雅漢語》

是綜合課教材中唯一按不同層級教材有規律、有特點地使用英語（母語）和漢語（目

的語）作為媒介語對生詞進行註釋的教材，這顯示出該套教材的代表性和創新性。

《博雅漢語》作為系列精讀型教材入選了中華人 民共和國教育部策劃、國家語言

監測與研究中心主編的《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6）》。教育教材語言研究分中

心在採選對外漢語教材時考慮了“初版年限、發行量、出版單位、發行地域、教學對

象”等情況，入選的教材兼顧了“當前使用、發行量較大、使用範圍較廣、不同級別”

等因素（國家語言監測與研究中心  2007），《博雅漢語》的入選充分顯示出其權威

性。此外，近年來多篇學位論文、期刊及會議論文都以《博雅漢語》為研究對象（王

珊  2008a, 2008b, 2010, 2011b，卞惠銀  2009，李燕、張英偉  2010，董春雪  2012，郭

會娜  2012，王美馨  2012，周愛珍  2012），顯示出該部教材在學術圈受到持續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