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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taking words as the basic unit is the main-
stream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because Indo-European 
stu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taking words as the 
basic unit. However, if overseas students reach the stage of beginning to learn 
professional Chinese, especially non-Chinese majors,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taking words as the basic unit will hinder the progress of professional Chinese 
learning.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word formation and grammatical charac-
teristics, combined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overseas students learning medi-
cal Chinese i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 
found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tinuous 
learning of Chinese by overseas students, also affected the learning of profes-
sional Chinese. Therefore, Chinese charact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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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缘起 

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种表现，而文字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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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语言的载体。作为汉语构成部分的汉字是音、义、形三位一体的符号系统

[1]，也就是从听觉、视觉到概念形象是一个完型体，同时字也是汉语编码的

最小单位。与表音语言的文字符号相较，其辨识、记忆和存储等处理的环节

就更多，涉及到的大脑分工也更为复杂，因此对于表音语言的留学生来说，

汉字是一个“全新”的认知领域，其“新”包括视觉、联想机制、辨识、存

储等方面都和已形成惯性的处理和反应方式不一样。同时，汉语作为语义型

语言[1]，其词汇及短语的合成与汉字所含义项或义素有紧密关系。因此，要

学好汉语，特别是专业汉语，汉字是需要克服的第一个环节。根据我们对成

都中医药大学医学留学生的跟踪调查 1，在汉语学习七个月后，就有接近 50%
的留学生因为汉字学习受阻，从而无法继续学习；30%的留学生因为汉字的

原因处于学与不学的徘徊阶段，仅 20%的留学生能够克服汉字的难关继续学

习。为了进一步调查汉字在留学生专业汉语学习中的作用，我们在西南财经

大学经济专业留学生(硕士)及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专业留学生(本科)进行了

问卷调查，数据表明汉字在留学生的专业学习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表

现在如下： 
1) 在专业汉语书的阅读过程中，尽管能认知汉字，但是并不知道其所构

成的词义或短语义，增加了理解困难。如“虽说”“基准率”“房控”“过

敏史”“突感”等这类缩略或临时缩略的词或短语是留学生在阅读专业书籍

中的难点之一。 
2) 对于偏义复合词的理解如“口唇发绀”，重点是“唇”跟口无关；“好

歹”，重点词义于“歹”。 
3) 对于专业词汇的词义记忆较为困难。 
我们发现留学生所反映出的这些问题皆可归集到汉语“字”掌握的问题。

因为汉语词汇或短语的构成特点之一就是语素和语素的结合。而单音词语素

从外形上与单个汉字等同，如果按徐通锵先生所认为的“字”就是“形音义”

三位一体的语言编码单位，那么汉语的词或短语可看成是“字”与“字”的

组合，比如“淡定”“给力”等这些词语都是基于这样的构词方式。因此，

印欧语系的留学生如果没有掌握好汉语基本单位，也就是“字”的使用方法，

那么在阅读过程中就会受阻，专业汉语的学习自然就会感到困难。 
中国传统的汉语教学，历来都十分重视汉字教学，一直是“以汉字为本

位”的。上起周代下至近现代，汉语教学的初级阶段都是以识字教学为中心。

而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在教材和课堂教学中都是以“词”为核心的一种教

学方式。曾也有学者提出过“字本位”的对外汉语教学，但是由于囿于时代

的局限，以及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同时，当时的对外汉语教学主要针对

初级阶段的学生，还处于“走出去”阶段，因此“字本位”没有形成系统的

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普及率不高。但对外汉语教

学发展到现在，已处于转变方向的阶段——从普及语言到专业学习的转变，

这也是提高汉语国际地位的重要环节之一，因此，汉字需要从被忽略的地位

 

 

12019 年 11 月~12 月，在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留学生本科班(60 人)和在西南财经大学国际教

育学院(本硕共 33 人)先后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成都中医药大学调查的方式的纸质版问卷调查，

在西南财经大学调查方式是使用的问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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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到显著的位置。同时从非汉语专业的留学生的专业汉语学习调查中也都

反映出“汉字缺位”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汉字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的地位与作用。 

2. 汉字和专业汉语学习的关系 

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本源和不断变化发展的轨迹，形成自身的特质，

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创造、使用该语言人群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汉语中

的汉字的造字的基本方法就是“据义构形”，随着使用的需要，又有了声部，

因此汉字具有“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特点。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

而文字则是语言的载体，要更进一步地了解汉语，以及深入理解汉民族的思

想文化，文字是重要途径之一。但同时，由于汉语是语义型语言[1]，双音节

词语的构成是通过语素与语素的组合而成，因此汉语的构词非常灵活。而汉

语的“字”承载了意义，进入构词的层面后，“字”的义项就从“形音义”

中凸显出来，从而表现成为我们所看到的“语素”，如图 1 所示。 
但字义是一种综合性且抽象的义，如“白”，作为“字”承载了音节“bai35” 

+ “字形” + “义”的三种元素，其中“义”项包含较多，既包含“白 1”
——颜色义和“白 2”——否定义。当为“白 1”时和“鞋”组合为“白鞋”，

当为“白 2”时与动词“写”组合为“白写”。作为编码体系最小单位的“字”，

其所含的“义”是综合性的，当与其他的“字”组合成词时，如图 1 所示，

其具体含义因相互接触才会浮现出来，如“白吃”“白雪”等。 
因此，留学生要进入专业学习，掌握汉语的这个特殊的构词法是提高汉

语能力的关键所在。而掌握这种构词法的前提则是需要对“字”的全方位掌

握，但从目前的留学生学习情况来看，情况不太理想。目前主流的教学方式

是以词为整体的教学，虽然符合现代汉语是以双音节词为主体的教学方式，

但是却忽略了双音节词的构成过程。因此，实际情况则是：按照以词为整体

学习的留学生，对每个“字”的认知较弱，当词被拆成单独的“字”时，留

学生对单个的“字”辨认能力很弱，从而影响对词、短语及句子的理解，因

此延缓了专业汉语的学习进度。 

3. 医学语言的特点 

医学语言包括专业医学词汇、短语及医学常用句式，其中医学词汇在医

学专业学习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3.1. 医学词汇构成及特点 

以《实用医学汉语(临床篇)》为例：全书一共七章十四课，其词汇构成

主要为以下六类[2]： 
 

 
图 1. 字的义项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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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谓式 2：胸闷 气短 气促 胸痛 腹胀 尿急 腰痛 尿频 尿痛 皮疹  
2) 动宾式：采血 咯血 输血 止血 咳痰 缺血 贫血 缺氧 溶栓 恶心 反

酸 嗳气  
3) 动补式：发绀 压痛  
4) 并列式：咳嗽 搏动 发作 负荷 休克 呕吐 昏迷 震颤  
5) 状中式：叩诊 视诊 触诊 听诊 急诊 晨僵 多尿 多饮 多食  
6) 定中式：结核 血脂 腹水 肝掌 蛙腹 血尿 黑便 稀便 黄疸 穿孔 突眼  
从上述语料可以看出医学词汇的构成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如“胸闷”“胸

痛”“腰痛”等，而“字”与“字”语义组配也是医学词汇的主要特点，因

此如果掌握每个“字”的语义，能有效地降低医学词汇学习的难度。 

3.2. 短语及句式特点 

短语以病症命名为例，其构成特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1) 部位 + 症状/病名：冠心病 胸痛 肝硬化 上消化道出血 静脉曲张 

胆囊炎 皮肤瘙痒 尿路感染 尿路结石 尿路畸形 喉头水肿 肾绞痛 肾周脓

肿 动静脉瘘 肺间质病变 肺动脉高压 关节畸形 甲状腺癌 
2) 症状(性) + 部位(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肝性脑病 白血病 类风湿

结节 
3) 性质 + 部位 + 症状：稳定型心绞痛 不稳定型心绞痛 乙型肝炎 急

性髓细胞白血病 类风湿性关节炎 慢性滑膜炎 单纯性甲状腺肿 
4) 部位运动方式 + 症状：心动过速 消化性溃疡 慢性支气管炎 周围循

环衰竭  
5) 性质 + 症状：腹膜型肥胖 高渗性昏迷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周期性瘫

痪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医学句式特点为以下两类： 
1) 句式相对简单，少用复句，多简单句。 
2) 句中多用缩略式词语，如：“突感 3：凌晨 3 点患者因突感呼吸困难

到医院急诊科就诊”“无过敏史”4等。 
3) 较多正式用语，如：就诊。 
由以上语料可知，“字”与“字”的组配在专业汉语的学习中占有很重

要的地位，在实际教学中，留学生对这种临时因缩略而构成的词如“突感”“过

敏史”等都以新词对待，这样会增加学习的难度，影响学生学习进度和信心。 

4. 留学生医学汉语学习实际调查分析 

4.1. 留学生汉字与医学汉语的跟踪调查 

经过一年的观察，留学生汉字学习与汉语持续性学习情况如下： 

 

 

2说明：在黄伯荣 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上册)对词的结构类型作出了定义，主谓式为

后一词根陈述前一词根，动宾式为后一词根表示动作、行为所支配关涉的事物，动补式为后一

词根补充说明前一词根，并列式为两个词义相近、相反、相同或相关的词根组合而成的词，定

中和状中式都为偏正式是指前一词根修饰、限制后一词根。 
3“突感”的完整形式为：突然感到。 
4“无过敏史”的完整形式为：无过敏病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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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为零起点的医学留学生，没有上汉语课前，经问卷统计，98%的留

学生对学习汉字有兴趣，2%的留学生比较有兴趣。在还没有接触汉字的前阶

段，留学生都表现出对汉字的兴趣，以及对汉语的兴趣。经过两个月的汉语

学习以后，84.75%留学生认为汉字较难，但仍能坚持学习汉语，7.21%的留学

生处于放弃与坚持的犹豫状态，8.04%的留学生因为汉字难学就处于不关心汉

语学习情况了；一学期学习结束以后，认为能克服汉字学习并坚持学汉语的

学生下降到 59.3%，犹豫状态占 5.42%，放弃者占 35.3%；进入医学汉语学习

以后，仅有 51.52%愿意继续学习汉字，同时能坚持学习医学汉语的学生也只

占约 50%，犹豫状态的占 5%，彻底放弃的占 43.48，如表 1 所示。据统计，

留学生认为他们能正确地写出汉字的话 27.27%的留学生认为这会让他们产生

学习汉语的动机，同时 48.48%的学生会相信他们能学好汉语，6%的学生或获

得一些满足感，如图 2 所示。从数据中我们可以寻找到汉字与汉语持续学习

之间的联系。但是由于汉字学习的持续性挫败，让学生逐渐放弃学习，如图

3 所示。 

根据调查统计，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能接受他们无法学好汉字的这一结

果，汉字的学习结果直接关系到医学汉语的学习效果，如图 3，同时汉字的

学习人数比率与七个月以后进入医学汉语学习的学生比率相比较，数值相近，

如表 1，从而也可证明汉字与医学汉语之间的紧密关系。 
 
表 1. 留学生汉字学习兴趣比例统计表 

 学前阶段 两个月 一学期 开始学习医学汉语 

感兴趣/坚持学习 98% 84.75% 59.3% 51.52% 

犹豫  7.21% 5.42% 5% 

不感兴趣/放弃 2% 8.04% 35.3% 43.48% 

 

 
图 2. 留学生汉字与汉语学习态度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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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留学生汉字学习与医学汉语持续学习趋势图 

4.2. 留学生医学汉语学习实际情况调查 

4.2.1. 医学词汇学习情况 

1) 依靠英语对医学词汇进行记忆，比如，心动过速(tachycardia)、电解

质紊乱(electrolyte disturbance)等。如完全使用英语翻译法进行医学词汇学习，

这样会加重留学生的学习负担，因此专用的医学英语词汇也需要学习以及专

门记忆，如果同时还要记忆汉语的医学词汇，留学生会因为负担过重从而避

重就轻选择英文而放弃汉语。 
2) 构词的语素顺序对学习医学汉语的影响。留学生并不会因为汉字没有

变化，而减轻学习时的难度。比如“高血压”和“血压高”，前者是疾病名

称，后者则为症状。90%的留学生反映：逆序会让他们产生记忆混淆。根据

统计，95%的留学生认为学习汉语逆序词的主要难度在于词义的混淆。比如

“高血压 高压 低压”等医学词汇，虽有数量上是三个词，实际上是由“高”

“低”“压”“血”四个基本单位构成，这四个基本单位进过语义组配，形

成了三个词，而在有英文中的表达为“hypertension”“diastolic”“systolic”
翻译为中文为“高血压”“舒张压”“收缩压”。其实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

是：可能留学生理解不了“高压”“低压”，与“收缩压”“舒张压”之间

的联系，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是“舒张压”和“收缩压”。因此，这些词汇看

似简单，但从留学生的视角却字面义与医学义难以联系，增加记忆难度。 
3) 英汉专业医学词汇与日常用语之间的差异。英语中的医学词汇与口语

词汇是不同的，而汉语中的医学词汇与生活词汇都是由同样的“字”构成，

相互交错，从字形上没有增加学习的难度，但是从词义的学习方面，留学生

仍然感到困难。 
4) 医学词汇中也有一些非常用“字”如“头孢霉素”的“孢”等，如留

学生能掌握汉字辨认法，能从一定程度上减轻学习负担。  

4.2.2. 医学用语学习情况 

汉语的医学用语本次研究是从两部分着手：一是医患及家属之间的对话，

二是医者之间的对话(包括护士与医生)。其中，医生与患者及家属之间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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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属于“口语化句式 + 专业词汇”的模式，学习难度较低，实用型较强，留

学生普遍兴趣较大；同时容易在学习的过程中将自己投射到未来职业的角色

当中，可以帮助滋生内部动力，学习积极性较高。但医者之间的对话是较为

难的一部分，现已“医生与护士”之间的对话中“护士通知医生”的语境为

例，其句式特点为： 
1) 多用简单句：如，血压 80/50 mmHg 心率 110 次/分。 
2) 主要症状/床位多为定语：刚来一位呼吸困难的病人。 
3) 多用祈使句。 
医生与医生之间的对话包括两部分：医生间的对话，与实习医生的带教

对话，这里我们主要以与实习医生的带教对话为例，其句式特点为： 
1) 多为正式用语。 
2) 全术语使用。 
3) 简单句、短句为主。 

4.3. 调查结果分析 

根据调查数据和实际教学情况显示，由于汉语是“语素 + 语素”的构词

模式，医学汉语词汇或短语的构成也体现了该模式的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

的具体表现为：有限的字可构成数目庞大的词或短语。由此，汉字 5与汉语持

续学习，尤其是医学汉语学习就有密切的联系，汉字学习的好坏直接影响医

学汉语学习成效。但在目前的医学汉语的教材中几乎都忽略了汉字的教学，

同时也忽略了对于医学术语语义构成的教学。留学生在学习医学汉语时，虽

已具备一定的汉语基础，但其汉字水平和对汉语词汇构成的理解能力并未达

到可自由运用的程度，这两者仍需继续学习，因此在专业汉语教材中忽视这

两者教学内容会影响留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效果。 

5. 汉语在国际中地位的体现 

李宇明(2018)《全球视域中的汉语功能》中提到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及工作

语言的运用，以及在学术领域的运用。其中在学术领域中的运用的自然科学

中仅占 0.59%，社会科学为 0，艺术人文仅占 0.56% [3]。但是现实情况是：来

华学习的留学生，除了学习中文专业的留学生能接触到由中文撰写的专业书

籍以外，其他专业的留学生所学习的专业课程都多为英语。以本校的医学留

学生为例，虽然他们学习《医学汉语》及《临床医学汉语》课程，但其他课

程如《解剖课》《化学》等都为英文，论文撰写也为英文，这样不利于汉语

在学术领域的发展。李宇明(2004)《强国的语言与语言强国》中提到：“汉语

在国际语言生活中还算是弱势语言。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

国家和地区不多；联合国虽然将汉语列为其工作语言，但是地区性或国际性

的组织、会议真正使用汉语的不多；汉语在地区或国际的重要交际领域，如

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等，使用十分有限。”[4] 

语言背后以综合国力为支撑，表现在经济往来及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

 

 

5这里认为的“字”是按徐通锵先生定义以“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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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后体现的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的可沟通性，认知的差异表现在语言方面，

如词汇和语法结构等。而“字”则是构成汉语的基本单位，同时也体现了汉

语独特的文化。在汉语推广初期，使用英文翻译法进行非中文专业类的课程

学习，可从某种程度上加快汉语及汉文化推广速度。但汉语对外推广发展到

现在，目前的教学情况已不能进一步提高汉语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能满足

世界需要深入理解中国的需求了。用外文提升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地位是“策

略”，提升汉语的国际学术地位是“根本”[5]。尤其是“一带一路”的建立，

其通用语是区域内建立相互理解的根本。汉语要成为“一带一路”通用语的

前提，除了基本的日常用语之外，也需要参与到工作用语、学术用语以及贸

易用语等领域。因此，目前非汉语专业的英文翻译教学法不能满足当前的汉

语国际推广需求了，因此改变迫在眉睫，对汉语的基本编码单位“字”需要

在教学中被重视起来。 

6. 结语 

汉字是于“形音义”一体的语言符号系统，也是编码的最基本单位，汉

语构词灵活的特点也是以“字”为基础的。对于留学生，汉字学习成效与汉

语持续性学习也有紧密的联系，尤其是专业汉语，比如医学汉语的学习，汉

字掌握的熟练程度决定了专业学习的速度和效果。汉字的掌握，不仅是对“形”

和“音”的记忆，更是对于“义”的理解。而目前对于汉语语言的主流教学

手段为以“词”为基本单位进行教学，而对“字”的关注度较少。因此在留

学生升级到专业学习中，除了需要学习大量的专业词汇外，还很难适应专业

用语中临时组配的词及缩略词，因此造成了“专业类汉语”学习困难的后果。

而专业学习则是世界深入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不仅需要加大汉字

在汉语教学中的比例，还要改进其教学方法，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汉语在国

际上的地位，以及解决今后“一带一路”通用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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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汉字教学在医学留学生专业汉语学习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留学生为例 

摘要：以词为基本单位的教学方式是目前留学生汉语教学的主流，对于印欧

语系的留学生来说，“词本位”的教学方式更容易适应和接受。但如到专业

汉语学习阶段，尤其是非汉语专业的学习阶段，“词本位”的教学方式反而

会阻碍其学习进度。文章根据汉语构词及语法特点，结合成都中医药大学留

学生学习医学汉语的实际情况发现：汉语的“字”与留学生汉语持续性学习

有紧密关系，同时也影响着专业汉语的学习，因此在汉语国际推广中有重要

作用。 

关键词：汉字教学，医学汉语，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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