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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用汉语教程学习指导》共分六个单元，内容包括“说汉语”与“学汉语”、语言的物质外壳
、语言的书面符号、语言的构成模式、语言的建筑材料、语言的运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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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说汉语”与“学汉语”第一节 语言是什么第二节 语言有什么作用第三节 把“语言”掉个
个儿叫做“言语”综合自测练习第二单元 语言的物质外壳第一节 关于语音的问题第二节 正音训练和
音节第三节 普通话常见的音变现象？
综合自测练习附录一 注音字母、拼音字母和国际音标对照表附录二 普通话语音音节表附录三 普通话
声韵调配合总表附录四 古人入声字普通话读音表附录五 形声字读音类推表第三单元 语言的收面符号
第一节 汉字的历史第二节 认识汉字第三节 汉字的使用综合自测练习附录一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附录二 
常用音多义字缚附录三 普通话异诗词审美音表附录四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
附录五 容易写错的常用字附录六 容易读错的常用字第四单元 语言的构成模式第一节 词和语素第二节 
合成词和词组的结构类型第三节 词的功能类别综合自测练习第五单元 语言的建筑材料第一节 词汇第
二节 词义第三节 词语的使用第四节 带有汉民族文化色彩的词语综合自测练习第六单元 语言的运用单
位第一节 什么是句子第二节 句子的分析第三节 单句的构成第四节 复句的基本类型第五节 句式的选择
和运用第六节 标点符号综合自测练习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点符号用法附录二 《应用汉语
教程》模拟试题（一）附录三 《应用汉语教程》模拟试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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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词义具有概括性，但同时也具有具体性。
词义的概括性是就词在储存状态下而言的。
词一旦进入使用状态，进入到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带有概括性的词义就转化为个人言语中的具体词义
，它有了因定含义和具体实指，有进还带有说话者个人希望展示的具体的情感和形象的体验。
　　书摘1　　二、有关汉字造字方法的传统理论是什么?　　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探究古人用什么
方法来造字，传统的理论是“六书”。
有关“六书”的名称，最早见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
此后东汉的班固和许慎都有过阐述。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给“六书”作了定义，举了例字：“一日指事。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二日象形。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日形声。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日会意。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搠，武信是也。
五日转注。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日假借。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后代的学者一般采用许慎所说“六书”的名称，但在次序上作了调整，成为：象形、指事、会意、
形声、转注、假借。
　　许慎用“六书”的理论，分析了九干多个汉字的结构，写成了我国第一部以分析汉字形体构造为
主要内容的字书《说文解字》，使“六书”的理论得到极大的发挥，成为两千年来研究汉字的准绳。
清代以前，人们都把“六书”看作造字的原则，清人戴震破除了这种迷信，他认为“六书”的前四种
是造字的方法，后两种是用字的方法。
“五四”以后研究古文字的学者虽然又提出一些新的有关造字方法的分类，但实质上都没有脱离“六
书”的轨道。
概要来说，“六书”中前四种造字方法的内容如下：　　1．象形。
即把事物的外貌轮廓或具有特征的部分描画出来。
从古文字的形体来看，象形的造字方法符合汉字发展初期的状况，如“虎”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像
一只张口露齿、身有斑纹的老虎形象；“人”字就像一个侧面站立、两手前垂的人的形象；“牛”、
“羊”则突出描画了两者分别最富特征的头角的形状；“行”字就像一条交叉的十字路，本义应该是
道路。
　　2．指事。
即一种用抽象符号来指出事物特点的造字方法。
　　这种方法所造的字有些全部是由抽象符号构成，如数目字“一、二、三、四"以及“上”、“下"
等字；但较多的是在一个象形字的基础上再用抽象符号指明文字意义的所在，如：“本”、“末”二
字，都是在“木”这个象形的事物上，用抽象符号分别指在树木的根部和顶端，从而表达了“树根”
和“树梢”这两个文字意义。
　　3．会意。
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形象或文字意义会合组成一个新的意义。
最初的会意字基本上都是由文字所表现的事物形象来会合出新义的，如：“及”的古文字形体是由“
人”、“又”构成，而“又”是人的右手的形象（文字意义是“右”），用它来表示手的动作，手抓
住了人，会合出“追赶上”这个新义；此外如“伐”由“戈”和“人”会合出用戈砍人头的“杀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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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武”由“止”（脚的形象，表示人在行进）和“戈”会合出人扛着兵器奔向战场　　的“勇武
”义等等，都是用事物形象来会合出新义的方法。
后起的会意字则用文字意义来会合出新义，如：用“不”和“正”会合出“歪”义；用“力”和“少
”会合出“劣”义（本指力量弱小）等。
　　4．形声。
即由表义的形符（也叫意符）和表音的声符组合成字。
形符只是表示意义的范畴，声符只是表示读音的类别。
分析形声字的表述法，通常按《说文解字》的术语，称为“从某，某声”。
如：“梅”字的结构分析就是“从木每声”，“空”字是“从穴工声”等。
有些形声字的结构比较复杂，不能按通常所说的左右、上下、内外等自然结构来分析，如：“颖”是
“从禾顷声”，形符偏在左下角；“修”是“从乡攸声”，形符偏在右下角；“徒”是“从是土声”
，声符偏在右上角；“衷”是“从衣中声”，声符藏在形符中间；有些形声字表面上结构相似，但形
符和声符的位置却不同，如：“铜”是“从金同声”，而“锦”却是“从帛金声”；“闷”是“从心
门声”，而“闾”却是“从门吕声”等。
形声是一种最能产新字的造字方法，形声字在汉代占了汉字总数的80％以上。
　　从今天的研究水平来看，“六书”理论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这种理论的影响很广很深，而且基
本上适合于对古代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所以至今还被文字学家以及汉字教学上所普遍采用。
　　三、汉字造字方法经历了哪两个时期?　　汉字造字方法的历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时期。
前期是用描绘外界事物的方法来造字的时期，称之为“画字”时期；后期是利用已有的文字造字的时
期，称之为“组字”时期。
　　“画字”时期所造的汉字多数是表义文字。
从“画”的对象上来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画“形”；一是画“事”。
在甲骨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画“形”有两种方法：（1）以一种特征鲜明的形象来表示一个物象的意义，这类字后世称为“独体
象形”。
如：目、口、马、牛、羊、鹿、鸟、鱼、刀、戈、弓、矢、车、舟、门等字，都是将独个物象的明显
特征描画出来的；（2）以一种以上的形象来表示一个物象的意义，这类字后世称为“合体象形”。
如：在“目”字上画几根毛须形状表示“眉”；在“口”字中画几颗牙的形状表示“齿”；在“木”
（本义是树）上画一个果的形状表示“果”等等。
画“事”有三种方法：（1）将若干形象按一定的关系组合起来表示较为抽象的意义，字义在图像之
中，一看便知，无需联想。
如：一　　前一后的“人”组合成“从”，表示跟从；一上一下的“止”（本义是脚）组合成“步”
，表示两脚各迈一次为一步等等；（2）将若干形象按一定的关系组合起来表示较为抽象的意义，字
义在图像之外，需要联想才能够了解。
如：“女"与“子”组合成“好”，表示女子容颜美好；“日”与“黜”组合成“莫”（“暮”的本字
），表示日头西下落人草莽之中的黄昏时分等等；（3）在特定的形象上用符号指示字的意义，这类
字的意义多指事物的某个部位，虽然视之有形，但是无法描画，只能用符号来指示字义所在。
如：在“刀”字上加一指示符号指明是刀的锋利处而为“刃”；在“木”字下加一指示符号指明是树
的根部而为“本”等等。
　　“组字”时期所造的汉字多数是音义文字。
由于画字方法受到形象的局限，对于那些无形可画的事物如何用文字来表示的问题，促使先民们开发
出利用已有汉字的音和义来创造新字的　　方法。
利用已有汉字的音和义所创造的新字有两种类型：（1）取一个汉字的意义表示新字的意义范畴，再
取另一个汉字的意义和读音，两者组合而成新字，这种方法称为“会意兼形声”。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应用汉语教程学习指导>>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