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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词汇认知研究的一本专著。
汉语认知研究，在国内近二十年来蓬勃兴起，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研究。
本书依循认知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从汉语词汇实际入手，对母语者和外国人对汉语词汇的认
知规律深入探讨，展开论述，具有学术之前沿性。

　　本书是一项专门研究，为使一般读者也能登堂入室，书中对汉语词汇的形义系统及其研究成果，
以量化数据的形式予以展示，以求先给读者以感性认识。
本书重点在于对母语者和外国人对?语词汇认知规律的探讨。
书中运用实验与统计方法，选取准确、精当、有代表性的实验材料，精心设计实验程序，严格按照规
范操作，观察细密，分析深入，讨论全面，结论可信。
其研究结论不仅具有语言学上的意义，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值得提及的是，书中还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对对外汉语教学进行了认真思考，提出了一些
原则和方法，很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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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科学的词汇教学应当建立在词汇本体及学习者词汇认知方式的基础之上，前者主要告诉我们教什
么，后者则告诉我们怎么教。
在目前相关的研究中，关于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汉语母语者的词汇认知机制、以汉语为第二语言学
习者的词汇加工及词汇教学等都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将这四个方面有机结合，进行系统研究和
对比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本书希望在这一方面进行尝试。
　　在写作方法上，作者力求将研究结果与研究过程并重，以方便读者在知其然的同时也更深入地知
其所以然。
　　本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科研课题以及相关研究的总结，是对现代汉语词汇认知的专题研究。
　　第一章《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构成与特点》，本部分内容主要是对词汇学方面研究成果的总结。
由于本章的目的不是系统介绍汉语词汇，而是为第二和第三章的词汇认知研究和第四章的词汇教学研
究作铺垫，因此作者在广泛阅读汉语词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选择了与词汇认知和词汇教学有关
的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内容进行综述，综述中尽可能地呈现研究成果的量化数据，以帮助读者形成一
种直观、全面的认识。
　　第二章《汉语母语者的词汇认知规律》较为系统地总结了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国内外心理学、语言学刊物上的文献及作者本人的研究。
由于关于汉语母语者词汇认知的研究成果较多，因此本章写作的出发点是将相关的研究进行归纳比较
，力求找到并总结出其中的主体脉络和基本规律，使读者能够较为清晰全面地对该领域的研究有个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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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现代汉语新词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不同语言与文化问交流的增多，新词新语不断涌现
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这些词汇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独特的规律，对它们的分析也需要采取一些不同
的方法，因此这里我们对现代汉语的新词语作一个简要的总结。
　　曹炜（2004）认为：现代汉语近l00年的发展史上共有三次词汇发展的高潮，其主要标志就是新词
语的大量涌现。
第一次是&quot;五四&quot;新文化运动时期；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
新时期，其中第三次在内容、形式以及数量上都非前两次可比，甚至可以用&quot;壮观&quot;来形容
。
新出现的词语中，主要有以下三类：（1）形式和意义全新，如&quot;走穴、克隆&quot;；（2）形式
新，意义旧，如&quot;炒鱿鱼、收银台&quot;；（3）形式旧，意义新，如&quot;气管炎&quot;。
　　现代汉语的新词语在形式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1）双音节词的优势不复存在。
根据曹炜（2004）对《新词新语词典》（语文出版社，l989）中新词语的分析结果，双音节词所占比
例基本与三音节词持平，但均低于四音节词。
因此，&quot;新词语的语音形式实际上呈现出了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局
面&quot;。
　　（2）构成成分多样化。
新词语中除了传统的词根+词根、词根+词缀的构词方式外，还将大量的外语字母和数字作为构词材料
，出现了一大批字母词和数字缩略词，如&quot;HSK、CD、三大件&quot;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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