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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学习词典用户需求调查及融媒体词典应对策略

———以中小学用户群体为例

亢世勇ａꎬｂꎬ王兴隆ａꎬｂꎬ刘海润ｂ

(鲁东大学　 ａ.人文学院ꎻｂ.国家语委汉语辞书研究中心ꎬ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３９)

　 　 摘　 要: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原则是学习词典编纂的基本要求ꎮ 用户需求调查及访谈反馈数据显示ꎬ
融媒体词典是学习词典坚持“以用户为中心”原则的必然选择ꎮ 融媒体词典要融入多媒体和多模态信息ꎬ但
平面词典文本仍然是其核心内容ꎮ 要适应用户的认知水平及认知能力ꎬ融媒体学习词典须坚持通俗易懂的

释义原则ꎬ用元语言释义是可以接受的一种理念ꎬ用已经学过的词语解释未学过的词语ꎬ用插图、音频、小视

频甚至方言等解释最基础的词语ꎮ 释义语言整体来说可以有不同的风格、呈现多元状态ꎬ例句及其他说明要

与学习者的水平和能力相匹配ꎮ 融媒体学习词典要满足用户学习语言知识的需求ꎬ在总体规模上ꎬ应奉行

“够用为度ꎬ实用为上”的原则ꎬ除了提供词典常规的词目、注音、词性、释义、例句外ꎬ还要增加语义说明、文化

背景、知识背景、词义辨析、关联语汇等内容ꎻ同时ꎬ要满足用户语言能力的提升ꎬ包括语言学习能力和语言应

用能力提升的需求ꎮ
　 　 关键词:以用户为中心ꎻ«当代汉语学习词典»ꎻ需求调查ꎻ融媒体词典

　 　 中图分类号:Ｈ０６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８０３９(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０１－１１

　 　 一、引言

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原则是学习词典编

纂的基本要求[１]ꎮ “以用户为中心”就是要适合

用户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ꎬ满足用户的学习需

求[２]ꎮ 那么到底如何适应用户的认知能力及水

平ꎬ用户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ꎬ为什么有这样的需

求ꎬ应该如何实现学习词典的转型以满足用户的

实际需求? 为此我们使用«问卷星»设计了调查

问卷ꎬ从不同学校随机选取了 １５３ 位中小学生进

行了调查ꎮ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是笔者依托国

家“十三五”出版规划重点课题编纂开发的一部

内向型融媒体汉语学习词典ꎮ 本文根据实际调查

情况ꎬ结合«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工作实践ꎬ
谈谈具体的看法ꎮ

　 　 二、调查结果

为了使调查结果更加细致、可信ꎬ笔者将所调

查的学生分为四组ꎬ小学一、二、三年级是第一组ꎬ
小学四、五年级是第二组ꎬ初中一、二年级是第三

组ꎬ初中三、四年级是第四组ꎮ 从第一组到第四组ꎬ
学生的整体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逐渐递增ꎮ 我们

将四个组作为调查的自变量ꎬ调查的内容主要有八

项(见表 １)ꎮ 首先统计了选择“是”的人数ꎬ计算了

每一组选择“是”的百分比数据ꎬ并计算了每一项

的均值ꎬ如表 １ 所示ꎮ 然后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６.０ 进行了

单因素方差分析ꎬ分析结果见表 ２ꎮ
结合调查问卷之后的访谈ꎬ从调查结果反馈

数据看ꎬ多数学生认为一本好的学习词典应该具

备以下品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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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学习词典用户需求调查反馈数据基础统计结果

组别 人数

词典规模

是否足够

大(％)

释义是

否通俗

易懂(％)

例句

是否

丰富(％)

是否给出同

义词、反义词

辨析(％)

是否给出字

义与字形、字
音的关系(％)

是否给出词

语文化背景、
百科知识(％)

是否给出插图、
视频、音频等

辅助解释(％)

是否应查检

方便、容易

操作(％)
一、二、三年级 ３８ ６６ ９２ ８４ ６６ ６０ ７６３ １００ ８９

四、五年级 ３６ ９２ ８９ ８３ ６４ ７８ ６９ ６１ ８３
初一、初二 ４０ ９０ ９５ ８８ ７５ ７５ ７８ ５２ ９５
初三、初四 ３９ ９５ ８５ ９２ ９０ ７７ ９５ ５１ ９２

均值 ３８.２５ ８６ ９０ ８７ ７４ ７３ ８０ ６６ ９０

表 ２　 学习词典用户需求调查反馈数据 ＳＰＳＳ 分析统计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Ｆ 值 ｐ 值 Ｍ 值(均值) ｒ 值(相关性)

组别

词典规模是否足够大 ４.３５ ０.１７ ０.８６ ０.８３
释义是否通俗易懂 ０.５８ ０.５３ ０.９０ －０.４７
例句是否丰富 ８.９４ ０.０９ ０.８７ ０.９０
是否给出同义词、反义词辨析 ９.３５ ０.０９ ０.７４ ０.９１
是否给出字义与字形、字音的关系 ２.４１ ０.２６ ０.７３ ０.７４
是否给出词语文化背景、百科知识 ２.７３ ０.２４ ０.８０ ０.７６
是否给出插图、视频、音频等辅助解释 ６.２９ ０.１３ ０.６６ －０.８７
是否应查检方便、容易操作 ０.７５ ０.４８ ０.９０ ０.５２

　 　 第一ꎬ词典规模足够大ꎬ要查的词语都能查

到ꎮ 将组别作为自变量ꎬ将词典规模作为因变量ꎬ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ꎬ发现不同组别间认为词典

规模需足够大的差异性不显著ꎬＦ(４ꎬ１) ＝ ４ ３５ꎬ
ｐ>０ ０５ꎬ且 ８６％的学生认为词典规模要足够大ꎬ
由此可见规模足够大的词典更受学习者欢迎的结

论成立ꎮ 经相关性分析得出词典规模和组别的相

关度是 ０ ８３ꎬ二者呈正相关且相关性较高ꎬ说明

年级越高对规模大的词典需求越大ꎮ
第二ꎬ释义通俗易懂ꎬ解释的意思能看得明

白ꎮ 将组别作为自变量ꎬ将释义通俗性作为因变

量ꎬ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ꎬ发现不同组别间认为词

典释义应通俗易懂的差异性不显著ꎬＦ(４ꎬ１) ＝
０ ５８ꎬｐ>０ ０５ꎬ且 ９０％的学生认为词典释义应通

俗易懂ꎬ由此可见释义通俗易懂的词典更受学习

者欢迎的结论成立ꎮ 经相关性分析得出释义通俗

易懂和组别的相关度是－０ ４７ꎬ二者呈负相关且

相关性较高ꎬ说明年级越低对释义通俗词典的需

求越大ꎮ
第三ꎬ例句足够丰富ꎬ和当前学习的材料(课

文、阅读材料)吻合度高ꎬ至少是一个完整的句

子ꎬ甚至是一个段落ꎬ能够比较全面地显示词语语

义、语法、语用环境ꎮ 将组别作为自变量ꎬ将例句

丰富性作为因变量ꎬ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ꎬ发现不

同组别间认为词典例句应足够丰富的差异性不显

著ꎬＦ(４ꎬ１)＝ ８ ９４ꎬｐ>０ ０５ꎬ且 ８７％的学生认为词

典例句应足够丰富ꎬ由此可见例句丰富、与学习者

当前学习的材料(课文、阅读材料)吻合度高的词

典更受学习者欢迎的结论成立ꎮ 经相关性分析得

出例句丰富和组别的相关度是 ０ ９０ꎬ二者呈正相

关且相关性较高ꎬ说明年级越高对词典提供丰富

例句的需求越大ꎮ
第四ꎬ词语要有同义词、反义词辨析ꎬ辨析要

结合课文、阅读材料清楚明了且实用ꎮ 将组别作

为自变量ꎬ将是否进行同义词、反义词辨析作为因

变量ꎬ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ꎬ发现不同组别间认为

词典应进行同义词、反义词辨析的差异性不显著ꎬ
Ｆ(４ꎬ１)＝ ９ ３５ꎬｐ>０ ０５ꎬ且 ７４％的学生认为词典

应进行同义词、反义词辨析ꎬ由此可见结合课文、
阅读材料进行同义词、反义词辨析的词典更受学

习者欢迎的结论成立ꎮ 经相关性分析得出同义

词、反义词辨析和组别的相关度是 ０ ９１ꎬ二者呈

正相关且相关性较高ꎬ说明年级越高对词典提供

同义词、反义词辨析的需求越大ꎮ
第五ꎬ有一些词语要提供文化背景、百科知识

方面的提示ꎬ既便于理解ꎬ又能拓展知识面ꎮ 将组

别作为自变量ꎬ将词语文化背景、百科知识作为因

变量ꎬ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ꎬ发现不同组别间认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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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应提供文化背景、百科知识方面提示的差异

性不显著ꎬＦ(４ꎬ１)＝ ２ ７３ꎬｐ>０ ０５ꎬ且 ８０％的学生

认为词典应提供文化背景、百科知识方面的提示ꎬ
由此可见对一些词语的文化背景、百科词语的知

识背景进行补充的词典更受学习者欢迎的结论成

立ꎮ 经相关性分析得出词语文化背景、百科知识

和组别的相关度是 ０ ７６ꎬ二者呈正相关且相关性

较高ꎬ说明年级越高对词典提供词语文化背景、百
科知识的需求越大ꎮ

第六ꎬ字、词的解释要将字义与字形、字音的

关系说清楚ꎬ便于理解、记忆ꎻ合成词释义要将汉

语语义构词规则融合进去ꎬ要列出同族词或者同

语义场词ꎻ多义词的意义引申发展也应有所说明ꎬ
这样便于学生了解掌握其中的规律ꎬ做到“知其

然ꎬ知其所以然”ꎬ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扩大词汇

量ꎮ 将组别作为自变量ꎬ将是否给出字义与字形、
字音的关系作为因变量ꎬ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ꎬ发
现不同组别间认为词典应给出字义与字形、字音

的关系从而更有利于学习的差异性不显著ꎬＦ(４ꎬ
１)＝ ２ ４１ꎬｐ>０ ０５ꎬ且 ７３％的学生认为词典应说

明字义与字形、字音的关系ꎬ由此可见在词典释义

中将字义与字形、字音的关系说清楚的词典更受

学习者欢迎的结论成立ꎮ 经相关性分析得出字义

与字形、字音的关系和组别的相关度是 ０ ７４ꎬ二
者呈正相关且相关性较高ꎬ说明年级越高对给出

字义与字形、字音关系说明的词典的需求越大ꎮ
第七ꎬ对一些不容易用语言描述清楚的词语ꎬ

最好用插图、视频、音频等形式进行辅助解释ꎬ以
增强词典解释的有效性、可读性ꎬ提高实用性ꎮ 将

组别作为自变量ꎬ将是否给出插图、视频、音频等

辅助解释作为因变量ꎬ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ꎬ发现

不同年级间认为词典应增加插图、视频、音频等辅

助解释的差异性不显著ꎬＦ(４ꎬ１)＝ ６ ２９ꎬｐ>０ ０５ꎬ
且 ６６％的学生认为词典应提供插图、视频、音频

等辅助解释ꎬ由此可见对一些词语的文化背景、百
科词语的知识背景进行多模态辅助解释的词典更

受学习者欢迎的结论成立ꎮ 经相关性分析得出插

图、视频、音频等辅助解释和组别的相关度是－
０ ８７ꎬ二者呈负相关且相关性较高ꎬ说明年级越

低对插图、视频、音频等辅助解释的需求越大ꎮ
第八ꎬ查检方便ꎬ容易操作ꎬ词典内部相关联

的知识点可以设置“参见” “关联语汇” “词义辨

析”“语义说明”等ꎬ应跳转灵活ꎬ与词典外部资源

链接方便、迅速ꎬ可以及时、快速获取想要的知识ꎬ
而且要携带方便ꎮ 将年级作为自变量ꎬ将是否查

检方便ꎬ容易操作作为因变量ꎬ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ꎬ发现不同组别间认为词典应查检方便、容易操

作的差异性不显著ꎬＦ(４ꎬ１) ＝ ０ ７５ꎬｐ> ０ ０５ꎬ且
９０％的学生认为词典应查检方便、容易操作ꎬ由此

可见查检方便、容易操作、跳转灵活、携带方便的

词典更受学习者欢迎的结论成立ꎮ 经相关性分析

得出词典应查检方便ꎬ容易操作和组别的相关度

是 ０ ５２ꎬ二者呈正相关且相关性较高ꎬ说明年级

越高对查检方便、容易操作的词典需求越大ꎮ

　 　 三、融媒体词典是汉语学习词典发展

的必然选择

　 　 (一)电子词典、数字词典已是大批学习者的

选择

笔者随机调查了部分中小学老师ꎬ因为目前

很多学校限制学生在校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

备ꎬ因此多数学生对电子词典了解不多ꎬ用得较

少ꎬ但也有一些管理较松的学校的学生使用过

«现代汉语词典»Ａｐｐ、网易有道电子词典等软件

或设备ꎮ 老师及学生大多认为电子词典更方便、
快捷ꎬ内容也更丰富ꎬ因此与传统的纸质词典相

比ꎬ电子词典受欢迎程度更高ꎮ 根据章宜华等人

在多年前的调查ꎬ在接受型的语言活动中ꎬ大学生

中使用电子词典者居多ꎬ达 ５２ ２３％ [３－５]ꎮ 与此

相对应的情况是ꎬ近些年来ꎬ随着新媒体终端的普

及ꎬ纸质词典的使用率已经降至“冰点”ꎮ 据张恒

等调查ꎬ经常使用纸质词典的为 ４％ ꎬ偶尔使用的

占 ２６％ ꎬ极少使用的占 ５１％ ꎬ从不使用的有 １９％
之多ꎮ 与此相反ꎬ９１％的学生表示经常使用电子

词典ꎬ极少或从不使用的只有 ３％[６]ꎮ 章宜华教

授认为ꎬ这些数据基本符合当时辞书市场的实际

情况[７]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数字化已成为辞书发展

的必然趋势ꎬ也正是在 ２０１７ 年前后ꎬ我国专业辞

书出版社开始加快数字词典的研发进度[５]ꎮ 台

湾省«重编国语词典» １９９４ 年学术网络初版到

２００７ 年 学 术 网 络 四 版 累 计 使 用 次 数 为

２５７ ６７１ ０２５人次ꎻ«国语辞典简编本»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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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学术网络初版ꎬ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累计使用次

数为８２ ９３０ ７３０人次ꎻ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推出学术网络

版第 二 版ꎬ 到 ２０２１ 年ꎬ 累 计 使 用 次 数 为

１１３ ０９７ ６６６人次ꎮ 另据商务印书馆孙述学介绍ꎬ
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

典、涵芬等 Ａｐｐ 下载用户超过 ９０００ 万ꎬ付费用户

超过 １００ 万ꎬ日活跃量为 ５０ 万用户ꎬ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ꎮ
(二)融媒体学习词典是学习者的必然选择

从以上调查结果可见ꎬ学生普遍认为一本好

的学习词典应该具备以下特征:词典规模应足够

大ꎬ释义应通俗易懂ꎬ例句应足够丰富ꎬ应给出同

义词、反义词辨析ꎬ应给出字义与字形、字音的关

系ꎬ应给出词语文化背景、百科知识ꎬ应使用插图、
视频、音频等辅助解释ꎬ应查检方便、容易操作ꎮ
要满足以上需要ꎬ必须做到词典容量足够大、资源

足够丰富ꎬ可以容纳多媒体、多模态的信息ꎬ做到

数字化、智能化ꎮ 这样的要求ꎬ只有融媒体词典才

能做到ꎮ 可见融媒体学习词典是新时代学习者的

必然选择ꎮ 杨玉玲主持开发的外向型融媒体汉语

学习词典“ＪＵＺＩ 汉语”Ａｐｐ 上线以来[８]ꎬ在完全没

有运营和宣传的情况下ꎬ单纯依靠内容和技术ꎬ
ＪＵＺＩ 汉语 Ａｐｐ 的转化率达到 ３８％表明融媒体汉

语学习词典是有市场的[９]ꎮ

　 　 四、“以用户为中心”的融媒体学习词

典的定位

　 　 (一)融媒体学习词典要融入多媒体、多模态

信息ꎬ构建融媒体环境

从心理学中的感官统合理论(Ｓｅｎｓｏｒ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 和 情 境 依 赖 记 忆 理 论 (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ｅｍｏ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来看ꎬ当人们认知、学习

某个事物时ꎬ多感官参与有助于多渠道、多通道获

取对事物的感知、认识信息ꎬ这比单感官感知要更

加全面、深刻ꎬ由此获取的信息也更有利于强化记

忆ꎮ 比如要想正确认识“苹果”这一事物ꎬ可以先

观察“苹果树”的开花、结果过程ꎬ或者拿起一个

苹果ꎬ看看、摸摸、闻闻、咬一口、咀嚼一下、品味一

下等ꎬ然后再查看相关的介绍资料ꎬ这一系列完成

后ꎬ信息获取效果肯定比只看文字资料要好得多ꎮ
这是因为ꎬ多模态信息可以刺激多种感官ꎬ进而可

以获取多种体验ꎬ把多种体验综合在一起ꎬ就会形

成对事物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ꎮ
按照章宜华教授的观点ꎬ多模态信息有助于

通过人的多重感官(如视觉、听觉、触觉等)来进

行文本信息互动[１０]ꎮ 融媒体词典就是通过文字、
语音、视觉、动作、环境等多种方式进行人机交互

或交流ꎬ使词典从静态文本变成动态情景话语载

体有助于让学习者在这种场景中全方位地感知事

物、认识事物ꎬ从而更好地学习词语、理解词义、巩
固记忆ꎮ

(二)平面词典文本仍是融媒体汉语学习词

典的核心内容

章宜华认为ꎬ融媒体词典是词典文本与各种

传播媒体元素的融合ꎬ分为词典文本、文本组织形

式、文本媒介(媒体)三个部分ꎮ 其核心内容是

“词典文本”ꎬ关键因素或需要突破的是“词典文

本组织形式”ꎬ“媒体融合”是手段ꎬ“媒体出版”是
目的[１０]ꎮ 融媒体时代ꎬ辞书发展的核心内容仍然

是“词典文本”ꎮ 词典文本分为多模态词典文本

和平面词典文本ꎮ 注入多模态信息的词典文本为

多模态词典文本ꎬ而传统的以文字内容为主的词

典文本为平面词典文本ꎮ 我们认为ꎬ词典文本中

平面词典文本仍然是词典的核心内容ꎬ多模态信

息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ꎬ便于学习者感知、理解、
记忆ꎬ而从本质上来说学习者学习的是词语ꎬ目的

是学会语言ꎬ提高理解运用语言的能力ꎮ 坚持

“以用户为中心”的融媒体汉语学习词典在重视

构建融媒体环境的同时ꎬ更要重视平面词典文本ꎬ
其中文字表述及相应的内容要契合学习者的认识

水平和认知能力ꎬ满足学习者的需要ꎮ 尤其要注

意的是ꎬ当前信息技术完全可以满足开发融媒体

词典的需要ꎬ在这种情况下ꎬ内容才是王道ꎮ

　 　 五、融媒体学习词典要适应用户的认

知水平和能力

　 　 不同的用户、不同年级的学生认知水平和能

力是不同的ꎮ 学习词典的目的是为语言学习者提

供必要帮助ꎬ看得懂是基本要求ꎮ “看得懂”不光

指的是释义能看得懂ꎬ还包括例句、语义说明、文
化背景解释等ꎬ甚至是插图、小视频、音频等ꎮ 为

此要考虑以下几点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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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俗易懂是学习词典要坚持的基本原则

笔者的调查结果显示ꎬ学生认为一本好词典

具备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通俗易懂ꎮ 相反ꎬ他们

认为不好的词典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解释

的意思太概括、抽象ꎬ释义中有生词ꎬ看不明白”ꎮ
学习词典从释义到例句及其他相关内容ꎬ要遵循

通俗易懂的原则ꎬ因为词典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

一种工具ꎬ而对于工具来说则是越简单易用越好ꎮ
人们使用词典主要是为了解决疑难问题ꎬ词典在

解释这些疑难问题时应该做到通俗易懂ꎬ而不应

再增加新的难题ꎬ阻碍原有问题的解决ꎮ
(二)用元语言释义是可以接受的一种理念

经典辞书编纂事实证明ꎬ用元语言释义可以

把释义所用的词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ꎬ整体降低

词典的难度ꎬ这是辞书编纂必须要遵循的一种理

念ꎮ 在词典编纂中ꎬ尽量用元语言释义ꎮ 但毋庸

讳言ꎬ要全面贯彻落实这一理念有一定的难度ꎬ最
实际的问题就是元语言词汇怎么解释? 从元语言

的角度来说ꎬ这部分词语可能是不可解释的ꎮ 词

典编纂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ꎬ往往最简单的词是

最难解释的ꎬ比如“猪、狗、鸡、饭、水、吃、喝、说、
写、画、唱、听、闻、好、坏、高、低”等ꎮ 解释的结果

往往是释义比词目词更难ꎬ不符合学习词典的要

求ꎮ 这恐怕又是目前的释义方式无法解决的ꎬ因
此ꎬ从务实的角度来看ꎬ编纂者需要另辟蹊径ꎮ

(三)用已经学过的词语解释未学过的词语

根据编纂实践ꎬ要弥补元语言释义的不足ꎬ用
低难度的词语解释高难度的词语ꎬ用低年级学过的

词语解释高年级要学的词语ꎬ用已经学过的词语解

释未学过的词语ꎬ这种释义思路是比较务实和有效

的ꎮ 用低年级学习的词语解释高年级要学习的词

语ꎬ比如用一、二年级学习的词语解释三年级学习

的词语ꎬ用三年级以前学习的词语解释四年级要学

习的词语ꎬ用四年级以前学过的词语解释五年级要

学的词语ꎬ以此类推ꎬ用小学学过的词语解释初中

要学的词语ꎬ用高中以前学过的词语解释高中要学

的词语ꎮ 那么如何落实哪个词语是哪个年级学过

的呢? 厦门大学苏新春教授等人编制的«义务教育

常用词表(草案)»大体上标明了每个词语出现的

学段[１１]ꎮ 笔者将其编制的«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
案)»使用的四套中小学语文教材语料库和笔者搜

集整理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语料库(包括部编版语文

教材)整合起来建成«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例句

语料库ꎮ 用计算机程序将«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所
收录的每个词语的例句从语料库中抽取出来ꎬ并按

照年级从低到高排序ꎬ第一个例句就是最低年级

的ꎬ由此可以断定ꎬ这个词语是在几年级第一次出

现的ꎬ解释该词语就用这个年级以前学过的词语ꎬ
辅之以«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ꎬ就可以有效

控制释义词语的范围ꎮ
(四)用插图、音频、小视频甚至方言等解释

最基础的词语(元语言)
前面说过ꎬ可以用三年级以前学过的词语解

释三年级学习的词语ꎬ那么一、二年级学习的词

语ꎬ或者“元语言”的词语怎么解释呢? 理论上

说ꎬ他们是不可解释的ꎬ因为没有比他们更容易的

词语ꎮ 对这些词语的解释ꎬ在融媒体学习词典中ꎬ
就可以借助插图、音频、小视频等方式实现ꎮ 小学

低年级教材常用的看图识字ꎬ就是个很好的办法ꎬ
“猪”“狗”“鸡”“饭”“水”等词语分别给一张图片

就可以解决问题ꎮ “吃”“喝”“说”“写”“画”“唱”
“听”“闻”“好”“坏”“高”“低”等词语用一段小视

频就可以较好地释义ꎮ “叮咚”“咣当”“潺潺”等词

语可以用一个音频文件展示ꎮ 小学低年级学习的

词语也可以用有声语言来解释ꎬ因为小孩在上学前

已经在有声语言环境中学会了一种方言或普通话

的基础词汇ꎬ大体上可以用有声语言进行交流ꎮ 在

融媒体词典中就可以用有声语言进行解释ꎬ比如

“写字”的“写”、“画画儿”的“画”、“唱歌”的“唱”、
“吃饭”的“吃”ꎬ小孩儿一定是能听懂的ꎮ 甚至可

以用方言来解释ꎬ达到很好的效果ꎮ
由上所述ꎬ对词语的释义可以采取分层实施

的策略:最基础的词语即小学低年级要学习的词

语可以主要依靠插图、音频、小视频等来解释ꎬ小
学高年级要学的词语用小学低年级学过的词语解

释ꎬ用小学学过的词语解释初中要学的词语ꎬ用高

中之前学过的词语解释高中要学的词语ꎬ这样编

纂者就可以有效控制释义的难度ꎬ保证学习词典

释义的有效性ꎮ
(五)释义语言整体来说可以有不同的风格ꎬ

呈现多元状态

笔者在访谈设计中ꎬ有如下一个题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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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你觉得“声音”的下列解释ꎬ哪一种更好?
Ａ 人用耳朵能听到的ꎮ
Ｂ 声波通过听觉所产生的印象:她听见了敲

门的声音ꎮ
(２)你觉得“风景”的下列解释ꎬ哪一种更好?
Ａ 好看的山、水、树木、房子、雪等ꎮ
Ｂ 一定地域内由山水、花草、树木、建筑物以

及某些自然现象(如雨、雪)形成的可供观赏的景

象:风景宜人ꎮ
访谈结果显示认可两个答案的都有ꎮ 不同的

是低年级偏向认可 Ａꎬ也有认可 Ｂ 的ꎻ高年级偏向

认可 Ｂꎬ也有认可 Ａ 的ꎮ 根据访谈反馈ꎬ低年级学

生觉得 Ａ 容易明白ꎬ答案 Ｂ 更准确ꎻ高年级觉得

应该选 Ｂꎬ但觉得 Ａ 挺好玩的ꎮ
Ａ、Ｂ 两种解释核心意思差不多ꎬ但 Ａ 有口语

特色ꎬ更随意一些ꎻＢ 有书面语特色ꎬ更严谨一些ꎮ
由此看来ꎬ不同年级对于释义用口语还是书面语

认可度不同ꎬ低年级更喜欢口语ꎬ高年级更喜欢书

面语ꎮ 考虑到不同年级的需求ꎬ笔者认为ꎬ针对小

学低年级编纂者应尽量用口语、自然语言释义ꎬ针
对小学高年级及初中编纂者应尽量用书面语释

义ꎬ高中用学术语言释义ꎮ 这样既能保证学生们

看得懂ꎬ又能满足他们不断提高语言能力的需要ꎮ
综合前面提到用插图、音频、小视频、方言、有

声语言释义等方式ꎬ总体来看融媒体学习词典的

释义语言应有不同的风格ꎬ呈现多元状态ꎬ比较符

合中小学生学习语言的实际情况ꎮ 按照词典文本

编纂的传统ꎬ释义要统一语言风格ꎬ尽量用书面

语ꎬ用学术语言ꎬ严谨、规范ꎬ一个字不多ꎬ一个字

不少ꎬ讲究学术性、科学性ꎬ但是这种做法可能会

损害词典的学习功能ꎮ 融媒体学习词典应该有自

己的释义语言风格及话语体系ꎮ 就此话题ꎬ笔者

曾请教过江蓝生先生ꎬ她认为这是一个极具挑战

性的课题ꎮ
(六)例句及其他说明要与学习者的水平和

理解能力相匹配

在调查中ꎬ有不少学生认为有些词典的例句、
例证不好ꎬ主要是因为和他们的学习材料对应不

起来ꎬ包括课文、阅读材料等ꎮ 有些例句中还有更

难的词语ꎬ妨碍理解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ꎬ«当代

汉语学习词典»例句多数来自语文课文语料ꎬ一

个词语一般配 １０ 个以上的例句(初稿配 ２０ 个以

上)ꎬ大体均匀分布在各个年级ꎬ该词语出现的最

低年级课文的例句一般会选择 ３ 个以上(需要解

释一下ꎬ有些词语ꎬ特别是成语ꎬ课文中例句较少ꎬ
因此ꎬ我们选用了“人民网”中比较通俗的例句)ꎮ
如此就可以保证该词语在最低年级出现时有充分

的展示ꎬ又在不同年级有历时的展示ꎬ这样就使例

句和所学词语有一个比较好的对应ꎬ学生学起来

就比较容易ꎮ
按照郑锦全先生“一词多例”的说法ꎬ词典中

应该附上大量的例句ꎬ充分显示词语的语义、语
法、语用环境ꎬ学生阅读了这些例句后ꎬ自然能够

比较全面地领会词语的意义和用法[１２]ꎮ 为此ꎬ笔
者将从语料库中抽取出来的例句全部进行整理ꎬ
除了在纸质版、电子版中附上有限的例句外ꎬ还将

剩下的大量例句作为延伸的内容ꎬ学生可以选择

浏览或做练习ꎮ 对于可以做练习的例句ꎬ比如多

义词义项的分辨ꎬ我们可以给出答案ꎮ
另外ꎬ对语义说明、文化背景、知识背景、关联

语汇、词义辨析等都要把握难度ꎬ包括语言、知识

的难度ꎬ在不同的年级要有不同的考虑和安排ꎬ保
证学生能看懂、理解ꎮ 对文化背景、典故等ꎬ低年

级的学生尽量用口语讲述故事ꎬ初中学生可以用

现代书面语讲解ꎬ高中阶段的可以用文言文说明ꎮ

　 　 六、融媒体汉语学习词典要满足用户

学习语言知识的需要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在总体规模上ꎬ奉行

“够用为度ꎬ实用为上”的原则ꎬ在“守正出新”的
基础上凸显自己的特色ꎬ适应新时代数字化环境

下的学习者的需求ꎮ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做到“够
用”和“实用”呢?

调查结果显示ꎬ学生使用词典查检相关内容

时ꎬ除了常规的词目、注音、词性、释义、例句外ꎬ对
语义说明、语法属性、文化背景、知识提示、词义辨

析、关联语汇等也很感兴趣ꎮ
(一)语义说明

１.字义与字形、字音的关系

在给出“匕” “本” “休” “伴” “易”等词(字)
的意义和用例后ꎬ又增加了“语义说明”ꎮ

【语义说明】“匕”是一个象形字ꎬ古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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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像舀饭的勺子ꎮ 因其头扁平而薄ꎬ
古代有一种短剑与之相似ꎬ故引申出

“匕首”的意思ꎮ
【语义说明】 “本” 是一个指示字ꎬ

“木”是一棵树ꎬ在树的根部加了一点ꎬ
本义指树根ꎮ 后引申为“根本”ꎮ

【语义说明】“休”是一个会意字ꎬ由
一个人和一棵树组成ꎬ指人靠在树上

休息ꎮ
【语义说明】“伴”是一个形声字ꎬ人

表形、表义ꎬ半表声ꎬ合起来指人相伴ꎬ即
伴侣ꎮ

【语义说明】“易”本是一个象形字ꎬ
指蜥蜴、蚂蚁等ꎬ后借为“容易”的“易”ꎬ
表声ꎬ再加一个“虫”变成形声字“蜴”ꎬ
表“易”的本义ꎮ
多数学生认为这样解释很有意思ꎬ容易理解、

记忆ꎮ 如果能配上图的话ꎬ效果更好ꎮ 汉字的形

音义之间有密切的联系ꎬ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

是用字形表示意义的ꎬ形声字形旁表示意义、声旁

表示声音ꎬ通假字用声音表示意义ꎬ用汉字“六
书”讲清楚汉字字义的来源ꎬ有利于学生理解和

识记汉字ꎮ
２.同一个字形(词形)ꎬ读音不同ꎬ意义不同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在交代了“切 ｑｉē” “切
ｑｉè”两个词的意思后ꎬ设置了如下的“语义说明”:

【语义说明】古代的“切”字ꎬ是形声

兼会意字ꎬ右边的“刀”字是形符ꎬ左边

的“七”是声符ꎮ “七”的甲骨文是会意

字ꎬ即将一根棍棒拦腰切断ꎬ是“切”的

本字ꎮ “切”的本义指用刀割断物体ꎬ读

“ｑｉē”ꎮ 被切断的物体只有在与刀具的

紧密接触之下才能被切开ꎬ从这个意义

上说ꎬ“切”也有两物相接触、相摩擦的

意思ꎬ这时它要读作“ｑｉè”ꎮ 望、闻、问、
切是中医的传统诊断方法ꎮ 其中“切”
是指用手摸着病人的脉搏来诊断病症ꎬ
含有接触的意思ꎻ接触或摩擦就要十分

贴近ꎬ所以ꎬ“切”也含有贴近或近的意

思ꎬ如:切身、切齿、切肤ꎮ “切”还有符

合、迫切、务必、正好之意ꎬ如切题、迫切、

切记、切中等等ꎮ
多数学生认为这样的说明是有意义的ꎬ喜欢

这样的说明ꎬ并且年级越高的学生ꎬ越喜欢这样的

说明ꎮ
３.词义构成的规律[１３]

在解释清楚“驳杂、巴结、哺育、魁梧、鞭策”
等词语的意义及用例后ꎬ«当代汉语学习词典»设
计了如下的“语义说明”:

【语义说明】“驳”是会意字ꎬ古字形

由一匹头朝上的马和“爻(ｙáｏ)” 构成ꎮ
“爻”表示马身上有交错的花纹ꎬ马的颜

色不纯ꎬ多种颜色混杂ꎮ 驳、杂同义复

合ꎬ增强混杂的程度ꎬ增强书面语色彩ꎮ
【语义说明】巴结:巴ꎬ企望ꎻ结ꎬ结

交ꎮ 企望结交ꎬ就去迎合别人ꎬ趋炎附

势、奉承讨好ꎮ
【语义说明】 “哺育”的“哺”怎么理

解? 哺的本义在嘴里嚼的食物ꎬ如周公

吐哺ꎬ天下归心ꎮ 引申为喂养ꎬ给没有能

力获取食物的幼畜和幼儿ꎬ即哺乳、哺

育、哺养ꎮ 嘴里嚼的食物怎么就引申为

喂养呢? 以前有很多这样的做法ꎮ 没

牙、咬不动的小孩儿ꎬ大人把食物放在嘴

里嚼碎喂孩子ꎻ小羊羔咬不动ꎬ也是大人

把煮熟的黑豆等放在嘴里嚼碎ꎬ然后喂

羊羔ꎮ 鸟儿给幼鸟喂食也是这样ꎮ
【语义说明】 “魁” 指(身材) 高大ꎬ

“梧”指梧桐树ꎬ在这里似乎没有实际意

义ꎬ有时也写作“吾” “俉”ꎬ但“梧桐树”
看起来非常高大、强壮ꎬ可以由此引申出

联想意义ꎬ增强“魁”的意义ꎮ
【语义说明】鞭:用来赶马的鞭子ꎬ

引申指用鞭子赶ꎻ策:古代用来赶马的棍

子ꎬ一头儿较尖ꎬ可刺马ꎬ让马快跑ꎬ引申

指用策赶马快跑ꎮ 鞭、策复合ꎬ比喻像用

鞭子抽打、用策刺打马一样ꎬ督促人赶快

做事ꎮ
多数学生觉得这样的语义说明很有意思ꎬ可

以帮助他们很好地理解词义ꎮ
４.多义词义项的引申延展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将“包袱” “绿色”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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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词性、义项、例句等交代清楚后ꎬ设计了如下的

“语义说明”:
“包袱”:①‹名›用来盛放东西的布

或用布包起来的包儿ꎮ
②‹名›负担ꎮ
③‹名›指曲艺中的笑料ꎮ
【语义说明】 “包袱”的本义是用来

盛放东西的布或用布包起来的包儿ꎬ这

个包袱一般要背在身上的ꎬ是有分量的ꎬ
有分量的东西压在人身上自然觉得不舒

服ꎬ就会成为人的负担ꎬ通过相关性引申

出负担的意思ꎮ 包袱里包着东西ꎬ打开

之前别人不知道里面有什么ꎬ是个谜ꎬ有
点神秘ꎬ引人好奇ꎬ通过相似性ꎬ引申出

曲艺中的笑料的意思ꎮ
绿色:①‹名›树叶子、小草的颜色ꎮ
②‹区›无污染的、有益健康的ꎮ
③‹区›符合环保要求的ꎮ
④‹区›安全的ꎮ
【语义说明】 “绿色”是植物本来的

颜色ꎬ当植物是绿色时说明其没有被污

染ꎬ没有污染的就有利于健康ꎬ当然也是

符合环保的ꎻ健康的、环保的当然也是安

全的ꎮ 绿色的新义项就是按照这样一条

路线延展引申出来的ꎮ
同样ꎬ多数学生也觉得这样的说明很有意思ꎬ

年级越高的学生可接受度越高ꎮ
(二)语法属性

汉语的词类与句子成分并不是一一对应的ꎬ
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缺乏“对内具有一致性、对外

具有排他性”的普遍特征ꎬ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单

靠词性很难充分展示词语的语法属性[１４]ꎮ 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ꎬ对例句中的词语标注词性、句法成

分、语义角色等ꎬ由此来相对充分地展示词语的语

法属性ꎮ 标注样例如下:
(１)[Ｓ 这 / ｒ 只 / ｑ 鹰 / ｎ]Ｄ１[Ｐ 患 / ｖ

了 / ｕ]Ｖ１[Ｏ 烟雾 / ｎ 诱发 / ｖ 的 / ｕ 肺尘

病 / ｎ]Ｋ１Ｄ２ꎬ[Ｐ 导致 / ｖ] Ｖ２[Ｏ 血液 / ｎ
{中 毒 / ｖ } ＠ 和 / ｃ 血 管 / ｎ { 破 裂 / ｖ }
＠ ]Ｋ２ꎮ

(２)[Ｓ 夏天 / ｔ]Ｄ１　 [Ｐ 到 / ｖ]Ｖ１　

了 / ｙ　 ꎬ / ｗ 　 [ Ｓ 小树 / ｎ] Ｓ２ 　 [Ｄ 给 / ｐ
　 爷爷 / ｎ]Ｔ２　 [Ｐ 撑 / ｖ]Ｖ２　 [Ｃ 开 / ｖ
　 [Ｏ 绿色 / ｎ　 的 / ｕ　 小伞 / ｎ]Ｏ２ ꎮ / ｗ
　 [Ｓ 爷爷 / ｎ]Ｄ　 [Ｄ 不 / ｄ　 [Ｐ 热 / ａ]Ｖ
　 了 / ｙ　 ꎮ / ｗ　

(３) [ Ｓ 葡萄 / ｎ]Ｏ　 [Ｐ 种 / ｖ]Ｖ　
[Ｃ 在 / ｐ 　 山坡 / ｎ 　 的 / ｕ 　 梯田 / ｎ 　
上 / ｆ]Ｐ　 ꎮ / ｗ 　 [Ｓ 茂密 / ａ 　 的 / ｕ 　 枝

叶 / ｎ]Ｄ１　 [Ｄ 向 / ｐ　 四面 / ｓ]Ａ１　 [Ｐ 展

开 / ｖ]Ｖ１　 ꎬ / ｗ 　 [Ｄ 就 / ｄ 　 [Ｄ 像 / ｖ 　
[Ｐ 搭 / ｖ　 起 / ｖ]Ｖ２　 了 / ｕ　 [Ｏ 一 / ｍ　
个个 / ｑ 　 绿 色 / ｎ 　 的 / ｕ 　 凉 棚 / ｎ ]
Ｏ２　 ꎮ / ｗ
有不少学生觉得展示词语语法属性是必要

的ꎬ这些语法属性也是应该掌握的ꎬ但利用这种办

法展示ꎬ看起来有点难ꎬ能不能简便一些ꎮ
(三)文化背景

对于一些词语ꎬ包括惯用语、成语ꎬ实际意义

与字面意义距离较远ꎬ不好理解ꎮ «当代汉语学

习词典»设置“文化背景”栏目ꎬ予以说明ꎮ 比如:
百姓 【文化背景】“百姓”是战国之

前对贵族的统称ꎬ战国时成为楚国对平民

的统称ꎮ «诗经雅天保»中有“群黎

百姓”ꎮ 郑玄笺:“百姓ꎬ官族姓也ꎮ”现今

“百姓”指平民、普通人ꎬ也称“老百姓”ꎮ
吹牛【文化背景】“吹牛”或者“吹牛

皮”为什么有说大话ꎬ不切实际的意思

呢? 有两种说法ꎮ 一种与屠宰有关ꎮ 杀

猪宰羊都要把猪、羊吹起来才好褪毛、剥
皮ꎬ猪、羊体积小ꎬ一个人是可以吹起来

的ꎮ 而牛的体积太大了ꎬ一个人是吹不

起来的ꎬ所以如果有人说他吹牛了ꎬ就是

说大话、骗人的ꎮ 另一种ꎬ和黄河上皮筏

子有关ꎮ 皮筏子可以用羊皮、牛皮做成ꎮ
羊皮体积小ꎬ一个人可以吹起来ꎮ 而牛

皮一个是体积大ꎬ另一个是牛皮太硬ꎬ一
个人很难吹起来ꎬ要很多人吹ꎬ所以如果

有人说他一个人吹牛或者吹牛皮ꎬ就是

说大话ꎬ不切实际ꎮ
南辕北辙【文化背景】辕:车前驾牲

畜的两根直木ꎻ车辕代表了车行的方向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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辙:车轮压出的痕迹ꎻ车辙代表了车实际

走的路ꎮ 本来向南的车辕ꎬ却变成了向

北的车辙ꎻ本来想向南去ꎬ却往北走了ꎮ
比喻行动与目的刚好相反ꎮ 南辕、北辙

两个名词性的成分组合在一起表达了一

个形容词的意思ꎮ 实际是一种借代的用

法ꎬ南辕是向南的车辕ꎬ代表了向南的想

法、目的ꎻ北辙是在北方留下的车辙ꎬ代

表了实际的行动ꎮ 这个成语源自西汉刘

向«战国策魏策四»记载的一个故事ꎮ
魏安釐王希望用武力成就霸业ꎬ魏国大

臣季梁劝其通过诚信树立威望ꎬ取得天

下人的拥护并成就霸业ꎮ 季梁给魏王讲

了这个故事ꎮ 战国时期ꎬ有个人要去楚

国ꎮ 他驾着马车在太行道上急行ꎮ 路

上ꎬ遇到一个同路人ꎬ二人攀谈起来ꎮ 同

路人问他去哪儿ꎮ 那人回答去楚国ꎮ 同

路人很惊讶ꎬ告诉那人走错方向了ꎬ楚国

在南边ꎬ你往北走了ꎮ 那人说ꎬ没关系ꎬ
我的马跑得快ꎬ不愁到不了楚国ꎮ 路人

提醒他ꎬ方向错了ꎬ马跑得越快ꎬ离楚国

越远ꎬ你是到不了楚国的ꎮ 那人指指自

己车上的行李说ꎬ我带的路费、干粮多ꎬ
车夫驾驶技术又好ꎬ路再远ꎬ也不愁到不

了楚国ꎮ 同行人见此人如此糊涂ꎬ只能

摇头叹气ꎮ 当时魏安釐王准备攻打赵

国ꎬ季梁用这个故事劝谏魏安釐王放弃

这个打算ꎮ 季梁认为如果用武力成就霸

业ꎬ恰恰就像去楚国向北走的人一样ꎬ条
件越好ꎬ离目标越远ꎮ 做人和做事ꎬ首先

要确立正确的方向ꎮ 如果方向错了ꎬ条

件越好ꎬ花的力气越大ꎬ离自己所要达到

的目标就越远ꎮ
这里所说的“借代”实际就是利用“事件结

构”理论当中的一个“事件元素”代替了这个“事
件”ꎬ“南辕”代替的是整个事件向南的方向、目
的ꎬ而“北辙”代替的是整个事件的结果ꎮ

对于以上“文化背景”信息ꎬ多数学生认为很

有意思ꎬ但要想完全掌握有一定的难度ꎮ
(四)知识提示

对于一些百科词语ꎬ如果对其知识背景做一

个比较全面的交代的话ꎬ理解起来会更容易ꎮ
隶书【知识提示】隶书有秦隶、汉隶

等ꎬ一般认为由篆书发展而来ꎬ字形多呈

宽扁ꎬ横画长而竖画短ꎬ讲究“ 蚕头雁

尾”“一波三折”ꎮ 根据出土简牍ꎬ隶书

始创于秦朝ꎬ传说程邈作隶ꎬ汉隶在东汉

时期达到顶峰ꎬ对后世书法有不可小觑

的影响ꎬ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ꎮ
立春【知识提示】立春、立夏、立秋、

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中重要的四个节点ꎬ
分别标志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开始ꎮ

不三不四【知识提示】 «易经»的每

个卦都分六个爻ꎬ俗称六爻卦ꎬ意思为事

物发展的六个阶段ꎮ 第三爻与第四爻处

在六个爻的中间位置ꎬ在«易经»中象征

正道和大道ꎮ “不三不四”说明一个人

或一个事物不在正道或大道上ꎬ因此ꎬ有
不正派、不务正业之意ꎮ
对于“知识提示”信息ꎬ多数学生认为有必

要ꎬ但理解起来比较难ꎮ
(五)词义辨析

同义词、近义词是学生学习及考试的难点ꎮ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主要从理性意义、色彩、搭
配等方面进行辨析ꎮ

【词义辨析】“恐怕”“恐慌”“恐惧”
“恐怖”都有担心害怕的意思ꎬ但程度逐

渐增加ꎬ“恐怕”主要是指担心ꎬ“恐慌”
指因担心而不安ꎬ“恐惧” 则指非常害

怕、惧怕ꎬ“恐怖”是指生命等受到威胁ꎬ
极度害怕ꎮ “恐”“怕”“惧”“怖”都是害

怕的意思ꎬ“慌”是不安的意思ꎬ这些词

语内部关系是同义复合ꎬ强化了害怕的

程度ꎮ
【词义辨析】 “懒洋洋” “懒散” “慵

懒”“懒怠”“懒惰”同义ꎬ都有懒的意思ꎬ
区别在于程度不同ꎬ逐渐增高ꎮ “懒洋

洋”突出懒的样子ꎮ “懒散”“慵懒”重在

强调状态ꎬ懒懒散散ꎬ不勤快ꎬ不积极ꎻ而
“懒怠” “懒惰” 重在强调态度ꎬ不愿意

劳动ꎮ
同样ꎬ多数学生也认为同义词辨析很重要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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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ꎬ应该作为学习词典的重点内容ꎮ

　 　 七、融媒体汉语学习词典要满足用户

提高语言能力的需要

　 　 (一)语言学习能力的提高

学生学习不仅要知其然ꎬ还要知其所以然ꎮ
老师教学生不仅要授之以鱼ꎬ还要授之以渔ꎮ 学

生搞清楚了词汇当中的一些规律ꎬ就可以提高学

习能力ꎮ
１.通过“语义说明”等栏目了解词语的基本

知识

在“语义说明”里ꎬ利用汉字“六书”ꎬ来解释

汉字的形、音与义的关系ꎬ能够加深理解ꎬ增强记

忆ꎮ 多音词音不同ꎬ义亦不同ꎬ就同形词(字)而

言ꎬ读音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ꎬ了解这些可以更好

地识读同形词(字)ꎮ 每个词语意义的构成都是

有理据的ꎬ掌握了语义构词规律就可以有理有据

地解释词语的意义ꎮ 多义词词义的引申主要是依

据相关性、相似性并通过转喻、隐喻方式而生成ꎬ
了解这些ꎬ可以据此解释多义词每个义项的衍生

路径及各个义项之间的关系ꎮ 通过“语法信息”
可了解从哪些方面考察词语的语法特点ꎬ如何判

断词性ꎬ进而掌握其用法ꎮ 通过“文化背景” “知
识提示”可了解隐含在词义背后的知识ꎬ更容易

建立词语字面意义与实际意义之间的联系ꎬ能够

更准确地理解词义ꎮ 通过“词义辨析”可了解近

义词之间的差异ꎬ以及从哪些角度辨析同义词、近
义词ꎬ以便更准确地掌握词语ꎮ

２.利用关联语汇ꎬ扩大词汇量

“关联语汇”一般是根据语义场、核心语素、
结构、词性相同等因素将词语聚集在一起ꎬ形成词

群或词族ꎮ 如:
颜色【关联语汇】白色、茶色、橙色、

粉色、褐色、黑色、红色、黄色、灰色、酱

色、金色、蓝色、绿色、米色、青色、肉色、
桃色、血色、银色、紫色、棕色ꎻ草绿色、茶
褐色、橙红色、翠绿色、淡青色、粉红色、
古铜色、红褐色、黄褐色、黄绿色、灰白

色、桔红色、咖啡色、玫瑰色、墨绿色、奶

油色、乳白色、深褐色、深灰色、蔚蓝色、
银白色、银灰色、紫红色

摊点(偏正结构、名词)【关联语汇】
摊车、摊床、摊档、摊棚、摊铺、摊群、摊

商、摊市、摊位、摊主、摊贩、摊子

货摊(偏正结构、名词)【关联语汇】
赌摊、路摊、商摊、夜食摊、吃摊、报摊、棚
摊、地摊、书摊

练摊(动宾结构、动词)【关联语汇】
撤摊、清摊、坐摊、出摊

摊晒【关联语汇】摊放、摊晾、摊卖、
摊牌

摊派【关联语汇】摊票ꎬ分摊、均摊、
平摊、拒摊、帮摊、公摊ꎮ
学生掌握了词群中任何一个词ꎬ就可以通过

类推的办法ꎬ理解其他词语的意思ꎬ扩大词汇量ꎬ
提高学习效率ꎮ

(二)语言运用能力的提升

　 　 学生在不同阶段对语言运用能力的要求是不

同的ꎮ 小学低年级一般能用口语表达即可ꎬ小学

高年级到初中就要学会用书面语表达ꎬ高中学生

则强调用学术性较强或比较精致、优美的语言进

行表达ꎬ这既是语言成长的要求ꎬ也是升学考试的

要求ꎮ 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要充分尊重学生成长

中的这些要求ꎬ在词典语言应用方面要考虑面向

不同阶段的学生使用不同风格的语言ꎬ释义、例
句、语义说明、文化背景等面向小学低年级学生的

尽量贴近口语ꎬ面向小学高年级、初中学生的要靠

近书面语ꎬ面向高中学生的尽量用学术语言ꎬ有些

文化背景介绍等也可以用文言文ꎮ

本文通过调查了解学生对学习词典的需求的

基础上ꎬ论述了融媒体汉语学习词典满足学生学

习需求的策略与路径ꎬ算是对融媒体汉语学习词

典的编纂和使用作了初步探索ꎬ以期对业界同仁

有所助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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