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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歧义是任何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歧义往往会对

交际双方的交流和沟通产生阻碍，但是歧义并不是绝对存在

的，在一定语境中，或通过句子成分补全等方式可以消除歧

义。语言的模糊现象是语言单元自身概念不清或意义不明确

造成的，属于语言的内部特征。而且历时研究表明，语言的模

糊性不可能在一定语境和一段时间内消除，模糊现象存在不

可避免的特征[1]。接下来，本文将对歧义和模糊这两种语言现

象在汉语中的表现进行逐项阐述和分析。

2 汉语歧义现象

汉语作为一种古老的语言，其发展和演变受中国“天人合

一”等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体现出形散而神不散的义合语言

特征。因为其词汇丰富，语法灵活，缺乏形态的变化而较之其

他语言歧义性尤为突出。总地来说，汉语歧义性表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语音歧义、词汇歧义、语法歧义。

2.1 语音歧义

语音的歧义通常由两种情况造成：淤同音异形字（词）造

成歧义；于多音字（词）造成歧义。

同音异形字（词）的出现与文字的长远变迁和悠远发展有

很大关系，汉语言文字也不例外。据统计现代汉语中的同音异

形词大约有 1000组。这些词语在口语表达中容易造成歧义，

而在书面语中因为字形词形的明晰，歧义又自动消除。例如：

“疯子”和“蜂子”，“电源”和“店员”，“廉洁”和“联结”，“公式”

和“公示”，“免贵姓张”和“免贵姓章”，等等。

多音字因为语音的不唯一容易造成歧义，而与同音异形

字（词）相反的是，它所引起的歧义往往是在书面语中表现出

来，而在口语中往往不会引起歧义。例如：“好热闹”如果好读

作“h伲o”表示“非常热闹”，如果读作“h伽o”表示“喜欢凑热闹”。

2.2 词汇歧义

词汇歧义主要有三个原因：淤异音同形异义词引起的歧

义；于同音同形异义词造成的歧义；盂词的兼类现象引起歧义。

在汉语书面语表达中异音同形异义词引起歧义的情况也

很多。例如：“重大”一词可以读作：zh侔ngd伽，表示“严重的，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也可以读作 ch佼ngd伽，指“重庆大学”。如

果单看句子：“这是一起重大的教学事故。”读者理解成“严重

的教学事故”和“重庆大学的教学事故”逻辑都没问题，所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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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引起歧义。

多义词既包括上述异音同形异义词也包括同音同形异义

词。同音同形异义类的多义词在汉语词汇歧义中占有很大比

重。举个很著名的例子：一个下级职员给领导送礼和领导展开

了如下的一段对话：

职员：领导，一点小意思，您收下。

领导：这是什么意思？

职员：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领导：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这段简短的对话中出现了五次“意思”，却指代了四个不

同语义：分别指代：淤心意；于企图，目的；盂送礼；榆有趣。在

缺乏语境的情况下很难说清每个“意思”的具体内涵。

在词汇歧义中总结的第三项为词的兼类现象引起歧义。

在汉语中，有的词不仅一词多义，还存在一词多词性的情况。

例如：“原来你是老师。”“原来”一词既可以表示时间名词“起

初”也可以作副词表示“事实上”，而两个意思放在句子中都是

可以理解的。

2.3 语法歧义

语法歧义也体现在三个方面：淤句法；于语义；盂语用。

句法层面的歧义句多是在句子的结构层次和结构关系上

研究句子歧义。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公园里有三个幼儿园的

孩子”是“三个孩子”还是“一群孩子来自三个幼儿园”？“三

个”的名词中心语是“幼儿园”还是“孩子”？

语义的歧义也可能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淤施事和受事

不明确，例如：开刀的是我妈妈。这句话既可以表示我妈妈是

做手术的医生，也可以表示我妈妈是接受手术的病人。于语义

指向含混不清。例如：他在汽车上写字。这句话既可以指他坐

在汽车里写字，也可以指他把字涂鸦在汽车上。盂领属关系不

明晰。例如：这是小猪佩奇的饼干。这句话既可以指这个饼干

是给小猪佩奇吃的，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小猪佩奇形状的饼干。

榆指代不清。例如：爸爸看见，儿子正在和他的朋友聊天。这

句话中“他的朋友”是指爸爸的朋友还是儿子的朋友？

语用层面的歧义比较高级。多是由于语气、停顿、轻重音

落在不同位置或是缺乏文化背景和交际背景而产生。例如：

“我想起来了”可以有两种理解“我回想起来了！”或者“我不

想躺着/坐着，我想起身站一会儿。”

3 汉语的模糊现象

汉语的模糊现象有着与世界上许多语言在模糊性上具有

的共性，例如，词义模糊。但是汉语因为其最小的语素义是以

字为单位，因此在词本位和字本位争论不休的汉语界中，汉语

的模糊性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模糊方式，体现为：各级语法单位

之间的模糊和词类的模糊。

3.1 词义模糊

许多学者研究汉语的模糊都偏向于关注汉语的词义模

糊。在词义模糊上对各类词性的词语进行了探索。例如：名词

中的方位词“远方”“高处”，时间词“一瞬间”“一刹那”；形容

词中的颜色词“深蓝”“浅绿”，相对性形容词“高”“矮”；模糊

性动词中的心里动词“喜欢”“讨厌”，模糊性数次中的“许多”

“若干”以及模糊性副词中的“非常”“挺”……词义的模糊性在

各语种中都有体现，是语言丰富性和灵活性的体现，汉语也不

例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汉语的表达注重形散而神不离，语

义的模糊恰好契合这点，凸显了汉语的朦胧美。

3.2 语言单位模糊

撇开其他语种，单独就汉语来分析。汉语的模糊性还存

在于各级各类语言单位之间。换言之，汉语的语素、词、短语、

句子和句群，虽然有各自的定义，但是各级各类语言单位的

边界是一种水乳交融的状态，并没有截然独立。一个字是语

素还是词往往不是那么绝对的。譬如：“氧”这个字在“氧气”

中只是构词的半自由语素，而“吸氧”中的“氧”却被视为是一

个意义完整的词。词和短语之间同样具有模糊性，吕叔湘先

生说：“词的定义一般很难下，一般说它是‘最小的自由活动

的语言片段’，这仍然十分不明确。因为什么算是‘自由活动’

还有待说明[2]”。

3.3 词类的模糊

词类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淤实词虚词归类的模

糊；于各类实词之间的模糊；盂各类虚词之间的模糊。人民教

育出版社语文一室在《初中语文语法教学内容要点》中明确指

出：“词分虚实，这是就一般情况来说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词都

能分得清楚。有些词处于边沿状态，可此可彼。”现代汉语中词

的虚实是依照词的语法功能，形态和意义进行划分的。副词作

为一种个性强于共性的功能词，其虚实归类饱受争议。吕叔湘

先生在《语法修辞讲话中》把副词归为虚词 [3]，朱德熙在《语法

讲义》中也将副词归于虚词 [4]，但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

中主张汉语副词是介于虚实之间的一种状态 [5]。实词中动词

和形容词很难划清界限。吕叔湘先生说：“在西方语言里，动词

和形容词，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功能上，都大不相同，该分两类。

但是汉语的形容词和动词有很多共同特点：都可以直接做谓

语，都可以用‘不’否定等等。”而在虚词中，副词和连词的划分

让众多汉语研究者头疼。“就”是一个最说不清楚的虚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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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饭我就睡觉了。”张静先生根据“修饰与被修饰关系”和“连

接关系”将“就”划分为连词，因为他认为这个词“只有连接关

系而没有修饰关系。”而吕叔湘先生认为：“可以出现在主语前

边也可以出现在主语后边的是连词，只能出现在主语后边的

是副词。”因此他又把“就”归到副词的队伍中了[6]。

4 国际汉语教学中歧义和模糊的处理办法

以上，笔者对针对现代汉语中的歧义现象和模糊现象进

行了明晰的阐述和区分。在实际的国际汉语教学中，面对母语

为非汉语的学生，国际汉语教师应该怎么做？笔者认为，首先

教师本身应具有专业的素养，当学生提出疑问时，能够对遇到

的具体现象进行正确的判断。引导学生以平和而客观的心态

对待所遇到的问题，用英语或学习者的母语与汉语中的歧义

或模糊现象类比，包容汉语的不确定性，而不是让学生产生

“不科学”的厌恶情绪。在汉语歧义的处理上，教师应当耐心引

导学生，多听多练，见多识广，用典型案例加深印象；注重音义

结合，把知识学活；注意语言情境，拓展知识背景，加深理解。

而在汉语模糊现象的处理上，教师应多采用演绎到归纳的方

式进行教学，有效地利用学生母语正迁移而及时阻断负迁移。

汉语和世界上很多其他语言有着共性的同时也具有个性，不

是学习者母语有的特征汉语都有。注重语言的实用性，不要让

学生钻牛角尖死扣语法。在不影响交际的情况下，有些语言单

位其实无需说话人要给它一个身份，拥有良好的语感可以成

功绕开模糊现象带来的困扰。

5 结语

汉语的歧义现象和模糊现象就如同一把双刃剑，在给学

习者带来困扰的同时也在增添语言的魅力，不仅能够丰富会

话含义，还让汉语充满意想不到的趣味和未知的神秘。国际汉

语教师作为汉语学习的引导者，如果能带领学生坦然接受这

些现象，正确规避歧义，恰当处理模糊，那么学习者一定能够

在汉语这门博大精深的语言中收获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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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课程是资源库建设的重点，要在教学改革的基础上为

用户提供代表本专业最高水平的整套专业核心课程。颗粒化

资源，体现信息技术优势的小颗粒资源是资源库建设的基础，

库内资源要在保障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尽可能设计成较

小的学习单元，颗粒化存储，便于检索和组课。

5 依托专业资源库的问题驱动和线上线

下过程评价的 SPOC教学模式教学效果
依托专业资源库的问题驱动和线上线下过程评价的

SPOC教学模式实施与研究，是在充分利用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业资源库的基础上，提出的适合计算机类相关专业师生教

学和实践的一种教学模式，它是将优质的教学资源、教学视

频、教学课件等与面授教学深度融合，适合小众教育，通过线

上与线下学习，互为补充，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再课堂进行实

践及方案论证，达到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符合现今高职教

学改革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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