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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HOMOPH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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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S ADVISORY COMMITTEE: XIAO YU, Ph.D. 

 

ABSTRACT 

 

 Learning more Chinese vocabulary helps students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ability. 

Mastering homophones is one of the key processes. When acquiring, Thai students' 

level of making friends and their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are affected by 

homophones. In Chinese, the meanings of words and different kinds of phonetic 

combinations are different. Even the same phonetic may have many different 

meanings. Therefore, Thai students are often confused.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 this article are: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earch 

method, analyze the degree of mastery of homophones by Thai students. Homophones 

included in textbook "HSK Standard Course" and "HanYu JiaoCheng" used by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are the reference basis.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analyzes under various Chinese proficiency levels. We analyze their 

questionnaires to obtain the types of problems and summarize the reasons. Then, I 

focused on studying the status of the students and published personal suggestions。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six parts: 1. It elaborates the background 

of topic selection, objectives, analysis functions and methods, as well as a literature 

review. This includes the analysis of homophones and the analysis of homophones in 

teaching Chinese to foreigners. 2. An overview of homophones. The definition, source 

and classification of homophones are introduced. 3. The investigation of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mastery of homophones and the collation of these situation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nd the homophones in the textbooks used as the 

reference subjects. we can obtain the types of improper use, and research the reasons 

for these situations. 4.I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mastery of 

homonyms, and some opinions when teaching. There are three methods: arrange 

language environment, study radicals, and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e. Then, some 

suggestions are given.5. B I propose the lesson plan design for reference. 6. By sorting 

out the results, I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ce of analyzing homophones, and point out 

the problems in the analysis process. 

 

Keywords: Chinese vocabulary, Homophones, Solution, Lesson pla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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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汉语词汇的掌握度高对于学生精进汉语应用能力很有帮助，其中掌握同音

词语为精进汉语的关键过程之一。泰国的学生在习得汉语的过程之中，他们的

交际水平以及阅读写作水平的高低受同音词语的作用。在中文中，字词和不同

种类的语音组合所表达的含义是不一样的，甚至在相同的字词里相同的语音或

许会有不一样的含义，所以泰国的学生在进修汉语的时候对于该类词语的掌握

常常会感到困惑。 

 本文通过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使用的教科书《HSK 标准教程》《汉语教程》中

同音异形词当作参考的依据。选择了具有代表性地泰国学生进修汉语的时候会

产生不恰当使用的情况的同音异形词语，同时进行了问卷考察。本篇文章分析

总结发生这些不恰当使用的状况的缘由。接着，我着重研究该国学生对于同形

异义词语的掌握状况并发表了一些解决方法，希望可以改善外国学生学习汉语

的情况。 

 本文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这篇文章的选题背景、分析目标、

分析作用和分析手段，以及相关研究现状的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同音词相关

概述。介绍了同音词的定义、来源、分类情况。第三部分为泰国大学生对同音

异形词语的掌握度的调查以及对于这些情况的整理研究。以泰国华侨崇圣大学

学生为调查对象，以所用的教材中所收录的同音异形词为主要参考对象，开展

问卷调查。凭借总结和研究上述数据，分许得到该国学子在各种汉语水准里学

习同音异义词语时出现不恰当使用的情况的种类，同时在所用教材、学习者、

老师三个方面研究出现这些情况的缘由。第四部分着重研究泰国大学生对于同

音异义词语的掌握度，对于同音异形词语的对外教授发表一些看法。第五部分

是根据第四部分的研究结果，提出教案设计以供参考。第六部分为整理这篇文

章的分析结果，提出分析同音异义词语的重要性，同时提出在分析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汉语词汇 同音异形词 解决方案 教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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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绪绪绪    论论论论    

    

一、一、一、一、选题的缘起选题的缘起选题的缘起选题的缘起    

 （一）研究背景（一）研究背景（一）研究背景（一）研究背景    

伴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中文在国际上变得逐渐重要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来学

习中文，学习中文变得越来越新潮。泰国作为中国的邻国之一，学习中文的人也

逐渐增多。而且有很多人觉得中文有它自己特殊的魅力，同时它也是历史最为悠

久的语言之一。即便学习中文的过程是比较困难的，它也被认为是全球学习最困

难的语言之一，但是它依旧凭借自己的语言魅力让越来越多的人去学习研究它，

与此同时在泰国学习它的人逐渐变多了，越来越多的学校把它当作学习的科目

之一，在大学里，愈来愈多的学校设立有了针对性的相关专业课程。 

任何一种语言都存在着同音词。在中文里，同音词语常常被运用。当中有一

类，读音是一样的但是字形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们的含义和语法作用也是不一样

的，这种就叫做“同音异形词”。我们在学习中文的时候常常会把这类词语搞错，

同时它们的偏误占人们发生的不同语言偏误的比例很大。且在泰国学生当中，该

种词语的偏误情况在进修中文的时候常常会碰到，在不同种类的语言环境里常

常会出现使用失误的情况。而且像这样的错误不论对于汉语的掌握度有多熟练

都会存在。我们可以得出，该类词语的学习对于该国学生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此

前有许多人去分析这个情况，也有了一些结果。接下来我将更进一步去研究出现

这种情况的缘由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二二二二））））研究意义研究意义研究意义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对于同音词语的分析一直是常见的课题。分析这类词语，许多都

是去分析它的概念、意义、出处以及种类等方面，很少有人去分析泰国学生对于

这类词语出现偏误的情况。这篇文章通过深入分析该类词语自身，让泰国汉语学

习者在进修这类词语的时候的理论性分析更加准确。 

实践意义：现在关于该国学子在进修该类词语时出现的偏误的情况的研究不

多，所以我将从该国大学生出发，分析他们学习该类词语时候出现的一些状况。

笔者挑选了该国泰国华侨崇圣大学运用的中文教科书《HSK标准教程（1-5册）》

以及《汉语教程(第1-3册）》，通过对教师的直接访谈，我们整理了在这些教科

书附页里的生词，选择了部分该校学子在进修汉语的时候会产生不恰当使用的

情况的同音异形词语，同时对这些学生实施问卷考察，研究他们的出现的情况并

做总结，分析了该校学生在各种汉语水准下存在的不恰当使用的状况，最终给这

类词语的老师、学生、教育方法以及课程安排方面给出一些自己的提议，以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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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在国外教学的中文老师一些在此类词语教授方面的传授方法，同时给该国学

子面对这类词语不恰当运用时得以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处理好该类词语不恰

当运用的情况，进一步加强对于中文的把握度，最终能够让该国学生中文水准加

强。 

凭借总结和研究上述数据，分许得到该国学子在各种汉语水准里学习同音异

义词语时出现不恰当使用的情况的种类，同时在教科书、学子、老师三个方面研

究出现这些情况的缘由。我们通过不同方面的剖析他们的问卷考察，可以获得他

们出现问题的种类，总结发生这些不恰当使用的状况的缘由。接着，我着重研究

该国学生对于同形异义词语的掌握状况并发表了一些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希望

可以改善泰国学生学习汉语的现有情况，提高中文习得效率。 

（（（（三三三三））））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汉语词汇的掌握度高对于我们进修汉语很有帮助，其中掌握同音词语为进修

汉语的关键过程之一。泰国的学生在进修汉语的时候，他们的交友水平以及阅读

写作水平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受同音词语的作用。在中文中，字词和不同种类的语

音组合所表达的含义是不一样的，甚至在相同的字词里相同的语音或许会有不

一样的含义，所以该国的学生在进修汉语的时候对于该类词语的掌握常常感到

困难。该国学子在使用该类词语的过程中，常常存在不恰当使用的情况，像：“等

到雨不下了，在（再）去跑步”（其中“在”的运用是不恰当的，与同音词“再”

搞混）；“我后天做（坐）飞机去上海”（其中“做”的运用是不恰当的，与同

音词“坐”搞混）；“他必需（必须）认错”（其中“必需”的运用是不恰当的，

与同音词“必须”搞混）等。 

所以这篇文章研究了该国学子对于这类词语的掌握状况，凭借研究这类词语

的区分和该国学子在运用的时候存在的偏误情况缘由，处理好该类词语不恰当

使用的情况，同时提出与之相关的教育方法，对症下药给出提议，以期能够提高

该国学子对于该类词语的掌握度，而且提高国外中文教育的水平。 

 

二、二、二、二、国内外研究综述国内外研究综述国内外研究综述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一一一））））本体研究本体研究本体研究本体研究    

通过研究当前拥有的信息，我国分析同音词语的报告不多。在语言学界曾经

研究讨论过该类词语两次，但是仅仅研究了关于这类词语的分化、规范性、定性

和种类，并没有更进一步去研究。所以对于该类词语的分析不是很热门。现在有

一些研究汉语的书，当中涉及到了部分与该类词语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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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淮青在《现代汉语词汇》里同时分析同音词语及多义词语。这本书包含很

多对于同音词语的研究。一开始，通过整理《汉语拼音词汇》(增订稿，1963），

得出“有5500多个同音词语”；然后，将这些词语划分种类，区别于别的学者，

他将这些词语划分为3种。它们分别为：同音同形词、同音异形词以及派生同音

词。其中派生类的产生，让同音词的种类愈加丰富，使学者对于该类词语的分析

更深一步。在进行划分之后，他把该类词语的字词和别字同时分析，因为我们平

时运用汉字的时候，相同发音的词语普遍存在，所以别字的情况也普遍存在，所

以作者在文中涉及了一些产生别字的状况，通过举例加深理解。在文中，还涉及

了一些与该类词语的产生、同音词语和多义词语的划分及意义等内容。我们可以

得出，他的这本书，涉及到了与该类词语相关的许多内容，例子很丰富，对于该

类词语的常见词给出了许多的例子和研究，可以让阅读的人了解清楚。但是局限

之处就是它仅仅分析了部分重点字词及其举例，没有更进一步研究关于该类词

语的另外内容。 

邵敬敏在《现代汉语通论》里涉及到同音词语，阐释了它的概念，同时简要

分析了它的划分种类，就是同形和异形两种词语，通过划分它们的种类，分析出

这种词语产生的缘由。作者在其中分析了同音、同形、异读、多义四种词语，对

于同音词语的研究仅占了一小部分，和其他类型的词语共同分析，并没有特意去

研究它。同时在该类词语的实际运用中，作者仅仅简单涉及:“分析该类词语有

助于改正错别字，在书写的过程中搞混异形同音词语是产生错别字的主要缘由

之一”。该类词语在作者的书中所占的比例不高，“知识密度”不多，实际上大

部分关于该类词语的知识点有被提到，却没有进一步去分析。 

卢英顺在《现代汉语语汇学》里的第7部分涉及到了同音词语，书中共同分

析了同音词语以及同形词语，和符淮青相同的是，他们首先都阐述了同音词的概

念，接着总结了产生该类词语的缘由，最终把该类词语和多义词语进行划分。但

是本书的作者和符淮青在该类词语产生的缘由方面有一些歧义，本书作者通过

分析汉语的符号的定性总结出四个缘由，但是对方只有三个缘由。而且本书的作

者涉及到了对于该类词语的看法，通过分析该类词语的正面以及负面影响，表达

了对于该类词语我们应怎么样去看它，这足以引人深思。 

曹炜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涉及到了该类词语的产生的缘由、种类、意义，

并且比较它与多义词语，其中对于该类词语没有进行深刻的阐述，缺乏条理性的

研究和分析，同时没有进一步研究它的内涵也没有有目的地进行分析。 

《同音词辨析》是1992年北京语言学院编撰出版的一本阐述同音词的书。其

中通过对这类词语的首字母的排序，研究了部分重点词语，同时在分析该类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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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运用了一些使用恰当例子和使用不恰当的例子，便于人们能够正确理

解。在这本书中存在的问题是词语的数量很少，部分词语不能被检索到，同时随

着汉语的发展，一些词语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被划分到另一种词语性质里，像在

书里的“助动词”，目前的汉语里不存在这种词语了，这种词语的性质还是在的，

而且我们也会使用它，所以它就被归类到其他的词语性质里去了。 

前面提到的都是对该类词语自身的分析的书，不可能涵盖所有学者对于该类

词语的看法和内容。总而言之，该类词语在现存的中文类书里所涉及的内容并不

是很多，很大一部分只是简要分析了该类词语，没有进一步去研究它。由此可得

该类词语在大部分书里面都只涉及到一小部分，占比不是很高，同时对于该类词

语自身的分析的书更是少之又少。 

抛开一些简单涉及该类词语的书，现在我们唯一能获得的关于该类词语的词

典就是现代汉语同音词词典》，它的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社。

其中基本上涵盖了该类词语，同时整理了该类词语然后对比它们，其中重点标出

了重要的同音词语，这种做法让人们更加清楚如何去区分这类词语。词典中并无

例句说明，也无误用例句。它是一本非常专业化的词典，让人们更加便捷地检索

该类词语。 

在分析该类词语自身的过程中，除开上面提到的书籍以及词典，还包括对论

文的分析。比如:孔昭琪《论现代汉语同音词》、刘芝芬《汉字同音词的特点与

功用》、曲娟、周玉琨《同音词及其类型》、陶瑕丽《同音词性质的再认定》、

王汉卫的汉语言的同音词界定》、刘春《汉语同音词的产生及来源》等，这些论

文从不同的角度分别阐述了同音词。以上提到的论文都是从该类词语的一小部

分开始分析的，我国还存在许多这样的文章，就不过多分析了。 

凭借上面提到的书籍、词典以及论文，可以得出目前语言界对于该类词语的

分析变得越来越多，即使以前对于该类词语自身的分析不是很多，关于该类词语

的书籍也不多，现在对于它的论文分析逐渐增多了。按照这种形势，伴着语言学

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该类词语的分析也会不断增多。 

（（（（二二二二））））对外汉语教学同音异形词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同音异形词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同音异形词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同音异形词研究    

李云松（2011）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同音词界定策略研究》里觉得对于该类

词语教育里的范围大小必须从特定的情境去考察，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在教育的

过程里要着重于调整有效的教育方法让学生学好该类词语。最后可以总结出，在

实际运用当中，我们一般会把语感当作根据来使用该类词语而不是词语的源头，

通常会把兼类词语或者在外来语言定义里差别大的词语一起当作该类词运用。

这种情况对于国外的汉语教育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不仅准确划分了该类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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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大小，也让该类词语的教学水平更进一步。 

唐萍（2013）在《现代汉语形似同音词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里通过研究偏

旁部首印象浅、词语性质掌握度不高、对该类词语含义的模糊和心理原因给出了

一些教育方面的提议。书中写道把教育手段、教科室排版和教育策略3部分相统

筹，提高中文教育水平让外国学子能够有效学习该类词语，为对外汉语研究提供

了借鉴意义。 

李敏（2014）在《对外汉语同音词的语义语用考察及教学策略研究》里阐述

了因为学习该类词语比较困难，要理解该类词语本身的含义，也要知道它的用法

作用，同时要能够运用恰当。书中详细介绍了给国外学生学习该类词语的7种教

育手段，即凭借语境、凭借义项、相对比较、部首偏旁研究、非语言方法辅佐、

语素研究和综合性教育来进行教授。 

彭琰（2015）在《<新HSK大纲>中同音词研究》里把《新HSK大纲》作为分析

目标，重点整理并研究1-6级的词语，通过比较他们的音节框架、字形以及词语

性质区分它们，同时在《新HSK大纲》和《汉语水平与汉字等级大纲》种仔细比

较该类词语。由此可得《新HSK大纲》里有不足之处，一定要在之后的教育过程

中加以改正。在《新HSK大纲》里对于该类词语的细致分析有助于之后的教育，

老师们能够凭借书中的分析以及他们自己的研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 

陈佳敏（2015）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单音节同音词研究》里提到国外的学

生进修中文，对于单音节的同音词的把握常常会出现麻烦，同时通过音节、字形、

词语意义、学生、老师5个角度，研究国外学生对于该类词语使用不恰当的情况。

最终他总结了国外教授汉语的一些教育手段，必须要遵守音节、字形、词语意义

三者结合的情况，必须多角度研究，而且在国外的中文教科书中要添加该种练

习，让学生真正学好中文。 

刘晓喻（2016）在《对外汉语同音同形词教学研究》里对《汉语水平词汇与

汉字等级大纲》《新HSK词汇等级大纲》里的同音同形词语仔细划分、整理和研

究，并且通过对在国外读书的学生进行有关中文同音同形词语不恰当使用的状

况的调查问卷并整理分析相关数据，通过上述方法给国外中文教育一些提议。在

笔者看来不恰当使用的缘由是目的语知识的负迁移以及缺乏，同时教育水平滞

后也是重要原因，所以老师在教育过程中一定要一步一步对症下药进行教授，要

准确使用教科书、辅佐器材来教授，而且要加强课后的练习。对于学生自身来说，

不仅要及时完成课后布置的作业，也要合理运用课后时间主动进行学习，着重提

高自身语言能力和丰富自身的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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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丽（2017）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同音词教学策略研究》里重点讲

到伴着这类词语的不断拓展完善，初中生对于该类词语的运用会出现麻烦，

所以对于该类词语在初中语文的教育越来越关键。在文章里把营口开发区第

二高级中学当作典型，研究分析了对于该类词语学习的重要性、目前的教育

情况、出现的麻烦和提议，笔者认为老师在教授过程里必须注重对于该类词

语的教育，同时必须加强自己的教育能力，仔细对待学生的每一份作业。但

是在学习的过程里，学生需要从阅读汲取以及日常生活里掌握并且积累一定

的词汇，要形成不断回顾复习的习惯。复习和学习并行才可以更快得学习掌

握，以此来提升教学的质量。 

高层层（2018）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同形同音词研究》中对《现代汉语词

典》（第七版）《博雅汉语》《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新汉

语水平考试大纲》里有关同形同音词的部分做出了总结研究，同时点出了教科书

以及教师授课过程中所出现的错误，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作者觉得在教育

的过程里，老师应该按照逐步递进的方式来教授，这样不至于让初学者产生畏难

的情绪，接下来是要有目的性的教学，同时需要巧妙的运用日常说话的语言情景

来教授相应的知识内容，面对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要有区别的进行教学，找到符

合每个学生不同的教学方式，最终把现实和生活中的情境联系起来，让学生能够

学有所用，同时可以自主的掌握学习的工具，学会自学来加强自身的学习水平。 

吴庄(2017）在《汉语儿童同音词习得的实验研究》里针对120位儿童（年龄

在3岁至10岁）进行同音词测试，测验的内容有虚拟同音词、虚拟词和真词。测

试的最终结果说明三四岁的孩童可以快速的学习新词汇的音调，然而在理解同

音词义的过程中有着很大的难度，但是五岁及以上的孩童则具备了在短时间里

掌握同音词的学习，这一项技能绝大部分是因为与日俱增的词汇数量和孩童对

于事物的认知能力的提高。此测验的实验目的在于研究同音词汇会不会对孩子

学习汉语造成一定的阻碍以及找到了从什么时候这个现象会有所改善。 

吕俞辉（2018）在《二语教学视角下的汉语同音词研究》里先用一个广为流

传的“微信”段子引出在中文的学习过程里，无论是否为汉语母语者，均将遭遇

同样的困境。所以这本书的作者通过三个依据：语素、词性和词频来划分同音词

的四种难易类型，分别是“易混淆”“较易混淆”“不易混淆”“不混淆”，同

时详细的介绍了这四种的同异之处。作者在最后表示我们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

需要有四个步骤：回避替换策略、充实语境策略、补充说明策略和儿话变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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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研究方法与论文思路研究方法与论文思路研究方法与论文思路研究方法与论文思路    

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有：问卷调查、比较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与定量分

析法。利用采集到的有关同音同形词的相应材料以及中文在国际教学中的有关

教学策略的资料，并且把有效的材料整合扩展。研究之前要准备好有关的问卷，

问卷的具体内容是关于泰国学生对于同音同形词的认识和学习状况的考评。收

集问卷后，要把问卷详细地划分归类并且计算有效地数量，寻找更有价值的问

题，选择其中有帮助的讯息。根据采样的最终结果来形成对泰国学生学习同音同

形词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错误，并且给出有针对性地解决方案。 

文献研究法：重点在于采集归纳，同时利用学习到的文献资料里的知识对现

实中遇到的情况进行有依据地分析的办法。本文利用知网以及行业著作里有关

同音同形词的资料开展调差别化分析，同时通过互联网媒介来采集相关的文献

材料，并且归纳总结，进行本文的探究。 

问卷调查法：本文选择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调查，问卷的内容取材以泰国华

侨崇圣大学选取的教材《HSK标准教程（1-5册）》《汉语教程(第1-2册）》为依

据，制定出调查问卷。对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医学院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此了

解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习得情况，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比较分析法：本文把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中文教材《HSK标准教程（1-5册）》

《汉语教程(第1-2册）》里面涉及的有关同音异形词作了细致地统计和对比，同

时划分多个层次来进行研究，归纳出同音异形词在使用过程里可能出现的错误

和形成错误的缘故。 

定性分析法与定量分析法：本文统计了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所用的教材《HSK

标准教程（1-5册）》《汉语教程(第1-2册）》中的同音异形词总量，有关中文

学习水平的阶段情况来有针对性地调查。此外，该种调查方式可以让问卷的结果

简洁且易懂，也便于后续从各个角度对泰国学生使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科

学的分析。 

具体的研究路线如下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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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11.11.11.1：：：：研究技术路线研究技术路线研究技术路线研究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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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同音词概述同音词概述同音词概述同音词概述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同音词定义同音词定义同音词定义同音词定义    

 

同音词的含义是有着一样的音调，在意思上完全不相同的词汇。详细的说就

是组成该词的声母韵母以及声调都一样，却有着完全无关的含义的词语。比如：

“zuo-作、坐、”；“liu-流、留”；“zhang-张、章”；“liu lian-榴莲、

流连”，上述的词汇均为声母韵母音调一致的词汇，却在含义上大相径庭。 

学术界有关同音词的观点是不同的，例如曹炜在《现代化语词汇研究》里，

对同音词下的定义是：同音词是指几个语音相同而意义完全不同的词
[1]
。符淮青

的《现代汉语词汇》里有关同音词的解释愈发简洁：指声母、韵母和声调都相同

的词是同音词
[2]
。卢英顺在《现代汉语语汇学》里关于同音词的定义十分的详细：

同音词是指在语音形式上与其他词完全相同的词
[3]
。“完全相同”的意思就是单

音节词中声母韵母以及声调全部相同，复音词则是在单音节词的要求的基础之

上增加词的重音结构也需要完全一致。胡裕树给同音词下的定义是：根据词的语

音来观察，中文里存在着一些同语音结构但是含义却不相关的词
[4]
。刑福义说的

更为直接：同音词是指一组声音相同而意义完全不同的词
[5]
。然而，一部分人不

认同这样的定义方式，毕竟在同音词中，仍存在一部分的词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含

义。比如：“漫步”和“慢步”，两个词都是表示动作行为，所表达的含义也均

有缓慢前行之意，然而在使用的情况上却很不一样，第一个慢步强调的是速度，

第二个漫步强调的是状态。我们还可以从下面这个例子最后得出结论，“本意”

与“本义”两个均为名词形式，也带有原来的含义。前者的“本意”说明原有的

思想。如：他的本意还是好的，只是表达的感情不对。后者的“本义”说明了词

汇的原有含义，引申为思想上、政治上所遵循的途径。如：词汇的其他含义就是

在原本的意义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衍生和拓展得来的。 

 

 

 

 

 
[1] 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3] 卢英顺.现代汉语语汇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 胡裕树.现代汉语(重订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5] 刑福义,汪国胜.现代汉语[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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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同音词来源同音词来源同音词来源同音词来源    

 

一、语音演变一、语音演变一、语音演变一、语音演变    

语言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变化着，这也是时代交叠的现象。许许多多的词

汇在时光的更迭中出现了新的改变。符淮青的《现代汉语词汇》里有写道：语音

简单化是汉语语音发展总的趋势
[6]
。在时代的更迭变化里，如今的普通话相较于

古代汉语已经消失了不少的声母韵母，音调也趋于简洁，不过也有一些字词的读

音从古至今未发生改变。例如：“欺”与“七”，两者在如今的普通话里读音相

同，却在以前的古汉语中不为同音词。 

 

二、词义演变二、词义演变二、词义演变二、词义演变    

古汉语中常出现一词多义的现象，在不断的更新换代中，很多词义在时间的

变迁中遗失，只保留了最初的声调，所以就出现了同音词。比如“刻”不仅能够

用来作为时间单位使用还可以表示雕刻的这个动作。两个含义之间没有必然的

联系，然而在古代汉语中由于刻度是雕刻出来的，因此在古代刻就有了两个含

义。 

再例如：有很多词性，例如动词、形容词、介词等，在当动词的时候，是“向

着、朝着”的意思，例如“他的目光对着他”，在当形容词的时候，是“正确”

的意思，例如“这个答案是对的”，在当介词的时候，是表示动作行为的对象，

例如“对你的行为，他很厌烦”。 

 

三、音译外来词三、音译外来词三、音译外来词三、音译外来词    

中文在融合其他语言的同时也利用自身的一些特点进行改造，这个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同音词。例如，代表长度的单位“米”以及粮食作物的“米”就是

一组典型的例子，即使字形字音都没有发生变化，然而所传达的意义以截然不

同。再比如：“智力”以及“智利”，在这组词中前一个代表的是人的智商，后

一个代表的是中文翻译的国家名。此外，卢顺英还在《现代汉语语汇学》写到了

第四种可能，也就是在发明字的过程中语音形式偶合
[7]
。卢顺英在书中提到“语

言中的词汇不是哪一个人或某一地区的人创造出来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

根据需要都有可能创造新词语；再加上语言中的辅音和元音的数量有限，由他们

组成的音节数，由于种种限制，也是有限的，而我们要表达的意义则是丰富复杂

 
[6] 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7] 卢英顺.现代汉语语汇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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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在造词时出现同样的语音形式表示不同意义的现象”。卢顺

英凭借着语音自身的特征，觉得其产生的原因是音调中的元辅音数量有局限性，

而词的含义远远超出这个范围，所以才会出现在发明的过程中撞音的情况。实际

上来说，同音词在平时使用的次数也是很高的，人们总会在无意识里表达出许

多。甚至一句话中就可以含有一些同音词。比如“这里的景色真美，还有一口老

水井，水井的边上写着警示语，让游客不要靠近”。简单的二十几个字里就存在

了三个读音一致的字：“景”、“井”、“警”。即使有三个一样的读音存在，

人们还是能够清楚得区分三者的不同含义，以此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这个例子

完全契合卢顺英论述的“语音形式偶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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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同音词分类同音词分类同音词分类同音词分类    

 

一、同音同形词一、同音同形词一、同音同形词一、同音同形词    

同形同音词就是指那些音调和形状都一致，却有着不一样的含义的词汇。这

类词的出现有几点原因： 

（一）因为多义词的一些含义在时间的筛选中不断发生分化，意思之间产生

了巨大的分歧，这也就导致了相同的字会出现不同的含义的情况，也就成为了如

今的同形同音词。 

举例如下：“关门”与“关门”，前一个代表着把门关上的动作，举例说明

“你离开时要关门”，后一个代表的是最后一个的含义，举例说明“关门徒弟”。

还有“背书”和“背书”，前者指的是把书本的内容记背下来，例如“老师叫学

生们背书”，后者指的是一种商业行为，是指做担保的意思，例如“你的这番言

论是否具有真实性背书”。除此之外，“仪表”“仪表”两者之间的含义也是不

一样的，前一个具体说的是人外在的打扮，举例说明“此人仪表堂堂，但是却毫

无内涵”，后者指的是仪器，例如“车的仪表盘坏了”。 

（二）融合外来语种中的词语，音译的时候正好与原有的中文中的一些词语

相同。 

例如：代表长度的单位“米”以及粮食作物“米”，前者是外来词音译得来

的，即使字形和音调都没有差别，但是所传达的含义就是大不一样的。包括“托

福”不仅能够表示客套，说明是他人的好运感染力自身，例如“脱了某人的福”，

又可以作名词，是一门留学生的考试。 

 

二、同音异形词二、同音异形词二、同音异形词二、同音异形词    

同音异形词指的是那些读音相同但是字形不一的词汇。异形同音词明显比

同形的多，而且可以明显分辨内在的含义。 

举例如下：“变换”与“变幻”均为动词，而且词义上也均有“变化”的含

义，使用的语境就不一样。前者指的是事物的一定形式或内容换成另一种，例如

“水在零摄氏度的时候会从液体变换成固体”，后者指的是不规则的变幻，多指

抽象的事物，例如“妲己是由狐狸精变幻而成的”。还有“津津”和“斤斤”，

前者指的是具有浓厚兴趣的样子，例如“津津有味”，后者指的是对琐碎之事过

分计较，具有一定的贬义，例如“斤斤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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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习得情况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习得情况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习得情况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习得情况    

调查与分析调查与分析调查与分析调查与分析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调查概述调查概述调查概述调查概述    

 

中文里的同音异形词主要是指那些关于词的结构都相同的但是在表达的含

义上不完全一样或者是根本不一样的情况，这也是泰国学生不容易理解和掌握

的主要原因。本文以《汉语教程》、《HSK标准教程（1-5册）》等教材为参考对

象，研究其收录的同音异形词与分布情况。此外，为求更好的掌握如今泰国大学

生的学习近况，本文也对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汉语学生展开了问卷采集的形式，

通过该方式来熟悉泰国学生有关的学习现状，再凭借问卷采集的结果来研究总

结。具体地解他们在运用过程中产生问题的根源，来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汉语掌

握有关的知识。 

 

一、调查一、调查一、调查一、调查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本文的参考教材是《汉语教程（第1-3册 ）》《HSK标准教程（1-5册）》结

合书后的附页生词表，列举了以下的统计表： 

 

表表表表2222----1111：：：：同音异形词统计表同音异形词统计表同音异形词统计表同音异形词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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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目标与对象二、调查目标与对象二、调查目标与对象二、调查目标与对象    

本文调查的重点是了解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在校学生同音异形词的习得情

况，以及分布在不同的汉语水平阶段所出现的误用、错用类型，再对最终得到的

数据展开分析归纳研究，总结出了不同水平的学生在学习上的一些疑难之处。 

本文研究的对象来自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医学院的汉语学习生，调查的人

中有大一新生30人，大二学生30人，大三学生30人，大四学生30人，总共120人。 

 

三、问卷设计三、问卷设计三、问卷设计三、问卷设计    

本文的问卷调查以表2-1所收录的108组同音异形词为主，选出了29组同音

异形词来进行测试。这里选取的58个词汇均为泰国学生最容易误用的，其中分为

23组单音节同音异形词和6组双音节同音异形词。问卷的内容是选择、填空以及

判断三个部分合成的，而且不同的模块的题目也是从简单到难度高的这么一个

排布顺序。题型分布为：20道选择题、9道判断题。调查问卷具体内容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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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结果统计和分析结果统计和分析结果统计和分析结果统计和分析    

 

经过数据统计，各年级学生对这29组同音异形词的答题正确率具体数据如

下表2-2。 

 

表表表表2222----2222：：：：各年级答题正确率统计表各年级答题正确率统计表各年级答题正确率统计表各年级答题正确率统计表    

题题题题    

型型型型    
词组词组词组词组    

大一正大一正大一正大一正

确人数确人数确人数确人数    

大二正大二正大二正大二正

确人数确人数确人数确人数    

大三正大三正大三正大三正

确人数确人数确人数确人数    

大四正大四正大四正大四正

确人数确人数确人数确人数    

单题正单题正单题正单题正

确率确率确率确率%%%%    

总正确总正确总正确总正确

率率率率%%%%    

选 

择 

题 

长-常 15 13 17 18 52.5 

57.9 

园-圆 11 17 18 23 57.5 

风-疯 20 19 19 22 66.7 

玩-完 22 23 21 25 75.8 

做-作 19 21 21 24 70.8 

合-盒 16 15 15 18 53.3 

到-倒 13 12 19 21 54.2 

快-块 15 14 15 18 51.7 

求-球 16 19 19 20 54.2 

他-她 17 18 19 19 60.8 

的-地 24 22 25 25 80.0 

正—证 18 17 17 19 59.2 

进—近 14 14 16 15 49.2 

在-再 18 21 22 19 66.7 

本意-

本义 
14 12 15 15 46.7 

必须-

必需 
11 15 16 18 50.0 

检查-

检察 
9 13 14 14 41.7 

公园-

公元 
19 20 18 19 63.3 

反映-

反应 
15 14 16 18 52.5 

学历-

学力 
15 14 17 16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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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题题题

型型型型 
词组词组词组词组 

大一正大一正大一正大一正

确人数确人数确人数确人数 

大二正大二正大二正大二正

确人数确人数确人数确人数 

大三正大三正大三正大三正

确人数确人数确人数确人数 

大四正大四正大四正大四正

确人数确人数确人数确人数 

单题正单题正单题正单题正

确率确率确率确率%%%% 

总正总正总正总正

确率确率确率确率%%%% 

判

断

题 

票—漂 14 15 15 17 50.8 

59.6 

东-冬 19 20 22 24 70.8 

中-钟 19 21 21 24 70.8 

带-戴 14 12 15 16 47.5 

支-只 9 13 14 12 40.0 

哥-歌 17 16 19 22 61.7 

效-校 18 19 18 20 62.5 

美-每 21 18 22 24 70.8 

工-功 17 16 17 24 61.7 

 

我们可以在表2-2得出，一共20题选择题，正确率在57.9%。其中单音节组中

正确率最高的题目是“的-地”的这一题，十分之八的学生都答对了，错误率最

高的是“快-块”的这一题，接近一半的人都没有答对。双音节词组正确率最高

的是“公园-公元”，正确率为63.3%，正确率最低的是“检查-检察”，正确率

为41.7%。判断题共9道，都为单音节词组，其中正确率最高的是“中-钟”和“美

-每”这两组，正确率为70.8%，其中正确率最低的为“支-只”，仅为40.0%。整

体上说，判断题的错误率比选择题低。 

 

表表表表2222----3333：：：：单音节词组和单音节词组和单音节词组和单音节词组和双音节词组的正确率统计表双音节词组的正确率统计表双音节词组的正确率统计表双音节词组的正确率统计表    

单音节词组单音节词组单音节词组单音节词组    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    双音节词组双音节词组双音节词组双音节词组    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    

支-只 40.0 检查-检察 41.7 

带-戴 47.5 本意-本义 46.7 

进-近 49.2 必须-必需 50.0 

票-漂 50.8 学历-学力 51.7 

快-块 51.7 反映-反应 52.5 

长-常 52.5 公园-公元 63.3 

合-盒 53.3   

到-倒 54.2   

求-球 54.2   

园-圆 57.5   

正-证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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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音节词组单音节词组单音节词组单音节词组 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 双音节词组双音节词组双音节词组双音节词组 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 

他-她 60.8   

哥-歌 61.7   

工-功 61.7   

效-校 62.5   

风-疯 66.7   

在-再 66.7   

做-作 70.8   

东-冬 70.8   

中-钟 70.8   

美-每 70.8   

玩-完 75.8   

的-地 80.0   

 

如表2-3所示，没有一道题的正确率达到100%，对于这29组同音异形词，从

整体的正确率来看，还是比较低的，正确率低于50%的有5题，其中单音节词汇为

3题，分别为“支-只”、“带-戴”、“进-近”，前两个词为字形完全不相同的

词，第三个为字形不完全相同的词。且这三组词汇在意义上也有所近似，“支-

只”同为量词，“带-戴”同为动词，“进-近”都与距离有所联系。双音节词组

正确率低于50%为“检查-检察”和“本意-本义”，对于泰国学生来说，这两个

词组相对比较难分辨。 

 

 表表表表2222----4444：：：：大一学生答题情况统计表大一学生答题情况统计表大一学生答题情况统计表大一学生答题情况统计表    

题型题型题型题型    词组词组词组词组    题题题题目目目目    正确人数正确人数正确人数正确人数    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    

选择题 

长-常 你的手有多（）？ 15 50.0% 

园-圆 篮球的形状是（）的。 11 36.7% 

风-疯 今天的（）很大。 20 66.7% 

玩-完 你今天出去（）了吗？ 22 73.3% 

做-作 你的作业（）完了吗？ 19 63.3% 

合-盒 这个（）子很好看。 16 53.3% 

到-倒 你去（）水给客人喝。 13 43.3% 

快-块 这本书五（）钱。 1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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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题型题型题型 词组词组词组词组 题目题目题目题目 正确人数正确人数正确人数正确人数 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 

选择题 

求-球 下午一起去打（）吧。 16 53.3% 

他-她 （）是一个女生。 17 56.7% 

的-地 他（）衣服很好看。 24 80.0% 

正—证 他（）在跑步。 18 60.0% 

进—近 你（）房间里。 14 46.7% 

在-再 你不要（）说这种话了。 18 60.0% 

本意-本

义 
他的（）是好的。 14 46.7% 

必须-必

需 
你今天（）完成作业。 11 36.7% 

检查-检

察 
题目写完了要（）一遍， 9 30.0% 

公园-公

元 
今天大家都去（）玩了。 19 63.3% 

反映-反

应 
他的（）很快。 15 50.0% 

学历-学

力 
他的（）是本科。 15 50.0% 

判断题 

票—漂 这张门票做得很漂亮。 14 46.7% 

东-冬 北京的东天很冷。 19 63.3% 

中-钟 现在是几点钟？ 19 63.3% 

带-戴 他的脖子上带着项链。 14 46.7% 

支-只 这只钢笔很好写字。 9 30.0% 

哥-歌 他哥哥唱歌很棒。 17 56.7% 

效-校 学校的教学效果很好。 18 60.0% 

美-每 她每次一化妆就变美了 21 70.0% 

工-功 只要工夫深，铁棒磨成针。 17 56.7% 

 

如表2-4所示，在20道选择题中，大一学生答题正确率率最高的是“的-地”

这组词汇，正确率为80%，。正确率在50%及以下的题目有9道，分别为“园-圆”、

“到-倒”、“快-块”、“进—近”、“本意-本义”、“必须-必需”、“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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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反映-反应”、“学历-学力”，准确率最低的为“园-圆”，仅为36.7%，

其中单音节有四道，双音节有五道。在9道判断题中，正确率最高的是“美-每”

这组词汇，正确率为70.0%，正确率最低的为“支-只”这组词汇，仅为30.0%。

其中有三道题目的准确率在50%以下，分别为“票—漂”、“带-戴”、“支-只”。 

将这正确率低于50%的12道题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大一学生错误率较高

的词多为字形不完全相同的同音词，比如园-圆”、“到-倒”、“快-块”、“进

—近”、“本意-本义”、“必须-必需”、“检查-检察”、“反映-反应”、“学

历-学力”。由于大一的学生对于汉语的接触还不够深，因此对于这些词汇难以

分析。以正确率最低的“支-只”进行分析，两个字都可以作为量词使用，但是

“支”更多的是用来形容类似于笔这样的杆状物，或者歌曲等，例如“一支歌曲”，

而“只”更多的是用来形容动物，例如“一只老鼠”，两个词的使用还是比较相

近的，知识语义色彩有所不同，导致学生难以分辨。 

再如，“本意-本义”、“必须-必需”、“检查-检察”、“反映-反应”、

“学历-学力”，这几组双音节词汇，它们都是由两个字组成，且其中一个字是

一样的，因此也会导致学生难以分辨。大一的学生对于汉语的接触较浅，以上这

些字形相同的同音异形词，就容易被他们混淆。学生对于汉语的偏旁部首还不够

熟悉，无法分析这组同音异形词的上、下、左、右各个结构部分，所以也会影响

学生做出正确选择。然而“必须—必需”这组双音节同音异形词语义色彩方面相

似，都含有“必要”的意思，因此这类双音节同音异形词使用正确率会很低，如

果教师没有强调这一组语义色彩方面相似的同音异形词，学生也不会注意，导致

学生混淆，经常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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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2222----5555：：：：大二学生答题情况统计表大二学生答题情况统计表大二学生答题情况统计表大二学生答题情况统计表    

题型题型题型题型    词组词组词组词组    题目题目题目题目    正确人数正确人数正确人数正确人数    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    

选择

题 

长-常 你的手有多（）？ 13 43.3% 

园-圆 篮球的形状是（）的。 17 56.7% 

风-疯 今天的（）很大。 19 63.3% 

玩-完 你今天出去（）了吗？ 23 76.7% 

做-作 你的作业（）完了吗？ 21 70.0% 

合-盒 这个（）子很好看。 15 50.0% 

到-倒 你去（）水给客人喝。 12 40.0% 

快-块 这本书五（）钱。 14 46.7% 

求-球 下午一起去打（）吧。 19 63.3% 

他-她 （）是一个女生。 18 60.0% 

的-地 他（）衣服很好看。 22 73.3% 

正—证 他（）在跑步。 17 56.7% 

进—近 你（）房间里。 14 46.7% 

在-再 你不要（）说这种话了。 21 70.0% 

本意-本义 他的（）是好的。 12 40.0% 

必须-必需 你今天（）完成作业。 15 50.0% 

检查-检察 题目写完了要（）一遍， 13 43.3% 

公园-公元 今天大家都去（）玩了。 20 66.7% 

反映-反应 他的（）很快。 14 46.7% 

学历-学力 他的（）是本科。 14 46.7% 

判断

题 

票—漂 这张门票做得很漂亮。 15 50.0% 

东-冬 北京的东天很冷。 20 66.7% 

中-钟 现在是几点钟？ 21 70.0% 

带-戴 他的脖子上带着项链。 12 40.0% 

支-只 这只钢笔很好写字。 13 43.3% 

哥-歌 他哥哥唱歌很棒。 16 53.3% 

效-校 学校的教学效果很好。 19 63.3% 

美-每 她每次一化妆就变美了 18 60.0% 

工-功 
只要工夫深，铁棒磨成

针。 
16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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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5所示，在20道选择题中，大二学生答题正确率率最高的是“玩-完”

这组词汇，正确率为76.7%，。正确率在50%及以下的题目有9道，分别为“长-常”、

“合-盒”、“到-倒”、“快-块”、“进—近”、“本意-本义”、“必须-必

需”、“检查-检察”、“反映-反应”，准确率最低的为“到-倒”和“本意-本

义”，仅为40%。在9道判断题中，正确率最高的是“中-钟”这组词汇，正确率

为70.0%，正确率最低的为“带-戴”这组词汇，仅为40%。其中有三道题目的准

确率在50%以下，分别为“票—漂”、“带-戴”、“支-只”。 

通过分析，答题正确率最高的四道题为“玩-完”、“的-地”、“做-作”、

“在-再”，都在70%以上。分析这四道题，第一组的题目为“你今天出去（）了

吗？”，“玩”和“完”的词义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别，前者是游玩、玩耍的意思，

后者则为结束、完结的意思，因此也是比较容易分辨的，并且字形也是完全不同，

因此正确率比较高。第二组词汇考查的是“的-地”，这两个词在日常使用中也

是比较多的，因此学生也比较熟悉，争取率比较高。第三组词汇的题目为“你的

作业（）完了吗？”，由于在一道题目中同时出现了这两个词汇，因此也给了学

生一定的提示，正确率比较高。第四组词汇为“在-再”，题目为“你不要（）

说这种话了。”，“再”的意思为再次、另外，和“在”的意义区别比较大，且

字形完全不同，因此也是比较容易分辨的。 

此外，从几组字形完全不相同和字形不完全相同的词来看，学生对于字形完

全不相同的题目的正确率较高，例如“东-冬”、“美-每”，这几组词汇从字形

上就比较容易分辨，且字义也是完全不同，因此正确率较高，反观几组字形不完

全相同的词，例如“合-盒”、“到-倒”、“票—漂”，这几组词，字形比较相

似，由于学生对于汉字的偏旁还不太熟悉，也会造成他们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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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2222----6666：：：：大三学生答题情况统计表大三学生答题情况统计表大三学生答题情况统计表大三学生答题情况统计表    

题型题型题型题型    词组词组词组词组    题目题目题目题目    正确人数正确人数正确人数正确人数    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    

选择题 

长-常 你的手有多（）？ 17 56.7% 

园-圆 篮球的形状是（）的。 18 60.0% 

风-疯 今天的（）很大。 19 63.3% 

玩-完 你今天出去（）了吗？ 21 70.0% 

做-作 你的作业（）完了吗？ 21 70.0% 

合-盒 这个（）子很好看。 15 50.0% 

到-倒 你去（）水给客人喝。 19 63.3% 

快-块 这本书五（）钱。 15 50.0% 

求-球 下午一起去打（）吧。 19 63.3% 

他-她 （）是一个女生。 19 63.3% 

的-地 他（）衣服很好看。 25 83.3% 

正—证 他（）在跑步。 17 56.7% 

进—近 你（）房间里。 16 53.3% 

在-再 你不要（）说这种话了。 22 73.3% 

本意-本义 他的（）是好的。 15 50.0% 

必须-必需 你今天（）完成作业。 16 53.3% 

检查-检察 题目写完了要（）一遍， 14 46.7% 

公园-公元 今天大家都去（）玩了。 18 60.0% 

反映-反应 他的（）很快。 16 53.3% 

学历-学力 他的（）是本科。 17 56.7% 

判断题 

票—漂 这张门票做得很漂亮。 15 50.0% 

东-冬 北京的东天很冷。 22 73.3% 

中-钟 现在是几点钟？ 21 70.0% 

带-戴 他的脖子上带着项链。 15 50.0% 

支-只 这只钢笔很好写字。 14 46.7% 

哥-歌 他哥哥唱歌很棒。 19 63.3% 

效-校 学校的教学效果很好。 18 60.0% 

美-每 她每次一化妆就变美了 22 73.3% 

工-功 只要工夫深，铁棒磨成针。 17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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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6所示，在20道选择题中，大三学生答题正确率最高的是“的-地”这

组词汇，正确率为83.3%，。正确率在50%及以下的题目有4道，分别为“合-盒”、

“快-块”、“本意-本义”、“检查-检察”，其中正确率最低的为“检查-检察”，

仅为46.7%。在9道判断题中，正确率最高的是“东-冬”、“美-每”这2组词汇，

正确率为70.0%，正确率最低的为“支-只”这组词汇，仅为46.7%。其中有三道

题目的准确率在50%及以下，分别为“票—漂”、“带-戴”、“支-只”。 

通过分析，正确率比较高的为“玩-完”、“做-作”、“在-再”、“东-冬”、

“中-钟”、“美-每”、“检查-检察”这几组词汇，大三的学生的汉语掌握情

况相对于低年级学生较好，学习汉语的时间较长，所以高三的学生关于同音异形

词的基础要相对扎实，对于这些词义相差比较大的，字形也比较大的词，对他们

的分辨也比较清晰，正确率比较高，可是也存在一些大三学生没有掌握好的词

语，例如“票—漂”、“带-戴”、“支-只”，这几组词汇的字形比较相似，并

且词性也有所相同，例如后面两组词同为动词和量词，只是词义色彩有所不同，

会让他们有所混淆。如“带—戴”都是动词，这组同音异形词在泰语中具有相同

的语义色彩方面，，“带”表示随身拿着，有携带、捎带、牵连、显露、包含等

意思；“戴”指的是把物品放置在身体的各个部位之上。比较可得，“带”具体

是表明随身携带，或放在包里或拿在手上；“戴”是穿戴的，如：戴手表、戴眼

镜、戴帽子等。问卷调查中有一题是“他没带伞，所以感冒了”如果学生没有深

入学习这一组词的语义及其范围，也容易使用错误。 

 

 表表表表2222----7777：：：：大四学生答题情况统计表大四学生答题情况统计表大四学生答题情况统计表大四学生答题情况统计表    

题型题型题型题型    词组词组词组词组    题目题目题目题目    正确人数正确人数正确人数正确人数    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    

选择题 

长-常 你的手有多（）？ 18 60.0% 

园-圆 篮球的形状是（）的。 23 76.7% 

风-疯 今天的（）很大。 22 73.3% 

玩-完 你今天出去（）了吗？ 25 83.3% 

做-作 你的作业（）完了吗？ 24 80.0% 

合-盒 这个（）子很好看。 18 60.0% 

到-倒 你去（）水给客人喝。 21 70.0% 

快-块 这本书五（）钱。 18 60.0% 

求-球 下午一起去打（）吧。 20 66.7% 

他-她 （）是一个女生。 19 63.3% 

的-地 他（）衣服很好看。 25 83.3% 



26 

题型题型题型题型 词组词组词组词组 题目题目题目题目 正确人数正确人数正确人数正确人数 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正确率 

选择题 

正—证 他（）在跑步。 19 63.3% 

进—近 你（）房间里。 15 50.0% 

在-再 你不要（）说这种话了。 19 63.3% 

本意-本义 他的（）是好的。 15 50.0% 

必须-必需 你今天（）完成作业。 18 60.0% 

检查-检察 题目写完了要（）一遍， 14 46.7% 

公园-公元 今天大家都去（）玩了。 19 63.3% 

反映-反应 他的（）很快。 18 60.0% 

学历-学力 他的（）是本科。 16 53.3% 

判断题 

票—漂 这张门票做得很漂亮。 17 56.7% 

东-冬 北京的东天很冷。 24 80.0% 

中-钟 现在是几点钟？ 24 80.0% 

带-戴 他的脖子上带着项链。 16 53.3% 

支-只 这只钢笔很好写字。 12 40.0% 

哥-歌 他哥哥唱歌很棒。 22 73.3% 

效-校 学校的教学效果很好。 20 66.7% 

美-每 她每次一化妆就变美了 24 80.0% 

工-功 只要工夫深，铁棒磨成针。 24 80.0% 

 

如表2-7所示，大四学生答题正确率相较于其他年级更高。在20道选择题中，

大四学生答题正确率低于或等于50%的只有“进—近”、“本意-本义”、“检查

-检察”这三组词汇。其中正确率最低的为“检查-检察”，正确率为46.7%。在

9道判断题中，正确率低于50%的只有一道，为“支-只”这组词汇，正确率为40%。 

通过分析，大四学生由于对汉语接触的时间最长，因此对于同音异形词的熟

悉度也比较高，只对一些词义比较相似的词容易混淆。从“进—近”这组词来看，

都与距离、方位有所联系，而“进”强调的是动作，“近”则强调的是距离，两

个字的偏旁也是一样的，导致错误率比较高。从“本意-本义”这组词来看，前

者主要用以表示人本来的意愿，二后者则比较多用于词汇的本来释义，两者的词

义比较相似，只是使用的对象有所不同。从“检查-检察”这组词来看，是大一

到大四四个年级的学生中错误率最高的词之一，“检查”指的是一般性质的查证

行为，多指查出问题，而“检察”则更多与国家机关有关，表示法律性质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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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误用的原因分析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误用的原因分析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误用的原因分析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误用的原因分析    

    

一、同音异形词角度一、同音异形词角度一、同音异形词角度一、同音异形词角度    

(1)(1)(1)(1)字形不完全相同字形不完全相同字形不完全相同字形不完全相同    

当前考查的字形不完全相同的同音异形词一共有20组，如表2-8所示，平均

准确率为56.9%。字形不完全相同的同音异形词在使用中被混淆是一种常见现象，

这是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的一大阻碍。 

 

表表表表2222----8888：：：：字形不完全相同题目正确率统计表字形不完全相同题目正确率统计表字形不完全相同题目正确率统计表字形不完全相同题目正确率统计表    

词组词组词组词组    单题正确率单题正确率单题正确率单题正确率%%%%    平均正确率平均正确率平均正确率平均正确率%%%%    

园-圆 57.5 

56.9% 

风-疯 66.7 

做-作 70.8 

合-盒 53.3 

到-倒 54.2 

快-块 51.7 

求-球 54.2 

他-她 60.8 

正—证 59.2 

进—近 49.2 

本意-本义 46.7 

必须-必需 50.0 

检查-检察 41.7 

公园-公元 63.3 

学历-学力 51.7 

票—漂 50.8 

中-钟 70.8 

哥-歌 61.7 

效-校 62.5 

工-功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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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字形不完全相同的同音异形词正确率

远低于字形完全不相同的同音异形词，例如具有不完全相同字形的单音节同音

异形词“票—漂”“求—球”“正—证”“进—近”，其正确率分别为50.8%、

54.2%、59.2%、49.2%，具有不完全相同字形的双音节同音异形词“学历—学力”

“必须—必需”等，其正确率为51.7%、50.0%，正确率都未能不超过60%。这是

因为部分字形相同的同音异形词，无论是“声旁”抑或是“形旁”相同，它们的

通常词性或词义上大多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泰国学生没有掌握好同音异形词

中相似字形的不同意义，就极易会出现两者混淆和误用的情况。例如选择题：你

今天出去（）了吗。这道题考查的是“玩—完”这组词，其因为意义差别很大且

完全不相同，所以学生不容易混淆，确率为75.8%。在选择题：你（）房间里”。

考查了“进—近”这组同音异形词，虽然意思不同，但是字形相似，且都是动词

词性，故而使用起来容易产生错误，正确率仅为49.2%。判断题：“这张门票做

得很漂亮。”。这道题考查的是“票—漂”这组同音异形词，虽然意思与词性完

全不同，但是字形很相似，如果学生没有注意，也容易出现错误。从问卷调查的

结果来看，有很多泰国学生两个空填的是同一个词，或没有填写“氵”，抑或是

空白，导致这道题的正确率偏低，正确率仅达到了50.8%。字形完全不相同和字

形不完全相同词组的正确率相差高达25%，对比可以极为明显的看出字形不完全

相同，由此，笔者可以得出字形不完全相同是该国学生学习汉语同音异形词时需

要去解决的一大困境。 

(2)(2)(2)(2)字形完全不相同字形完全不相同字形完全不相同字形完全不相同    

如表2-9所示，字形完全不相同的同音异形词有9道题目，正确率相较于字形

不完全相同的同音异形词正确率稍高，为58.7%。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字形完

全不相同的同音异形词也是泰国学生极易误用的地方。例如判断题：“这只钢笔

很好写字”，考查的内容是“只—支”这组同音异形词，正确率仅仅为40%，是

正确率最低的一组词汇。虽然字形、字义都存在差异，但是都是量词，且在泰语

中这组同音异形词含义相同、使用范围相似，在口语中甚至可以混用。因此学生

因为熟悉母语的口语表达，故而做问卷调查时也会产生混淆，容易选择错误。判

断题：“他的脖子上带着项链”。这道题考查的是“带—戴”，正确率为47.5%，

因为这组同音异形词都含有“穿戴”的意思，都是动词，在泰语中意义相同、使

用范围相近，如果学生不了解这组同音异形词的区别与使用法，受学生自身母语

负迁移的影响干扰，选择时便容易感到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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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9999：：：：字形完全不相同题目正确率统计表字形完全不相同题目正确率统计表字形完全不相同题目正确率统计表字形完全不相同题目正确率统计表    

词组词组词组词组    单题正确率单题正确率单题正确率单题正确率%%%%    平均正确率平均正确率平均正确率平均正确率%%%%    

长-常 52.5 

58.7 

玩-完 75.8 

在-再 66.7 

反映-反应 52.5 

学历-学力 51.7 

东-冬 70.8 

带-戴 47.5 

支-只 40.0 

美-每 70.8 

 

(3)(3)(3)(3)语义色彩方面相似语义色彩方面相似语义色彩方面相似语义色彩方面相似    

语义色彩方面相似指的是一组同音异形词具有一个或几个意思相同或者相

似义项的同音词，如表2-10所示，为语义色彩方面相似的几组题目的正确率中，

平均正确率只有49.9%。词的读音相同本来就会给二语学习者带来很大的困难，

再加上词的语义色彩方面相似，因此这类同音词使用正确率会很低，即便笔者身

为母语者，但稍不留意自己也会用错，因而对于二语学习者误用更是家常便饭。

例如“做—作”这组同音异形词都有“从事某种活动”的含义，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词典里记录道：前者的本义指的是从事某种工作或处理某项事情，为

动词；后者指的是做某事，从事某种活动，也为动词。此外，还有“必须—必需”，

这组双音节同音异形词都含有“必要”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里说明“必须”

指表示事理上和情理上必要，是副词；“必需”指一定要有、不可少，是动词。

自此，笔者认为这类字形相近及语义相似的同音异形词是泰国学生学习汉语同

音异形词时的一大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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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10101010：：：：语义色彩方面相似语义色彩方面相似语义色彩方面相似语义色彩方面相似题目正确率统计表题目正确率统计表题目正确率统计表题目正确率统计表    

词组词组词组词组    单题正确率单题正确率单题正确率单题正确率%%%%    平均正确率平均正确率平均正确率平均正确率    

做-作 70.8 

49.9 

本意-本义 46.7 

必须-必需 50.0 

检查-检察 41.7 

反映-反应 52.5 

带-戴 47.5 

支-只 40.0 

  

(4)(4)(4)(4)语法使用范围相同语法使用范围相同语法使用范围相同语法使用范围相同    

现代汉语同音异形词中，有一部分同音异形词的语法使用范围相同，这一类

同音异形词的出现使我们在生活过程中常发生误用现象，例如单音节同音异形

词“的—地”，这组同音异形词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这是因为这组同音异

形词都属于副词，在普通话中却有着各自不同的读音，但是当这一组词在句子、

词、短语的前面或者后面，表示结构关系或某些附加意义的时候，读音为“de”；

在书面语中这一组的用法便存在不同，彭小川、李守纪、王红《对外汉语教学语

法释疑 201 例》（2017）解释了“的”是指定语的标志，定语+的+名词，如“美

好的春天”；“地”是状语的标志，状语+地+动词，如“高兴地喊起来”。因此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要正确区分、使用语法范围相同的同音异形词的话，首

先可以从语义色彩方面进行分辨，其次从语法使用的角度来判定，最后结合词性

来看词在句子中的扮演角色。 

 

二、客观角度二、客观角度二、客观角度二、客观角度    

(1)(1)(1)(1)教材角度教材角度教材角度教材角度    

从对外汉语的教学来看，对外汉语教学思路方向比较固定，以语法和词汇教

学为主，但是与同音异形词相关的词汇教学却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在《汉语教

程》等泰国汉语学习学生使用的教材中，笔者发现可能是因为这些教材是初级教

材抑或是其他非主观原因，同音异形词在书上少之又少，笔者根据综合教材后面

所附录的生词表统计了同音异形词的数量，其中包括87组单音节同音异形词，21 

组双音节同音异形词，共 108 组同音异形词。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教材对同音

异形词的关注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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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学生角度学生角度学生角度学生角度    

通过对教师的直接访谈发现，在实际课堂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由

学生自身引起，有的学生对汉语不感兴趣，也有的学生觉得汉语和其他的语言相

比很难，汉字很难写、汉语拼音发音很难。因此当学生误用同音异形词时，教师

必须弄清楚每个学生的出错原因，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解决问题。此外，通过问

卷调查的统计分析发现，无论是哪个学习阶段的学生都会错误使用这几组同音

异形词，例：长—常、带—戴、支—只，其实这几组同音异形词在词性和词义上

完全不一样，一般情况下不会产生混淆。可能是学生不了解这几组同音异形词的

意义与差别，所以造成了误用同音异形词的情况。此外，在泰国的汉语教学过程

中，受限于诸多客观因素，汉语课的安排次数缺乏一个统一标准，一个星期课时

安排参差不齐，缺乏有利于学生学习和练习汉语的环境，不能及时强化学习效

果。 

(3)(3)(3)(3)教师角度教师角度教师角度教师角度    

长期以来，同音异形词的教学在对外汉语中重视程度不高，相比词汇和语法

教学来说比较滞后，极其容易被忽略，这导致泰国学生经常误用同音异形词。另

外，通过采访泰国学生发现，教师对同音异形词的教学经验不足，老师无法为学

生适当归纳出同音异形词的系统性与规律性，以及没有采用电教媒体去进行同

音异形词相关教学活动。结果就是同音异形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泰国学生对

其使用出现了大量的错误，这些错误也会影响泰国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也间接

影响了泰国学生学习汉语的热忱。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以《汉语教程》等泰国学生所使用教材的收录情况为基

准，将综合教材后面附录的生词表作为考察对象，共归纳了108组同音异形词。

通过直接访问教师发现，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学生觉得难度很大的同音异形词有

30组，共60个词。所以本文就以这些同音异形词为主，对学生生开展问卷调查。

其次，对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后，笔者发现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学习时存在不同的问

题：对一年级学生使用错误率大于 50%的同音异形词进行分析后发现，错误率较

高的多数是字形不完全相同的同音词，比如合—盒、到—倒、进—近、必须—必

需、学历—学力、票—漂。也许是因为学生刚刚开始学习汉语，所以学生无法区

分每个词的差异。但使用字形完全不相同的同音异形词时也会出现错误，例如

“只—支、长—常”翻译成泰语后具有相似的语义色彩、相同的语法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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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选用错误。字的形状有些许不同、字的形状有很大不同、使用的语境有相

似之处甚至是使用的区域大小差不多都可以成为泰国学生犯错的原因，例如字

形不完全相同的“到—倒、进—近、学历—学力、”，这一组因为字形相似，导

致学生容易错用；字形完全不相同的“东—冬、长—常、带—戴、只—支”，这

一组虽然字形完全不相同，但是也会导致学生误用。例如“带—戴”“长—常”

“只—支”这三组词，因为这类同音异形词翻译成泰语后语义色彩方面相似、语

法使用范围相同，所以会导致学生混淆，选用错误。经过分析，字形不完全相同

的“必须—必需、进—近”；字形完全不相同的“长—常、带—戴”的错误率也

比较高。其中“带—戴”“必须—必需”这组同音异形词在泰语中具有相同的语

义色彩，如果学生没有深入学习这一组词的语义及范围，就容易使用错误。从整

体上来看，问卷调查中的双音节同音异形词正确率低于单音节同音异形词，特别

是字形相似的同音异形词。此外，笔者发现字形相似的同音异形词正确率低于字

形完全不相同的同音异形词，而语义相似的同音异形词更容易出错。对待同音异

形词，笔者建议在实际学习过程中，教师要结合具体的语法使用范围，多讲解二

者不同的地方，再利用多种练习，加强辨析能力。 

最后，本文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出现的偏误类型和误用形成的原因。笔

者发现造成误用、错用的原因有同音异形词本身的原因，也有学生自身因素的影

响。站在同音异形词的方面来看，字的形状有些许不同、字的形状有很大不同、

使用的语境有相似之处甚至是使用的区域大小差不多等种种原因均可以导致其

不容易区分；从学习者自身来说，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同音异形词的难度远远大

于其他词汇；从教材上看，笔者发现《汉语教程》等泰国学生使用的教材，缺少

对同音异形词的关注；从教师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是同音异形词教学缺乏系统性

与规律性，讲解不够透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教师本身教学经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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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对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教学的建议对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教学的建议对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教学的建议对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教学的建议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的教学方法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的教学方法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的教学方法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的教学方法    

 

一、语境法一、语境法一、语境法一、语境法    

设计语境法是让学生在教师设计的不同语境中猜出词的意义的方法，教材

里仅记录了各个词汇的语义内容和词汇用法，而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知道

如何正确使用同音异形词，以及在使用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比如“进—近”这

组同音异形词同在句子中做谓语成分，使用语法上也相同，有明显的语义色彩，

对泰国学生来说，也是很难区分的一组词。可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学生便可通过

不同语境的特点来分析词汇的用法和词性，选出正确的词汇，例如“小王的妈妈

进屋子里坐了”，根据此句的语境中学生就知道要用“进”而不是“近”；“小

王走进了”，在这种语境中就要用“近”。 

再比如，“公园—公元”这一组双音节同音异形词都是名词，于是教师就可

以通过制造语境，帮助学生更容易地区分使用，比如“他们在公园散步”及“公

元前我们还太小”，在这两种不同的语境中，学生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公园”

与“公元”的区别。这些同音异形词通过语境法，能帮助学生快速地选出正确的

词语。设计语境法进入教学后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区分同音异形词，还能帮助学生

了解和记住如何正确使用同音异形词，在实际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充分利用语

境教学方法。在具体语境中，各类不同的同音异形词能够让学生迅速地理解，教

师讲解起来也能够贴近生活，增加学习趣味性的同时也能增加生活实用性。 

 

二、部件分析法二、部件分析法二、部件分析法二、部件分析法    

在对外汉语教材中，很多初级教材会给出一些字的象形字并配图来帮助学

生学习汉字，其中也有成字部件。初级班的教师虽然会重视练习汉字的读写，但

是对于部件的教学却没有重视强调，到了中高级阶段，出于交际或者专科训练的

需要，汉字部件教学才开始被重视。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初级班的教师应该

加强部件教学，特别是书写相似的同音异形词，因为部件不同也会使同音词的意

义发生很大的变化，导致学生混淆汉语同音异形词，在使用中出现误用。 

部件分析法可以从形旁和声旁两个方面分析，在形旁方面，比如“快”和

“块”这组单音节同音异形词由于偏旁部件不一样，表达的意义也不同。“快”

说明速度高，走路、做事的耗时少（和“慢”组成一对），“ 忄”这个偏旁由

“心”演变而来，与心理活动有关；“块”用于银币或纸币，等于“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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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偏旁与土或者土地有关。“他”和“她”这组单音节同音异形词偏旁部件也

不同。“他”指的是男性、雄性或者 

拟人的男性，“她”指女性、母性或者拟人的女性；“ 亻”部件放在字的

左边代表的是人，“女”部件放在字的左边与妇女有关。 

在声旁方面，例如“本源”与“本原”这组双音节同音异形词，以“原”的

读音作声旁，都是左右结构，教师可以从这组词的语义色彩方面给学生讲解。前

一个代表产生的原因，后一个代表哲学方面的初始本源。辨析语义色彩后，学生

会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组的使用用法。这种部件不同的同音异形词还有“到—倒、

马—码、哥—歌、风—疯、求—球、票—漂”等，读音都以前者字符为声旁，后

者字符都包含了前者字符，但是不同的部件也会表达不同的意义，具体的适用语

法范围也不同，运用在不同的语境中。通过这种分析部件法，可以帮助学生全面

地观察同音异形词，告诉学生应该在哪儿注意，以及可以助益于学生更好地学习

同音异形词的用法，减少学生误用同音异形词的频率。 

 

三、文化引入法三、文化引入法三、文化引入法三、文化引入法    

教师必须要适度引入文化法，对外汉语教学除了学习汉语这一任务外，还有

文化传播的重任，特别是对于泰国学生来说，汉语本身很难学，所以教师必须刺

激、保证学生的积极性。在语言发展过程中，存在大量同音异形词，由于同音异

形词数量多，记忆相对很难，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生活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比如中国的音乐、电影和小说，以及中国的古诗词、歌剧或者唱诗等

形式，以此提高学习的趣味性。 

中国古诗词的“谐音双关”： 

例一：在“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句古诗中，以“晴”寓

“情”，用了谐音双关的手法，既表现东边是晴天，又表现女生含羞不露的内在

感情。 

例二：“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里“柳”与“留”同音，运用

谐音双关的手法，既表现折柳是一种习俗，又表达了诗人对故乡深切的留恋、思

念。 

这属于中国人的一种习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才具有如今的含义，运用谐音

双关语来表达思想感情，是中国从古代至现在经常用的一种表现法。这一类同音

词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汉语和掌握同音词的各个方

面，以及深入了解中国的优秀文化。另外引入文化法更是激发学生外在学习动机

的“万能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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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对外汉语同音异形词的教学建议对外汉语同音异形词的教学建议对外汉语同音异形词的教学建议对外汉语同音异形词的教学建议    

 

一、对学生的建议一、对学生的建议一、对学生的建议一、对学生的建议    

通过对老师的访问以及泰国学生的问卷调查，研究认为学生应该重视同音

异形词。由于在实际课堂的学习中，学生大多只以词汇与语法为主，导致很多学

生忽略了同音异形词的学习，另外，因为汉语同音异形词的习得过程无论在心理

上还是生理上对泰国学生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加之部分同音异形词在字

形上高度重合，从而导致学生在使用时更加容易产生混淆。笔者认为，要提高学

生汉语同音异形词的学习水平，首先在课堂学习中，学生要重视教材与实践中出

现的同音异形词，提起自己的兴趣；其次，立足于实际语境之中，选择与实际语

境最为契合的同音异形词；最后，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出现错误，要积极地去查阅

资料或向老师寻求帮助。另外，对于学习，学生需要投入长期的、自主的精力与

时间，因为学习知识，永远没有捷径。 

 

二、对教师的建二、对教师的建二、对教师的建二、对教师的建议议议议    

在教学方面，教师对同音异形词的教学活动对泰国学生也相当重要。笔者认

为教师要首先搞清同音异形词的相同点与相异点，然后掌握好同音异形词的语

法使用范围，这样才可以把读音相同、意义相同而书面形式不同的一组词来进行

对比分析。上课时教师要强调两者的异同点，另外，要注意有些同音异形词翻译

成泰语后意思相同，例：做—作、检查—检察、带—戴、只—支，学生可能会因

此发生偏误的现象。因此，教师应该加强这种翻译成泰语后意思相同的同音异形

词的练习，因为学生容易受到母语负迁移影响的干扰，将同音异形词混乱地、错

误地使用。此外，初级水平的学生更易受其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教师在教学中要

更加注重学生母语与汉语同音异形词的比较，找准教学的重点与难点，理清各种

偏误产生的原因。到中高级阶段，教师还应对一些比较复杂的同音异形词进行讲

解，强调同音异形词的特点与规律，以提升学生理解和运用同音异形词的能力。 

人们在使用汉语的过程中，了解并掌握以上词语的变式情况是很有必要的。

教授中文的老师需要更加熟练自如的运用和了解具体的用法和语法。如此，一方

面，自己在使用这些字词的时候，能够用准、用活，使之更好地表情达意且方式

生动活泼；而另一方面，在教学中，对学生的遣词用字能准确地判断其正误，避

免把学生的正确用字判为错别字这种乌龙情况。另外教师在课堂上应该用汉语

进行教学，教学活动开展也应该以学生为主，创造新条件，营造良好的汉语环境；

也可以让游戏进入课堂，让学生在课堂上积极主动地使用同音异形词，增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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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同音异形词的学习兴趣，以谋求进步发展。 

 

三、对教材的建议三、对教材的建议三、对教材的建议三、对教材的建议    

笔者在查看泰国学生使用的教材时发现，现下泰国主流汉语教材中对同音

异形词的关注是较为缺失的，收录的同音异形词数量很少，关于针对同音异形词

的练习也是寥寥无几，致使教育者与学习者缺少足够的重视。于是本文通过教材

后面附录生词表所收录的同音异形词的统计，编写出每一组同音异形词的相似

和相异点，加强同音异形词的练习。部分针对泰国学生教学的教材，其编写涉及

到很多方面的知识和技巧，需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学者和教师共同努力才能

达到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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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综上所述，本章通过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与教师访谈，了解到学生习得同音

异形词的相关情况。笔者尝试对同音异形词的教学情况提出个人的建议：（一）

设计语境法，在实际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创造语境，让学生根据不同的语境分

析词语的意义和用法，有助于学生迅速把握词义。这种设计语境法进入教学活动

后可以帮助学生培养思维，在遇到类似“选择”障碍时能够通过上下文辨析正确

词语；（二）分析部件法，由于汉语同音异形词难度较大，教师可以从部件入手

开展教学，因为不同的部件会表达不同的意义，适用的语义范畴也不同，对象范

围也有差异。通过这种分析部件法，可以帮助学生全面观察同音异形词，从部件

判断出大致语义，减少学生误用同音异形词的情况；（三）文化引入法教学，教

师可以讲授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利用比如中国的音乐、电影和小说，

或中国的古诗词、歌剧或者唱诗等艺术形式，来刺激、保证学生的积极性。通过

这种引入文化法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外在学习动机。 

其次，笔者基于上述理论再对对外汉语同音异形词教学提出指导建议：（一）

对学习者的建议，首先学生自己要重视同音异形词的学习，提起自己的兴趣；其

次，加强在不同的语境中选择、使用合适的同音异形词的相关训练；最后，学会

积极地查阅资料或向老师寻求帮助；（二）对教育者的建议，教师要先弄清同音

异形词的相同与相异点，掌握好同音异形词的语法使用范围，再将读音相同、意

义相同而书面形式不同的一组词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上课时教师要强调两

者的异同点，尤其要强调一些翻译成泰语后意思相同的同音异形词。另外，教师

在课堂上应该用汉语进行教学，活动教学以学生为主，创造新条件，营造良好的

汉语环境；还可以将游戏带入课堂，增加学习者对同音异形词的学习兴趣，以谋

求进步发展；（三）对教材的建议，统计、记录教材后面附录生词表所收录的同

音异形词，编写出每一组的同音异形词的相似和相异点，增加同音异形词的练习

部分，结合各方学者的共同努力编写出针对泰国学生教学的相关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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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同音异形词教学方法的教学设计同音异形词教学方法的教学设计同音异形词教学方法的教学设计同音异形词教学方法的教学设计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线下课程实际教学案例设计线下课程实际教学案例设计线下课程实际教学案例设计线下课程实际教学案例设计    

 

本节教学案例设计以传统线下上课模式为背景，侧重于同音异形词辨析的

教授，针对不同词组，可分别对应上一章所提到的三种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以

求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并掌握同音异形词的辨析方式，培养学生的“字感”。引导

学生通过结合语境、字形抑或是文化联想的方式去记忆和区分两个含义相近的

同音异形词。 

 

课时安排课时安排课时安排课时安排    40分钟 

教学主题教学主题教学主题教学主题    汉语同音异形词辨析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    1.引入语境法，让学生熟悉“洪大”和“宏大”、“体型”和

“体形”两组词汇。 

2.引入部件法，让学生熟悉“分辨”和“分辩”。 

3.引入文化法，让学生熟悉“丝-思”、“尽-近”。 

教学重点教学重点教学重点教学重点

和难点和难点和难点和难点    

1.引导学生对同音异形词树立客观认知，且能够做到初步辨别。 

2.辅助学生对字形成一定的“字感，”让他们能够根据字的形态

或偏旁部首等特征来猜测这个字的大致意思。 

3.通过了解汉语文化，来达到辨析汉字。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语境法、部件分析法、文化引入法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在黑板上写下“洪大”和“宏大”、“体型”和“体形”、“分

辨”和“分辩”、“丝-思”、“尽-近”五组同音异形词，先让

学生观察五组汉语同音异形词词汇，并分为三组，后续分别通过

语境法、部件分析法、文化引入法这三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教学。 

师：同学们，平时我们学习汉字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遇到一些

读音相同，字形不同的词汇呢？ 

生：是。 

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来拆解分析这些词组，可以让

你们更好地辨析这些词汇。 

师指着黑板上的“洪大”和“宏大”、“体型”和“体形”，

师：“洪大”和“宏大”，两个词都为形容词，修饰名词，在句

子中做宾语成分，语义色彩相似，二者都有大的意思。前者指的

是声音大、响亮，而后者指的是规模、场面上的大。两者指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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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象不同。那么在讲解这组词时，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每年万佛节

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大型的佛教活动呢？ 

生：是的，有很多佛教活动，规模也很大。 

师：那我们就可以说，佛教活动现场很宏大。 

教师再指着“宏大”，说：它的意思是指规模、场面大 

教师然后在黑板上写下：泰国万佛节佛教活动场面很宏大。 

师：现在大家知道“宏大”该怎么用了吗，可以用来形容活动的

规模，或者场面的大。然后我们再看“洪大”。 

师说：我们泰国万佛节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敲钟仪式，大家是不

是都去敲过，你们在敲钟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是不是觉得钟声非

常大。 

生：是的。 

师：那就可以说钟声非常的洪亮，响彻云霄。洪亮指声音非常大

的意思，一般只用来形容声音。 

师：现在考一考大家，“洪大”和“宏大”的用法 

师板书：这次活动很（）、婴儿的哭声特别（）、（）的建筑

群。 

师：现在请一位同学来填空一下，填“宏大”和“宏大”。 

生：宏大、洪大、宏大。 

师：很好，总结一下，宏大可以用来形容场面、事物规模非常的

大，而洪大用来形容声响，比如钟声、哭声、叫声等等，大家明

白了吗。师指着板书“体型”和“体形”，说：这两个词大家知

道读什么吗？ 

生：ti xing。 

师：两个都作为名词来使用，前一个是形容的人的专属词，表明

人体各个结构的形状比例。后一个既可以用在人身上也可以用在

动物身上，指的是身体的样子。 

生：思考一会儿。 

师：举个例子，我们平时去商场买衣服，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体

型来买合适的衣服，体型就是用来特指人的身体形状比例。而体

形可以用来指动物、物体的形状，例如iphone12 mini的体形很

小，猫咪的体形比老虎小等。大家可以理解吗？ 

生：理解。 

师：下面来考一下大家，男生和女生一般来说谁更壮一些？ 

生：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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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师：那男生的（）比女生大，到底该填写“体形”还是“体型”

呢？ 

生：体型。 

师：对，体型特指人。那么河马和大象谁的（）大，该填什

么？ 

生：体形。 

师：没错，大象的体形大，“体形”这个词，指动物，主要突

出身体形状，例如像大象这样的体形庞大的动物，非常少见。 

师：下面出几道题考一下大家“体形”和“体型”的用法。 

师播放幻灯片，列出题目：这个电视机非常迷你，（）很小；

河马的（）非常大；胖子的（）比瘦子大；刚出生的婴儿（）

很小。 

师：下面请一位同学在括号里填写一下“体形”和“体型”。 

生：体形、体形、体型、体型。 

师：非常好，那请问大家这四个题目里哪几个题目是描述人

的，哪几个题目是描述物的。 

生：第一第二题描述动物，第三第四题描述人。 

师：对，所以“体形”一般来描述动物、东西的外形，“体

型”用来描述人的外形。 

师：我们刚刚学习的这几组词，“洪大”和“宏大”、“体型”

和“体形”大家能够分辨清楚了吗，我们刚刚用的都是设定一个

语境来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这几个词的用法，我们现在换一种方

法，我们来通过部首来分析一些同音异形词的用法。 

师：我们刚刚说到“分辨”这个词，在汉语里还有一个“分

辩”，大家来看一下这两个词在字形上有什么区别？ 

生：这两个bian中间部分不一样。 

师：很好，下面大家来看这个幻灯片。 

老师播放幻灯片，一张辩论赛的图片，说：这是一场辩论赛，大

家有参加过辩论赛吗？ 

生：有。 

师：那大家辩论赛的结果如何？ 

生：…… 

互动之后。 

师指着“辩”，说：辩的中间是讠，这个偏旁在汉语中就是说话

的意思，因此和“辩”有关的词都是和说话有关的。它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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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辩白，说清是非曲直。指用言辞说明事实真相。大家在参加辩论

赛的时候是不是都是用嘴辩论的？ 

师：大家在看这个“分辨”，这个辨中间是一点和一撇，可以理

解成把一样东西分成了两半，例如分辨颜色，就是把两种颜色分

成了两个类别。大家可以理解吗？ 

生：…… 

师：下面出几个题目来考一下大家。 

师板书：这次辩论赛大家（）得非常火热，辩论的题目是如何

（）善与恶。师：下面请一位同学来回答一下。 

生：第一个填分辩，第二个填分辨。 

师：非常好，那为什么这么填写呢？ 

生：因为第一个分辩是在说话，第二个分辨是指将善与恶分别开

来，分成不同类别。 

师：没错，所以大家平时观察这类汉字的时候，要关注一下汉字

的部首，通过部首也可以辨析词义。例如“饺”和“跤”，第一

个“饺”的部首是“饣”，这个部首在汉字里与吃的有关，第二

个“跤”的部首是“”，和脚有关。这两个字的用法就完全不

一样。通过对部首的分析，大家可以来区分同音异形词。 

师：我们再说一种方法，文化引入法。中国的汉字文化博大精

深，从汉字的内涵可以窥探中国文化的特征，通过了解中国文

化，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到这些词语的用法。 

接着在多媒体白板上写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 

问：伟大爱国诗人李商隐有一句非常出名的古诗“春蚕到死丝方

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听说过？ 

师：这句诗的前半部分写出了诗人的思念，就好像蚕吐丝一样，

直到死亡才停止。“丝”和“思”的读音相同，意思却不一样，

但是在这里却可以用“丝”来代替“思”，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师：大家见过蚕吐丝吗，蚕吐出来的丝是怎么样的呢？ 

生：非常长。 

师：那么分别已久的恋人是不是也会对对方有着不断的思念呢？

这对恋人对对方的思念就和春蚕吐的丝一样绵绵不绝。所以古诗

中就把“思”化成了“丝”来代替，我们平时形容对一个人的思

念的时候，也可以说我对你的思念就和丝线一样连绵不绝，这样

大家就能分辨清楚“思”和“丝”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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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师：我们再来看两句诗，“白日依山尽”和“举手可近月”，这

里面的“尽”和“近”也是一组同音异形词。前一句描绘出了一

幅太阳依着山峦而落下的场景，后一句的意思是人把手举起来就

好像可以摸到月亮。 

师：当太阳落山的时候，太阳是不是就消失了？ 

生：是。 

师：因此“尽”就有消失的意思。 

师：当我们对着月亮举起手好像能摸到月亮，这时候月亮是不是

就好像离我们很近？ 

生：是。 

师：所以“近”就是距离很短的意思，现在出几道题考一下大

家。 

教师板书：海看不到（）头、走（）一点才能看清楚 

师：大家知道这两个括号里应该填写什么吗？ 

生：尽、近 

师：没错，尽头就是到头了的意思，所以第一个括号里是

“尽”。第二题，想要看清楚就要距离近一点，因此选择

“近”，大家可以理解吗？ 

生：可以。 

师：通过这三种方法，语境法、部件法、文化法，大家是不是可

以更好地分辨同音异形词，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大家平时也要

记得巩固。 

 

从上述教学案例设计可以看出，针对不同的词组类型，需根据其特点“对症

下药”。即（一）含义近似用“语境法”。（二）有部首部件差别用“部件分析

法”。（三）富含文化背景的字词可优先考虑使用“引入文化法”。教学的方式

方法务必要保持多元化，增加其灵活变通性。通过多种形式手段反复地强调对比

双方的异同点，加深印象，从而能达到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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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线上课程实际教学案例设计线上课程实际教学案例设计线上课程实际教学案例设计线上课程实际教学案例设计    

 

本节教学案例设计以线上教学为背景，侧重于对同音异形词的辨析和强化

训练。进一步养成学生的“词感。 

 

课时安排课时安排课时安排课时安排    10分钟（线上微课） 

教学主题教学主题教学主题教学主题    汉语同音异形词强化练习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    通过“的”和“地”这组词汇的针对性练习，集中进行同音异形

词的辨析和强化学习 

教学重难教学重难教学重难教学重难

点点点点    

帮助学生对同音异形词的辨析进行强化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通过PPT导入课程，PPT的内容为“的”和“地”的讲解，具体内

容如下： 

1. 用PPT展示“的”和“地”的写法和读音，并让学生跟随书

写。 

2. 询问学生对“的”和“地”的了解，问：同学们，这两个字是

不是在日常的汉语学习中非常常见，这两个字的读音是不是一

样，你们知道它们的用法吗？ 

3.“的”和“地”的辨析，列出题目，让学生用“的”和“地”

填空。 

a. 我（）手机丢了 

b. 我度过了一个开心（）周末 

c. 他紧张（）看着老师 

d. 温暖（）阳光 

e. 迅速（）奔跑 

f. 悲伤（）哭泣 

4.展示答案并解释 

答案为“的”、“的”、“地”、“的”、“地”、“地”，和

学生们解释“的”前面的词句一般是用来限制后面的事物，比如

谁的东西，怎么样的东西，而“地”后面一般接的都是动词，例

如奔跑、哭泣。 

5. 巩固练习 

让学生用“的”和“地”各写三句话，并和同学互相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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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的教学设计参考案例可以看出，在进行强化训练的时候，首先题目的

选择尽可能特点明显，以便于学生能更好的理解。再者题目内容要“生活化”，

让学生在进一步习得的过程中产生“画面感”，在提高学生习得效率的同时得以

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最后要引导进行独立训练，尝试在不同的语境中选择、使

用最为符合该语境的同音异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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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结结结    语语语语    
 

任何一种语言都存在着同音词。眼下中文的日常使用里也会高频的出现同

音词。“同音异形词”指的是那些语音一致却在字的形状上不相同的，甚至在其

他方面都不相同的词汇。同音异形词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是不可避免、忽视的

存在，因此成为了泰国留学生在汉语学习中必不可少的学习对象。为了帮助学习

者更好地了解、掌握同音异形词以及正确地选择合适的词语。 

本文以《汉语教程》、《HSK标准教程》等泰国学生使用的教材为基准，从

该系列教材后面所附录生词表中收集了出现的同音异形词，共计108组，再以学

生易误用、易混淆为挑选基准，从中精选出29组同音异形词，共计58个。我们发

现教材中收录的同音异形词数量并不多，且单音节同音异形词的出现率高于双

音节同音异形词，因此总结出了23组单音节同音异形词以及6组双音节同音异形

词，以此作为考察对象对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医学院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这

些来知晓泰国学生学习的具体情况，并且以问卷收集到的结果作为最终的调查

依据来研究。笔者发现泰国学生之所以在学习同音异形词时存在问题，主要是因

为绝大多汉语学习者对同音异形词长期处于忽视的状态，并未能够树立正确的

认知观念，再者又觉得同音异形词不容易习得，畏难情绪油然而生，甚至在日常

生活中还刻意去回避使用这些词。从词语本身来看，部分同音异形词具有易混淆

性，例如词义关联、字形相似、用法相同等特点给留学生带来了较大的学习障碍，

他们在实际运用中难以进行正确的区分和辨别。我们从多个角度出发，总结出了

导致泰国学生同音异形词误用的原因，主要分为两方面：第一方面从同音异形词

自身来看，错用的词语类别可以囊括为以下几点：1）字形完全不相关。2）字形

近似。3)语义色彩方面相似.4）语法使用范围相同。第二方面是从教材、学习者、

教学者的角度出发，分析环境与条件给教学活动带来的影响，笔者据此对泰国学

生误用同音异形词原因而有所了解。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可能是由学生自身引

起，有的学生对汉语不感兴趣，也有的学生觉得汉语和其他的语言相比很难，汉

字很难写、汉语拼音发音很难，尤其是遇到同音异形词时更是难上加难。最后笔

者尝试从同音异形词的教学策略、学习方法、教材编写等方面提出解决方法： 

一是教学活动要结合多种方式，加强灵活变通性。笔者提出了三种策略方

案：一、设计语境法，在实际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创造语境，让学生根据不同

的语境分析词汇的意义和用法，有利于学生迅速把握词义，有助于再遇到类似

“选择”语境时通过上下文作出正确判断；二、分析部件法，由于留学生学习汉

语同音异形词的难度较大，教师可以从部件入手开展教学，因为不同的部件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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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不同的意义，适用的对象范围也不同。通过这种分析部件法，可以帮助学生全

面观察同音异形词、缩小选择范围，有利于学生深入了解其语义范畴；三、引入

文化法教学，教师可以讲授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利用中国现代的流行

音乐、电影、电视剧和小说，或中国古代的诗词、歌剧或者唱诗等形式，来刺激、

保证学生的积极性。通过这种引入文化法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外在学习动机。 

二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充分去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加训练强度。首

先学生自己要重视同音异形词的学习，提起自己的兴趣；其次，自己进行独立训

练，尝试在不同的语境中选择、使用合适的同音异形词；最后，学会积极地查阅

资料或向老师寻求帮助。 

三是教师提高自我教学能力，改进教学方法。从教育者的角度看，教师要先

弄清同音异形词的相同与相异点，掌握好同音异形词的语法使用范围，再把读音

相同、意义相同而书面形式不同的词放在一组，进行对比分析。上课时教师要强

调两者的异同点，尤其一些翻译成泰语后意思相同的同音异形词。另外，教师在

课堂上应该用汉语进行教学，活动教学以学生为主，创造新条件，营造良好的汉

语环境；还可以将游戏带入课堂，增加学生对同音异形词的学习兴趣，以期创造

更好的学习氛围。四是教材编写要注重同音异形词的教学。编者统计、记录教材

后面附录生词表所收录的同音异形词后，总结、归纳每一组的同音异形词的相似

和相异点，增加同音异形词的课后练习部分，结合各方学者的共同努力编写出针

对泰国学生教学的相关教材。 

希望通过以上提出了解决方法可以为教育者的教学活动提供一些帮助，也

为汉语学习者学习同音异形词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笔者希望以此引起相关教

育者和教材编写者对同音异形词的重视，以期促进对外汉语同音异形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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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致致致    谢谢谢谢    

 

时间一晃而过，转眼间两年的研究生生活渐渐进入尾声，这段短暂的校园生

活充满了温馨和快乐，一路来我得到了老师和同仁们的无数支持和帮助，是他们

的支持与帮助使我在不断的进步，最后得以顺利完成论文。 

本研究及学位论文是在我敬爱的导师肖瑜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关怀下完成

的，肖瑜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风格，严于律己的崇高风范都将

影响和激励我的医生。从论文选题、构思直到写作，肖瑜教授一直都在不遗余力

的给我指导。在论文初稿完成之时，恰逢学校开学，肖瑜教授依旧在百忙之中认

真查阅了我的论文，大到一个章节，小至一个标点符号，字字句句严格把关，一

丝不苟。抱着严谨的学术态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论文历经多次修改，倾注

了肖瑜教授大量的心血。在此，我谨向肖瑜教授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挚的谢

意。 

本论文的完成也离不开其他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和支持，在此感谢研究

生院的各位老师在开题至答辩期间提出的所有宝贵建议。同时也感谢同学们这

些年来的包容和帮助，是他们让我的生活充实且充满意义。 

最后，我向母校的各位老师们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谢和美好的祝愿，感谢你们

的辛苦栽培，祝你们身体健康，生活美满，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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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录录录录    
 

附录Ⅰ附录Ⅰ附录Ⅰ附录Ⅰ    泰国泰国泰国泰国学生学生学生学生汉语同音异形词的习得情况调查问卷汉语同音异形词的习得情况调查问卷汉语同音异形词的习得情况调查问卷汉语同音异形词的习得情况调查问卷    

 

您的年级是？ 

A. 大一 B.大二 C,大三 D.大四 

选择题选择题选择题选择题    

1. 你的手有多（）？ 

 A.长 B.常 

2. 篮球的形状是（）的。 

 A.园 B.圆 

3. 今天的（）很大。 

 A.风 B.疯 

4. 你今天出去（）了吗？ 

 A.玩 B.完 

5. 你的作业（）完了吗？ 

 A.做 B.作 

6. 这个（）子很好看。 

 A.合 B.盒 

7. 你去（）水给客人喝。 

 A.到 B.倒 

8. 这本书五（）钱。 

 A.快 B.块 

9. 下午一起去打（）吧。 

 A.求 B.球 

10.（）是一个女生。 

 A.他 B.她 

11.他（）衣服很好看。 

 A.的 B.地 

12.他（）在跑步。 

 A.正 B.证 

13.你（）房间里。 

 A.进 B.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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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你不要（）说这种话了。 

 A.在 B.再 

15.他的（）是好的。 

 A.本意 B.本义 

16.你今天（）完成作业。 

 A.必须 B.必需 

17.题目写完了要（）一遍， 

 A.检查 B.检察 

18.今天大家都去（）玩了。 

 A.公园 B.公元 

19.他的（）很快。 

 A.反映 B.反应 

20.他的（）是本科。 

 A.学历 B.学力 

判断题判断题判断题判断题    

1.这张门（票）做得很漂亮。 

 A.√ B.× 

2.北京的（东）天很冷。 

 A.√ B.× 

3.现在是几点（钟）？ 

 A.√ B.× 

4.他的脖子上（带）着项链。 

 A.√ B.× 

5.这（只）钢笔很好写字。 

 A.√ B.× 

6.他哥哥唱(歌)很棒。 

 A.√ B.× 

7.学校的教学(效）果很好。 

 A.√ B.× 

8.她（每)次一化妆就变美了 

 A.√ B.× 

9.只要(工)夫深，铁棒磨成针。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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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บัณฑิต (ภาษาไทย) 

ประวัติการทำงาน 

พ.ศ. 2561 – 2562 ค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โรงเรียนคุณธรรมวิทยา อำเภอหาดใหญ่ จังหวัดสงขล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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