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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联想法的模式与认知过程 

“人类对语言认知是一种高级的神经活动。这种活动是以人类的神经系统

为物质基础的。了解人类的高级神经活动机制，有助于把握人类的认知心理过

程。”[1] 

“语言的认知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心理学的研究，另一方面

是基于语言学的研究。前者注重语言的感知、理解、记忆、注意力、推理等方

面的问题，后者注重的是语言的形式类、语言符号的意义、形式和意义之间的

操作等方面的问题。语言的认知研究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语言是什么以

及语言是什么样的方式与结构存在。”[2] 

思维是人脑中对外部世界抽象概括地反映，是人类认识所表达的最高阶

段。思维指动脑筋时进行比较、分析、综合与认识现实的能力。 人们思维的时

候需要用语言。不管用母语思维也好，还是用外语也罢，一个人在思维时总得

运用一种语言。语言跟思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形式。语言是思维的一面，帮助

改变与建立思维内、条理思维，并且帮助积累、交流思维成果。本人认为语言

和思维的关系是互相促进、互相作用的关系。 

“人的大脑分左、右两个半球，中间有“脑桥”连接，使两个半球互相勾

通。控制语言活动的大脑左半球掌管抽象的、概括的思维，右半球掌管不需要

语言的感性直观思维。”[3] 

思维是全人类的，所以，尽管语言是各个国家的，人类还能够生活在同一

个世界，相互交往。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惯和特点，学习第二

语言必须了解这些不同点，了解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 

                                            
[1] 徐子亮《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研究：认知模式与策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0页 
[2] 崔希亮《认知语言学：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对外汉语研究的跨学科探索》，《汉语学习与认知国

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13页 
[3]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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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学习与记忆的信息流成 

“学习是指人和动物依赖于经验来改变自身行为活动过程。记忆是把学习

到的信息进行储存的活动过程。所以学习和记忆是人获得新的经验或者行为储

存一定时期并能回忆或独处的一种神经活动过程。生理学的研究显示：学习和

记忆的信息在人脑中的储存和记忆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 

 

 

 

 

 

 

 

 

 

 

 

 

 

图 2.1: 信息的储存和记忆的图 

如图所示，人类信息的储存和记忆可分为两种形式和四个连续的阶段。两

种形式是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四个连续阶段分为：感觉性记忆、第一级记

忆、第二级记忆和第三级记忆。  前两个阶段相当于短期记忆，后两个阶段相

当于长期记忆。感觉性记忆是指通过感觉系统获得信息，一般是在 1 秒钟之

内，如果未经处理，就会很快消失；信息在第一级记忆中的停留时间仍很短，

平均约几秒钟。通过反复学习运用，信息便在第一级记忆中循环；第二级记忆

是一个大而持久的储存系统。发生在第二级记忆内的遗忘似乎是由于被先前的

或后来的信息干扰所致；在第三级记忆中有些记忆的痕迹，如自己的名字和每

天都在进行操作的手艺等，通过长年累月的运用，是不易遗忘的。 

                                            
[1] 徐子亮《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研究：认知模式与策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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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时记忆的特点 

是信息从感觉记忆通往长时记忆的一个中间环节或者过渡阶段。短时记忆

容量有限，而且保存的信息很短，约十秒钟之内。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复

述，信息就会容易遗忘。短时储存中的信息是以听觉编码为主的，有时候也可

以在视觉编码与语义编码显出。例如，在汉字情景采用的是视觉编码，在英文

文字情景则是听觉编码。在短时记忆中的信息还没被遗忘以前，如果运用多种

复述，强调信息刺激的语音成分或强调信息刺激的语义成分，加以强化与意义

化，使短时记忆的信息转入成长时记忆的信息。 

二、长时记忆的特点  

一般指信息保存超过一分钟以上。换句话说，要提取存在长时记忆信息里

必须要有一个激活过程，就是短时记忆的信息通过多种性复述或联想法复述转

移成长时记忆的信息。长时记忆会以情节形式或语义形式进行组织，形成情节

记忆和语义记忆。情节记忆是按照事情发生的时间与地点进行组织，可以跟知

觉性进行描述；语义记忆是按照类别或抽象规则进行组织。 

第二节 联想模式的认知过程 

一、联想法的认知 

“人类的认知具有不同的水平和不同的层次。一般分为简单的认知学习、

复杂认知学习和更高级的认知学习三个层级。简单的认知学习，获得语义知

识；复杂的认知学习，获得智慧技能；更高级认知学习，获得调节和控制自己

认知过程的能力。三个层级认知过程正好反映了人类的认知学习发展的阶段于

过程。”[1] 

组织是有一个信息的集合区分为一些信息集合，然后指出它们之间的关

系。特别是学习汉语方面，学生总是自发地组织信息，或按字母顺序，或按意

义顺序，把有关的信息组织在一起。组织可以提高资料的记忆性。如果把

“篮、晴、狗、阴、黄、雪、紫、象、雷、猫、羊、风、黑等词语，单独一个

一个的记忆背诵是很难记得住。但把它们分为“颜色、动物、天气”三个集

合，形成了一个记忆网络，就能把这些词语容易记得住。 

联想法是认知的建筑，在知识组织中起着中心的作用。某种事物常有一些

特征组合而成，联想法综合了这些特征，成为了关于事物的具体构成的指示。 

                                            
[1] 邵瑞珍《学与教的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1992，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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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是由一事物想起另一事物的过程。这种过程有两种，一种是从外部

引起的，由当前的事物回忆起有关的另一事物，如看到天上中的月亮或者文字

形式的“月亮”引起想到中秋节的回忆；另外一种是从内部发生的，由想起的

一件事又想到另一件事物，比如，想起粽子而联想到屈原的故事。不管是由外

部引起或者内部发生，都表现为新的刺激信息激发起大脑记忆中和新的刺激信

息有关的表象或者知识，它们之间建立着旧的知识与新的知识的联系或联想。

这种联想充实着人脑中的知识结构；或者促进人们去进行推理，达到举一反三

的效果。”[1] 

新旧汉语联想是联系、利用已知或熟知的词语、汉字或语素来解释新汉

字。词语联想：如学习“全”一词时，可以让学生已用得非常熟练的“都”一

词作解释，把它们俩“全”与“都”进行联想，学生理解词义觉得容易理解、

容易记忆与方便地运用。语素联想：一个新词语中的两个语素，一个是已知

的，另一个是将学习的，两者联想，加以理解。如“同班”一词中“同”这个

语素学生已经很早熟知，教师再告诉学生“班”的素义是“为学习的房间”，

两个语素结合，学生就知道“同班”是“同在一个学习的房间”，因而印象深

刻。 

由汉字本身的结构联想到词义。如“心”有三种变形，一是“忄”---怕、

快、性等；二是“小丶”---添、恭、慕等；三是“心”---想、您、志等。让

学生知道带有心旁的字，大都与心理状态、心理活动有关。利用汉字的特点激

发学生的联想，有很大的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词义。 

联想法在认知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在解释感觉输入、从记忆中检索信

息、组织动作、分配资源、指引处理过程等环节中，都要用联想法。 

二、思维导图 

“所有的思维导图都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使用颜色，都从中心发散出来

的自然结构，都使用线条、符号、词汇和图片，按简单、基本、自然地把大脑

接受这些的规则。使用思维导图，可以把枯燥或复杂的信息变成彩色的、容易

记忆的图，它跟人们的脑中处理事物的自然方式。”[2]它是把事实与思想一起

组织的方式，这意味着学生能够更容易地记住，以后也能容易回忆起来。 

                                            
[1] 徐子亮《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研究：认知模式与策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东尼博赞《思维导图大脑使用说明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3 页 



 
 
 
 

 
 

27 

 

 

 

图 2.2: 人们的思维可以向各个方向发散。 

思维导图具有许多优点，有助于学生的生活变得更简单、更成功。例如：

学生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能产生创造性的想法；可以运用人们的联

想力寻找事物之间的关系等。 因此，思维导图是挖掘人们无限创造潜能的最好

方法。 

第三节 联想法与学生认字关系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具有社会性，思维也具有社会性。语言不但是

交际工具，而且也是思维的工具。因此，语言和思维是统一的，互相依存的，

思维离不开语言，语言也离不开思维。”[1] 

学习汉语就是使用汉语来作为第二思维工具。之所以第二语言思维程度不

一样，是因为学生掌握的第二语言的程度不同。第二语言思维是在学生脑中建

立直接联系的具体汉语词语组成的，词语组成句子，句子组成篇章。因此词

语、句子和篇章反映了学生的第二语言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第二思维能力

是第二语言教学的目的。 

汉字联想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由一事物连带回忆起其它事物的一种心理

活动。这种心理活动是学习者增强记忆，加强认字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也是

培养学生自主认字的捷径。在认字教学中，我们应该知道如何运用联想培养学

生自主认字能力。 

一、字音联想   

字音联想，即由一字的读音联想到其它汉字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如：

在学习《汉语教程》第一册 下的第 27 课课文的“南”字后，本人让学生思

考：我们学过的哪些字也读 nán，但字形不同？学生找出了“难”、“男”。

经过从音、形、义三方面区分：“男、南、难”，学生都分了清楚：（1）三字

都读“nán”；（2）三字的字形、字义不一样；“田＋力”组成“男性”的

                                            
[1] 赵永新《语言对比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华语教学出版社，1995,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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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独体字“南”是“南边”的“南”；“又”和“隹”组成“难度”的

“难”。 

二、字形联想 

字形联想，即由一字的字形联想到其它汉字的字形相同或相似的字。如在

学习了《汉语教程》第一册 下的第 19 课课文的“跟”字后，笔者让学生思

考：我们学过的哪些字都有右边的“艮”？不久，学生联想到了“很”、

“恨”。区分后，学生明白了：“跟、恨、很”三字在语音上韵母都是 en；三

字的字形中都有“艮”字边，但每个字的另一个偏旁不同；三字的字义也不

同；有“彳”的字是很多的很；有“足”的字是“跟着”的“跟”，有“忄”

旁的字是“恨人”的恨。又如：在学习了《汉语教程》第一册 下的第 11 课课

文的“午”字后，让学生思考：哪些字与“午”字相像。学生想到了“牛”，

区分“午、牛”后，学生明白了：“中午”的“午”第三笔竖不出头；“水

牛”的“牛”第三笔竖要出头。 

三、字义联想 

字义联想：即由一字的字义联想到与其它意思相近或相反的字，帮助学生

准确理解字义。例如，在学习了《汉语教程》第一册 下的第 19 课课文的

“全”字后，笔者让学生思考：学过的字中，哪些字也有“全”的意思？学生

想到了：“都”、“一共”因为这三个字的泰文意思是“ท้ังหมด”。通过让学生

分别用“全、都、一共”会话，到语言环境中去理解。学生准确了这三个字虽

然都有“完全”的意思，但词类都不一样：“全”是形容词，意思是整个，放

在名词前边。“全”也是副词，意思是完全，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前边；“都”

是副词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前边，表示主语百分之百都做；“一共”是副词放在

动词前边，表示把东西合在一起。 

四、组词联想 

组词联想：即由一个汉字联想到另一个汉字组成新词或新意，帮助学生准

确理解组词。在学习了《汉语教程》第一册 下的第 25 课课文的“上车”生词

后，笔者让学生思考：学过的生词中，哪些汉字可以跟“上”联在一起？学生

想到了：“上课”、“上班”、“上午”等，然后问学生与“上”相反的字是

“下”吗？他们说:“对”然后就想到，有“上”就有“下”，所以他们还记得

“下车”、“下课”、“下班”、“下午”等。使学生准确的记住了这些生词

的意思。 

在教学中适时地有针对性地运用联想可实现以下目标，充分调动学生积极

性、主动性，促使学生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去；让学生准确掌握所学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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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形、义、组祠，避免错别字发生；可促使学生所学的状如散沙的汉字形

成无数条汉字链，便于记忆；有利于学生在运用汉语文字时，用词准确。 

认知理论把语言和思维关系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虽然使学习者对有关的

很多问题有更深入细致的了解，但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比想象的复杂得更多。

认知理论对很多问题也不能做出人们满意的回答，还有很多问题现在还没进行

深入地探讨，这还有待于今后作进一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