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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作为第一语言教学的常用分级词表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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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华语作为第一语言教学的华文词汇等级大纲研制的必要性及理论基础，在分析

中国现行的四套代表性基础教育语文教材和海外主要华文教材的课文用词的基础上，提取课文常

用词，对常用词进行常用度的计算和分级处理，构建了一个面向华文教学的中小学教材课文常用

词分级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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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础

（一）华文教学的多样性及华语作为第一语言教学

华文教学以母语教学为明显特征，是一种非母语环境下的母语教学。华文教学除了语言教学

之外，还重在中华文化的教学，重在通过母语学习，最终认同和传承中华文化。

但是，华文教学又有其多样性。例如，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学接近于中国国内的语文教学；新加

坡和菲律宾则介于第一语言教学和第二语言教学之间；印尼、泰国、越南等地主要以第二语言教学

为主；移民新生代、新移民子女也以第二语言教学为主。当然，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都比较复杂，

可能混合了几种教学形式。其中，以马来西亚华文独立小学和华文独立中学为代表的华语作为第

一语言教学，其性质和国内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比较接近。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国家也大量存在

这种类似的华语作为第一语言教学的华文教学形式。

（二）面向华语作为第一语言教学的华文词汇等级大纲研制的必要性

华文教学“不同于中国国内的汉语作为第一语言的语文教育，也不同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

教学，更不同于纯粹的对外汉语教学。”［１］

鉴于华文教学的这种特殊性，我们不应该把华文教学及测试完全放在对外汉语教学及测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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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下。ＨＳＫ所适用的群体包括外国人、海外华裔和中国少数民族等，异质的目标群体使用同一

种大纲体系的做法本身就缺乏针对性。体现在词汇方面，华文教学及测试一直以《汉语水平词汇

和汉字等级大纲》或者《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作为依据，相应地也缺乏针对性。

因此，研制面向海外华裔学习者的“华文词汇等级大纲”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华文教学的多样性，考虑到教学性质不同，华文词汇等级大纲应该还需要细化。面向华语

作为第一语言教学的华文词汇等级大纲（这个细分的词汇等级大纲，下文简称为“华文词汇等级大

纲”）有其研制的必要。

（三）中小学语文教材辅助构建华文词汇等级大纲的理论基础

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华语作为第一语言教学，更接近国内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二者存在一定程

度上的契合点。

华文词汇等级大纲的研制应该要从“华文”的特性出发。“海外华人遍布世界各地，情况各异，

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只要有条件，他们就会努力对下一代进行母语教育。”［２］词汇的语文百科

性应当作为华文词语教学的一个参考因素。此外，华文教学还兼有传承中华文化的作用，使学生认

识母族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华文教学中有关母族文化的项目也应该考虑进去。因此，词语的文化

性也应该是华语词汇教学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中小学语文教材是中国文化百科知识的典型载体：古今中外，虫鱼鸟兽，花草树木，百姓众生……

包罗万象，近似百科全书，能教给学习者多元化的百科知识。此外，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所倡导的价值

观也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承袭，它承载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出于华文教学兼有母语教学的特点以及文化传承作用的考虑，中小学语文教材应该作为华文

教学的一个很好的教学资源被利用起来。因此，以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用词为研究对象，构建一

个中小学语文教材课文常用词分级词表，对华文词语教学与华文词汇等级大纲的研制都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二、相关研究现状

（一）华语词表的编制及华语词语研究现状

１．华语词表编制现状

张莉萍等学者于２００２年提出了华语能力测验词汇分级表，共收录１０１５５个词汇，分为初、中、

高三个等级。张郁雯等学者于２００４进行了华语词语分级，共收录１８２６１个词汇，并分为五级。张

莉萍等学者于２００４研制了《华语八千词》，共收录了华语词汇８０００个，分为初、中、高三个等级。其

中，《华语八千词》在选词来源上做了广泛而全面的收集，综合了张丽萍华语文能力测验词汇分级

表、中研院词库、ＨＳＫ词汇表，运用相对频率、加权值的方法计算出每一个词的比重，再依据每个词

的总值进行排序。

总体上，这些词表的选词和分级缺乏令人信服的理据，同时尚无法验证词表的科学性。

２．华语社区词、特色词的研究现状

首先，集中在不同区域的特色词、社区词的理论研究与语言分析上。如：汤志祥（１９９５）、刘文

辉、宗世海（２００６）、黄年丰（２００６）、张淑娟（２００３）、曾晓舸（２００４），等等。

其次，集中在词典编撰上。如：汪惠迪的《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邹嘉彦、游汝杰的《２１世

纪华语新词语词典》、李宇明的《全球华语词典》。其中，《全球华语词典》几乎覆盖了全球华语区。

此外，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刘华完成了“东南亚特色词语”研究报告。由香港国语文学

会主办的华语桥，集结了海内外华语研究专家，对华语社区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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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词语研究现状

１．国内中小学语文教材用词研究现状

主要基于词频统计方法，对教材用词用语进行计量研究。《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２００７》（下

编）发布了基础教育语文教材用字用语调查报告（厦门大学苏新春等），分析了不同教材和不同学

段用词的基本情况，按分布统计的方法提出了语文新课标教材３０００基本词语表。

２．海外华文教材用词研究现状

主要集中在华文教材词汇选择、华文教材用词用语分析上，各个学者分析了不同的教材的用词

用语特点。如：蔡丽（２００４）、黎景光（２０１２）等。《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２００８》（下编）发布了东南

亚小学华文教材用词用语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刘华等）。

这些研究运用计算机数据库方法，同时与现有的词语等级大纲相比较，分析不同教材的共性与

差异性，从而探讨有关华文教材词汇选择的原则，为汉语教学和汉语教材的编写提供参考依据。

三、词表构建的基本原则

词表构建的基本原则，是整个词表研制的理论基石，它指导着词语选择、排序、分级等方方面

面。本词表研制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几点：

（一）针对性原则

面向华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华文教学，是本研究的出发点，为华文教学服务，是本研究的意义所

在。因此，要充分考虑到海外华文教学的需求与特性，符合华文教学的实际情况。

（二）实用性原则

将中小学语文教材课文常用词与华文教学结合起来，学以致用才能体现词表的价值。在词表

的内容上，应该以基础常用词为基础，兼顾文化百科性的特点；在词表的体系上，不仅仅要列出常用

词语，还要确定词语的等级，对词语进行先后排序，这样才能方便不同层次的学习者的使用。

（三）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指词表内容的正确性，也指词表研制方法的科学性。中小学课文常用词词表的研制应

该采用先进的技术与方法，以客观的数据为主要依据，在第一至第三学段中，一字词的所占的比例

控制使用过多的“人工干预”、“联想性原则”，尽量使每个环节都有理有据。

以上的三点基本原则对语料库的建立、词语层级系统的确立、词语的选取和词语的排序等各个

环节进行总的监控，每个环节在基本原则的统领下又有自己的操作原则和标准（见下文），从而达

到词表原则体系的一般与具体的结合、整体与部分的统一。

四、教材语料库及词语基本情况

（一）国内基础教育语文教材［３］

共八套，４８册小学语文教材，２４册中学语文教材：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语文》教材，小学１２册，马新国、郑国民主编，初中《语文》教材６册，

孙绍振主编。（下文简称“北师大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材，小学１２册，崔峦、蒯福棣主

编；初中６册，顾振彪、顾之川、温立三主编。（下文简称“人教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材，

小学１２册，张庆、朱家珑主编；初中６册，洪宗礼主编。（下文简称“苏教版”）语文出版社的《语文》

教材，小学Ｓ版 １２册，王均、杨曙望主编；初中６册，史习江主编。下文简称“语文版”。

（二）海外主流中小学华文教材［４］

·９８５·



海外华文教育 ２０１６年

共八套７０册小学华文教材，四套２８册中学华文教材。

１．小学华文教材

表１　小学华文教材来源

国家 名称 编写者 出版者 时间 册

新加坡
小学华文 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１２

好儿童华文 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１２

马来西亚 华文 郑辉龙、王赛梅、黄雪玲等
ＨＹＰＥＲＳＵＲＦ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ＳＤＮ．ＢＨＤ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８

泰国
中文 李润新、程相文

泰国圣卡比利安基金会

中文教学中心
２００６ ６

快乐学中文 郭少梅 Ｎａｎｍｅｅ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１０

印尼

我的汉语 ＰｒｉｓｋａＨｅｒｍｉｎＬｅｏｎｎｙ ＰｅｎｅｒｂｉｔＥｒｌａｎｇｇａ ２００５ ６

基础汉语 ＴｉｍＰｅｎｕｌｉｓＬＢＭＳＩＮＯ
ＧｒａｍｅｄｉａＷｉｄｉａｓａｒａｎａ Ｉｎ
ｄｏｎｅｓｉａ

２００８ ６

越南 华语 陈晓 越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１０

２．初中华文教材

表２　中学华文教材来源

国家 名称 编写者 出版者 时间 册

新加坡
中学华文（高级） 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 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８

中学华文（快捷） 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 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８

柬埔寨 华文（初中版）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暨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６

马来西亚 华文（初中版） 马来西亚董教总 马来西亚董教总 ２００５ ６

（三）教材语料库处理

对于国内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我们依据四个不同的出版社分为北师大版、人教版、苏教版和语

文版。由于海外华文教材多样化，且从每套教材的词次和词种数来看，海外华文教材均大大少国内

语文教材。因此，为了便于数据的统计和比较，我们将全部小学华文教材、全部初中华文教材分别

归为单独的整体。

采用分词软件对课文进行自动分词，对分词结果进行人工校对。原则上，优先保持分词原貌，

遇到实在不能称之为“词”的成分、影响到前后词语切分的再进行人工修改。出于词表对语文百科

性和文化性的要求，本研究对以下问题进行了重点校对：

首先，有很多经常使用、凝固度高、有完整意义的词语被切分开，我们要尽量保持词汇意义的完

整，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后门”等，我们不进行拆分。其次，国内中小学语文教材选入了文言

文。对于这部分词语，原则上尽量细分。最终建立了中小学语文课文用词语料库，共收入了４１２８
个文本，１６４３５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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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教材课文用词的基本概貌见下表。

表３　中小学课文用词概貌

类别 教材 文本数 词次 词种

国内

北师大版 ４８１ ２５１９８８ ２２３９６
人教版 ５２１ ３０２４０８ ２３６４４
苏教版 ４３９ ２２７２６６ ２２２９４
语文版 ５３９ ３１９２７０ ２５２９３
小计 １９８０ １１００９３２ ４０９７１

海外

海外小学华文 １４７１ １８００１４ １２５４５
海外中学华文 ７３１ ３６２６３１ ２３２０７

小计 ２２０２ ５４２６４５ ２６５０８
合计 ４１２８ １６４３５７７ ４６８７７

从表３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总词次数量庞大，达到 １６４３５７７次之多，但总的词种数却只有

４６８７７，这说明了存在很多频率高的词语。众多高频词的存在，也从侧面说明了本研究提取高频常

用词的可行性。

除了小学华文教材之外，以上５类教材的词种数约在２２３００到２５３００上下，相差不大。

词种总数上，华文教材约为国内中小学语文教材的６４．７％。是否国内语文教材课文用词包含了

大部分的海外华文教材用词呢？我们通过二者课文用词的共用独用情况来进一步探究二者的关系：

表４　国内语文教材和海外华文教材课文用词的共用独用情况

类别 词种数
共用词种 独用词种

词种数 比例（％） 词种数 词种比（％）

国内 ４０９７１ ２０６０６ ５０．２９ ２０３６５ ４９．７２

海外 ２６５０９ ２０６０６ ７７．７３ ５９０３ ２２．２７

从表４可以看出，华文教材课中有７７．７３２％的词是和国内语文教材共用的。这说明，国内语文

教材课文用词含了大部分的海外华文教材的课文用词。可见，国内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用词是

本研究的主体。同时，２２．２７％的华文教材独用词，也给词语体现海外华文特色提供了可能。

五、词表层级系统的确立

（一）层级系统确立的依据和方法

１．以往词表分级方法

在以往的面向汉语教学的词表中，大多是先排序，后分级，依序定级。词频是最主要的依据、决

定性因素。词语的选取、分级和排序实质上是按照一元标准来进行的，依据都是词频，仅仅是从语

言本体的角度上考虑，并没有考虑到学习者的实际情况和语言学习的规律。

关于这个问题，赵金铭等（２００３）、姜德梧（２００４）、马清华（２００８）有过专门的论述，都认识到了

唯频率标准的不足，给出了人工干预的建议，但是至于怎么干预、为什么要那样干预，汉语国际教育

界也一直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认识。

２．海外华裔的华语听说读写能力预期目标

从华文教学的特性与需求出发，将是我们寻求分级依据的新的视角。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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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王汉卫教授走访并实地调查了海外多地华校及华人圈。调查的核心问题是：海外华

裔的华语听说读写能力应该达到中国人的什么程度。结论如下：海外华裔学生在听说读写四方面

大致希望达到母语者７０％的水平，在制定华文考试等级时，若以国内义务教育语文标准为参照，大

致取其７０％作为标准。

本研究借鉴王汉卫教授的研究成果，将词表暂定为四个层级：第一、二、三、四层级分别对应国

内第一学段（１－２年级）、第二学段（３－４年级）、第三学段（５－６年级）、第四学段（７－９年级）语文教

材的课文常用词。

海外华文教材的课文用词应该归并到哪个层级呢？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分析各学段

教材课文用词材的难度，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不同学段课文词语难度分析

众学者对词语分级的影响因素有比较一致的看法———难度是影响词语等级划分的重要因素。

王汉卫（２００８）指出，词语的排序和分级要遵循阶段性、常用性、易学性三个基本原则，易学性主要

应考虑到词语的难度。翟颖华（２０１２）也认为“词汇难度是词汇习得顺序的内因，是语言方面的内

部因素，往往具有强制性”。

１．各学段词种总数和新增词种情况比较

词种数量是各个学段的教材课文的概貌的体现，新增词种数是教材难度的直观反映。各学段

词种总数以及新增词种情况如表５所示：

表５　各学段词种总数和新增词种情况

学段 第一学段 第二学段 第三学段 第四学段

词种总数 ６８２９ １５０８９ ２０１３４ ３３５８４

新增词种数 １０４６６ ９１３６ １８１３２

由表５可以看出，各学段的词种总数随着学段的升高而增加。从新增词种的情况上来看，第一

学段新学的词种最少，第二、三学段新学的词种增量相差不大，第四学段新学词种数激增。这从侧

面反映了不同学段教材课文的难度情况：第一学段课文量少且篇幅短，多是与小学生生活相关的词

语。第二、三学段转向篇章的学习，词汇逐渐增加，但由于学生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的限制，增加量

不能过快。第四学段开始学习文学原著，篇幅增大，带有作家语言特色的词语和文言词语大量增

加，新增词种成倍增长。单从词种数和新增数来看，四个学段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层级递进性。

小学华文教材课文共有词种 １２５４５个，中学华文教材课文共有词种 ２３２０７个，总词种数为

２６５０８个。

２．各学段词长情况比较

词长，是影响词语难度的另一个因素。相关数据见表６。

表６　各学段词词长情况（仅列举词长为１、２、３的情况）

学段 第一学段 第二学段 第三学段 第四学段 小学华文 中学华文

词长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１ ８４３ ３４．０１ １３６６ ２７．２７ １５９８ ２６．５８ ２２３６ ２９．３４ ９８９ ３０．１１ １８７１ ２８．２６

２ １４４９ ５９．０９ ３２９２ ６５．７１ ３９８９ ６６．３５ ４９６３ ６５．１３ ２０６９ ６２．９８ ４３６３ ６５．９０

３ １３７ ５．５９ ２５５ ５．０９ ３０３ ５．０４ ３１８ ４．１７ １８０ ５．４８ ２８６ ４．３２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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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６可以看到，所有学段中，二字词所占的比例均是最大的，其次是一字词。

在第一至第三学段中，一字词的所占的比例分别是３４％、２７．２７％、２６．５８％，随着学段的升高而

降低，这表明，随着学段的提高，简单词语的比重变小了；而二字词所占的比重分别是 ５９．０９％、

６５．７１％、６６．３５％，随着学段的升高而升高，稍复杂的词语比重越来越大。四个学段之间也存在一定

的层级递进性。

小学华文教材一字词的比例为３０．１％，介于第一学段（３４％）和第二学段（２７．２７％）之间；二字

词的比例为６２．９８％，也是介于第一学段（５９．０９％）和第二学段（６５．７１％）之间。可见，小学华文教

材课文词长的总体情况处于第一学段和第二学段之间。

３．各学段词语在《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中的等级分布情况

各层级教材课文用词在《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的分布情况可以反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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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至第四学段的课文用词之间有清晰的难度变化，存在层级递进性，按学段分级是可行的。

此外，小学华文教材课文用词的整体难度介于国内第一和第二学段之间，中学华文教材课文用词的

整体难度相当于国内第三学段。海外华文教材课文用词作为一个整体，其难度系数在第三层级及

以下。这一点将是我们后期处理海外华文教材课文用词的直接依据。

六、分层级常用词的选取

（一）词语选取的原则和标准

本研究以构建一个面向华文教学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课文常用词表为目的，因此，在选词上应抓

住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常用性”，第二个是面向华文教学的“文化性”。

１．常用性原则及其标准

词汇具有生成性，掌握比例不大的核心常用词，既能满足理解汉语的需要，又能据此学习新的

词语。因此，遵循常用性的原则，可以满足语言学习的经济性，提高效益。

常用性的标准首先当然是频率，但若把词频作为常用词选择的唯一标准也有片面性。“在小

范围内统计词语，一般来说频度是可靠的。但在大范围内统计词语，频度的片面性就显露出

来。”［５］那么，如何来避免这种片面性呢？《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在已选取的４个高频词

表基础上，比较它们的共用词，把４次词表（即４个词表共有的词）和３次词表作为一个选词基数，

剩下的２次词表和１次词表的词纳入人工干预的范围内。同样，《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

级划分》的词汇部分，也采用了从多层次的词表交集选取共用词的方法。从前人的研究中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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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筛选的主要办法有两个。第一个以共用度为初次过滤器，将高共用度词（三套或四套国

内语文教材共用的词语）和低共用度词（一套或两套国内语文教材共用的词语）分开。第二个是以

词频为二次筛选工具，将高频词和低频词分开（“高频词”特指覆盖率为前９５％的词语，剩下的词

语，为“低频词”）。

２．操作流程

（１）分别提取四个学段的高共用度词和低共用度词；（２）分别提取四个学段高共用度词中覆盖

率为前９５％的高频词语。前一层级中已经出现过的词语，后一层级不再重复。这些词语将是每个

层级词语的主体；（３）将小学华文教材的课文用词从上述已经确定的四个层级的词表中过滤一遍，

提取小学华文教材独用词；（４）在小学华文教材独用词中，保留覆盖率前９５％的高频词。我们将其

命名为表Ａ；（５）将中学华文教材的课文用词从上述已经确定的四个层级的词表中过滤一遍，提取

中学华文课文独用词；（６）在中学华文课文独用词中，保留覆盖率前９５％的高频词。我们将其命名

为表Ｂ；（７）提取表Ａ和表Ｂ的共有词，计为表Ｃ。将表Ｃ的词语归为第三层级；（８）进行小部分人

工干预，对覆盖率处于９５％左右的词语进行适当调整增删。

（三）选词结果

１．各层级词种数基本情况

经过上述的前 ８个步骤的词语选取，我们得到了分级词表的初稿，四个层级一共选入词语

１１４４５个，其中第一层级１４３２个词语，第二层级２２２０个词语，第三层级２４８１个词语（其中包括表Ｃ
的２４９个），第四层级５３１２个词语。

２．人工干预

从词表的实用性角度出发，有部分词语需要删除，根据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人名、地名（历史文

化内涵丰富、熟知的人名和地名除外），数字词，生僻词或专业性太强的词语，不符合时代特征的词

语。例如：

人名：如阿长、玛丽、愚公等。

地名及由地名组成的词语：如益州、柏林等。

由数字组成的词语：如１９８６年、十一、１月等。

生僻词：如皂荚、骚人、机杼等。

不合符时代特征的词语：如四人帮、黄包车、平反等。

不自由语素：如安、鄙、谤、悴等、

经过对词语的删除和增补，最终，我们得到 １０３３３个词语，其中一级词语 １４３１个，二级词语

２１７０个，三级词语２３３２个，四级词语４４００个。

七、词语的排序

（一）词语常用度的计算

词语的排序应该以科学合理的词语常用度计算为基础。

“词频大体从必要性的角度体现了词语的常用程度，但并不充分。”［６］词语在不同语料的分布

情况也应该是常用程度排序的一个参考因素。词语统计学家从这一角度出发，提出了“分布率”的

概念，并且把它作为排序的另一项重要标准。结合频率和分布率，专家提出来使用率［７］的概念。

使用率指的是某一调查对象分布率和频率的综合计算值。使用率越高，分布越均匀，使用率与

频次也就越接近。否则反之。计算公式如下：

Ｄｉ＝ｔｉ／Ｔ；Ｕｉ＝Ｆｉ×Ｄｉ
·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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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Ｄｉ是ｉ号字的分布率，ｔｉ为ｉ号字的出现文本数（即篇数），Ｔ为所有语料的文本总数；Ｕｉ
为ｉ号字的使用率，Ｆｉ为ｉ号字的频率。

为了使得所有字的使用率总数为１，进行了归一化：

Ｕｉ＝Ｆｉ×Ｄｉ／∑ｊ∈Ｖ（Ｆｊ
×Ｄｊ）

其中，Ｆｉ为ｉ号字的频次，分母为归一化项，Ｖ表示所有字种。

在中小学教材综合语料库中计算入选词语的使用率，各层级入选的常用词将按照该词在综合

语料库中的使用率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二）词语排序的结果

以第一层级的前５０词为例：

排序前，前１００位词语是：

的、了、一、在、上、着、是、不、地、我、就、有、里、说、小、把、个、也、到、又、他、去、都、你、来、得、

和、很、看、天、这、好、下、呢、大、还、要、想、能、多、叫、过、从、只、那、像、问、起来、出、走、它、我们、什

么、头、啊、看见、起、孩子、给、自己、人、会、对、她、水、妈妈、真、没有、几、吗、吧、让、用、高兴、呀、再、

们、长、听、树、做、谁、笑、他们、知道、怎么、没、两、吃、向、前、可是、山、大家、时候、快、才、可、家、中

排序后，前１００位词语则变为：

的、了、一、是、在、我、不、着、上、有、他、就、地、这、也、个、人、说、里、到、你、把、和、都、来、又、

那、去、小、得、还、我们、要、大、中、没有、从、它、看、能、过、天、很、下、而、会、只、两、出、走、像、多、

对、用、自己、好、他们、几、什么、起来、给、她、想、之、向、十、为、年、呢、三、被、叫、再、种、时、起、时

候、们、却、这样、让、才、可、可以、头、最、知道、做、但、手、水、长、次、这个、问、没、吧、孩子、吃、每

八、结　语

本研究从华语的母语性特点以及华文教学的文化传承作用的角度出发，以中小学语文教材课

文用词为语料来源，采用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方法，构建了一个中小学语文教材课文常用词

分级词表。该词表将对面向华文教学的华文词汇等级大纲制定提供参考。

注释：

［１］郭熙：《海外华人社会中汉语（华语）教学的若干问题———以新加坡为例》，《世界汉语教学》，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２］郭熙：《海外华人的母语教育给我们的启示》，《长江学术》，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３］小学语文语料由厦门大学苏新春教授提供。

［４］教材纸质版由暨南大学蔡丽博士提供。

［５］尹斌庸，方世增：《词频统计的新概念和新方法》，《语言文字应用》，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６］刘　华：《词语计算与应用》，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７］主要参考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２００９》（下）中的《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

相关术语（２０１０版）》，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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