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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iom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idioms, explaining that 

Chinese idioms have gradually grow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used method an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data. The finding and discussion analysis of survey results is 

about examines the learning and use of idioms, and then proposes specific solutions through problems. 

And the conclusion i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methods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idi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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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学习成语分析 

 

摘要 

成语是汉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一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汉语成语的基本认识，该部

分说明了汉语成语是随着汉语传统文化发展逐渐丰富起来的；第二部分：调查的基本情况，外

国人和中国人交流之所以会出现误解，造成误解的原因主要是不了解成语的深刻含义；第三部

分：调查结果分析，本论文只是对汉语成语学习和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然后通过问题提出具体

的解决办法。第四部分：教学策略，即在教学汉语成语过程中对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 

关键词：留学生；汉语成语；调查报告 

 

1. 引言 

成语是熟语的一种，习用的固定词组。它历史悠久、数量繁多，在汉语中普及率广

泛而使用频率高，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汉语成语是随着汉语传统文化发展逐渐丰

富起来的，汉语成语记录在册的大约一万多个，而每个汉语成语都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汉语成语形成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源于寓言故事；源于神话传说；源

于历史事实；源于历代诗文中的佳句；源于日常生活口语。 

语言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沉淀。中国成语是汉语的精华，富含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对外教学不仅是语言的交流，更是跨文化的交流。外国人和中国人交流之所以会出现

误解，造成误解的原因主要是不了解成语的深刻含义。其中，成语的引申意对于留学

生尤为困难，就笔者在华学习汉语成语的亲身经历来看，留学生学习汉语成语的最有

效的方式是与中国人交流时多多使用成语，让中国朋友纠正我们的错误。 

如果我们希望学好汉语，以助于提高语言的表达能力，那么必须了解各种成语的使

用。留学生的表达能力的高低主要是受到词汇量、语法量的影响，而学好成语则有助

于提高口头交际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2. 研究方法 

本文调查问卷总共发放 9 份，收回了 9 份，其中有效问卷 9 份，各项对象所做出的

每个选择都将列入统计，结果将通过表格的形式展示出来。在调查数据的分析过程中，

笔者只进行了百分比的处理，并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3. 研究结果 

3.1.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二年级一班的留学生对汉语成语的认知和兴趣程度 

通过实际调查可知，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二年级一班留学生对汉语成语非常感兴趣，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只要对汉语成语感兴趣就会努力的去

做，学生就会有积极地态度，记忆方面就会很牢固。如果我们对汉语成语不敢兴趣或

者持有消极的态度，我们就会厌恶学习汉语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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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关于汉语成语兴趣爱好统计表 

选择项目 人数 百分比 

非常感兴趣 6 66.67% 

比较感兴趣 3 33.33% 

不感兴趣 0 0 

很不感兴趣 0 0 

3.2. 母语对学习汉语成语的影响 

按照相关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留学生可以使用母语的思维来学习汉语成语。以母

语作为学习汉语成语的基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母语的借用伴随着学习各个阶

段，随着汉语成语的逐步提高，利用母语的机会越来越少。简而言之，母语的思维模

式具有双重作用，不总是积极的，但也不是完全的负面。我们应该充分的认识到正确

的使用母语的积极作用，并充分而合理地利用这一资源，以求提高汉语学习的效果。 

表 2。使用汉语成语时是否先用母语构思然后再翻译成语 

选择项目 人数 百分比 

都是这样做 0 0 

经常这样做 7 77.78% 

偶尔这样做 1 11.11% 

不用母语构思 1 11.11% 

3.3.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二年级一班留学生学习汉语成语学习方法 

汉语成语的学习是系统性、复杂性的过程，我们需要记住大量的汉字和语法等，其

中记忆这个板块就决定了汉语成语是否成功的关键。汉语难学，汉字难记，汉语语法

难懂，既要记住发音又要记忆字形。所以我们在记忆成语方面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复习的作用可以深刻地理解和知识并消化知识。如果学生复习得很好，没有忘记以前

的学习内容，在课堂上认真的听讲，对他们也是精神上的鼓励。通过大量资料查阅，

课前预习可以提高课堂学习的效率。这样就可以提升听课的效率。 

表 3。哪种方式更适合你记住成语 

选择项目 人数 百分比 

1.多与中国人交流 2 22.22% 

2.阅读大量的文章 2 22.22% 

3.多看综艺节目 1 11.11% 

4.多看多写 3 33.33% 

5.学习自用 1 11.11% 

3.4.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二年级一班留学生对于成语教学的看法 

任课教师在传授汉语成语，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们进行联想记忆。例如：通过语言

教学使他们联想到母语成语的意思，从而明白汉语成语的意义，正确的使用汉语成语。

我们除了在课堂上吸收知识外，教师们还可以举办其他教学活动。我们通过这种新型

的教学方式和传统的教学方法相结合，以求达到最佳的成语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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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现在老师的成语教学方法适合你们吗？ 

选择项目 人数 百分比 

1.很适合 3 33.33% 

2.比较适合 5 55.56% 

3.不适合 0 0 

4.其他 1 11.11% 

 

表 5。表格希望中文老师如何讲解成语 

选择项目 人数 百分比 

1.多讲解成语典故 1 11.11% 

2.多给我们放成语视频 2 22.22% 

3.多给我们例句和使用法 4 44.44% 

4.课堂互动、表演节目 2 22.22% 

5.其他 0 0 

3.5. 关于汉语教材的使用 

以我们现在使用的课本为基础，按照课本上出现的成语，进行针对性的解释，尽量

在留学生能够理解的范围，从而达到知识的统一性和趣味性并设置专门的练习题目，

巩固我们学到的知识。 

表 6。教科书的成语解释够清楚 

选择项目 人数 百分比 

1.很清楚 5 55.56% 

2.还可以 4 44.44% 

3.不清楚 0 0 

4.根本没有解释 0 0 

5.其他 0 0 

3.6. 对留学生学习汉语成语的难点 

汉语成语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具体的含义，所以汉语成语的使用是有相应的规则。汉

语成语的语法规则是很复杂的，其难易程度容易造成留学生在运用成语时产生语法上

的错误。 

有的成语有自带程度的意思，然而我们不是很明白，就自己在成语使用的时候加上

程度副词“很”、“非常”、“特别”等词语。例如： 

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参加文化节。 

解释：兴高采烈：形容兴致高昂，情绪热烈。已经表达了高兴的程度。 

4. 结论 

任课教师应该重视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所以教师需要付出更多的

努力与汗水，从备课，讲课，课后辅导的全过程入手，可以将教材、学生、教学环

境、教学背景、教学方法等多种因素和角度进行备课。专研出一套合适的教学体系，

以求按部就班地完成对留学生的汉语成语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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