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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序言】 

在香港，不同文化的接觸、碰撞和跨文化的交流幾近司空見慣。香港之所以是一

個“多元化語言社會”，是基於其特有的歷史發展、地理位置等因素，香港政府推行的

是“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再有，香港的基礎教育學校不乏一些視漢語為非第一語言

的學生。這些學生主要來自歐美系、日韓系、東南亞系等國家，其中存在一些“ABC”

或“BBC”（即持外國國籍、自小接受外國教育的中國人）。對於這些學生來說，中文

是一種陌生的外語；中文學習是把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習。因此，站在教育前線的

中文教師，除了注重學生綜合語文能力、文學與文化的指導外，也不要忽略班上一些

非本地學生的學習障礙——文化背景差異。 

 

【概述】 

文化影響著語言，語言反映著文化，二者密不可分，互相作用。因此，在跨文化

交流中，文化和詞彙的空缺往往影響學習者對詞義的理解，阻礙語言的學習與溝通。

另一方陎，由於漢語的特有詞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產物”，所以，若學習者不曉該

文化內容，確很難正確理解其中的文化內涵。由此推理，把漢語中的特有詞與文化故

事相結合，即賦予特有詞情節後“有機地”輸入給學習者，則可補足詞彙的空缺，解決

跨文化交流中必然產生的文化空缺問題。 

本論文要探討的是，文化故事在學習者語彙內所產生的文化記憶，是否有助於學

習者理解漢語特有詞，從而解決詞彙空缺阻礙詞彙學習的難關。 

研究結果顯示，文化故事確能有助於學習者理解漢語中的特有詞。 

關鍵詞：跨文化，詞彙空缺，特有詞，文化故事，詞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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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一方陎，語言與文化產生的關係，無論是文化對語言的影響，還是語言對文化的

承載，兩者之間的作用都發生在語音、詞彙、語法、語用、文字等方陎，其中，詞彙

又是最敏感、最直接的部份。另一方陎，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國家，在深遠而

漫長的歷史中，我們的祖先創造了極其豐富的文化，其中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

除了體現在實實在在的物質生活上，還反映在本民族的共同語言——漢語詞彙。故

此，外語教學不能局限於語法和詞彙系統，而必須重視跨文化學習和溝通的問題。 

在香港，那些漢語不是其第一語言的學生來學習中文，並不是爲了成為語言學

家、文學家，而是除了要應付考試之外，更要能夠運用中文進行日常交際。然而，大

部份的中文教師所進行的是把漢語作為第一語言的語文教育，雖能基本滿足本地學

生，但未能顧全那些漢語不是其第一語言的學生在跨文化學習中所產生之困難。 

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進行跨文化交際時，往往會出現空缺現象。空缺現象源於

法語詞 lacune，原指空白、缺損、不存在之意，作為一個術語表示在一種語言存在而

另一種語言中不存在，或在一種文化中存在而在另一種文化中不存在，抑或是即使存

在但具有不同的內在意義。（李向東，2002）而空缺現象中所包括的語言和文化的空

缺，具體體現為詞彙空缺，也被稱為漢語的特有詞1。譬如，從詞彙翻譯的方陎看，

“龍”被英文翻譯成 dinosaur（怪物），與它作為中華民族至高無上的文化象徵大相徑

庭， “秀才2
”被英文翻譯成 learner（學習者），被譯後也不能真實體現該詞所指的身份

級別；又如，英文詞彙 karaoke，由於在漢語詞彙中沒有找到與它相對應的詞彙，因而

不能全以漢字來翻譯，只得採用音譯和借用英文字母的辦法，被譯為“卡拉 OK“。顯

然，脫離文化內涵的翻譯不能體現詞義的全貌，進而影響語用，阻礙交際。 

漢語中的特有詞之所以成為學習者學習漢語的一大困難，是因為每個特有詞內含

深厚的文化信息——或滲透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或體現著中國人獨特的文化個

性。例如，中國古人的哲學觀念——天人合一、道、氣、陰、陽等；中國古人的倫理

道德觀念——仁、義、禮等；中國人生活的美好慾望——福、祿、壽等。又如，中國

傳統文化中，愛用桃花比喻少女的艷紅美色，用牡丹來比喻艷麗的少女和華貴的婦

人，用菊花比喻女性心靈的高潔，用荷花比喻天生麗質的美女，等等。  

綜上所述，對於非中國文化背景的學習者來說，若不瞭解漢語特有詞所隱藏的文

化故事，便不能完全理解該特有詞的真正含義，同時，也不能正確運用於交際之中。 

 

【研究目的】 

針對詞彙空缺對學習者進行語言學習時所產生的障礙，研究者假設文化故事能夠

幫助學習者理解漢語的特有詞。 針對這假設，開展一系列的行動實驗，以研究結果來

                                           
1
 另有學者稱它為國俗詞或不等值詞。 

2
 “秀才”在隋朝科举开始以前已有。《史记·贾生传》说：“贾生，年十八，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

南守，闻其秀才〃”在汉朝使用察举制时，由各州推举的民间人材称之为“秀才”。东汉时，“秀才”最初为特

举，在西汉后期成了岁举，举主为刺史，遂形成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体制。隋朝時始开科取士，最初亦为取

“秀才”。到了唐朝初年，秀才是常科考试的一种。明、清时，“秀才“是经过院试而得到入学资格的“生员”的

俗称。得到“秀才“资格，是进入士大夫阶层的最低门槛。成为”秀才“即代表有了“功名”在身，在地方上受到

一定的尊重，亦有各种特权。例如免除徭役，见知县时不用下跪、知县不可随意对其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等

等。 

http://zh.wikipedia.org/zh-cn/%E9%9A%8B%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zh-cn/%E5%8F%B2%E8%AE%B0
http://zh.wikipedia.org/zh-cn/%E6%BC%A2%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zh-cn/%E5%AF%9F%E4%B8%BE
http://zh.wikipedia.org/zh-cn/%E4%B8%9C%E6%B1%89
http://zh.wikipedia.org/zh-cn/%E5%88%BA%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zh-cn/%E9%83%A1
http://zh.wikipedia.org/zh-cn/%E5%AD%9D%E5%BB%89
http://zh.wikipedia.org/zh-cn/%E9%9A%8B%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zh-cn/%E5%94%90%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zh-cn/%E6%98%8E
http://zh.wikipedia.org/zh-cn/%E6%B8%8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A%9F%E5%90%8D&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cn/%E7%9F%A5%E7%B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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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假設是否成立﹔ 並且，希望本論文的成果能就詞彙教學方陎給香港的中文教師提

供切實有用的借鑒與參考。 

 

【文獻探討】 

講故事——學習者輸出信息（output），聽故事——學習者輸入信息（input）。

事實上，教育界早有論著肯定：通過講故事來輸出信息，能夠推動學習者的語言學

習。 

Roger C. Schank 在《Tell Me A Story》一書中提到故事和語言學習的關係。當人們

閱讀一個故事並根據自身的生活經驗增加細節來加以記憶時，人們已經能夠理解這個

故事的內在含義並且在創造一個新的故事，很多電視連續劇都是通過這個途徑來創作

的。任何情況下，人們通過在原有故事框架的基礎上增加新的信息符號來記憶該故事

內容。（Schank, 1995, P39）一教育學術論說指出：我們從經驗中學習，而我們學習到

的也是屬於我們的經驗。因此，我們應該通過講故事來進行語言教學，而並非通過規

則的學習。（Schank, 1995,P54-55）由此可知，Schank 肯定了講故事對學習者學習外

語中記憶和創造語段、詞彙的作用。更有，在吳偉克和野田真理合寫的《記憶未來：

積累異國文化知識》也同樣就故事對語言學習的作用給予肯定。他們認為，故事是經

歷某種演練行為的個人記憶，學習者贏得了講述一個故事或表演這個故事的能力之

後，就把這個故事與其他故事聯繫在一起，來構建一個較大的知識範疇。（吳偉克、

野田真理，2005） 

故事是字詞的載體，字詞是故事的精華，二者之間不可分割。人在交談時，從口

中道出的不是一個個單一的詞彙或者一些互不相關的句子，而是由諸多的詞語、句子

所組成的故事。例如，當人們在討論某個餐廳時，如果曾經到過這家餐廳的，就會不

禁回憶以前光顧這個餐廳的經歷，腦中快速地重現一個又一個故事，通過這些故事濃

縮出一些形容詞來給這個餐廳“打分”。這就是故事的魔力。它像針線，把零散的、難

以理解的詞彙用一個個故事串連起來。 

除了講故事能夠幫助學習者學習之外，聽故事具有別樣的的推動作用？ 

Schank 還歸納出故事的五種基本類型：官方故事、改編故事、親身體驗、二手信

息、共同文化故事。（Schank, 1995, P30）就共同文化故事而言，Schank 強調說：當

然，我們可以從共同的文化尤其是亞文化群中學習（語言）。（Schank, 1995, P190）

因為，每個人只要多年來與家人、朋友、同事及其他擁有同一文化背景的群體進行交

流，就會構建出複雜、深刻而堅固的經歷（也可以說是一個個故事），因此，輕易就

能夠理解本民族的特有詞，相反，卻很難理解帶有非本族固有文化意義的詞彙，關鍵

在於文化差異。 

那麼，學習者是否能夠經過聆聽漢族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等文化故事而更好理解

漢語中的特有詞呢？ 

這正是本專題研習想要研究與解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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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1. 行動研究法 

研究者在專題研習中，對實驗組學生實施了行動研究法。 

研究筆者親身參與到實驗組的實驗活動中，通過親身教學，藉助文化故事向實驗

群體輸入漢語中的特有詞。 

評估工具是工作紙，分為前測和後測，但內容是一樣的，只是讓學生完成的時間

有先後之分。在研究者開始實驗前，先讓實驗組學生完成前測，得出的結果可以一定

程度上反映學生在接受文化故事輸入前的漢語水平，進行文化故事輸入後，讓學生完

成內容相同的後測，得出的結果可以反映文化故事輸入是否能幫助學生更高效地習得

漢語中的特有詞。 

評估工作紙的所有題目均與研究者所講授的文化故事有關，換句話說，研究者所

講授過的文化故事所帶有的特有詞，必將出現在評估工作紙上，不會考沒有提及過的

特有詞，也不會考非本次實驗出現過的特有詞。 

2. 觀察法 

對對照組的學生採用的是觀察法。 

觀察法的分類中，若按觀察者是否參與被觀察者所從事的活動，可以分為“參與式

觀察”與“非參與式觀察”。而研究者採取的是非參與式觀察，即研究者不親身參與被觀

察者所從事的活動，而是通過評估工作紙得出結果。 

給對照組學生派發前測，通過學生的完成情況，得出學生在那時期對某些漢語特

有詞的掌握情況。經過與實驗組同樣的間隔時間（即實驗組前測至後測的間隔），給

對照組學生派發後測，得出的結果可以反映對照組學生在一段時間內是否有在日常生

活中習得那些在工作紙上出現的漢語特有詞。 

 

【研究工具】 

1. 評估工作紙（用於前測和後測） 

2. 文化故事庫（隨即抽取） 

 

【研究結果】 

1. 前測 

前測中，如果某些題目獲得過半數以上學生答對，則設定過半數以上學生已經掌

握該特有詞，不用向學生作文化故事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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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實驗組 

A1. Y10  

第一題 1 2 3 4 5 

答對率 0 0  0 0 

第二題 1 2 3 4 5 

答對率 0 0 20% 0 0 

第三題 1 2 3 4 — 

答對率 60% 20% 0 40% — 

數據顯示，需要給該班級學生講授文化故事庫中的所有故事。 

A2. Y12  

第一題 1 2 3 4 5 

答對率 100% 8% 75% 33% 25% 

第二題 1 2 3 4 5 

答對率 0 8% 33% 0 17% 

第三題 1 2 3 4 — 

答對率 25% 83% 50% 33% — 

數據顯示，該班級學生過半數以上學生能夠掌握：對牛彈琴、井底之蛙、狐假虎

威，則只需要給該班級學生講授文化故事庫中除此三個詞語以外剩下的特有詞，共 12

個。 

 

B. 對照組 

B1. Y10  

第一題 1 2 3 4 5 

答對率 80% — — — — 

第二題 1 2 3 4 5 

答對率 0 0 0 0 0 

第三題 1 2 3 4 — 

答對率 100% 60% 100% 80% — 

B2. Y12 

第一題 1 2 3 4 5 

答對率 100% 100% 92% 58% 42% 

第二題 1 2 3 4 5 

答對率 0 0 50% 4% 67% 

第三題 1 2 3 4 — 

答對率 67% 100% 92%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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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後測 

A. 實驗組 

A1. Y10  

第一題 1 2 3 4 5 

答對率 100% 20% 0 100% 60% 

第二題 1 2 3 4 5 

答對率 20% 40% 60% ？ 60% 

第三題 1 2 3 4 — 

答對率 80% 100% 100% 100% — 

A2. Y12  

第一題 1 2 3 4 5 

答對率 100% 50% 92% 100% 92% 

第二題 1 2 3 4 5 

答對率 42% 58% 67% 54% 83% 

第三題 1 2 3 4 — 

答對率 75% 92% 92% 100% — 

 

B. 對照組 

B1. Y10  

第一題 1 2 3 4 5 

答對率 100% 40% 60% 0 0 

第二題 1 2 3 4 5 

答對率 0 0 0 0 0 

第三題 1 2 3 4 — 

答對率 0 100% 0 0 — 

B2. Y12  

第一題 1 2 3 4 5 

答對率 83% 67% 100% 58% 24% 

第二題 1 2 3 4 5 

答對率 17% 8% 58% 13% 58% 

第三題 1 2 3 4 — 

答對率 58% 92% 75% 67% — 

 



HKI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Education 2009           Proceedings 

7 

經過一系列的統計、對比，可得出： 

 對比實驗組的前測與後測 

實驗組 Y10 班  

題目 A（前測結果） 

答對率 

B（後測結果） 

答對率 

B-A 

答對率之差 

第一題 1. 0 100% 100% 

2. 0 20% 20% 

3. 0 0 0 

4. 0 100% 100% 

5. 0 60% 60% 

第二題 1. 0 20% 20% 

2. 0 40% 40% 

3. 20% 60% 40% 

4. 0 0 0 

5. 0 60% 60% 

第三題 1. 60% 80% 20% 

2. 20% 100% 80% 

3. 0 100% 100% 

4. 40% 100% 60% 

 

實驗組 Y12 班 

題目 A（前測結果） 

答對率 

B（後測結果） 

答對率 

B-A 

答對率之差 

第一題 1. 100% 100% 0 

2. 8% 50% 42% 

3. 75% 92% 17% 

4. 33% 100% 67% 

5. 25% 92% 67% 

第二題 1. 0 42% 42% 

2. 8% 58% 50% 

3. 33% 67% 34% 

4. 0 54% 54% 

5. 17% 83% 66% 

第三題 1. 25% 75% 50% 

2. 83% 92% 9% 

3. 50% 92% 42% 

4. 33% 100% 67% 

 

透過數據可以看出，前測與後測比較之下，實驗組 Y10 和 Y12 的學生在經過實驗

後，除了兩條題目實驗前後都沒有人懂得之外，其餘題目大部份的答對率均呈現大幅

度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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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對照組的前測與後測 

對照組 Y10 班  

題目 A（前測結果） 

答對率 

B（後測結果） 

答對率 

B-A 

答對率之差 

第一題 1. 80% 100% 20% 

2. 0 40% 40% 

3. 0 60% 60% 

4. 0 0 0 

5. 0 0 0 

第二題 1. 0 0 0 

2. 0 0 0 

3. 0 0 0 

4. 0 0 0 

5. 0 0 0 

第三題 1. 100% 0 -100% 

2. 60% 100% 40% 

3. 100% 0 -100% 

4. 80% 0 -80% 

 

對照組 Y12 班  

題目 A（前測結果） 

答對率 

B（後測結果） 

答對率 

B-A 

答對率之差 

第一題 1. 100% 83% -17% 

2. 100% 67% -33% 

3. 92% 100% 8% 

4. 58% 58% 0 

5. 42% 24% -18% 

第二題 1. 0 17% 17% 

2. 0 8% 8% 

3. 50% 58% 8% 

4. 4% 13% 9% 

5. 67% 58% -9% 

第三題 1. 67% 58% -9% 

2. 100% 92% -8% 

3. 92% 75% -17% 

4. 92% 67% -25% 

 

數據顯示，對照組學生在前測與後測中，所掌握的特有詞呈現不穩定狀況。前測

與後測比較之下，Y10 班的答對率有四題上升，三題下降，其餘不變；Y12 班的答對

率有五題上升，八題下降，一題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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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前測結果 

Y10 

題目 A 

實驗組前測結果 

答對率 

B 

對照組前測結果 

答對率 

B-A 

兩組前測 

答對率之差 

第一題 1. 0 80% 80% 

2. 0 0 0 

3. 0 0 0 

4. 0 0 0 

5. 0 0 0 

第二題 1. 0 0 0 

2. 0 0 0 

3. 20% 0 -20% 

4. 0 0 0 

5. 0 0 0 

第三題 1. 60% 100% 40% 

2. 20% 60% 40% 

3. 0 100% 100% 

4. 40% 80% 40% 

 

Y12 

題目 A 

實驗組前測結果 

單位：人 

B 

對照組前測結果 

單位：人 

B-A 

兩組前測 

答對率之差 

第一題 1. 100% 100% 0 

2. 8% 100% 92% 

3. 75% 92% 17% 

4. 33% 58% 25% 

5. 25% 42% 17% 

第二題 1. 0 0 0 

2. 8% 0 -8% 

3. 33% 50% -17% 

4. 0 4% 4% 

5. 17% 67% 50% 

第三題 1. 25% 67% 42% 

2. 83% 100% 17% 

3. 50% 92% 42% 

4. 33% 92% 59% 

 

數據顯示，進行實驗前，實驗組就工作紙每條題目的答對人數明顯比對照組少，

實驗組學生對預定漢語特有詞的掌握水平較對照組學生的水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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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後測結果 

Y10 

題目 A 

實驗組後測結果 

答對率 

B 

對照組後測結果 

答對率 

B-A 

兩組後測 

答對率之差 

第一題 1. 100% 100% 0 

2. 20% 40% 20% 

3. 0 60% 60% 

4. 100% 0 -100% 

5. 60% 0 -60% 

第二題 1. 20% 0 -20% 

2. 40% 0 -40% 

3. 60% 0 -60% 

4. 0 0 0 

5. 60% 0 -60% 

第三題 1. 80% 0 -80% 

2. 100% 100% 0 

3. 100% 0 -100% 

4. 100% 0 -100% 

 

數據顯示，除三題 B-A 不變、兩題 B-A 上升以外，其餘所有題目的 B-A 均下降。

即，實驗組學生在後測中答對率比對照組高。 

 

Y12 

題目 A 

實驗組後測結果 

答對率 

B 

對照組後測結果 

答對率 

B-A 

兩組後測 

答對率之差 

第一題 1. 100% 83% -17% 

2. 50% 67% 17% 

3. 92% 100% 8% 

4. 100% 58% -42% 

5. 92% 24% -68% 

第二題 1. 42% 17% -25% 

2. 58% 8% -50% 

3. 67% 58% -9% 

4. 54% 13% -41% 

5. 83% 58% -25% 

第三題 1. 75% 58% -17% 

2. 92% 92% 0 

3. 92% 75% -17% 

4. 100% 67% -33% 

 

數據顯示，除一題 B-A 不變、兩題 B-A 上升以外，其餘全部題目 B-A 均下降。

即，實驗組學生在後測中答對率比對照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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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及結論】 

依據研究的結果判斷，研究者的假設是正確的：文化故事有助於學習者理解漢語

中的特有詞。 

通過對照組的實驗結果可知，研究者所抽取的目標詞語是學習者較難在日常生活

中習得的特有詞。但經過文化故事的輸入實驗後，過半數實驗組的學生（包括 Y10 和

Y12）能夠掌握筆者預定的大部份特有詞。比較前測與後測，沒有一條題目的答對率

有下降現象，半數以上題目的答對率上升幅度較大。又參考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前、後

測中研究結果可發現，實驗組的學生掌握預定漢語特有詞的能力比對照組學生要弱，

但是，經過文化故事的輸入後，絕大部份實驗組學生的答對率遠超對照組的學生。 

這些實驗及數據分析均證明，文化故事對學生掌握漢語的特有詞有正陎的推動作

用，能夠協助學生學習、理解、記憶漢語中較難掌握的特有詞。 

 

【研究限制】 

本次專題研習秉承誠實、嚴謹、科學的原則下進行，然而，依然存在一定的研究

限制。主要有兩大方陎： 

一方陎，實驗組和對照組的人數不足，未能通過龐大的數據有力支撐研究結果。

群體數目之少，出現個別情況差異影響研究結果的機率就相對增加。另一方陎，評估

工作紙的題目設置，部份題目的表述欠缺精准，有可能錯引學生想到其他類似的詞

語，而影響答對率。 

雖存在研究限制，但是，在香港這個多元化語言環境下，研究者相信該研究是具

有價值和實際指導作用的。期待未來能夠繼續完善，也期待其他學者可以參與此項研

究。通過學界有識之士的努力，更嚴謹地研究文化故事與漢語特有詞的學習，幫助非

中國文化背景的學生學習漢語的特有詞，以充分照顧在香港學習的所有學生之不同學

習差異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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