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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成語教學與有效學習策略建議 

 

6.1 成語教學策略建議 

 根據劉月華在 「成語與對外漢語教學」 文章中提到﹕對外漢語教

學來看，給成語一個十分嚴格的理論界定並不是最重要的。從教學實用

的目的出發，認為成語應該是形式和意義都很固定的、慣用的、以四字

形式為主的短語。因此教學者在教外籍學生成語時不必長篇大論的來解

說成語的理論，而是應該特別重視於成語的語義與正確實際運用的方

法。以下是依不同階級的學生該用何種的教學策略來給於建議﹕ 

a、 對於初級學生的教學策略建議 

初級學生是指剛學習中文的外籍學生，這個階級的學生是剛接觸到

中文，所以對於中文字彙認識的並不多，所以並不應該教導成語。重心

應放在詞彙，中文的語義與語法的教導，因為初級學生對中文能力與理

解力不夠，這時應把中文的基礎打好，方便進入中級時能更容易地去學

習成語。在初級時，雖然不應該教成語，但教師應在這個階段時，簡單

說明一下有關成語的一些基本概念，例如成語是什麼?成語可由幾個字

組成?成語在中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等…並培養外籍學生對成語的興趣，

告知學生成語具有豐富的含義，高雅的風格及很強的表現力，中國人在

日常生活中常常使用成語，假若外籍同學在日常生活對話中能正確使用

成語，別人就會把你當做一個中文程度很高且有學問的外國人，透過成

語可以瞭解到中國的歷史文化，可以開闊眼界，並增加知識，來提高自

己的中文閱讀及寫作能力等…灌輸一些學成語的益處給初級學生，來啟

發學生想要學成語的動機。 

 
每個外國學生幾乎都很喜歡聽故事，在教導初級學生時，可提及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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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寓言故事的成語，像「愚公移山」、「孔融讓梨」、「小時了了」等，

以說故事的方式，來讓學生知道成語的來源，不用特別去說明，特別去

教，只要給學生對成語有個印象既可，用中國寓言故事來吸引學生對成

語的興趣。 

b、 對於中級學生的教學策略建議 

  以中級學生來說，對於中文字彙己有進一步的認識，這時就可以教

學生如何去分辨四字格與成語，要使學生瞭解並不是所有四字格的短語

都是成語。要使學生知道成語是人們長期以來慣用的、形式簡潔而意思

精闢的、定型的片語或短句，有些四字形式的短語，雖然常常在一起用，

但是只要看懂每個字就能理解整體意思，使用也不難，就不能作為成語

使用。比如 「雨過天晴」 「謝天謝地」 等。這時也該教學生如何去

瞭解成語的語義，成語不能從字面上理解意義，因為成語的背後，往往

包含著複雜的故事，其真實的意義隱藏於字面背後，也就是說有比喻性

及雙層意義。例如﹕「井底之蛙」，假若外籍學生沒有學過可能只會從

字面上去猜測為一個井底的青蛙而己，不會猜測到該成語是在比喻一個

沒有見識的人。 

在教中級階段的學生時，可以教有關中國節日的成語，比如中秋節、

過年過節的成語以及一些祝賀用的成語，多用舉例的方式來說明，並訓

練學生該如何正確的使用這些成語。  

例如﹕「嫦娥奔月」該成語是具有代表中秋節的象徵，在一般生活談

話中很少會用到，可能在中秋節時會在月餅的合子中看到嫦娥奔月的圖

片。此時可以利用節日來跟學生說明，此圖片不是單純的圖片，而是有

故事來源的成語。 

在參加婚後時，可以用「百年好合」 「永浴愛河」 「百頭偕老」等來

祝福新人。 

例“祝你們新婚愉快，百年好合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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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過年時，也可以用 「恭喜發財」 「萬事如意」 「年年有餘」 「恭

賀新喜」1等來向別人拜年。 

告訴學生在中國文化裡，年老者的生日稱之為 「高壽」，參加年

老者的生日稱之為 「拜壽」，可以用 「壽比南山」 「福如東海」 來

祝賀年老者。 

也可以教有典故的成語、實用性高的口語成語、有歷史來源的成

語，學生學了不會使用也沒關係，主要目的是為了增加學生學習成語的

趣味。這時教師可採用一些教學協助工具，像是成語故事書、圖片、漫

畫、動畫及網路資源，現在科技的發達，在成語教學中，教師可以充分

利用網路資源，引導學生上網學習，為了提高效率，教師可自行事先在

網路搜集一些有趣的成語內容，供學生在課內閱讀，並利用網路上的資

源介紹成語故事，以動畫吸引學生的注意力，也可提供一些不錯的有關

學習成語的網址給學生自行上網學習。 

c、   對於高級學生的教學策略建議 

 以高級學生來說，中文程度己到一定的標準，這個階段的學生學習

中文成語是恰恰好，在質化研究中，很多教師都覺得外籍學生到了高級

時才比較適合教學生中文成語。在教高級同學中文成語時，首先要解釋

成語的意義，很多外籍學生只能理解成語的字面意思，無法掌握成語的

真正意義，因為每個中文成語背後包含了極深的歷史背景或哲學思想。

由於不理解意義所以在使用時學生很難去運用，也不知該如何正確使

用，所以要告知學生使用中文成語的語境，該成語適用於何種對象以及

適用於褒義句中還是貶義句中，最好是以舉例方式說明，並請同學用此

成語來作造句練習。假若有些成語在泰文與中文都有時，要注意該成語

是否是同樣用在褒義句或貶義句中，要特別加以說明，因為有些成語雖

                                              
1  “恭喜發財、萬事如意、恭賀新禧”為四字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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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中、泰相應，具備同樣的比喻，但卻使用在不同的情況中。例如﹕「如

魚得水」該成語在中文是使用在褒義句，但在泰文卻用在貶義句。 

 高級學生理解中文成語的意義後，可以教學生有關成語的句法功

能，何謂成語的句法功能，劉月華（2005）解釋為 「成語的句法功能，

是指成語在句子中的結構功能，比如充任什麼成分，進入句子以後，結

構上有什麼要求，有什麼限制等等」。很多外籍學生由於受到母語的影

響，作造句時都會造不對，大部分都是語法的錯誤，在第四章的病語分

析中也證實了這一點，所以教師在教中文成語時，要注重於說明成語的

句法功能，這樣才能對學生學成語時，有所益處。 

例如﹕ 

1、 動詞性的成語﹕ 

a、 作謂語 

Ex﹕ 早就聽說杭州風光明媚，這次前去遊覽，果然百聞不如一見，這次中

國之旅使我開了眼界。 

b、 作定語 

Ex﹕  我朋友做的是得不償失的生意，難怪會失掉老本。  

c、 作狀語 

Ex﹕ 他這個花花公子總是腳踏兩條船地跟兩個女生交往。 

d、 作主語 

Ex﹕ 如果有同理心的話，將心比心並不難 

2、 名詞性的成語﹕ 

a、 作主語 

Ex﹕ 將心比心是一種美德，值得學習的。 

b、 作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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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在隔牆有耳的情況之下，說話要小心。 

c、 作賓語 

  Ex﹕  媽媽誤信了商人的花言巧語，買下一件兩仟元的上衣，結果才洗一

次就縮水了。2 

 

3、 形容詞成語﹕ 

a、作謂語 

Ex﹕ 他今天愁眉苦臉是因為被老闆開除了。    

b、作定語 

Ex﹕ 你今天怎麼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呢？ 

c、作狀語 

Ex﹕ 他愁眉苦臉地跟我說她的錢包掉了。 

d、作情態補語 

Ex﹕ 學生把老師弄得一塌糊塗。 

e、作主語 

Ex﹕ 愁眉苦臉讓別人感到不舒服。 

 在教泰國學生中文成語時，教師可先行把常用的成語歸類為五大類

3，首先先教第一類的成語，即中文有、泰文也有；意思相同，而且具有

完全相同的形容或比喻的中文成語。利用學生熟悉的母語來明白中文成

語的意義，這樣學生才會容易理解，才能更正確地使用成語。再來教第

二類型的成語，即中文有;泰文有;意思相同，但泰文成語是部分相同的

                                              
2　 教育部成語網站 
3 詳見第三章中的問卷調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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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再教第四類型的成語，即泰文成語辭典沒有，但泰文中可以使用

固定敘述的形式來表達的成語。再教第五類型的成語，即中文有，而泰

文成語辭典中未發現（泰文無此類的成語）。最後才教第三類型的成語，

即中文有;泰文有;意思相同，但泰文成語用完全不相同的比喻或形容。

從第三章的成語問卷測試調查結果得知，第三類型與第五類型的成語對

於泰籍學生來說是最難的，所以應把這兩類的成語放到最後來教。 

 

6.2 有效學習策略建議 

 由於在第三章中的問卷調查結果得知，大部分的泰籍學生對成語都

有興趣，但卻想把成語學好，只靠老師教的是不夠的，因為上課時間有

限，老師也有老師上課的進度，因此就必須靠自己的自主性學習了。筆

者也是對成語有極大的興趣，現在依就筆者的經驗來給予一些有效學習

成語的策略建議。這些建議是針對高級階段的學生所提出的。 

學習成語，除了可從中吸收多點中國文化的養份外，也可以幫助我們

創作和思考。成語運用得好，可以直接增強我們的表達力。假若能好好

掌握成語，對於寫作及語言都有好處，但若像背書一樣去背，學習的過

程就會很枯燥，所以當外籍學生對於中文字彙有進一步的認識時、當遇

到成語但不確定是否是成語時就可以開始自學成語了，這時需要隨身攜

帶一本筆記本來做記錄。 

 當遇到一個陌生的成語時，可以自行猜測這成語的解釋，並可依照

以下步驟來學習﹕ 

1、查字典 

 字典也是老師，假如看到生字時，可先利用字典把單字的注釋、解

釋找出來，明白該生字是否有多音多義的功能，這樣可以增加自己的中

文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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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成語字典 

 再來利用成語字典查出該成語的釋義、典源和用法。現在科技的發

逹，有很多網路成語字典，做得很不錯，就如 「教育部成語典」，只

要打入關鍵就能找到自己欲查的成語，不會打中文也沒關係，只要把該

成語有關的字翻譯成英文，打英文字進去也可以查訊得到，這是專門為

為略懂中文，並想學習中文成語的外籍人士所設計的。所以可透過這網

路成語典查訊到成語的意義、辨識、典故來源和使用方法，所以可以充

分利用網路成語典。想要學好成語，必須抓住「理解」這一關鍵，只要

做到徹底搞清成語的意思，就能準確地運用。 

 

3、上網查訊 

 網路上有很多有關成語的來源故事，並用動畫方式表現出來，學生

可自行上網學習，動畫可加強記憶力，也不會覺得乏味枯燥，同時會增

加學生學習中文成語的興趣。 

 

4、向同學或老師訊問 

 不少教師教學生成語時仍然是從理解的層次去說明，卻很少考慮到

運用的層面。所以當學生有不明白的成語時，可以跟同學討論或在課堂

中勇於發問，並請老師舉例說明來增加印象。 

 

 把以上所學到的記在筆記本中，這樣日積月累，學會的成語數量就

會增加，寫作時就可以得心應手地使用了。所學到的成語只有在實際運

用中才能真正變為自己的知識，實際運用是學習的終極目標，運用也是

一種強化記憶，因此學生必須日常訓練強化所積累的成語。平常談話時

可以用到成語的地方，學生應該大膽使用成語，在寫作文、週記和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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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學生都要儘量使用成語，這樣才能有所進步。 

 

6.3 結語 

 成語在漢語言文化中佔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成語的使用充分展現出

中華民族語言之優美，其內容概括了歷代漢語民族對客觀世界的許多經

驗累積與思維想法，尤其是起源於神話故事、寓言傳說的成語，其豐富

的內容來自於人們對於周遭人、事、物的深刻體認。所以成語教學需要

教師憑藉教材，找到學習成語的最佳結合點，並巧妙地進行引導，才能

有所效果。而且成語教學需要同學們自己去感悟，需要同學們去合作學

習，在合作學習中，同學們才能真正分享到成語學習的快樂。學生最多

接觸到成語是透過電視節目與擴播，因此教師可收集一些電視節目、新

聞報導或擴播節目中所出現的一些成語，來做為教學成語的教材，一方

面可使學生容易明白如何正碓去使用與瞭解中文成語，另一方面還可以

增加一些課外知識。老師與學生的中文程度不一，老師認為很簡單的成

語對於外籍學生來說可能是很難的，所以不能忽略外籍學生的文化背

景，從小接觸中文與沒有接觸中文的落差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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