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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语的修辞格不仅仅对文章起着修饰作用，也影响着学生的日常交际。材作

为教学中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是连接教和学的桥梁，因此，对外汉语修辞格教

学的教材选择也是重要的一环。本文将《成功之路——冲刺篇》1、2 与《现代

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下册这两套对外汉语高级教材中修辞格的教学分布、修辞

格的选取及编排顺序进行对比和分析，评析两部教材修辞格教学的优缺点，为汉

语修辞格教学提供选择的依据。 

关键词：对外汉语；修辞格；教材 

一 引言 

1.1 背景 

经过几年的学习，一些汉语学习者日常的交流沟通已经没有问题,但有些表

达总使人感觉不符合汉民族的用语习惯,缺乏一定的表达技巧。导致此现象的原

因之一就是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偏重于语言要素的教学,而忽略了修辞教学。

修辞包含许多方面，修辞格就是其重要的一部分。修辞格是为了提高语言表达效

果而形成的各种修饰、加工语言的特定格式。修辞格是修辞中最为常用的提高语

言表达的手段，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加强修辞格教学是极为必要的。 

教材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重要依据材料，规范、合理的对外汉语教材编

排对教师教学和汉语学习者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在学

习过程中，不分任何科目，教材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对外汉语修辞格教

学的教材选择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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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成功之路——冲刺篇》1、2 与《现代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下册

这两套对外汉语高级教材中修辞格的教学分布、选取及编排顺序进行对比和分

析，评析两部教材修辞格教学的优缺点，为汉语修辞格教学提供选择的依据。 

 

1.2  研究问题 

《成功之路——冲刺篇》与《现代汉语高级教程》两套教材中，修辞格的编

排情况如何？各自有什么优缺点？ 

 

1.3  研究方法 

文献综述法：利用知网及图书馆资源收集关于对外汉语修辞学、对外汉语修

辞格教学以及对外汉语教材等方面的文献资料，了解相关研究成果。  

统计分析法：对教材中修辞格的类型和内容进行统计，根据统计得出的数据，

进行分析并得出分析结果。  

对比分析法：将两套教材中修辞格的编排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各自的优点和

不足之处。 

 

1.4 修辞格的定义 

黄伯荣、廖序东(2011) 在《现代汉语》一书中指出辞格也称“修辞格”、“修

辞方式”和“修辞格式”，是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而形成的各种修饰、加工

语言的特定格式。辞格是人们在长期运用语言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1.5 修辞格的分类 

很多学者对修辞格进行过划分，划分的依据和种类也各不一样，不同的标准

有不同的分法，从大类到小类，有同有异。 

陈望道（1932）在《修辞学发凡》中把修辞格分为 4 大类共 38 种。第一类

为材料上的辞格，分别是：譬喻、借代、摹状、映衬、双关、仿拟、拈连、引用、

移就 9类；第二类为意境上的辞格，分别是：比拟、讽喻、示现、呼告、夸张、

倒反、婉转、避讳、设问、感叹 10 类；第三类为词语上的辞格，析字、飞白、

藏词、复叠、镶嵌、节缩、省略、折绕、警策、转品、回文共 11类；第四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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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句上的辞格，共 8类，分别为；反复、对偶、层递、排比、错综、倒装、跳脱、

顶真。 

骆小所（2000）所著的《现代修辞学》将辞格划分为 45类，分别是：比喻、

比拟、移就、通感、夸张、移情、借化、跳脱、双关、婉曲、反语、拈连、反饰、

移姓、量词移用、转品、相反相成、拆词、易色、同异、仿词、衬托、自言相违、

对偶、对照、示现、迭选、回避、呼告、排比、层递、反复、回环、错综、设问、

反问、成语活用、飞白、摹绘、别义数词、数代、同形、同词转叠、顶真、杂混。 

陈汝东（2004）在《当代汉语修辞学》中把修辞格分为侧重形式和侧重语义

两类，前者叫形式化修辞方法，如顶真、反复、排比、对偶等；后者叫意义化修

辞方法，如比喻、借代、夸张、双关、比拟等。 

黄伯荣、廖序东在《现代汉语》（2017）中根据辞格的本质特征和语用功能

将辞格划分为比喻、比拟、借代、拈连、夸张、双关、仿词、反语、婉曲、对偶、

排比、层递、顶真、回环、对比、映衬、反复、设问、反问 19 类。 

 

1.6 教材简介 

《成功之路》是一套为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这套教材

既适用于正规汉语教学机构的课堂教学，也可以满足各类教学形式和自学生的需

求。成功之路全套有 20 册，按学习者的水平和学习阶段分别设计为《入门篇》、

《起步篇》、《顺利篇》、《进步篇》、《提高篇》、《跨越篇》、《冲刺篇》、《成功篇》。

《成功之路》在《冲刺篇》1、2 两册中系统地编排了修辞格的教学。 

“对外汉语系列教材”中的《现代汉语高级教程》由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

文化系高级汉语教研室编写，是来华留学生本科专业综合必修课教材，也可供具

有同等汉语水平的学习者使用。《现代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教材分上、下两册。

其中，在下册中系统地编排了修辞格的教学。 

二 两套教材修辞格的教学分布对比分析 

教材中修辞格的教学分布对教师的教学安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尽管教师

可以适当地调整教学顺序或者修改部分内容，但总体来说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还

是要按照教材的编排进行。两套教材中修辞格的教学部分差异较大，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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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两套教材修辞格教学分布情况表 

教材 课 修辞格 教材 课 修辞格 

《 成 功 之

路 — 冲 刺

篇》1 

第一课 比喻 

《现代汉语

高级教程》三

年级下 

第一课 排比、婉曲 

第二课 对比 第二课 拟人、移用 

第三课 拟人 第三课 比喻 

第四课 仿词 第四课 设问、反问 

第五课 拈连 第五课 
夸张、拈

连、仿词 

第六课 引用 第六课 对偶 

《 成 功 之

路 — 冲 刺

篇》2 

第七课 排比 第七课 借代、双关 

第八课 婉言 第八课 对比 

第九课 叠音 第九课 引用 

第十课 对偶 

第十课 反语 第十一课 设问、反问 

第十二课 夸张 

总数 13 总数 16 

 

从以上表格我们可以得知，两套教材修辞格编排的数量有所差异，《成功之

路—冲刺篇》共编排了 13 个修辞格，其中《成功之路—冲刺篇》1 编排了 6 个

修辞格，《成功之路—冲刺篇》2 编排了 7 个修辞格。从每课编排的修辞格数量

上看，《冲刺篇》1 每课编排了 1 个修辞格，《冲刺篇》2 除了第十一课编排了 2

个修辞格外，其余也是每课编排 1 个修辞格。《现代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下册

总共编排了 16 个修辞格，每课编排的修辞格数量不同。其中，有 5 篇课文编排

了 1 个修辞格，4 篇课文编排了 2 个修辞格，1 篇课文编排了 3 个修辞格，平均

每课需要学习 1.6个修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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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路—冲刺篇》的修辞格是编排在两册中，两个学期共学习 13 个修

辞格。而《现代汉语高级教程》的修辞格编排在一册中，一个学期学习 16 个修

辞格，每课学习的修辞格从 1到 3 个不等。两套教材在辞格总数和学习时间的安

排上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修辞的学习涉及各个方面，学生在学习修辞时，不能仅仅关注修辞知识本身，

因为不管是词汇、语音、语法、文化还是语体、语境、篇章等都与修辞有着一定

的关联。因此，学习修辞对于外国学生来说并不容易。彭云（2009）在《对外汉

语辞格教学研究》一文中对上海交通大学 41 位高级汉语水平的留学生进行了问

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8人认为非常难，26人觉得比较难，5人认为难易程度一

般，仅有 2人认为比较容易。可以看出，汉语修辞格知识在留学生的汉语学习中，

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难点。在学习过程中，留学生很可能因为畏难情绪而使其放弃

对汉语辞格知识的学习。从笔者的教学实践上来看，大部分学生对修辞格的理解

存在一定的问题，更不用说灵活运用了。作为高级综合课的教材，《成功之路—

冲刺篇》和《现代汉语高级教程》每课安排的内容又是十分丰富的，包括了词汇、

文章、语法、修辞、写作等各方面的知识。修辞难学、综合课教材的内容繁多，

而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又是有限的。如果短短的一个学期需要学生学习 16 个修辞

格，每课学习两个甚至三个修辞格，对于学生来说可能要求过高，学生容易产生

畏难情绪，从而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本文认为，就从修辞格的教学分布而言，

《成功之路—冲刺篇》更为合理。而《现代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下册修辞格教

学分布太过集中，每一课的修辞格编排数量也不太平均，不利于修辞格的教学。 

三 两套教材修辞格的选取情况对比分析 

两套教材都选取的修辞格有比喻、拟人、对比、仿词、拈连、引用、设问、

反问、排比、夸张、婉言、对偶。两套教材修辞格选取的不同点具体如下表： 

表 3.1 两套教材不同修辞格选取情况表 

教材 修辞格 

《成功之路—冲刺篇》2 叠音 

《现代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下 
移用 

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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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关 

反语 

 

从以上表格我们可以得知，《成功之路—冲刺篇》独有的修辞格为叠音。《现

代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下册独有的修辞格为移用、借代、双关、反语。 

秦惠兰（2010）认为尽管在对外汉语的教学大纲与考试大纲中，都有一些关

于汉语修辞教学与汉语修辞能力培养方面的要求，但并没有一个指导性的教学框

架或者大纲。因此对外汉语修辞教学的项目确定与等级划分问题还没解决。但秦

惠兰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理念，即对于积极修辞中的内容取舍，则应该是“有所取，

有所弃”。就辞格来说，有几十种，但应该仅取常用的几种，如比喻、夸张、排

比、借代、比拟、对偶、引用、反复、设问、反问，考虑舍弃顶真、回文等。对

一些冷僻、繁琐的修辞更是没有必要讲授。 

中国教育部 2011 年制定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对 7-9 年级的阅读要求

是“了解常用的修辞方法，体会它们在课文中的表达效果”，同时指出常见修辞

格为“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反复、设问、反问”。刘光婷（2014）

以此为基准，结合留学生的具体特点以及修辞教学的规律来初步确定对外汉语教

学的修辞格选择为比喻、比拟、反问、引用、设问、夸张、反复、排比、借代、

婉曲、双关、拈连、仿拟、对偶、顶真等。 

黄伯荣、廖序东（2017）在《现代汉语》中选出的常用辞格为比喻、比拟、

借代、拈连、夸张、双关、仿词、反语、婉曲、对偶、排比、层递、顶真、回环、

对比、映衬、反复、设问、反问 19类。 

结合上文，我们以黄伯荣、廖序东在《现代汉语》中选取的常用修辞格为基

础，结合秦惠兰和刘光婷的观点，认为以下修辞格应编排在对外汉语教材中进行

系统地教学，具体为比喻、夸张、排比、借代、比拟、对偶、反复、设问、反问、

引用、婉曲、拈连、双关、仿词、反语、对比 16 种修辞格。 

在两套教材共同选取的修辞格中，都包含了比喻、拟人、对比、仿词、拈连、

引用、设问、反问、排比、夸张、婉曲、对偶这 12 种修辞格。但《成功之路—

冲刺篇》没有将“借代”、“反复”、“双关”、“反语”这些常用的修辞格编排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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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中，多了“叠音”这一修辞格。《现代汉语高级教程》没有将“反复”编排在

教材当中，而选取了“移用”这一修辞格。 

比较值得关注的是《成功之路—冲刺篇》将“叠音”作为修辞编排在教材中。

在几种常见的对外汉语教材中，比如《博雅汉语》、《发展汉语》、《新实用汉语课

本》等中都没有选取“叠音”作为修辞格编排在教材中，而关于修辞格的分类，

学者们较少将“叠音”纳入其中。但就常见度来说，“叠音”作为一种语音修辞

又是十分常见的，因为现代汉语中包含着大量的叠音单纯词和重叠式复合词。因

此，“叠音”作为修辞格编入教材中进行教学是有一定依据的。 

《现代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下册编排的修辞格基本符合我们的选取标准，

但“移用”这一比较冷僻和不常用的修辞格，我们觉得应以剔除。 

就修辞格内容的编排来说，《现代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下册更为全面，而

《成功之路—冲刺篇》未将一些常用的修辞格编排在教学中，或许会影响汉语学

习者的日常交际和语言理解。 

四  两套教材修辞格的编排顺序对比分析 

为了对比两套教材的修辞格编排顺序，本文也做了相应的表格。 

表 4.1 两套教材修辞格编排顺序表 

教材 《成功之路—冲刺篇》 《现代汉语高级教程》 

第一课 比喻 排比、婉曲 

第二课 对比 拟人、移用 

第三课 拟人 比喻 

第四课 仿词 设问、反问 

第五课 拈连 夸张、拈连、仿词 

第六课 引用 对偶 

第七课 排比 借代、双关 

第八课 婉言 对比 

第九课 叠音 引用 

第十课 对偶 反语 

第十一课 设问、反问  

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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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夸张  

 

从以上表格我们可以发现，两套教材修辞格的编排顺序差异较大。除了都将

“比喻”和“拟人”都编排得比较靠前，“仿词”和“拈连”较为中间外，其它

辞格的编排顺序大相径庭。《成功之路—冲刺篇》将“对比”编排在第二课，而

《现代汉语高级教程》将其编排在最后第三课。《成功之路—冲刺篇》将“引用”、

“排比”、“婉言”分别编排在第六、七、八课中，靠近中间或者稍偏后的位置，

而《现代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下册将“引用”编排在第九课这一靠后的位置，

将“排比”和“婉曲”编排在最前。《成功之路—冲刺篇》将“设问”、“反问”

编排在第十一课，而《现代汉语高级教程》将其编排在第四课，虽然两者都被编

排在同一课中，但在教材中的顺序相差较大。《成功之路—冲刺篇》将“对偶”

和“夸张”分别安排在第十课和第十二课，较为靠后。而《现代汉语高级教程》

将其分别编排在第六课和第五课，靠近中间。 

道格拉斯·比伯，苏珊·康拉德，兰迪·潘瑞（2012）指出，运用语料库方

法统计不同文本和不同语域中特征的频率时，数据的可比性很重要。当文本长度

不同时，来自这些文本的频率个数不具有直接可比性。例如，当每个文本“比喻”

修辞格出现的次数都为 5个时，可能你认为两个文本中“比喻”在两个文本中是

同样普遍的，但是如果一个文本的词汇数量是 500，另一个文本的词汇量是 1000

时，结论就不同了。 

标准化是调整来自不同长度文本原始数据，从而准确计算频率个数的计数方

法。当标准化频率计数时，应该考虑每个文本中的总词数。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标准频率 = 原始频率数（即使用次数）÷该文本的词汇量×标准基数。 

其中标准基数是按照语料文本的长短而定。 

董艳婷（2013）按照上述统计方法，采用黄伯荣、廖序东的修辞格分类和定

义标准，对《博雅》、《发展》、《南方》，以及北大留学生汉语习作中和北京大学

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中修辞格的使用次数、比例等进行了统计。在统计基础上，

她探讨对外汉语综合教材中修辞格的引入时间和编排顺序问题，最终得出不同等

级的汉语教材的修辞编排。本文研究的教材都属于对外汉语高级综合课教材，故

采用董艳婷得出的高级对外汉语综合教材中修辞格的编排顺序，具体的编排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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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比喻＞反问＞对比＞设问＞借代＞排比＞对偶＞层递＞比拟＞婉曲＞仿词＞

夸张＞双关＞反语＞反复。根据我们的修辞格选取标准，删去“层递”这一修辞

格，最终得出的编排顺序为比喻＞反问＞对比＞设问＞借代＞排比＞对偶＞比拟

＞婉曲＞仿词＞夸张＞双关＞反语＞反复。 

按照本文的修辞格选取标准，参考上述编排顺序，我们再来看两套教材的修

辞格编排顺序。 

《成功之路—冲刺篇》：比喻＞对比＞拟人＞仿词＞拈连＞引用＞排比＞婉

言＞对偶＞设问、反问＞夸张 

《现代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下册：排比、婉曲＞拟人＞比喻＞设问、反问

＞夸张、拈连、仿词＞对偶＞借代、双关＞对比＞引用＞反语 

《成功之路—冲刺篇》将“设问”、“反问”两种修辞格编排得过于靠后，而

《现代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下册将编排得过于靠前，将“对比”、“借代”编排

得过于靠后。显然，根据董艳婷的标准，两套教材修辞格的编排顺序都不太合理。

董艳婷以主流对外汉语教材、报纸、学生习作以及 HSK作文语料库的作文为材料

依托，根据标准化计数理论得出修辞格的标准频率，这在辞格的常用性和出现频

率上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也就是说，两本教材的辞格编排顺序与辞格的常用性

不太契合，违反了教材编写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原则。 

  五 结语 

本文从修辞格的教学分布，修辞格的选取，修辞格的编排顺序等方面对《成

功之路—冲刺篇》1、2 与《现代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下册两套教材的修辞格

进行对比和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结果 ： 

1.《成功之路—冲刺篇》的修辞格是编排在两册中的，两个学期共学习 13

个修辞格。而《现代汉语高级教程》的修辞格编排在一册中，一个学期学习 16

个修辞格。本文认为，就从修辞格的教学分布而言，《成功之路—冲刺篇》更为

合理。而《现代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下册修辞格编排太过集中和不平均，不利

于修辞格的教学。修辞格编排太过集中，不太符合“科学性”的教材编排原则。

高级阶段的综合课本身教学内容就较多，而修辞格对二语学习者来说，在文化和

语用方面又都存在一定的难度。要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在同一课讲解两到三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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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格，学生难以消化和掌握，易产生为难情绪，在平时的表达和写作中也就不会

积极地去运用辞格知识了。 

2.以黄伯荣、廖序东在《现代汉语》中选取的常用修辞格为基础，结合秦惠

兰和刘光婷的观点，我们制定了对外汉语教材修辞格的选取标准。根据修辞格选

取标准，《现代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下册更为全面，而《成功之路—冲刺篇》

未将一些常用的修辞格编排在教学中，或许会影响汉语学习者的日常交际和语言

理解。 

3.依据董艳婷对外汉语高级综合课教材修辞格的编排顺序，两套教材修辞格

的编排顺序都不太合理。《成功之路—冲刺篇》将“设问”、“反问”两种修辞格

编排得过于靠后，而《现代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下册将“排比”、“婉曲”、“夸

张”编排得过于靠前，将“对比”、“借代”编排得过于靠后。 

 

教学启示 

（1）教材的选择 

从修辞格编排的角度出发，两套教材各有优缺点。就修辞格的选取来说，《现

代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下册更为全面和合理，但从修辞格的教学分布来说，《成

功之路—冲刺篇》更符合一般学校的教学安排。至于修辞格的编排顺序，《成功

之路—冲刺篇》相对而言更合适些，但并不能说它本身编排顺序十分合理，因此

不能作为教材选择的关键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应该更灵活地选择教材。

如果学生的基础较好，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较强，想要全面地学习修辞格，那么

无疑选择《现代汉语高级教程》三年级下册更合适。如果学生基础比较一般，学

习和掌握修辞格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容易产生畏难情绪，那么选择《成功之路

—冲刺篇》更好。 

（2）两套教材修辞格的编写建议 

《成功之路—冲刺篇》修辞格的编写优点是教学分布较为合理，但修辞格的

选取和编排顺序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增加修辞格的编排数量，添加

“借代”、“反复”、“双关”、“反语”等常用的修辞格，此外也要修改辞格的编排

顺序。《现代汉语高级教程》的优点是修辞格的选取十分全面，基本符合我们的

选取标准，但教学分布不合理，修辞格的教学分布太过集中。本文建议《现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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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高级教程》将修辞格的系统教学编写在上下两册中，让学生有更充足的空间去

学习和掌握修辞格。 

（3）修辞格的编写建议 

当前对外汉语教材修辞格编写方面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一个指导性的教学框

架或者大纲，对外汉语修辞格的等级划分，项目确定，教学顺序等都没有权威的

参考依据。学者们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去尝试解决上述问题，但各自的研究标准和

参考依据又不尽相同，难以得到一个全面和完善的研究成果。因此，当务之急是

尽快研究和制定对外汉语修辞教学的大纲，一是为对外汉语修辞格的教学和教材

编写提供参考依据，二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修辞教学的地位，使对外汉语界人士

更加注重修辞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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