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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在港汉语国际教学专业研究生语言文字态度研究
—基于词汇联想测试及访谈的研究 1

牟蕾、吴勇毅

摘要

本研究采用词汇联想和访谈法探究内地在港汉语国际教学专业研究生

对英语、普通话、粤语、简体字、繁体字等具有文化负载功能的语言、

方言、文字的情感态度，同时进一步分析语言文字态度与其就业、文

化情感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内地在港学生 汉语国际教学专业研究生 语言态

度 词汇联想测试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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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香港以其西式化的教育制度、与内地毗邻的优越地理条件、相对

欧美国家较为低廉的学费、国际化的经济社会环境等优势，吸引着很

多内地学生赴港深造。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一脉相承，但由于历史原因，

香港受到英国文化的浸染很深，回归之后，随着两岸经济文化的交融

更加深入，使得当今香港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辉的

景象。内地在港学生群体更是位于多元文化交融与碰撞的中心，他们

大多经历了十多年的内地教育，内心对西式教育模式充满好奇与渴望，

呈现出一种复杂、矛盾、活跃的状态。

这一特殊群体，受到了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等领域的关注，

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内地在港学生的身份认同（刘梅华、刘世生，

2015；郑 珮、许晓雯，2011；肖文明，2015）、文化适应（李春凯、徐

从德，2015）、环境适应（李树文，2014）、心理及情感状况（黎黄霭

玲等，2014），但对这一群体语言态度研究相对较少（钟倩，2016）。“语

言态度是指人们在语言生活中对待某种语言的基本意见、主张以及由

此带来的语言倾向和言语行为。”（冯广艺，2013，页 112）内地在港

学生不仅处于多元文化环境中，同时也接触到不同的语言和方言，语

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方言和语言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是方言通

行在较小的地域。”（李如龙，1994，页 140）英语是国际通用语，汉

语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正在向国际通用语迈进的一种语言），粤语

是汉语的一种方言，了解内地在港学生的语言态度是很有必要的。

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仅涉及到研究对象在真实语言环境下的语码选

择，未触及到语言文字情感状况，同时研究方法也较为单一，多采用

问卷调查、配对变法及访谈的方式，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会受到问卷内

容和访谈形式所限。基于上述不足，本研究拟采用心理学的词汇联想

测试和深度访谈两种研究形式，主要考察：内地在港汉语国际教学专

业研究生对英语、汉语普通话、粤语、简体字、繁体字等具有文化负

载功能的语言、方言、文字的情感态度如何？语言文字与其文化适应

和就业发展的关系如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词汇联想测试为主，访谈为辅的方法。词汇联想

测试源于心理学，是一种“对于受试者运用目标词与非目标词混合后

进行测试的方法，不但可以揭示问卷调查难以发现的概念结构，甚至

可以发现连受试者自己也未能察觉的认知状况。”（胡范铸，2015，

页 5）已有研究者尝试将该方法应用于语言情感研究和国家形象认知

等方面，计冬祯、范学（2005）借用该方法测试不同群体对“同志”

一词的理解和认识。陈燕玲（2015）采用该方法研究了菲律宾华裔青

少年对“闽南话”、“汉语”、“英语”的情感倾向。胡亦鸣（2013）、

陈燕玲（2014）分别对上海中学生、菲律宾青少年进行词汇联想测试，

以探究他们对中、日、美、韩等国家的形象认知。

访谈的方法主要目的在于深入探究研究对象对几种语言文字的情

感倾向，以及其中的深层动因。这两种研究方法相互辅助，分别从即

时的概念呈现和深入的互动探究两个方向进行验证和补足，更有助于

构建起内地在港学生的语言情感状况。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为 20 位内地在港就读学生。其中女生 16 人，男生

4 人，平均年龄 23 岁，最大年龄 26 岁，最小年龄 22 岁。他们具有一

致的教育背景，均为香港某高校授课制硕士生，专业为汉语国际教学，

已经在港就读一年。赴港之前他们一直在内地学校就读，接受了完整

的内地义务教育及高等教育，且此前并没有香港学校教育经历。一年

授课结束后，他们在上海某高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教学实习，本研究

即在此期间进行。

（二）研究材料

本研究为不限时词汇自由联想测试。测试材料为书面形式，共 10

页。首页为指导语和个人信息填写栏。其后的 9页分别以词语：“英语”、

“新闻”、“普通话”、“健康”、“简体字”、“道德”、“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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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繁体字”为刺激目标，其中“英语”、“普通话”、“简

体字”、“粤语”、“繁体字”为目标测试词，“新闻”、“健康”、

“道德”、“爱情”为干扰项，干扰项与目标测试词的语义关系较远，

穿插其中，能够避免测试词语的语义过于集中，影响被试的联想结果，

每个测试词的呈现形式如下表：

目标词 1 ： 

英语

1 2 3 4 5 6 7 8 9 10 其他

（三）研究过程

首先，带领受试者阅读测试指导语，并向受试者集中说明本测试

的操作过程。每位受试者拿到测试材料后，填写好首页中个人信息，

包括性别、年龄、家乡、掌握的语言或方言。随后，在接下来的测试中，

受试将依次看到九个测试词，在看到每个词后，用尽可能快的时间，

迅速写出能联想到的其他词语，无需过多思考且无任何限制，并按序

号顺次填写（见上表），至少写出 10 个联想词语，多写不限。

三、研究结果
本次测试受试共提供联想词语 1530 个，剔除干扰项刺激得到的词

语后，有效联想词语为 852 个，在后续的词频统计中，采用“完全同

义词合并，近义词不合并的方式”（臧群，2013，页 10）进行。例如“二

语”和“第二语言”、“实用”和“实用的”归并为同一组词语，“流

利”和“熟练”则视为两组不同的词语。

（一）目标词“英语”测试结果

以“英语”为目标词进行联想，受试提供了 172 个数据，将相同的

词语进行归并，共得到 100 个不同的词语。其中仅被提及一次的联想词

可视为个性化联想，并不具有个体间共性，这些词语将不纳入本研究的

范围内。频次为两次及两次以上的联想词语共 33 个，具体数据见下表：

表 1   

“英语”联想词语频次统计表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雅思 9 四六级 3 必学 2

托福 7 出国 3 电影 2

英国 6 交流 3 方便 2

美国 6 能力 3 学习 2

通用语 5 口音 3 语法 2

考试 5 高考 2 美剧 2

口语 4 表达 2 外国人 2

国际 4 阅读 2 世界 2

第二语言 3 写作 2 留学 2

实用 3 外语 2 生活 2

听力 3 新东方 2 技能 2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联想频次为 4 次及以上的词语共 8 个，联

想频次为 3次的词语也是 8个，频次为 2次的词语共 17个。其中“雅思”

一词被联想的频率最高，达到 9 次，其后是“托福”一词，达到 7 次，

这两个词均代表着国际化的英语考试。“英国”、“美国”两词是英

语最具代表性的使用地域，也是被联想较高的词，各有 6次，“通用语”、

“国际”是对英语国际通用性的功能进行描述（5 次、4 次）。“考试”

和“口语”也是跟英语能力和水平相关的（5 次、4 次）。

根据心理学词汇激活扩散模型，词汇之间是以结点的形式勾连起

来，最先被激活的词语在受试者心理表征中处于优先位置，因此采用

加权计算方法能够更为精确地了解受试者的情感认知状况（陈燕玲，

2015，页 199）。该方法具体操作为：第一顺位联想到的词权重最高，

计为 2，第二顺位联想到的词记为 1.9，第三顺位为 1.8，以此类推，

第四顺位为 1.7，第五顺位为 1.6……。依照此方式，根据联想次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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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顺位，得到高频联想词的加权分数。例如“雅思”共被联想 9 次，

其顺位为 487129269，按照加权计分得到：1.7+1.3+1.4+2+1.9+1.2+1.9

+1.5+1.2=14.1。

表 2   

“英语”联想词语加权分数统计表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雅思 14.1 交流 4.3 学习 3.2

托福 11.8 听力 4.3 生活 3.2

美国 9.6 出国 4.3 电影 3.1

英国 9.6 能力 4.3 外国人 3.1

通用语 7.9 四六级 4 表达 3

国际 7.4 必学 3.8 阅读 3

口语 6.7 外语 3.6 美剧 2.9

考试 6.3 世界 3.6 新东方 2.9

第二语言 5.7 方便 3.5 技能 2.9

口音 5.2 高考 3.3 写作 2.6

实用 4.4 语法 3.3 留学 2.5

从加权统计来看，前十六个联想词分数排序与频次排序较为一致，

排在前几位的分别是：代表国际语言考试的“雅思”、“托福”，代

表地域文化的“英国”、“美国”，代表国际通用性的“通用语”、“国

际”等。

我们尝试将高频的联想词语按照内容进行分类，以期勾勒出内地

在港汉语国际教学硕士生对“英语”概念的认知，这些联想词语可分

为四类，分别为：考试 / 学习类，功能类，文化类，语言类。具体分

类见下表：

表 3   

“英语”联想词语分类表

分类 联想词 累计频次 加权分数

考试 /学习 雅思、托福、考试、四六级、高考、必学、学
习、新东方 32 49.4

功能
通用语、国际、第二语言、出国、实用、交流、
能力、表达、方便、留学、生活、技能（外语、
世界）

34 53.4

文化 英国、美国、电影、美剧、外国人、世界 20 31.9

语言 口语、听力、外语、口音、阅读、写作、语法 18 28.7

通过对累计频次和加权分数进行计算，可以发现“功能”类得分

最高，联想强度最高，这类联想词语一方面是对“英语”功能的描述，

如“留学”、“国际”、“通用语”，其中还可以看出“英语”的国

际性和通用性是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的面貌出现的；另一方

面是对“英语”功能性强弱的评价性印象，如“方便”“实用”等；

总体来看受试对“英语”的功能性评价是积极的，尤其突出其国际化

功用，这或许与香港的语言环境不无关系。

得分次之的为“考试 / 学习”类，可见“英语”一词在受试认知

中强制性的特点较为鲜明，明显伴有考试的压力和负担，要么是在内

地大学受教育时必须的，如“高考”、“四六级（考试）”，要么是

为出境或出国留学深造所需准备的，如“新东方（培训 /补习）”、“雅思”、

“托福”、“考试”等。从中我们或许也可以推断出，内地学生学习

英语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和外部动机。中学学习英语是为了“高考”，

大学学习英语要通过“四六级”考试，出境或出国深造则需要通过“雅

思”和“托福”“考试”。

“文化”类联想词的数量和联想强度都不及前两类，“英语”一

词所联想到的“文化”类词语多与英美地域相关，英语“电影”和电

视文化的强势输出，如“美剧”，也影响到了在港内地青年人（甚至

来港前也深受影响），此外，由于这些受试者的就读专业为汉语国际

教学，其教学对象，即汉语学习者是“外国人”，且大都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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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顺位，得到高频联想词的加权分数。例如“雅思”共被联想 9 次，

其顺位为 487129269，按照加权计分得到：1.7+1.3+1.4+2+1.9+1.2+1.9

+1.5+1.2=14.1。

表 2   

“英语”联想词语加权分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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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9.6 能力 4.3 外国人 3.1

通用语 7.9 四六级 4 表达 3

国际 7.4 必学 3.8 阅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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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 5.7 方便 3.5 技能 2.9

口音 5.2 高考 3.3 写作 2.6

实用 4.4 语法 3.3 留学 2.5

从加权统计来看，前十六个联想词分数排序与频次排序较为一致，

排在前几位的分别是：代表国际语言考试的“雅思”、“托福”，代

表地域文化的“英国”、“美国”，代表国际通用性的“通用语”、“国

际”等。

我们尝试将高频的联想词语按照内容进行分类，以期勾勒出内地

在港汉语国际教学硕士生对“英语”概念的认知，这些联想词语可分

为四类，分别为：考试 / 学习类，功能类，文化类，语言类。具体分

类见下表：

表 3   

“英语”联想词语分类表

分类 联想词 累计频次 加权分数

考试 /学习 雅思、托福、考试、四六级、高考、必学、学
习、新东方 32 49.4

功能
通用语、国际、第二语言、出国、实用、交流、
能力、表达、方便、留学、生活、技能（外语、
世界）

34 53.4

文化 英国、美国、电影、美剧、外国人、世界 20 31.9

语言 口语、听力、外语、口音、阅读、写作、语法 18 28.7

通过对累计频次和加权分数进行计算，可以发现“功能”类得分

最高，联想强度最高，这类联想词语一方面是对“英语”功能的描述，

如“留学”、“国际”、“通用语”，其中还可以看出“英语”的国

际性和通用性是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的面貌出现的；另一方

面是对“英语”功能性强弱的评价性印象，如“方便”“实用”等；

总体来看受试对“英语”的功能性评价是积极的，尤其突出其国际化

功用，这或许与香港的语言环境不无关系。

得分次之的为“考试 / 学习”类，可见“英语”一词在受试认知

中强制性的特点较为鲜明，明显伴有考试的压力和负担，要么是在内

地大学受教育时必须的，如“高考”、“四六级（考试）”，要么是

为出境或出国留学深造所需准备的，如“新东方（培训 /补习）”、“雅思”、

“托福”、“考试”等。从中我们或许也可以推断出，内地学生学习

英语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和外部动机。中学学习英语是为了“高考”，

大学学习英语要通过“四六级”考试，出境或出国深造则需要通过“雅

思”和“托福”“考试”。

“文化”类联想词的数量和联想强度都不及前两类，“英语”一

词所联想到的“文化”类词语多与英美地域相关，英语“电影”和电

视文化的强势输出，如“美剧”，也影响到了在港内地青年人（甚至

来港前也深受影响），此外，由于这些受试者的就读专业为汉语国际

教学，其教学对象，即汉语学习者是“外国人”，且大都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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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水平，英语也是与他们交际的常用工具，因此也会联想到“外国

人”这一词语。另外，除了英语的“世界”性，这些未来的汉语国际

教育教师也会去“世界”各地，在不同文化的“世界”里从事教学工

作。第四类词语为“语言”类，其中包括“口语”、“听力”、“写作”

等语言技能，也包括“语法”这样的语言要素。由“英语”一词联想

到的这些词语，或许是受试者对自己英语水平的一种评估联想，也说

明英语技能的培训是英语教学的重要方面，而且在港读书的部分课程

是用英文授课的，对学习者的英语语言技能和基础知识的要求相对较

高。

（二）目标词“普通话”测试结果

以“普通话”为目标词进行联想，受试共提供了 170 个联想词语，

归并语义相同的词语，包括“推广普通话”与“推普”、“四声调”与“四

声”、“通用语”与“共同语言”、“广东话”与“粤语”、“内地”

与“大陆”等，我们得到 109 个不同的词语，其中被联想频次为两次

及两次以上的词语共 32 个，具体频次统计情况如下：

表 4   

“普通话”联想词语频次统计表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标准 8 教学 3 语言 2

考试 5 四声调 3 内地 2

外国人 5 通用语 3 中华民族 2

推普 4 水平 2 统一 2

北京 4 测试 2 文化 2

方言 4 方便 2 香港 2

中国 4 容易 2 口音 2

儿化音 4 规范化 2 语音 2

母语 3 汉语 2 学校 2

HSK 3 熟练 2 普通话水平考试 2

粤语 3 轻声 2

由上表可知，在“普通话”一词联想到的词语中频次为 4 次及以

上的有 8 个，其中“标准”一词的联想频次最高，为 8 次，在很多受

试的印象中，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是规范的语言，是“标准”。

“考试”、“外国人”这两个词的联想频次都为 5 次，之所以这两个

词的联想频次比较高，与受试的身份有关。他们都是汉语国际教学专

业硕士生，其基本技能要求之一就是能说“标准”的普通话，因此他

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参加过“普通话水平测试（PSC）”（一种能力

水平等级“考试”），而他们正在从事或未来将要从事的是教“外国

人”汉语或者说“普通话”，因此由“普通话”联想到这两个词就不

奇怪了。联想频次为 4 次的共有 5 个词，其中“推普”是国家 /“中国”

大力倡导的，“推普”为“推广普通话”的缩略形式，在一段时期内

这个词曾以口号形式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普通话”作为通用语之

名，与之相对的就是区域性的“方言”，有此联想是很自然的（由“普

通话”联想到“粤语”亦是如此）；而普通话又是以北京话为基础音，

人们有时会将“普通话”与“北京话”近似相等，因此“北京”一词

的联想比例也相对较高。此外由“北京（话）”或“普通话”联想到“儿

化音”的特点也较突出，而南方人，包括香港本地人说普通话时掌握“儿

化音”的困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个词。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联想频

次在 3 次（包括部分 2 次）的词语大都跟受试的专业和未来职业身份

密切相关，包括“HSK”、“教学”、“四声调”等词语。

表 5   

“普通话”联想词语加权分数统计表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标准 13.3 教学 4.8 文化 3.4

方言 6.9 粤语 4.7 测试 3.3

中国 6.9 通用语 4.4 水平 3.2

考试 6.8 方便 4 中华民族 3.2

儿化音 6.5 内地 4 语音 3.2

北京 6.3 普通话水平
考试 3.9 规范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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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水平，英语也是与他们交际的常用工具，因此也会联想到“外国

人”这一词语。另外，除了英语的“世界”性，这些未来的汉语国际

教育教师也会去“世界”各地，在不同文化的“世界”里从事教学工

作。第四类词语为“语言”类，其中包括“口语”、“听力”、“写作”

等语言技能，也包括“语法”这样的语言要素。由“英语”一词联想

到的这些词语，或许是受试者对自己英语水平的一种评估联想，也说

明英语技能的培训是英语教学的重要方面，而且在港读书的部分课程

是用英文授课的，对学习者的英语语言技能和基础知识的要求相对较

高。

（二）目标词“普通话”测试结果

以“普通话”为目标词进行联想，受试共提供了 170 个联想词语，

归并语义相同的词语，包括“推广普通话”与“推普”、“四声调”与“四

声”、“通用语”与“共同语言”、“广东话”与“粤语”、“内地”

与“大陆”等，我们得到 109 个不同的词语，其中被联想频次为两次

及两次以上的词语共 32 个，具体频次统计情况如下：

表 4   

“普通话”联想词语频次统计表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标准 8 教学 3 语言 2

考试 5 四声调 3 内地 2

外国人 5 通用语 3 中华民族 2

推普 4 水平 2 统一 2

北京 4 测试 2 文化 2

方言 4 方便 2 香港 2

中国 4 容易 2 口音 2

儿化音 4 规范化 2 语音 2

母语 3 汉语 2 学校 2

HSK 3 熟练 2 普通话水平考试 2

粤语 3 轻声 2

由上表可知，在“普通话”一词联想到的词语中频次为 4 次及以

上的有 8 个，其中“标准”一词的联想频次最高，为 8 次，在很多受

试的印象中，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是规范的语言，是“标准”。

“考试”、“外国人”这两个词的联想频次都为 5 次，之所以这两个

词的联想频次比较高，与受试的身份有关。他们都是汉语国际教学专

业硕士生，其基本技能要求之一就是能说“标准”的普通话，因此他

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参加过“普通话水平测试（PSC）”（一种能力

水平等级“考试”），而他们正在从事或未来将要从事的是教“外国

人”汉语或者说“普通话”，因此由“普通话”联想到这两个词就不

奇怪了。联想频次为 4 次的共有 5 个词，其中“推普”是国家 /“中国”

大力倡导的，“推普”为“推广普通话”的缩略形式，在一段时期内

这个词曾以口号形式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普通话”作为通用语之

名，与之相对的就是区域性的“方言”，有此联想是很自然的（由“普

通话”联想到“粤语”亦是如此）；而普通话又是以北京话为基础音，

人们有时会将“普通话”与“北京话”近似相等，因此“北京”一词

的联想比例也相对较高。此外由“北京（话）”或“普通话”联想到“儿

化音”的特点也较突出，而南方人，包括香港本地人说普通话时掌握“儿

化音”的困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个词。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联想频

次在 3 次（包括部分 2 次）的词语大都跟受试的专业和未来职业身份

密切相关，包括“HSK”、“教学”、“四声调”等词语。

表 5   

“普通话”联想词语加权分数统计表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标准 13.3 教学 4.8 文化 3.4

方言 6.9 粤语 4.7 测试 3.3

中国 6.9 通用语 4.4 水平 3.2

考试 6.8 方便 4 中华民族 3.2

儿化音 6.5 内地 4 语音 3.2

北京 6.3 普通话水平
考试 3.9 规范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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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外国人 6 容易 3.8 统一 2.9

母语 5.4 香港 3.6 语言 2.9

推普 5.3 学校 3.6 口音 2.8

四声调 5.2 汉语 3.5 轻声 2.7

HSK 4.9 熟练 3.5

通过对加权数据的分析可知，加权分数在 4 以上的 16 个词语，与

频次主要在 3 次以上的词语（14 个），大体是相当的，尽管前后顺序

有变化。从加权数据可以看到“标准”一词的巨大优势，接近排位第二

的“方言”分数的两倍，可见“标准”概念与“普通话”一词的联结之强。

下面我们将“普通话”一词的联想词语进行分类统计，得到下表：

表 6   

“普通话”联想词语分类表

分类 联想词 累计频次 加权分数

考试 / 教学
考试、HSK、普通话水平考试、测试、学校、
教学 17 27.3

功能 标准、推普、方便、通用语、规范化、统一 21 32.9

文化
中国、北京、外国人、内地、文化、中华民族、
香港 21 33.4

语言
方言、儿化音、四声调、粤语、母语、汉语、
语音、语言、口音、轻声 27 43.8

难易 容易、熟练、水平 6 10.5

从联想的覆盖面来看，“普通话”的联想词中关于语言本身的最

多，这些词语包括与方言相关的，也包括普通话的基本语音特点。受

试者均为汉语教学专业的硕士生，他们比较熟悉汉语的基本语言知识

和特点，因此对于这部分词语烂熟于胸。文化和功能类的累计频率和

加权分数次之，对汉语普通话的功能评价积极倾向更高，不仅是“标准”

和“规范化”，更是使用“方便”，利于“中华民族”的语言“统一”。

结合难易类的词语，受试评价自身的普通话“水平”，是“容易”和“熟

练”，较易掌握。由普通话联想到“内地”与“香港”的“文化”差异，“普

通话”与“方言”/“粤语”的不同大约是这些内地学生到港后的切身

体会。在考试 / 教学类词语中，与英语的联想明显不同，这里出现了“教

学”、“HSK”、“普通话水平考试”等，加之文化类的词语“外国

人”，很容易看出受试自己的专业身份。令人遗憾的是，由“普通话”

联想到的 32 个词语中，完全没有“国际”、“世界”一类的词语，而“通

用语”的概念也不是国际的通用语，而是国内的，这跟“英语”一词

的联想很不相同。作为汉语国际教学硕士专业的学生，这或许反映出

他们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的“国际性”和“世界性”认识不足，对自己

工作的使命感（让普通话 / 汉语成为国际语言）不够强烈，雄心不够大。

看来如何拓展学生的视野，加深他们对汉语教学工作的国际性和世界

性的认识和意识，培养他们让汉语走向世界、成为真正的国际语言的“野

心”，也是摆在我们教师培养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目标词“粤语”测试结果

以“粤语”为目标词进行联想，我们共收集到 170 个词语，合并

语义相同或非常相近的词语后，得到 82 个不同的词语，合并的词语包

括：“不好学”、“不易学”和“难学”，“Macao”和“澳门”，“九

个调”和“九个声调”，“听不懂”和“难懂”等。在这 82 个词语中，

被联想频次为两次及两次以上的词语共 31个，具体频次统计结果如下：

表 7   

“粤语”联想词语频次统计表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香港 12 难 3 粤剧 2

广东 9 港剧 3 白话 2

歌曲 9 入声 3 唔该 2

好听 8 繁体字 3 交流 2

广东话 6 广州 3 澳门 2

难学 5 深圳 3 TV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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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外国人 6 容易 3.8 统一 2.9

母语 5.4 香港 3.6 语言 2.9

推普 5.3 学校 3.6 口音 2.8

四声调 5.2 汉语 3.5 轻声 2.7

HSK 4.9 熟练 3.5

通过对加权数据的分析可知，加权分数在 4 以上的 16 个词语，与

频次主要在 3 次以上的词语（14 个），大体是相当的，尽管前后顺序

有变化。从加权数据可以看到“标准”一词的巨大优势，接近排位第二

的“方言”分数的两倍，可见“标准”概念与“普通话”一词的联结之强。

下面我们将“普通话”一词的联想词语进行分类统计，得到下表：

表 6   

“普通话”联想词语分类表

分类 联想词 累计频次 加权分数

考试 / 教学
考试、HSK、普通话水平考试、测试、学校、
教学 17 27.3

功能 标准、推普、方便、通用语、规范化、统一 21 32.9

文化
中国、北京、外国人、内地、文化、中华民族、
香港 21 33.4

语言
方言、儿化音、四声调、粤语、母语、汉语、
语音、语言、口音、轻声 27 43.8

难易 容易、熟练、水平 6 10.5

从联想的覆盖面来看，“普通话”的联想词中关于语言本身的最

多，这些词语包括与方言相关的，也包括普通话的基本语音特点。受

试者均为汉语教学专业的硕士生，他们比较熟悉汉语的基本语言知识

和特点，因此对于这部分词语烂熟于胸。文化和功能类的累计频率和

加权分数次之，对汉语普通话的功能评价积极倾向更高，不仅是“标准”

和“规范化”，更是使用“方便”，利于“中华民族”的语言“统一”。

结合难易类的词语，受试评价自身的普通话“水平”，是“容易”和“熟

练”，较易掌握。由普通话联想到“内地”与“香港”的“文化”差异，“普

通话”与“方言”/“粤语”的不同大约是这些内地学生到港后的切身

体会。在考试 / 教学类词语中，与英语的联想明显不同，这里出现了“教

学”、“HSK”、“普通话水平考试”等，加之文化类的词语“外国

人”，很容易看出受试自己的专业身份。令人遗憾的是，由“普通话”

联想到的 32 个词语中，完全没有“国际”、“世界”一类的词语，而“通

用语”的概念也不是国际的通用语，而是国内的，这跟“英语”一词

的联想很不相同。作为汉语国际教学硕士专业的学生，这或许反映出

他们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的“国际性”和“世界性”认识不足，对自己

工作的使命感（让普通话 / 汉语成为国际语言）不够强烈，雄心不够大。

看来如何拓展学生的视野，加深他们对汉语教学工作的国际性和世界

性的认识和意识，培养他们让汉语走向世界、成为真正的国际语言的“野

心”，也是摆在我们教师培养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目标词“粤语”测试结果

以“粤语”为目标词进行联想，我们共收集到 170 个词语，合并

语义相同或非常相近的词语后，得到 82 个不同的词语，合并的词语包

括：“不好学”、“不易学”和“难学”，“Macao”和“澳门”，“九

个调”和“九个声调”，“听不懂”和“难懂”等。在这 82 个词语中，

被联想频次为两次及两次以上的词语共 31个，具体频次统计结果如下：

表 7   

“粤语”联想词语频次统计表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香港 12 难 3 粤剧 2

广东 9 港剧 3 白话 2

歌曲 9 入声 3 唔该 2

好听 8 繁体字 3 交流 2

广东话 6 广州 3 澳门 2

难学 5 深圳 3 TV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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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文化 5 语言 3 电影 2

古音 5 差异 3 唐人街 2

方言 5 听不懂 3 口音 2

普通话 4 遗产 2

声调 4 明星 2

从表 7 的统计频次来看，4 以上频次的词语共 11 个，3 次的词语

共 9 个，其中“香港”一词的频率最高，受试生活在香港，日常生活

环境中接触较多的自然是香港地区通行的“粤语”。其次是“广东”，

同样也是使用粤语的地区。由于粤语歌曲是传播粤语及其地域文化的

重要途径之一，“歌曲”一词联想频率较高。而对“粤语”的评价褒

贬皆有，褒在于其韵律多变，保留了很多“古音”，悦耳、“好听”，

贬在于其难学。

表 8   

“粤语”联想词语加权分数统计表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香港 19.2 声调 5.2 口音 3.4

广东 14.3 差异 4.9 唔该 3.3

好听 13.8 听不懂 4.7 唐人街 3.3

歌曲 13.7 广州 4.6 澳门 2.9

广东话 10.2 港剧 4.6 遗产 2.8

古音 8.8 繁体字 4.6 明星 2.7

难学 8.3 入声 4.4 电影 2.7

文化 8 语言 4.1 交流 2.6

方言 7 深圳 3.8 粤剧 2.5

难 6 白话 3.7

普通话 5.4 TVB 3.5

从加权统计来看，跟频次统计相比，频次 4 以上的 11 个词语（后

面是以“难”为首的 9 个频次 3 的词并列，“难”是 12 个词语）与加

权分数 5.2 以上的 12 词语相比，基本上是相当的，只有“古音”和“难”

排序各提升了两位，说明“难”等在受试心中的意义更突显了一些。

我们对这些词语进行分类统计，得到下表：

表 9   

“粤语”联想词语分类表

分类 联想词 累计频次 加权分数

地域 香港、广东、广州、深圳、唐人街、澳门 31 48.1

功能 好听、交流 10 16.4

文化 歌曲、文化、港剧、TVB、遗产、明星、电影、粤剧 27 40.5

语言 广东话、古音、方言、普通话、繁体字、入声、语言、
白话、口音（声调）（唔该） 33 51.6

难易 难学、难、声调、听不懂 15 24.2

其他 差异、唔该 5 8.2

表 9 是对“粤语”一词的联想词语进行分类后的结果，其中排序

最高的是语言类，可以看出受试对粤语的语言特点联想较多，尤其是

在语音部分，“古音”、“入声”、“白话”等是其较为突出的特点，

用繁体字书写也是也是受试体验很深的。其次是地域类，受试较多地

将粤语与粤语使用地区相联系。由“粤语”联想到的文化类词语，如

“歌曲”、“港剧”、“明星”、“电影”等词，表明香港地区文化

产业的发达和影响力，对内地在港学生，包括不在港的，都有广泛和

深切的感受。但“粤语”虽“好听”，也是香港“交流”的主要工具，

但它很“难（学）”，“声调”复杂，“听不懂”是显而易见的。

（四）目标词“简体字”测试结果

以“简体字”为目标词进行联想，我们共收集到 171 个词语，合

并语义相同或非常相近的词语后，得到 95 个不同的词语，合并的词语

包括：“好写”和“易写”，“内地”和“大陆”，“意义不明”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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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文化 5 语言 3 电影 2

古音 5 差异 3 唐人街 2

方言 5 听不懂 3 口音 2

普通话 4 遗产 2

声调 4 明星 2

从表 7 的统计频次来看，4 以上频次的词语共 11 个，3 次的词语

共 9 个，其中“香港”一词的频率最高，受试生活在香港，日常生活

环境中接触较多的自然是香港地区通行的“粤语”。其次是“广东”，

同样也是使用粤语的地区。由于粤语歌曲是传播粤语及其地域文化的

重要途径之一，“歌曲”一词联想频率较高。而对“粤语”的评价褒

贬皆有，褒在于其韵律多变，保留了很多“古音”，悦耳、“好听”，

贬在于其难学。

表 8   

“粤语”联想词语加权分数统计表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香港 19.2 声调 5.2 口音 3.4

广东 14.3 差异 4.9 唔该 3.3

好听 13.8 听不懂 4.7 唐人街 3.3

歌曲 13.7 广州 4.6 澳门 2.9

广东话 10.2 港剧 4.6 遗产 2.8

古音 8.8 繁体字 4.6 明星 2.7

难学 8.3 入声 4.4 电影 2.7

文化 8 语言 4.1 交流 2.6

方言 7 深圳 3.8 粤剧 2.5

难 6 白话 3.7

普通话 5.4 TVB 3.5

从加权统计来看，跟频次统计相比，频次 4 以上的 11 个词语（后

面是以“难”为首的 9 个频次 3 的词并列，“难”是 12 个词语）与加

权分数 5.2 以上的 12 词语相比，基本上是相当的，只有“古音”和“难”

排序各提升了两位，说明“难”等在受试心中的意义更突显了一些。

我们对这些词语进行分类统计，得到下表：

表 9   

“粤语”联想词语分类表

分类 联想词 累计频次 加权分数

地域 香港、广东、广州、深圳、唐人街、澳门 31 48.1

功能 好听、交流 10 16.4

文化 歌曲、文化、港剧、TVB、遗产、明星、电影、粤剧 27 40.5

语言 广东话、古音、方言、普通话、繁体字、入声、语言、
白话、口音（声调）（唔该） 33 51.6

难易 难学、难、声调、听不懂 15 24.2

其他 差异、唔该 5 8.2

表 9 是对“粤语”一词的联想词语进行分类后的结果，其中排序

最高的是语言类，可以看出受试对粤语的语言特点联想较多，尤其是

在语音部分，“古音”、“入声”、“白话”等是其较为突出的特点，

用繁体字书写也是也是受试体验很深的。其次是地域类，受试较多地

将粤语与粤语使用地区相联系。由“粤语”联想到的文化类词语，如

“歌曲”、“港剧”、“明星”、“电影”等词，表明香港地区文化

产业的发达和影响力，对内地在港学生，包括不在港的，都有广泛和

深切的感受。但“粤语”虽“好听”，也是香港“交流”的主要工具，

但它很“难（学）”，“声调”复杂，“听不懂”是显而易见的。

（四）目标词“简体字”测试结果

以“简体字”为目标词进行联想，我们共收集到 171 个词语，合

并语义相同或非常相近的词语后，得到 95 个不同的词语，合并的词语

包括：“好写”和“易写”，“内地”和“大陆”，“意义不明”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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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难显”，“简单”和“简洁”等。在这 95 个词语中，被联想频次为

两次及两次以上的词语共 26 个，具体频次统计如下：

表 10   

“简体字”联想词语频次统计表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简单 8 熟悉 4 文字 2

大陆 8 教学 3 语文 2

快 5 通用 3 中国 2

好写 5 推广 3 实用 2

外国人 5 对外汉语 3 汉语 2

繁体字 5 文化 3 不累 2

容易 5 难认 3 新闻 2

笔划少 5 教育 3 意义不明 2

方便 4 报纸 3

表 10 是“简体字”一词的联想测试频次统计，频次高于 4 的有

10 个词语，其中“简单”、“大陆”两词频次最高，前者是对简体字

的功用性评价，后者是对其使用地域进行界定。而频次为 5 的词语中，

积极性评价“（写起来）快”、“好写”、“容易”、“比划少”等

占了大多数，另外两个词语分别是与简体字对应的“繁体字”，还有

涉及到受试的汉语教学专业的“外国人”（教学对象），目前大多数

学习汉语的外国人都学习“简体字”，在港学习的外国人亦学习繁体字。

频次为 4 次的两个词“方便”与“熟悉”，既是对简体字的功能性评价，

也可以看出内地在港学生的教育背景（从小学习简体字，故很“熟悉”）。

以下是“简体字”联想词语的加权分数统计：

表 11   

“简体字”联想词语加权分数统计表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简单 15.2 对外汉语 5.8 不累 3.7

大陆 13.6 教学 5.3 通用 3.5

繁体字 9.8 文化 4.7 推广 3.4

快 8.7 报纸 4.7 汉语 3.2

容易 8.4 熟悉 4.5 意义不明 3.1

好写 8.1 教育 4.5 中国 3

方便 7.1 难认 3.9 新闻 2.8

笔划少 6.9 文字 3.8 实用 2.7

外国人 6.5 语文 3.7

从加权统计表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分数最高的 11 个词语中（5.3 以

上），主要是对简体字的功能性评价，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简捷、方便。

另一组则跟教学有关，如“外国人”、“对外汉语”、“教学”等。

下面我们对词语进行分类分析：

表 12   

“简体字”联想词语分类表

分类 联想词 累计频次 加权分数

地域文化 大陆、外国人、文化、中国、新闻 20 30.6

功能 快、方便、通用、推广、意义不明、实用 19 28.5

语言 繁体字、报纸、文字、语文、汉语 14 25.2

难易 简单、容易、好写、笔划少、熟悉、难认、
不累 32 50.7

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教育 9 15.6

从上面的分类表可以看出，由“简体字”联想到的词语，主要是

从受试的专业角度出发的，一方面联想到的是简体字的使用地域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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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难显”，“简单”和“简洁”等。在这 95 个词语中，被联想频次为

两次及两次以上的词语共 26 个，具体频次统计如下：

表 10   

“简体字”联想词语频次统计表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简单 8 熟悉 4 文字 2

大陆 8 教学 3 语文 2

快 5 通用 3 中国 2

好写 5 推广 3 实用 2

外国人 5 对外汉语 3 汉语 2

繁体字 5 文化 3 不累 2

容易 5 难认 3 新闻 2

笔划少 5 教育 3 意义不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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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简体字”联想词语加权分数统计表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简单 15.2 对外汉语 5.8 不累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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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体字 9.8 文化 4.7 推广 3.4

快 8.7 报纸 4.7 汉语 3.2

容易 8.4 熟悉 4.5 意义不明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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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 7.1 难认 3.9 新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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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权统计表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分数最高的 11 个词语中（5.3 以

上），主要是对简体字的功能性评价，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简捷、方便。

另一组则跟教学有关，如“外国人”、“对外汉语”、“教学”等。

下面我们对词语进行分类分析：

表 12   

“简体字”联想词语分类表

分类 联想词 累计频次 加权分数

地域文化 大陆、外国人、文化、中国、新闻 20 30.6

功能 快、方便、通用、推广、意义不明、实用 19 28.5

语言 繁体字、报纸、文字、语文、汉语 14 25.2

难易 简单、容易、好写、笔划少、熟悉、难认、
不累 32 50.7

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教育 9 15.6

从上面的分类表可以看出，由“简体字”联想到的词语，主要是

从受试的专业角度出发的，一方面联想到的是简体字的使用地域和领



207206

域，一方面是教授简体字对教学对象的益处等。从这些词语可以看出“简

体字”的主要形象为“便捷”、“简单”、“实用”等。除个别词，如“意

义不明”以外均为褒义词，可见内地学生对“简体字”的认同度之高，

也与其受教育的传统有关。

（五）目标词“繁体字”测试结果

以“繁体字”为目标词进行联想，我们共收集到 170 个词语，合

并语义相同或非常相近的词语后，得到 94 个不同的词语，合并的词语

包括：“美观”和“好看”，“难”和“困难”，“复杂”和“繁杂”

等。在这 94 个词语中，被联想频次为两次及两次以上的词语共 24 个，

具体频次统计如下：

表 13   

“繁体字”联想词语频次统计表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联想词 频次

香港 12 古代 4 好玩 2

台湾 10 古老 4 演变 2

难写 8 难 3 内涵 2

文化 8 书法 3 澳门 2

复杂 6 古文 3 落后 2

好看 6 报纸 3 传承 2

笔画多 6 费时 3 故事 2

传统 5 简体字 2 课本 2

从表13可以看出，“繁体字”的联想词语较为集中，其中“香港”、“台

湾”是使用繁体字的两个地域，所以联想频次最高；而频次为 8 的两

个词语，“难写”是对其难易度的评价，“文化”则是非常认同繁体

字的文化承载力，频次为 6 的词语中，可以看到内地学生对繁体字的

固有认识：比简体字“复杂”、“笔画多”，但是“好看”。频次为

3 到 5 的词语大都是强调了繁体字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悠久。

表 14   

“繁体字”联想词语加权分数统计表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香港 20 古老 6.3 内涵 3.5

台湾 15.8 难 5.9 传承 3.3

难写 14.1 古代 5.4 简体字 3.1

文化 12.6 书法 4.8 故事 3.1

复杂 11.3 古文 4.4 澳门 2.8

好看 10.4 费时 4 落后 2.7

笔画多 8.5 好玩 3.9 课本 2.7

传统 8.2 报纸 3.6 演变 2.5

根据加权统计表数据，排在前 8 位（分数在 8.2 以上）的词语跟

联想频次的排序（5 次以上）完全一样，繁体字的使用地域仍然是内

地学生首先想到的，对繁体字的形象认知，主要是“古老”的“传统”“文

化”，“好看”，但“复杂”、“笔画多”，因此而“难写”。下面

是各个词语的类归情况：

表 15   

“繁体字”联想词语分类表

分类 联想词 累计频次 加权分数

历史 传统、古老、古代、古文、传承、演变 20 30.1

地域文化 香港、台湾、文化、澳门、书法、报纸、内涵、
故事、课本 44 68.9

难易 难写、复杂、难、费时、笔画多 26 43.8

功能 好看、好玩、落后 10 17

语言 简体字 2 3.1

从分类表来看，“繁体字”的联想词语语义较为集中，频次和加

权得分最高的为使用繁体字的地域文化类，港澳台三地均联想到了，

使用的不同领域也很清晰，如“书法”、“（地域）报纸”、“（地域）

课本”等。此外，繁体字作为“书法”艺术，以及它所承载或具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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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一方面是教授简体字对教学对象的益处等。从这些词语可以看出“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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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明”以外均为褒义词，可见内地学生对“简体字”的认同度之高，

也与其受教育的传统有关。

（五）目标词“繁体字”测试结果

以“繁体字”为目标词进行联想，我们共收集到 170 个词语，合

并语义相同或非常相近的词语后，得到 94 个不同的词语，合并的词语

包括：“美观”和“好看”，“难”和“困难”，“复杂”和“繁杂”

等。在这 94 个词语中，被联想频次为两次及两次以上的词语共 24 个，

具体频次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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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写 8 难 3 内涵 2

文化 8 书法 3 澳门 2

复杂 6 古文 3 落后 2

好看 6 报纸 3 传承 2

笔画多 6 费时 3 故事 2

传统 5 简体字 2 课本 2

从表13可以看出，“繁体字”的联想词语较为集中，其中“香港”、“台

湾”是使用繁体字的两个地域，所以联想频次最高；而频次为 8 的两

个词语，“难写”是对其难易度的评价，“文化”则是非常认同繁体

字的文化承载力，频次为 6 的词语中，可以看到内地学生对繁体字的

固有认识：比简体字“复杂”、“笔画多”，但是“好看”。频次为

3 到 5 的词语大都是强调了繁体字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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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体字”联想词语加权分数统计表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联想词 加权分数

香港 20 古老 6.3 内涵 3.5

台湾 15.8 难 5.9 传承 3.3

难写 14.1 古代 5.4 简体字 3.1

文化 12.6 书法 4.8 故事 3.1

复杂 11.3 古文 4.4 澳门 2.8

好看 10.4 费时 4 落后 2.7

笔画多 8.5 好玩 3.9 课本 2.7

传统 8.2 报纸 3.6 演变 2.5

根据加权统计表数据，排在前 8 位（分数在 8.2 以上）的词语跟

联想频次的排序（5 次以上）完全一样，繁体字的使用地域仍然是内

地学生首先想到的，对繁体字的形象认知，主要是“古老”的“传统”“文

化”，“好看”，但“复杂”、“笔画多”，因此而“难写”。下面

是各个词语的类归情况：

表 15   

“繁体字”联想词语分类表

分类 联想词 累计频次 加权分数

历史 传统、古老、古代、古文、传承、演变 20 30.1

地域文化 香港、台湾、文化、澳门、书法、报纸、内涵、
故事、课本 44 68.9

难易 难写、复杂、难、费时、笔画多 26 43.8

功能 好看、好玩、落后 10 17

语言 简体字 2 3.1

从分类表来看，“繁体字”的联想词语语义较为集中，频次和加

权得分最高的为使用繁体字的地域文化类，港澳台三地均联想到了，

使用的不同领域也很清晰，如“书法”、“（地域）报纸”、“（地域）

课本”等。此外，繁体字作为“书法”艺术，以及它所承载或具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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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和“故事”，也还是为内地青年所认识和认同的。尽管从学

习和使用的角度看，繁体字“笔画多、难写、复杂、费时”（难易类），

但它历史悠久，且传承和演变至今（历史类）。

如果换个角度，从情感倾向上来看，联想词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

分界，就其实用性上而言，消极词语较多，主要体现在书写难度、复

杂和耗时上，甚至被视为“落后”，但从传承文化传统和审美功能（“好

看”、“好玩”）上看，还是积极的倾向。

四、讨论

（一）语言文字总体态度

表 16   

语言文字总体态度总结

英  语 考试、英美国家、国际通用、实用、留学、掌握其技能

普通话 标准、汉语教学、外国人学习、考试、语言知识、国家通用语

粤  语 方言、难学、文化娱乐、珠三角地区、古音、悦耳

简体字 简捷、实用、大陆、对外汉语教学、外国人

繁体字 地域性、古代、传统、文化、复杂、难写

根据上文的数据，我们将五个目标词的形象大致描绘出来，见表

16。“英语”是国际性通用语言，大家能够认识到英语的实用价值和

交流价值，尤其是在海外求学的学生，对英语有很高的要求，比如，

学生 W 在访谈中说：“我们也有一些课程是英文授课的，而且内容量

很大，对英语要求比较高。”但是另一方面，学生们从一开始学习英

语就无可避免地要参加各类英语考试，考试这一印象与“英语”紧紧

的相连。在访谈中，大部分学生都提到英语对于他们的升学、深造有

重要影响，学生 L 说：“我当时准备申请学校比较晚，那段时间就拼

命地准备雅思考试，没有英语成绩就没办法了。”

“普通话”最重要的是其被视为标准语言，具有规范性，是国家

通用语，也是外国人学习的语言，而对于国际汉语教学专业的学生来说，

汉语教学是其本分，因而汉语知识等对其影响颇深，使得他们很容易

就联想到这类词语。例如，学生 Z 表示：“我们来这边（香港）读研

究生，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普通话，我们说得标准，教汉语普通话肯

定会好一些”。而“粤语”一词首先被视为地域性的方言，通行于香港、

广东乃至澳门；对内地学生来说，大多认为太难学，但是香港文化娱

乐产业对内地和内地学生的影响程度是不容小觑的；另一方面，粤语

以其保留的古音，韵律的多变，也被很多内地学生认为悦耳好听。深

入访谈中，学生 W 表示：“来香港前接触粤语是（通过）看电影、粤

语歌，很好听。”来港之后，学生接触粤语主要在日常生活中，他们

有机会通过兴趣班学习，但是坚持下去的很少。学生 L“我上过几次，

后来没时间，我也觉得难，就不上了，对生活没有太大影响。”

从积极情感词语和消极情感词语的数量来看，内地学生对“简体

字”的积极评价很高，简体字的优势在于其笔画简单，书写快捷，又

比较实用，目前外国人也大都学习简体字。内地学生对简体字的认可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教育背景，从小就学习和使用简体字，这些

观念恐怕已是根深蒂固的了。对“繁体字”的印象呈现出两种情况，

一方面，繁体字多与历史悠久和传统文化以及传承等词语相连，具有

正面意义，另一方面受试也充分认识到它使用的地域性（港澳台），

及其学习的难度和费时。使用的地域较窄，也是实用性较弱的表现。

深度访谈中，几乎每位学生都表示“繁体字能认不能写”，学生 L 说：

“繁体字保留古代的文化还挺好的，但是不实用，写字儿太慢了。”“记

笔记的时候都是用简体字，快。”（学生 L），“写作业的时候，我

们都是（用电脑）写简体，然后转成繁体。”（学生 W）在繁体字和

简体字的使用上，如何找到传承和实用，包括推广的平衡点，是需要

探究的。

内地在港汉语国际教学专业研究生对“普通话”、“简体字”的

认可度更高一些，这显然与他们的熟悉度相关，当他们进入香港地区，

接触到传统的“繁体字”、“粤语”方言时，他们虽然对此表示认同，

但是自己学习的过程却十分困难，有些学生甚至半途而废，放弃了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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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和“故事”，也还是为内地青年所认识和认同的。尽管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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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就其实用性上而言，消极词语较多，主要体现在书写难度、复

杂和耗时上，甚至被视为“落后”，但从传承文化传统和审美功能（“好

看”、“好玩”）上看，还是积极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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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文的数据，我们将五个目标词的形象大致描绘出来，见表

16。“英语”是国际性通用语言，大家能够认识到英语的实用价值和

交流价值，尤其是在海外求学的学生，对英语有很高的要求，比如，

学生 W 在访谈中说：“我们也有一些课程是英文授课的，而且内容量

很大，对英语要求比较高。”但是另一方面，学生们从一开始学习英

语就无可避免地要参加各类英语考试，考试这一印象与“英语”紧紧

的相连。在访谈中，大部分学生都提到英语对于他们的升学、深造有

重要影响，学生 L 说：“我当时准备申请学校比较晚，那段时间就拼

命地准备雅思考试，没有英语成绩就没办法了。”

“普通话”最重要的是其被视为标准语言，具有规范性，是国家

通用语，也是外国人学习的语言，而对于国际汉语教学专业的学生来说，

汉语教学是其本分，因而汉语知识等对其影响颇深，使得他们很容易

就联想到这类词语。例如，学生 Z 表示：“我们来这边（香港）读研

究生，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普通话，我们说得标准，教汉语普通话肯

定会好一些”。而“粤语”一词首先被视为地域性的方言，通行于香港、

广东乃至澳门；对内地学生来说，大多认为太难学，但是香港文化娱

乐产业对内地和内地学生的影响程度是不容小觑的；另一方面，粤语

以其保留的古音，韵律的多变，也被很多内地学生认为悦耳好听。深

入访谈中，学生 W 表示：“来香港前接触粤语是（通过）看电影、粤

语歌，很好听。”来港之后，学生接触粤语主要在日常生活中，他们

有机会通过兴趣班学习，但是坚持下去的很少。学生 L“我上过几次，

后来没时间，我也觉得难，就不上了，对生活没有太大影响。”

从积极情感词语和消极情感词语的数量来看，内地学生对“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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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在港汉语国际教学专业研究生对“普通话”、“简体字”的

认可度更高一些，这显然与他们的熟悉度相关，当他们进入香港地区，

接触到传统的“繁体字”、“粤语”方言时，他们虽然对此表示认同，

但是自己学习的过程却十分困难，有些学生甚至半途而废，放弃了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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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学习，这对这些学生日后在港就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语言文字与就业选择

从受试所联想的词语可以看出，就功能性来说，虽然他们较为认

同“英语”、“普通话”和“简体字”的实用性，但是由于地域的语

言文化差异，他们在就业过程中不得不面对语言困境。我们深度访谈

表明，汉语国际教学专业的内地在港学生大都认为自己具有汉语普通

话层面的语言优势，学生 Z 在访谈中这样说道，“我们专业内地人那

么多也是因为我们的普通话比较好。”尽管普通话好在香港高校的汉

语国际教学专业里具有一定的优势，但真正到了要在港就业时却也存

在不少困难。

当问及内地学生是否会粤语时，多数学生都表示一开始尝试学了，

但是很难懂，后来就放弃了，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周边的同学都是内地

学生，没有机会使用粤语（这跟不少外国学生在大陆学习汉语遇到的

情况类似，有时同一个国家的学生喜欢扎堆在一起，说的自然是他们

的母语，没有机会或不操练目的语）。但是在面对就业时，他们都承认，

不会粤语是很大的问题。学生 L 说：“在香港有‘粤教中’和‘普教中’，

我们如果不会粤语的话只能去‘普教中’，但是那些学校对我们的要

求还是很高，一般还是不容易留下来。”学生 Z 说：“不会粤语的话，

找工作就会直接不要你，就算进去了，还是融入不到他们中间去。”

学生 W 更叙述了她曾经的面试经历：“我去一个学校面试，一个外国

负责人，用英语、粤语、三种语言面试，面试结束后我就蒙了。”对

于毕业后想留在香港就业的内地学生来说，粤语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

一个问题。

繁体字同样也是他们的困难所在，会认不会写对内地学生来说是

更为常见的现象，尽管他们很多课程作业都需要用繁体字来完成，但

往往可以在电脑上通过软件直接转换，因此对他们的影响相对较小，

学生 W 说：“我只会看，但是不会写，不过还好吧，没感觉有什么不

方便。……找工作的时候会有要求，但是现在学简体字的外国人还是

更多，影响不大。”如果仅仅是认，繁体字对于汉语国际教学专业的

学生来说，也许困难并不算大，但如果将来的教学中要写，甚至还要

教学生书写，那就成问题了。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词汇联想测试的方式收集数据，同时结合访谈，探究

内地在港汉语国际教学专业研究生对语言文字的情感和认知状况。研

究表明，内地在港学生对英语的印象更多地集中于其国际性和考试；

对普通话的态度积极，认同其标准性和职业性；对粤语的地域性有清

楚的认识（这种认识跟他们目前在港就读的社会环境与生活环境有直

接关系），从联想词汇反映出粤语在文化娱乐方面对内地学生有着重

要的影响，粤语虽好听，但学习起来较难；简体字简便、宜学，实用

性强；而繁体字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但掌握起来过于繁复。此外，

受试的词汇联想也突出了其汉语国际教学专业的背景，与所学专业和

未来职业密切相关，教学对象与教学相关的词语在联想中多次出现。

对语言文字的掌握同时还影响着内地在港学生的就业，不会粤语成为

融入香港社会和职业生活的主要障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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