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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学生中文考试中阅读

理解问题出题方法的探讨

山下辉彦

1. 前言

最近，随着日本国际化的进展，各大学都加强了对外语的教

育。在此项工作中，我们除了设法增加外语课时以外，还要注意

提高外语教学的质量。特别是，除了编制优秀教材、提高教师教

学水平以外，还要注意使外语教学系统化、科学化。外语教学系

统化科学化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建立能够正确地对学生的外

语水平进行评价的测试制度。学生在学习一个阶段以后，参加考

试，检测自己的外语水平。这就是语言水平考试。英语的’TOEFL

是外语水平考试的一个代表。我们非常需要有一个类似m即凶句

科学的汉语水平考试制度。这种水平考试可以具有以下用途：

1.作为学校正常考试的辅助手段，测定学生的汉语水平，

决定升级或留级。

2.汉语水平考试的成绩作为校内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审查

的参考资料。

3.汉语水平考试的成绩作为推荐学生报考企业时的参考

资料。

4.对学生的汉语水平予以正确、客观的评价，起到鼓励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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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水平考试的特点是不以任何教科书为标准，参加考试者

人完全凭自己的外语能力考试。考试的答案完全使用符号解答，

不采用记述形式。因此一次可以对大量学生进行测试，可以在短

时间内看完试卷，得到考试结果。看卷过程中不会因看卷人的不

同而发生偏差。这种考试是测量考生语言水平的，一般地说不必

对考生有所选择。也就是说，任何人都用一种考试题目。众所周

知，’TOEFL是世界性的英语水平考试，并没有因国家不同而编制

特殊题目。现在中国北京语言学院及中国有关机关编制的《汉语

水平考试》略称H SK （以下使用略称H SK），就是一种合乎

上述标准的所谓水平考试。 H s K 考试已经开始在日本举行。
但是，笔者在教授日本学生汉语的过程中，逐渐感觉到日本

学生学习汉语与其他使用非汉字国家有很多不同之处。因此在考

试方面也应该作不同处理。特别是阅读理解问题，由于日本与中

国都是使用汉字的国家，有些欧美学生觉得很难的问题，对于日

本学生来说过于简单。因此编制考查日本学生汉语水平的问题中

的阅读理解问题时，应该有所考虑。不然就不容易对学生真正的

汉语水平作出评价。本论文以H s K的几个题目为中心，加之笔
者以前编制水平考试的经历与试验结果等，准备对汉语水平考试

中阅读理解问题的出题方法进行初步探讨。

2 .日本学生学习汉语时的特点

把日本学生与欧美学生学习汉语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以

下几种倾向：

甲）日本学生听说能力差，阅读能力较好

日本与中国同样使用汉字，而且这些汉字的意义在两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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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相同，因此日本学生与欧美学生比较起来，在学习汉语时

颇为有利。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文章阅读方面。

乙）日中两国文化差异少，文化理解较深

日本学生不但能够理解字面上的意思，还能较深地理解文旬

的含意。够理解得更深。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人，象“温故知新

“春眠不觉晓”等成语或诗句儿乎不需要作任何说明。

这两点可以说是日本学生与欧美学生比较，比较有利的地方。

与此相反，还有不利的地方：

丙）看到汉字，望文生义，不求甚解

这正是会汉字而造成的问题。比方说， “汽车”“火车”

结束”等，日语也有同形词汇，但是意义跟汉语出入很大。因此

造成日本学生藐视汉语，认为很容易学，不值得用功的心理。很

多人似懂非懂，因囹吞枣，造成很多弊病。当然这种词汇究竟是

少数，大多数词汇日中两国之间是意义相同或者相似的。

丁）汉语音韵结构复杂，日语音韵结构简单，因此日本学生

在掌握发音方面跟欧美学生比较处于不利的地位。

3 .汉字文章日本学生容易理解

由上述日本学生学汉语的倾向我们可以知道日本学生利用汉

字这一媒介，可以很快地看懂汉语文章里面词汇的意思，阅读方

面是十分有利的。

假定一个初学汉语的学生在中文报上看到如下的新闻标题：

“社会环境、交通安全及必需品的价格已经成为市民关心

的焦点”

如果用日语的常用汉字来写的话，是

-462 一 (21) 



「社会琼境、交通安全放必需品的fdfi恪已衍成立3市民阴心

的焦点」

翻译成日语是

「社会琼境、交迫安全及（｝必商品ω（耐格i主 9--c:iζifJ民力5

！男心毫也？焦点之款？τL飞毛。」

可以看出，日本学生只要学会简体字，类似这样的句子，大

致的意思是可以理解，或者说可以猜测出来的。

对于日本学生，我们在编制汉语水平考试阅读理解问题的时

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下面我们看H s K水平考试中“阅读理解
问题”的一个例题：

“有一著名学者多次对人脑进行脑功能的测试后发现上午八

时大脑具有严谨、周密的思考能力．．．．．．而晚上八时却是记忆力

最强的时候。．．．．．．” （注。

对于日本学生来说，即使不会汉语，只要能读简化字，那么

引用文中的“有、著名、学者、多、人脑、进行、脑功能、发现、

八时、大脑、思考能力、记忆、能力、最、强”等都可以理解。

如果该学生想象力较强或者日语水平较高，还可以大致理解“测

试、严谨”等词。

(22) 

因此，对于所提的设问：

从上段文字可看出，背诵单词最好是在：

A、上午八点 B、晚上八点

C、下午两点 D、中午十二点

归纳、分析问题最好是在：

A、早上

C、晚上

B、中午

D、半夜



设问中的汉字词汇特别是数字，对日本学生来说很容易理解，

所以初级程度的日本学生大概也可以作出正确的答案。而欧美学

生大概要在进入上级班以后才能看懂这样的文章。

有人会说，日本学生会汉字，所以阅读能力强，理解能力强，

在考试时他们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是一件好事，有什么不好呢？

笔者认为，如果答对这个问题的日本学生都是对文章的意思

理解了，在理解文章意思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答案的，那么我们可

以说日本学生利用自己的汉字能力在阅读文章方面具有很高的能

力，是可喜的。

但是日本学生中答对了这道题目的人真正理解了文章的意思

了吗？很多人并非如此。他们只是从文章里找到这些日本学生平

常使用的同形词来进行推测答对的。如果他们知道“记忆”就是

「记惊（毒打〈）」然后知道“背诵”的意思（“背诵”中，

背”的意思与中文差别较大，不容易理解，但是“诵”的意思是

可以理解的），那么这道题就可以答对。对于文章的内容，不能

理解的人也能够答对。因此笔者认为这种题目是很难检测出日本

学生真正的汉语水平的。

3 .阅读理解试题研究

究竟什么样的阅读问题能够更好地测量出日本学生汉语阅读

能力的真正水平呢？

在这里笔者准备从北京语言等机构编制的H s K例题中选出
几道题来加以探讨。

例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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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一
病

长
一
快
生

康
愉
不

健您

A
C

祝

B、结实

D 、活得长 （注 2)

例题 2

这是一种新出产的笠~垒，能够治疗胃癌。

1 ）特别好的

3 ）特别大的

2 ）特多的

4）特殊疗效的 （注3)

例题 3

有一著名学者多次对人脑进行脑功能的测试后发现：上午八

时大脑具有严谨、周密的思考能力；下午二时思考力最敏捷；而

晚上八时却是记忆力最强的时候，但逻辑推理能力在白天十二小

时之内却是逐渐减弱的。

提问

归纳、分析问题最好是在：

A、早上

C、下午

B、中午

D、半夜 （注4)

事
一

碍
一
人

不
一
别

病
碍
便

的
妨
方

父
、
、

祖

A
A

4

他

题例

B、影响别人

B、不严重 （注 5)

例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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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月月有星期天，书画家的星期天是怎样度过的？电视

专题《书画家的星期天》将给予观众有趣的回答。 《书画家的星

期天》分三集。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七日和一九八六年一月三日

在北京电视台《京华博览》栏目中陆续播出。

提问 1

这段文字的主要内容是：

提问 2

A、介绍一个书画家的生活

B、告诉你电视台星期天的安排

C、预告一个电视节目

D、推荐一本杂志

关于《书画家的星期天》这段文字告诉你：

A、每星期播三集

B、可以在北京电视台买到

C、是介绍作家生活的

D、每隔七天收看一次，共收看三次 （注 6)

下面对各个问题加以研讨：

例题 1 、 2 中的“长寿”“特效”的意思日本学生不可能不

懂。而例题 1 提问中所举的A 、 B 、 C 与“长寿”意思不可能近

似这一点也很明显，因此日本学生会很容易地找出正确答案D 。

例题 2 提问中 D的“特殊疗效”对于日本学生来说，即使简化字

“疗”看不懂，看到“特殊效”三个字也能够看懂一半以上，所

以也很容易找到正确答案。这就是理解阅读中词汇问题对日本学

生来说过于容易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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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3 的“推理能力”“减弱”等词汇是日本学生很容易理

解的词汇，而看到提问中的“归纳”“分析”也是日本学生最容

易理解的词汇，如上节所述，这道题目也是属于容易问题。

例题 4 的“不碍事”“开玩笑”对于日本学生来说，相对地

都是比较难理解的词汇，也就是说不能用日语的汉语知识来理解

的词汇。而且提问中的“妨碍别人”足以迷惑考生，可以检测出

考生的实际汉语能力。对于日本学生来说，这是不能使用汉字知

识来猜测的好问题。

但是，例题 4 也不是没有问题。 “不碍事”不但对于日本学

生来说，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词汇，而且对于任何考生来说都是一

个不能一下子就能理解的词汇。因为据笔者所询问的中国人说，

这个词汇很有北京或者说北方味道，作为普通话是否已经普及还

有待探讨。类似这样的词汇在国外学习汉语的学生是否有必要在

初、中级阶段学习，笔者觉得有必要商榷。不过，无论如何日本

学生是不能用自己的日语汉字知识来推测这个词汇的，如果他不

能理解这个词的意义，就会根据推测把“妨碍别人”当作正确答

案。

例题 5 对日本学生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因

为问题本文中有“书画家的星期天是怎样度过的？”，因此如果

不懂整个文章的意思，只靠汉字推测的话，，回答提问 1 时很可

能选择提问中的选择项A “介绍一个书画家的生活”。提问 2 对

于不能理解整个文章意义的学生来说也是不能靠推测来回答的问

题。

不过把提问 2 的正确答案定为D也并非没有问题。因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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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D 当作正确答案，先要对问题中的“二十日““二十乞日”和

“一月三日”之间相隔的日数加以计算，检查是否是七天播送一

次。作为算术题目来说这并不难，但是我们要测验的是考生的语

言水平，最好不要加上其他因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在H s K的阅读理解问题中有一
部分问题是日本学生只凭汉字知识推测就可以解答的问题。对于

迷惑性较强的问题，日本学生则无法靠汉字推测来回答。但是如

上段所述，如果想使题目出得不要过于简单，使其增加一点儿迷

惑性，结果却常常会使问题变为智能测验。

究竟有没有其他方法来测验日本学生，使他们不能借用汉字

的知识来推测，完全靠自己的汉语文章阅读理解能力来解答问题

呢？下一章就来介绍笔者的一些尝试。

5 .笔者在编制阅读理解问题时的尝试

据本人曾经编制过几套汉语水平考试的经验来说，这些考试

包括听力、语法、词汇、阅读理解 4 个部分，只是阅读理解部分

与H s K不同，不包括词汇，词汇问题与文章理解问题是分开的。
HS K把两者合并在一起称作“阅读理解问题”。本文也暂且按

照这个分类。

下面举出其中一例加以探讨。 （注 7)

( H) 

我们和学校的老师去郊外旅馆住宿，集中学习汉语。我们规

定：进了旅馆以后，大家都不准说日语，谁要是不小心说出一句

日语来，就罚谁二百块日元。结果大家都紧张得不敢说话，实在

需要说话时，只说最短的几个单词，比如洗澡，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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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说日语要罚多少钱？

a）二百日元 b）一句日语

d）很多钱c）几个单词

对于初级、中级的学生来说，提问不能设计得太难。但是，

本题提问的内容，对日本学生来说确实过于简单。因为即使不懂

文章的意思，也可以把问题本文中“罚谁二百块日元”眼提问中

的a）二百日元连系在一起，找出正确答案。

但是笔者认为这样不容易真正测出日本学生的实际汉语理解

能力，因此另外设计了一套拼音版阅读理解题目。拼音版题目如

下：

(P) 

(28) 

Women he xuexiao de IaoshT qu jiaowai zhusu, 

j I zhong xuex I Hanyu. Women gu T d Ing : j In 1 e !Oguan 

yihou, dajia bu zhUn shuo Riyu, shei yaoshi bu 

xiaoxln shuochu yf jtl Riyu lai, jiu fa shei er-

b益 i kuai riyuan. jieguo dajia . dou jTnzhang de 

bu gan shuohua, shlzai xuyao shuohua shl, zhi shuo 

zui duan de ji ge dancl, blru xi z益。， chTfan •. 

ti.wen: 

Shuo Riyu yao fa duoshaoqian? 

a ）缸’bai riyuan 

c)ji ge dancl 

b)yf ju rlyu 

d)hen duo qian 



为了测定这两套试题的效果，笔者对大约 6 7 0 名个学生

（注 8 ）进行了考试。考试的办法是：

把大约 5 0 个人的班分为两组，一组使用拼音考试，一组使

用汉字考试。基本上说，每一班都有一半学生使用汉字题目，一

半学生使用拼音题目。假定同一个班的学生成绩成正规分布的话，

那么从 2 5 人左右这个人数来看，半个班的学生成绩也是成正规

分布的。所以可以说，这次考试的可靠性（ rel iabi 1 i ty）是可

以保证的。而且从参加考试的人数 6 0 0 名以上这个人数来看，

这次统计的结果也是具有可靠性的。

考试成绩结果如下：

汉字／拼音阅读理解问题考试结果比较

集团种类

(P ）集团

大学 1 ' ·2 年级平均分数

标准偏差（SD)

(H ）集团

大学 1 ' 2 年级平均分数

标准偏差（SD)

考生数听力 语法 词汇 阅读理解

317 

353 

5施 50题 5（题 8题

68.3 26.08 

13.56 6.99 

65.16 26.17 

14.02 6.79 

18.36 

4.92 

18.31 

4.79 

3.8 

1.63 

5.46 

4.41 

使用汉字考题的学生群是（ H ）集团，使用拼音考题的学生

群是（ p ）集团。如上表所示，在阅读理解问题上， ( H ）集团

考生的平均分数比使用（ p ）集团考生的平均分数低1.66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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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阅读理解问题的题目数增加的话， (H) (P ）集团之间的差

距会更增加。而从听力、语法、词汇的平均分数上看， (H) 

(P ）两集团之间几乎没有差异，这就证明（ H) (P ）两集团

的汉语能力基本上是同水平的。那么，阅读理解问题平均分数上

的差距是怎样形成的呢？笔者认为，这个差距的形成是由两个原

因造成的。

第一：使用汉字的学生中有一部分学生，有一部分问题是利

用汉字知识推测答对的。

第二：使用拼音的学生，因为要读拼音，与汉字文章比较，

阅读理解速度较慢，而且没有办法凭猜测解答问题。笔者认为

(H) (P ）两集团在阅读理解问题上的分数差是由这两个原因

结合在一起造成的。

5 .结语

以上就中国的H s K为中心探讨了阅读理解问题的出题方法。
根据笔者的调查，使用汉字猜测的方法能够答对一部分问题的学

生一般是汉语学历在 1 、 2 年以内。对于难度较大的文章，在提

问的时候比较容易编制出迷惑性的提问，因此日本学生是不容易

只凭汉字来推测答案的。反过来说，编制汉语初、中级阶段的学

生的阅读理解时，无法编制太迷惑性的问题，因此很容易造成日

本学生依靠汉字推测而找窍门儿得分的现象。对于这种情况，笔

者认为使用拼音编制一部分阅读理解问题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

其可行性及优点如下：

1 ）如果对文章及词汇不能理解，不能靠汉字知识来推测，所以

可以比较正确地判断出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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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上文中所举的例题 2 中的“归纳”“分析”“推理能力

’等，如果写为“gu1睛 ”“fenxi ”“ tu! 1 I nengl i ”等，

则日本学生不能靠汉字推测意义，因此出题者没有必要考虑避开

与日语同形同义的词，所以编制考试题的人也比较容易出题。

关于使用拼音编制阅读理解问题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

以下儿项：

a）汉语正书法规定汉语使用汉字，在考试中使用拼音也许与中

国的正书法不相符合。

b）使用拼音会使考生的文章阅读速度降低，因为平常他们学习

的文章是用汉字表示的。

关于a），笔者认为与汉语的正书法并不矛盾。因为很多教科

书在一开始不教汉字文章而只教拼音文章，这是为了学习方便。

没有必要把阅读理解考试所有的问题都拼音化，对于初级阶段学

生的考试拼音化，对于中上级班学生的阅读理解考试不必拼音化，

因为到了上级水平日本学生也很难用汉字的知识去推测解答。

关于时，笔者认为，日本学生阅读拼音是比较能够习惯的。

在日本几乎没有学生是跳过拼音阶段直接学习汉字发音的。因此，

只要事前知道有这种出题方式，阅读速度不会跟汉字有太大的差

别。

关于H s K对于日本学生是否有必要采用拼音方式编制阅读
理解问题，因为牵涉到H s K的世界统一性的问题，难以下出结
论。今后希望能通过对得分的统计上，把欧美学生及日本学生在

阅读理解问题的分数分布进行统计，如果差距太大也许有必要积

极考虑。

本论文是以在 1 9 9 3 年 8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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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学讨论会》上的发言为基础写成的。在发言后得到很多同行

专家宝贵的意见，使本人对这一问题又有了较深的理解，特在此

表示感谢。

注：

注 1 《汉语水平考试大纲》（P.34) 国家对外教学领导小组办公

室汉语水平考试部编制 现代出版社 1989年 11月

（原书的题目在提问部分都有总号码，为论述方便，本文中

都将其省略或改为其他号码。以下同。）

注2 同注1

注3 《汉语阅读技能训练教程》 p.106吴晓露 编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年

注5 《汉语水平考试大纲》 (P. 39) 

注4 《汉语水平考试大纲》（p. 38) 

注6 《汉语水平考试大纲》（p.34)

注7 本测验题目是受日本东京 I L C (International Language 

Center ）的委托，在该中心考试部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编

制的。这是类似TOEFLB句一种水平考试。因为这几套考试题

现在仍在使用，在举例时对原题作了若干修改。

注8 这次考试的对象是庆应大学日吉经济系一、二年级学生和文

学系一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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