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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图片可以作为中文教学的辅助工具，也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教学手段完整地传递教学信

息。由于语言教学的特殊性，图片呈现具有直观、形象、丰富的特点，更能吸引学习者的注意

力，同时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图片辅助语言记忆的效果优于文字已经被多位学者证实

（Pressley et al.,1981 ；Yeh & Wang, 2003 ；高小平，2007 ；郑艳群，2006 等），Andrew Wright 在
著作 Pictures for Language Learning 中列举了大量的案例进行说明。

对外汉语练习有效性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图片认知差异会影响图文配对练习的有效性

（刘颂浩，2009 ；杨翼，2010）。刘娅莉（2012）也提到，配有图片的练习能直观地呈现词汇

的意义，帮助学习者使用“记忆策略” 来巩固词汇。可见，要了解教师与学习者对于中文图

片的认知差异，可以从最基本的词汇图片表达着手，而进行图片与词语的配对练习是最直接

的方法。以上研究提出了图片符号的理解差异，但并未深入研究中文母语教师和海外学习者

以及本土教师之间是否存在图片认知差异，具体存在哪些方面的差异，本文基于以上问题做

了相关实证研究。

本研究通过中文配对游戏来考察中文教师与学习者存在的图片认知差异，在已有研究结

果的基础上，对实景图片和卡通图片在词汇记忆、认知差异方面进行测试，通过数据分析，

对图片认知差异进行科学探讨，为提高图片辅助中文教学的有效性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同

摘要

将图片和意义进行配对是词汇单项教学的常见活动，对一幅图片的认知和理解 ,因不同的人、

不同的时候、不同的背景 ,其认知和理解的结果是不同的。本文基于认知负荷理论，以亚美尼亚、

圭亚那中文学习者和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比较法和问卷调查法，对卡通图片和实景图片辅助

中文词汇教学的短时记忆效果进行测试，并使用 SPSS 的成对样本 t检验对中文母语教师、本土

教师以及海外学习者之间的图片认知差异进行了分析，归纳总结了有差异和无差异的图片类型。

研究结论包括：（1）经过处理的卡通图片对于初级阶段学习者的词汇学习短时记忆效果优于实

景图片；（2）中文母语教师与本土教师以及海外学习者之间存在图片认知差异；（3）中文配对游

戏中使用弱文化相关性图片符号更能提高词汇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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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为中文教学游戏的设计与开发和教材配图提供借鉴，这既是对理论的拓展，也是对实践

应用的加强。

2 背景研究

2.1 文献综述

对于图片辅助中文教学的研究，目前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类是图片在中文教学的某一

类具体课型的应用上（陈文慧，2004 ；梁社会、郭圣林，2006 ；陈颖菲，2015）；第二类是对

外汉语教材中的图片使用（卢百可、邓秀俊，1999 ；王帅臣，2012）；第三类是图片在中文课

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刘敏，2012 ；张琳，2017）。这些研究多关注图片的教学应用，鲜少关

注图片本身的特点以及教师和学习者对于图片是否存在认知差异和如何尽可能减少认知差异以

优化教学效果。因此，在实际教学中，使用图片进行教学出现了诸多问题。刘芳清（2012）提到，

教材图片的应用比较随意，“图文不符”等现象影响了教材的认知效果。王帅臣（2012）通过

对中文教材中的图片素材进行分析，指出了图文不符和不同图片类型对应的汉字讲解方式不妥

之处。可见，如果教师和学习者对于图片与其所释义的内容理解不同，将会影响学习效果。为

保证图片教学的有效性，在使用图片进行教学或者编写教材之前，教师 / 编者应当事先了解学

习者的图片认知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图片的选择与制作。而中文词汇配对游戏中的图片认知

差异研究，不仅能够指导中文词汇教学和教学游戏设计，研究结果也能够应用于教材编写和词

典编纂领域，以提高其适用度。此外，图片在多媒体学习领域也是一个研究重点，有关多媒体

课件的书籍 80％仅在介绍多媒体的教育理论、多媒体制作方法 , 而对基于心理学的多媒体的作

用和媒体呈现方式实证研究却很少（林丰芬，2009）。近些年来，图片在多媒体学习领域的研

究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重视，有基于插图的研究（王海英等，2018 ；张弘毅，2010），也

有对于画图的研究（黄静，2012; 刘儒德等，2005; Van Meter, 2006; Schmeck et al.,2014）。这些

研究反映了插图和画图之间的差异，但研究的对象是多媒体学习，并没有针对语言教学进行研

究。从以上研究不难推断，教师如果在调研分析之前通过主观判断选用教学图片，则所使用的

的图片可能与学习者的认知模式产生较大差异，从而造成额外的认知负荷，影响词汇的图片表

达和学习效果。

在词语的图片表达方面，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陈文慧，2004 ；卢娜，2009 ；吕博琦，

2021 ；郑艳群，2006），探讨了运用图片对中文词汇进行释义的方式、原则、辅助手段以及图

片的示意功能、表达方法与语言要素的关系 , 以及图片素材库的建设等问题。这些研究将 HSK
词汇按照不同的词性进行分类，研究了不同类型词汇的图片可表达性，同时指出了图片释义的

原则与方法。研究指出，在使用图片辅助中文教学时，存在以下问题：（1）抽象名词缺失，图

片释义不够准确，规律性差，容易引起误解或降低理解效率（陈文慧，2004）；（2）现成的图

片表达范围和能力有限，较多地、集中地表达具体名词（郑艳群，2006）。以上研究所覆盖的

词类有限，也并未对抽象名词进行图片表达尝试以测试认知差异。本研究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

扩大了词汇图片表达的范围，对更多的抽象名词进行了图片表达和短时记忆测试以及认知差异

检验，归纳总结了中文配对游戏中的图片认知差异类型，同时分析造成认知差异的因素，为词

语的图片可表达性提供实证依据。

词汇配对游戏对于语言教学的积极影响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肯定。Purpura（2004）指出，

配对闪卡游戏有助于提高学习者对词义的理解，包括其字面意义和语法意义；Heil et al.(2016)
在探讨手机语言学习应用的研究中也指出，将图片和意义进行配对是词汇单项教学的常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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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郑艳群（2006）提出，图片用于词语释义是最常用，而且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可见，无

论是传统的教学还是多媒体辅助的教学，词汇配对都是比较常见且基础的教学方式。目前关于

词汇配对游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配对游戏的有效性研究（Nikmah, 2018; Nur 
Lailatus,2023）；（2）运用配对游戏帮助学生积累词汇（Aswandi, 2020; Matondang et al.,2018; 
Novelita,2019);（3）配对游戏的实施技巧与影响（Aswandi, 2020; Novelita, 2019; Caro Lina, 
2021; Ruzki, 2021) ；（4）游戏化教学（Rawendy et al.,2017; Yi Ying et al., 2021）。

以上研究主要关注英语词汇教学领域，对于中文词汇配对游戏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关注

教学形式与教学效果，没有关于教学材料，即图片内容与形式的研究，尤其缺乏对图片认知差

异的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的结论能够填补中文词汇配对游戏图片认知差异领域的理论和实

践空白，为中文教材和教辅资料配图，教学游戏设计和课堂教学提供参考。

3 理论框架

1988 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认知心理学家约翰 · 斯威勒 (John Sweller) 在 Miller 等
人早期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认知负荷理论 (Cognitive Load Theory)。该理论提出了三种类型

的认知负荷：内部认知负荷，外部认知负荷和相关认知负荷。斯威勒（1988）认为，内部认知

负荷是元素间交互形成的负荷，设计者对其影响不大；外部认知负荷是超越内部认知负荷的额

外负荷，主要由设计不当的教学引起；相关认知负荷是指与促进图式构建和图式自动化过程相

关的负荷。Chen（2009）研究表明，使用多媒体，如图片、动画或声音，可以减少词汇学习中

的外来负荷，增加相关负荷，因为它们可以提供多种输入模式，促进联想和记忆。De Jong（2010）
在研究中指出，包含大量交互元素的材料被认为比元素数量较少和 / 或交互性较低的材料更难，

某些（高交互性）内容本质上比其他（低交互性）内容消耗更多的可用认知资源。有学者证实，

多重显示可能会减慢信息处理速度并降低理解和知识转移的性能（Scheiter&Eitel, 2010）。可见，

在使用图片进行教学时，图片包含的元素会对记忆效果产生影响，如果没有事先了解教师与学

生对图片存在的认知差异，就有可能选用包含太多交互元素的图片，从而消耗认知资源。此外，

利用图片进行教学或者教材插图的选取，教师和编者对于图片的选择如果与学习者的认知差异

过大，也有可能选择元素过多的图片进行教学，从而造成更多的外部认知负荷，给学习带来负

面影响。

4 实验设计与步骤

4.1 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

针对使用图片辅助中文词汇教学的研究，李明（2013）指出了词汇学习过程中由于地域、

文化和心理因素产生的不同特征，但区域国别研究薄弱，日、韩或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研究较

为集中；郑艳群（2006）提出了学习者对图片的认知受到文化、地域及个体等因素影响；田

田（2020）的研究指出受众的生活经历和地区与其对图片符号的认知有相关性影响，但其研究

是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没有专门针对教学图片。因此，针对非汉字文化圈师生的图片认知差

异研究既能够填补区域国别研究空白，也能够为中文母语教师提升文化差异敏感度（高小平，

2017）拓宽思路。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主要探讨的问题如下：

1. 卡通图片和实景图片在辅助词汇短时记忆方面表现如何？

2. 中文母语教师与非汉字文化圈中文学习者、本土教师之间是否存在图片认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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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文母语教师与学习者、本土教师在哪些类型的图片上存在认知差异？使用哪些类型的

图片更能减少认知差异？

4.2 研究方法

图片选取：本研究所选用的卡通图片来源于熊猫办公素材库和阿里矢量图库，因为笔者已

购买熊猫办公素材库的个人会员，阿里矢量图库为免费可商用图库，且被试的课程为免费，因

此不涉及到商业用途，仅作为本研究的测试素材进行使用。图片的初步选取工作根据 Andrew 
Wright (1989) 提出的语言教学图片选取的原则①与配对游戏主题相关；②容易被玩家识别；③

与玩家年龄层和语言水平相匹配；④考虑图片的复杂性和概念传达；⑤尽量选用包含可识别且

相当熟悉的人物、动作、互动、场景和情绪的图片。在此基础上，结合郑艳群（2006）提出

的教材图片设计原则的一致性、突出性和相容性，以及陈文慧（2004）和卢娜（2009）针对

HSK 名词和动词图片表达研究提出的使用和制作原则，由国际中文教育本科毕业生（职前教师）

选取，再由有多年经验的国际中文教师对图片进行筛选，部分图片由于原图难以直接满足教学

需求，经过了技术手段调整之后再投入测试，最终从 312 张图片中分别选取了 70 张卡通图片

和 70 张实景图片进行记忆测试，所有图片在记忆测试之后进行了认知差异测试。此外，本研

究主要目的是对认知差异进行测试，故使用的所有图片均为认知型图片（王海英，2018）
数据采集：短时记忆测试部分，采用纸质试题和 Wordwall 进行数据采集。认知差异部分，

采用问卷网问卷的形式进行数据采集，用 excel 进行统计，最后使用 SPSS 成对 t 检验和质性分

析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果。

4.3 实验设计

为了探讨非汉字文化圈中文学习者的图片认知差异，以及该差异是否受到年龄因素影响，

本研究的对象设定为亚美尼亚学习者和圭亚那学习者，所有的测试均以课前热身活动的形式

随堂进行，学习者均自愿参与。亚美尼亚学习者年龄为 10-16 岁，在测试之前征得了监护人和

学生本人的同意 ；圭亚那的 16 名参与者为 20-31 岁的成年人。郑艳群（2006）通过研究指出，

基础阶段汉语教学对图片的需求大于高级阶段，因此本研究所有被试均为初级中文学习者。为

了避免已有知识影响测试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所有测试词汇均为学习者未学过的生词，因为这

样能够排除学习者的主观记忆，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在记忆测试过后，认知差异实验部分

再现图片，进一步了解图片的认知差异。

在图片认知调查实验中，为了考察学生与教师之间是否存在认知差异以及授课教师是否对

图片认知差异有所了解，是否意识到所选教学图片可能存在认知差异，被试除了学习者之外，

还有 3 名中国外派中文母语教师和 13 名亚美尼亚本土教师自愿参与，因为圭亚那目前还没有

本土中文教师，故本次实验排除了该类被试。本研究的本土中文教师群体为合格的本土教师，

有中国留学背景，中文水平为 HSK5 级及以上，有课堂教学经验；中文母语教师在实验进行时

为在岗状态，有中文教学经验。

研究数据主要以记忆测试和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取。原计划记忆测试全部使用 Wordwall 的
图文配对游戏进行，但由于技术条件和被试的年龄，亚美尼亚地区的记忆测试采用纸质测试进

行，圭亚那地区由学习者在手机端进行操作。相关实验研究表明，两种形式下的认知负荷和测

试得分在总体上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差异，特定题型的在线测试不会给学生带来额外的认知负荷

（Emerson, 2011; Prisacari, 2017; 曹树真等，2021）。以上的实验材料是英语学科的完形填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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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难度明显大于简单的词汇图片配对，而结果表明，在记忆效率方面，纸质测试和在线测试的

效果基本一致。因此，本研究虽然采用了不同的测试方式，但理论上结果不会受到测试形式的

影响。

4.4 图片记忆测试

4.4.1 记忆测试流程与结果

卡通图片和实景图片作为图片教学的视觉辅助工具，有各自的特点。卡通图片可以减少认

知负荷，促进学习表现（Praveen&Srinivasan, 2022）；实景图片能够提供真实的视听学习材料，

帮助学生建立与真实语境的联系（Carolina, 2019）。以上研究基于教学探讨了图片在语言教学

中的作用，但是没有对卡通图片和实景图片辅助词汇短时记忆的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对比。受高

清宇、蔺荪（2021）对中文母语者和非母语短时记忆差异研究启发，为了研究卡通图片和实景

图片对于词汇记忆效果的影响，笔者进行了图片记忆测试，形式为图文配对游戏。黄振英（1994）
通过实验证实词汇的讲解和游戏大部分要在处理课文之前和之后进行，因为如果在处理课文时

用大量的时间讲解和操练生词，就会冲淡课文的内容，而且会使课堂教学显得松散。因此本实

验将需要测试的词语作为课前热身活动进行讲解，一方面因为所选取的词汇在课堂中需要学习，

在热身环节进行测试，不会占用额外的课堂时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热身活动之后，教师

会对这些词汇再进行深入讲解，测试过程也能够同时辅助课堂教学。根据持限制词汇量学者的

观点，初级教材每课生词以 20 到 30 个为宜（李明，2013）。本实验每次测试词汇量为 20 个，

由教师用翻译法讲解词语的意思并展示图片之后，立刻进行测试，限时 5 分钟。测试共进行 3 次。

原始数据由上课老师用 excel 表格进行统计，随后由笔者使用 SPSS 的成对 t 检验进行分析，结

果如下：

表 1. 卡通图片与实景图片短时记忆测试成对样本统计

均值 N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配对 1 卡通图片 65.0500 20 5.10392 1.14127
实景图片 56.3000 20 6.60223 1.47630

表 2. 卡通图片与实景图片短时记忆测试成对样本相关性

显著性

N 相关性 单侧 P 双侧 P
配对 1 卡通图片 & 实景图片 20 .752 <.001 <.001

表 3. 卡通图片与实景图片短时记忆测试成对样本检验

配对差值

                 差值 95% 置信区间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下限 上限

配对 1 实景图片 - 卡通图片 -8.75000 4.35135 .97299 -10.78649 -6.71351

表 3.（续）

t 自由度

显著性

单侧 P 双侧 P
配对 1 实景图片 - 卡通图片 -8.993 19 <.001 <.001



133蒋湘陵

4.4.2 分析与结论

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生属于中文教学的职前教师，对于教学图片的选取和修改原则有一

定了解，同时，也为了在后期研究中，对中文母语教师和本土教师的图片认知差异进行对比，

根据莱文（Levin）的插图分类方法，本研究所使用的认知型图片为表征类图片和解释类图片，

为了兼顾画面的美观与版式的统一，所有图片的大小统一设定为 300*400px，卡通图片采用白

色背景插画风格。示例见图 1，图 2。

图 1. 卡通图片示例

图 2. 实景图片示例

表 1 的结果显示，实景图片和卡通图片辅助短时记忆的测试结果均值分别为 56.30 和

65.05，可见使用卡通图片辅助短时记忆结果要优于使用实景图片。为了进一步比较两次结果

是否达到统计学差异水平，还需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表 2 显示，卡通图片和实景图片的相关

性为 0.752，P 值小于 0.001，在显著性水平下，小于 0.05，因此拒绝原假设，说明它们存在显

著的相关性，适用于配对样本 t 检验。表 3 数据显示成对样本 t 检验的 t 值为 -8.993，概率 P-
值小于 0.001，在显著性水平下，小于 0.05。由此可以得出在图片配对的短时记忆方面，实景

图片与卡通图片存在显著差异。

该结果与 Praveen&Srinivasan 的研究结论一致，且用实证的方法证实了在词汇配对游戏中，

卡通图片的使用更有助于提升学习者的短时记忆效果。由此也启示中文教师，在进行中文词汇

的配对和释义时，应当优先使用卡通图片。

4.5 图片认知调查

4.5.1 图片认知调查结果

图片认知指的是识别或标记所感知的图片的过程，包括个体对于图像或图片的感知、理解、

记忆和推理过程（Rock, 1983）。本研究的图片认知主要侧重于图片的记忆及对图片释义的理解。

根据上文实验结果，卡通图片辅助词汇记忆效果优于实景图片，那么对于所提供的卡通图片，

教师和学习者的认知是否一致？是否存在认知差异？基于这两个问题，本研究进行了图片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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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调查对象为一线教师，包括本土教师、中文母语教师以及海外中文学习者。为了避免被

试提前看到图片而影响短时记忆测试结果，认知差异检测选择在短时记忆测试之后进行。该部

分的研究方法为问卷调查法，内容以《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下简称《标准》）一

级词汇为主，参考陈文慧（2004）和郑艳群（2006）对 HSK 名词图片表达方法，去掉了虚词，

如的，得，地和一些较少单独使用的词，如哪，前等。对《标准》一级 500 个词中的 312 个词

使用卡通图片进行表达，同时在百度图片找到了对应的实景图。问卷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

考察中文母语教师与本土教师对于图片认知的差异。为了配合课堂教学，也为了防止被试产生

视觉疲劳，这类问卷将所有卡通图片根据课堂教学内容分成了 15 份问卷，每份问卷约 22 个词

汇（图片），测试本土教师对于中文母语教师选用的图片的认可度。第二类是考察学生和老师

对于卡通图片和实景图片对于语言释义的符合度。这类问卷同样是 15 份，每份问卷 22 个词汇

（图片），每个问题都列出了同一个词汇的卡通图和实景图，让老师和学生选出最能传达词汇所

表达的意思的图片。因为大部分的学生都处于零基础或初级水平，所有问卷中的问题和选项，

都标注了英文解释，以便学生能够准确作答，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问题为图片与释义是否符合，选项分为三个维度：符合，较符合，不符合，同时在不符合

选项后增设填空题，让被试写出自己认为图片更确切的意思。问卷回收后，将结果导出并整理

成 excel 表格，结果见表 4。

表 4. 图片认知差异问卷回收数据统计

身份 参加人数 选项情况

符合总数 较符合总数 不符合总数

中文母语教师 8 249 60 3
本土教师 13 47 108 157
亚美尼亚学习者 7 53 110 149
圭亚那学习者 16 67 105 140

笔者对所有“不符合”选项的词汇进行了归纳整理。大部分能够用图片表示的，都属于实词，

因此这 312 个被测词大多也是实词或短语。结果显示， 90 个词汇被共同标记为不符合，105 个

词汇共同被标记为较符合。

4.5.2 分析与讨论

由于样本数量较小，无法使用 t 检验进行数据分析，但是结合问卷中对不符合选项的填空

调查分析，整体上来讲，本土教师和学习者对于图片的符合度选择要远小于中文母语教师，而

不符合的程度选项要远多于中文母语教师。其中又有各自的特点：中文母语教师对于卡通图片

的认知符合度非常高，在卡通图片的认知方面具有一致性；本土教师的认知情况相对复杂，只

有少数图片符合他们的认知，较符合的图片数量相对较多，不符合的图片占了相当大的一部

分，这意味着他们对于卡通图片的认知存在较大的差异；亚美尼亚学习者的情况与亚美尼亚本

土教师相似，只有少数图片符合他们的认知，但有更多图片选择为较符合，而相当大比例的图

片被认为不符合，这表明学习者对于中文母语教师选用的卡通图片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且差

异的分布情况与整体趋势与亚美尼亚本土教师一致；圭亚那学习者普遍认为卡通图片的符合度

略高于亚美尼亚本土教师和学习者，而较符合的图片数量也相对较多，只有相对较少的图片被

认为不符合，这表明圭亚那学习者在中文母语教师选用的图片上存在认知差异，且其差异的数

据与亚美尼亚本土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差异存在一定不同。图片认知差异的结果也说明，汉语

母语教师缺乏对目的语语言与文化的了解以及对两种语言中蕴含的文化差异的敏感度（高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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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关注图片认知差异，是中文母语教师提升二者文化差异敏

感度的一个路径。

在被标记为不符合的词汇中，名词和动词共占比约 73%。46 个名词中，人称名词，如爸

爸、弟弟等有 8 个，数字名词 5 个，例如 ，用该图片释义爸爸（爸），中文母语教师认为符
合，而本土教师和学习者认为该图的释义与图片不符合，他们认为该图表示“爷爷 / 男士 / 男人”

更合适；用图片 解释上班，中文母语教师认为符合，而本土教师和学习者认为不符合，该

图可能表示“事业 / 商人 / 迟到”；图片 表示累，中文母语教师的选择是符合，本土教师和
学习者则认为不符合，他们认为该图用来表示“喝醉”更合适。这些词语比较简单且常见，但

是结果仍然显示存在差异，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不同类型的词语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

揭示不同地区教师和学习者的认知模式。虽然因为时间和篇幅限制，本文只进行了插图认知研

究，没有进行画图研究，但在认知差异研究的问卷中，每个问题的最后一个选项均为开放性填

空，用文字描述的形式考察了被试对于图片的认知模式，结果显示产生差异的因素主要有：（1）
强文化相关。如用图片 表示包子，学习者认为表示饺子更好看，也有学习者认为颜色不好

看；用图片 表示北京，学习者认为表示中国风建筑 / 天堂更合适；而用图片 表示面包，

学习者则认为表示三明治更准确；用图片 表示北，学习者认为表示易拉罐更合适；（2）信

息冗余造成的外在认知负荷，如用图片 表示走路，本土教师和学习者认为表示玩手机更合

适；用图片 表示水，学习者认为表示鱼缸更合适；（3）信息缺失造成的外部认知负荷，如

用图片表示 表示坏，本土教师认为表示破裂更合适；用 表示牛奶，本土教师认为没有牛，
可能是椰奶、杏仁露等。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数词的表意符合度，并没有达到 100%，这个结

果与预期结果不符，因为数词的表达，图片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如 ，其原因
有待进一步考证。

对于共同认为符合的 47 张图片，笔者也进行了分析，主要有以下特点：（1）弱文化相关

的国际通识符号，如洗手间，用图片 释义的符合度为 100%，且记忆效果较好，而用实景图

表示，则记忆效果较差，且符合度结果要低于卡通图片，再次说明文化背景的差异对弱文
化相关性图形符号的认知没有显著的影响（田田，2020）；（2）使用颜色、加线、加框等方式

予以限定（郑艳群，2006），如图片 表示错，使用加框和红色强调，符合度为 100% ；（3）
添加注释文字、 符号等方法予以限定（郑艳群，2006），如图片 表示工作，通过文字 work、
桌子和多人对话来增强释义，也能够让本土教师和海外学习者认同。

中文配对游戏的图片使用目的在于解释概念、激发兴趣、提供示例等，因此图片的选择应

当首选重点突出，释义明确且具有弱文化相关性的卡通图片。同时，应当对网络选取的图片加

以处理，以便符合教学需求。其次，在实际教学中，中文母语教师应当提升两种语言的文化敏

感度，了解当地学习者的文化、经验和语言学习时长，关注图片认知差异，使用符合其认知模

式的图片以提升教学效果。最后，在图片处理时，要充分考虑学习者的认知负荷，和认知模式，

在此基础上决定教学图片需要增删和保留的元素。

5 小结

为了提高图片表达的准确性，提升中文课堂词汇教学效率，研究图片释义的基本方法和一

般规律，尤其是配对游戏中的图片认知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结果对中文词汇教学、游

戏开发、课件制作、教材编写和词典编纂，以及中文词汇多媒体素材库建设等都具有积极的现

实意义。本文基于认知负荷理论对中文配对游戏中的图片认知差异做了相关研究，取得了图片

认知差异的相关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用实证研究的方式对个体差异、时间、以及背景不同

会造成图片认知和理解多样化的结果（郑艳群，2006）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并从图片认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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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为高小平（2017）所提出的，国际中文教师有意识地培养自身的文化差异意识，善于发

现文化差异，并将其系统化，明确列入教学内容提供了方法。结果发现：

1.  在中文词汇配对游戏中，卡通图片辅助词汇学习短时记忆效果要明显优于实景图片，因此，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线教师应当尽量优先考虑使用经过优化的卡通图片进行教学；

2.  非汉字文化圈中文学习者与中文母语教师之间存在较大的图片认知差异，而与本土教师

之间存在的图片认知差异较小，因此中文教师在使用图片进行教学时，需要提升文化差

异敏感度，提前了解海外学习者的认知模式，在此基础上选用和设计更有针对性的教学

图片；

3.  本土教师与中文教师之间存在较大的图片认知差异，而本土教师和海外学习者之间的认

知差异较小，且图片认知差异受到年龄影响较小，更大程度上受到的是文化认知、图片

形式以及图片元素内容的影响，强文化相关、图片元素过多或者缺失等，都会造成较大

的认知差异。而对弱文化相关、元素强化或加以说明的图片，海外学习者、本土教师与

中文母语教师之间不存在认知差异。因此需要跟更多的本土教师一起合作，对不同地区

学习者的认知差异进行研究，以建立个性化的认知模型来指导图片应用于语言教学。

4.  本文尝试解决了部分抽象名词缺失以及图片释义不够准确的问题（陈文慧，2004），但

研究样本数量较小，且因为时间和篇幅局限，只对学习者和本土教师进行了插图学习研究，

并没有对这两个群体进行画图学习研究。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扩大调查范围，结合画图

学习研究，从更多角度深入研究中文配游戏中的图片认知差异，为图片在中文教学中的

研究与应用提供更多的支撑，也为更好地提升教学的质量与效果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中文配对游戏设计中，图片认知差异是基础，但是如何兼顾图片认知、认知负荷与中文配

对游戏设计，以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在日后的实践中还有很多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首先，是否有必要将词汇表中的所有能够具象化的词语全部以图片的形式进行表达，即是

否有必要对单个字逐一进行教学，或以词带字，进行整体教学。例如此表中有南，也有南边，

在设计中文配对游戏时，南和南边两个词用一张图片表示还是用两张图片分别表示，这不仅是

一个游戏设计的问题，也是教学中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因为就中文使用情况来看，极少单独

使用南进行交际，一般都是用南边，因此，在词汇教学中，是否有必要针对南这个词单独配图

以及如何区分南和南边的图片表达。

其次，如何利用中文配对游戏中出现的图片认知差异指导课堂教学、教材编写以及其他需

要使用图片进行语言教学的活动？比如在使用图片教学前，是否应该通过画图游戏来掌握学生

与教师之间的认知差异模式？此外，卡通图片如何呈现信息，才能既实现精准表达又能够减少

外部认知负荷，提升相关认知负荷？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注释

1.  https://www.tukuppt.com/yuansu/
2.  https://www.iconfo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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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1 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项目资助（编号 :21YH40D）

附录

中文教学卡通图片认知调查 1
感谢您能抽出几分钟时间来参加本次答题，现在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1、您的身份是 May I have your identity, please. 【单选题】

 ○ 老师 Teacher
 ○ 学生 Student

2、您的国籍是 Which country do you come from? 【单选题】

 ○ 亚美尼亚 Armenia
 ○ 中国 China
 ○ 圭亚那 Guyana

3、 这 张 图 片 表 示 爱， 您 觉 得 符 合 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love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4、这张图片表示爱好，您觉得符合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hobby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5、 这 张 图 片 表 示 八， 您 觉 得 符 合 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eight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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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张图片表示爸爸，您觉得符合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father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7、 这 张 图 片 表 示 白， 您 觉 得 符 合 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white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8、这张图片表示白天，您觉得符合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daytime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9、这张图片表示百，您觉得符合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hundred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10、 这 张 图 片 表 示 班， 您 觉 得 符 合 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class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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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 张 图 片 表 示 半， 您 觉 得 符 合 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half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12、这张图片表示半年，您觉得符合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half year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13、这张图片表示半天，您觉得符合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half day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14、这张图片表示帮忙，您觉得符合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help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15、 这 张 图 片 表 示 包， 您 觉 得 符 合 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bag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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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这张图片表示包子，您觉得符合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steamed stuffed bun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17、这张图片表示杯子，您觉得符合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cup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18、这张图片表示北，您觉得符合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north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19、这张图片表示北边，您觉得符合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north side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20、这张图片表示北京，您觉得符合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Beijing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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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这张图片表示本子，您觉得符合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notebook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22、这张图片表示病人，您觉得符合吗？ Do you think it is suitable to show patient with this 
picture?  【单选题】

 ○ 符合 Yes
 ○ 较符合 Most suitable
 ○ 不符合 Not suitable at all.
您觉得这张图片表达什么意思更准确？ In your opinio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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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pretation and cognition of images for teaching purposes are different due to objects and 
their background variation, while empirical studies in this field are still insuffici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used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questionnaires to test short-term memory effected by 
animations and real-world images, at the same time analyze cogni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teachers, local teachers and learners from Armenia and Guyana. Statistics of cognitive differences 
are analyzed with Paired-Samples T tests. Types of images with and without cognitive differences 
are summarized. The results include:(1)Processed animations performed better than real-world
images in short-term memories tests for vocabulary acquisition;(2)There are cogni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teachers and local teachers and learners;(3)Images with weak cultural 
correlation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Chinese vocabulary acquiring in word-image matching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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