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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EXPLOＲATION

留学生汉语基本颜色词习得模式诊断研究
———以规则空间模型为工具

刘 慧 边玉芳
(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摘 要:认知诊断方法能够对留学生各不相同的基本颜色词习得模式进行描述，并且对补救
提供建议。本文以规则空间方法对留学生现代汉语普通话基本颜色词的习得模式进行诊断，并提
供“学习之路”供补救参考。研究发现，规则空间模型对汉语作为二语的颜色词习得研究适用，研
究中的被试全部成功归类;对于汉语基本颜色词基本义和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转义，留学生习
得比例也较高;“学习之路”是一种实用的提示学习者补救路径的方法，对于下一步的学习和教学
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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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颜色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自然现象，对颜色的认

知反映在语言上，就是颜色词。除了表示颜色的物

理属性，颜色词更多地被用来描绘外部世界的万事

万物，甚至于自己内心的感受。在很多民族语言的

词汇中，颜色词都是非常活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汉语中，颜色词词汇量丰富，系统性强; 那些稳定而

能产的基本颜色词，作为词根，构成了以其为核心的

大批颜色词，形成一个个小的颜色词词群。对基本

颜色词的认知，是对整个现代汉语颜色词系统认知

的基础。
词汇是语言的三要素之一，也是对外汉语教学

的重要对象; 颜色词是词汇中重要而特殊的一类，而

基本颜色词又是颜色词系统的根基。留学生学习汉

语时，基本颜色词是必要而基础的一类; 学生颜色词

的习得情况，是师生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对未习得部

分进行补救的指导，在实际教学中更显迫切。
然而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尤其是留学生群体，

其背景( 母语，性格，语言学习能力，学习风格、动

机，对语言学习的态度等) 差别更大，这会在不同程

度上对其二语习得的不同方面产生影响，他们的习

得情况也会更加分化。对于形形色色习得模式的描

述，传统的测验分数和偏误分析都无法实现( 谢小

庆，1988) ，而认知诊断模型可以胜任( Brown ＆ Bur-
ton，1978; Brown ＆ VanLehn，1980 ) : 它可以报告学

生的长处和不足，能让学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也方

便老师更具体地了解学生，为“因材施教”提供基

础; 除此之外，不少认知诊断模型还可以给出补救建

议，为接下来的学习提供指导。

日裔美籍学者 Tatsuoka 提出的规则空间模型
( Ｒule Space Model，简称 ＲSM) 是目前认知诊断模型

中比较成熟的一个，它使用二元属性模式来定义考

生在所考察领域的认知结构，并运用统计模型识别

技术对被试作答反应背后隐藏的认知模式进行判

别，进而对所有个体在每个属性上的认知状况进行

诊断和描述( Buck，Tatsuoka，＆ Kostin，1997; Tatsuo-
ka，1985) 。
“属性”是 ＲSM 最基本的概念，一般可认为是

指正确作答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认知成分或程序性

知识。属性有 0、1 两种取值，0 表示不具备某个属

性，1 表示具备该属性。对研究领域所包含的属性

及其层级关系的分析，是使用 ＲSM 进行认知诊断的

前提; 而被试在每个属性上的 0 /1 取值，就组成一个

由 0、1 构成的向量，这个向量就是该被试的属性掌

握模式，它决定被试在考试中的作答。ＲSM 认为被

试在考试中自始至终使用同一个作答规则: 不考虑

随机误差，如果被试掌握了正确作答某个题目所需

的全部属性，那么他一定能够正确作答该题; 反之，

如果没有全部掌握，那么他一定不能正确作答该题。
ＲSM 的应用，一般包含( 1 ) 属性及其层级关系

的确定、( 2 ) 被试与属性以及题目之间关系的确定

和( 3) 分类空间( 规则空间) 的建立和分类三个步

骤，具体为: ( 1) 确定所要考察的属性以及属性间的

层级关系，形成显示属性间直接关系的邻接矩阵和

显示属性间间接关系的可达矩阵; ( 2 ) 确定在既定

属性层级关系下可能的题目种类与各属性间的关

系，用简化关联矩阵 Qr 来表达; 将 Qr 转置，得到在

理想状态下被试所有的属性掌握模式，称为理想属



性矩阵 Qr'; 由 Qr 和 Qr'，得到被试的理想反应模

式，也就是理想状态下，所有可能种类的被试在所有

可能种类的题目上的作答反应; ( 3 ) 将被试的理想

反应模式和实际反应模式映射到规则空间中，形成

空间中的密集点( θ，ζ) ; 将实际反应模式的投射点

分类归入相应的理想反应模式的投射点并且对各被

试的属性掌握情况进行描述( Tatsuoka，2005，2009;

Tatsuoka，Corter，＆ Tatsuoka，2004; Tatsuoka ＆ Tat-
suoka，1987) 。这样，ＲSM 通过被试实际的作答反应

推测其作答规则，将其作答规则归入相应的理想属

性掌握模式，也就能得到各被试的潜在知识结构: 实

现了由可观察的被试作答反应，回溯至其潜在的内

部知识结构。
与其它的认知诊断模型相比，规则空间模型有

明显的优点，就是它能够在中等大小的样本( 1000
或者 2000 作答数据) 情况下处理较多的属性( 比如
15 或者 20 个) ，这是因为它只在单维 IＲT 拟合和分

类两个步骤中应用到了统计分布。因此，在应用规

则空间模型时，数据分布的正态检验和对单维 IＲT
的拟合检验是必要的( Ｒupp ＆ Templin，2010) 。

本研究试图用规则空间模型，对汉语非母语的

汉语学习者在基本颜色词上的习得情况做出诊断和

描述，以期帮助教师和学生识别被试的个体差异，开

展有针对性的教学和辅导。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抽取北京中医

药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生共 415 人，前者包

括汉语班、预科班、本科五年制各个班别被试 150
人; 后者包括从零起点的 A 班到最高级别的 F 班被

试 265 人。
2． 2 属性及其层级关系的确定

根据“具有心理上的突显性和稳定性”、“只有

一个词素，词法单一”、“不包含在其它颜色中”、“不

是专门用来描述某物特征的”的标准，结合对外汉

语教学实际* ，确定此研究对象为现代汉语中“黑”、
“白”、“红”、“黄”、“绿”、“蓝”6 个基本颜色词。以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修订本) 和其他

四本相关词典( 汉语水平考试中心，2000; 李晓琪，

刘德联，牟淑媛，刘元满，杨德峰，1997; 李忆民，龙德

成，祝秉耀，2005; 邵敬敏，王珏，吴勇毅，徐子亮，

2000) 为主要标准，结合有经验的对外汉语教师的

意见，确定以下 12 个属性作为考察对象。

白:

形容词:

1、＜ 甲 ＞ 霜和雪的颜色。( A1 )

2、＜ 乙 ＞ 没有加什么东西; 多用于少数表示吃、
喝的名词前。( A7 )

副词:

3、＜ 乙 ＞ 没有效果。( A8 )

4、＜ 乙 ＞ 不 付 出 代 价，无 报 偿 地 得 到 好 处。
( A9 )

黑:

1、＜ 甲 ＞ 像煤或墨的颜色。( A2 )

2、＜ 乙 ＞ 没有光亮。( A10 )

3、＜ 丙 ＞ 秘密、不公开。( A11 )

4、＜ 丁 ＞ 坏、狠毒。( A12 )

红:

形容词 ＜ 甲 ＞ 像鲜血或石榴花颜色。( A3 )

黄:

形容 词 ＜ 甲 ＞ 像 丝 瓜 花 或 向 日 葵 的 颜 色。
( A4 )

绿:

形容词 ＜ 甲 ＞ 像草和树叶茂盛的颜色; 蓝颜料

和黄颜料混合即成这种颜色。( A5 )

蓝:

形容词 ＜ 甲 ＞ 像晴天天空的颜色。( A6 )

根据《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修订

本) ，首先将 12 个属性分为甲级词( 白1、黑1、红、黄、
绿、蓝) 、乙级词( 白2、白3、白4、黑2 ) 、丙级词( 黑3 ) 、
丁级词( 黑4 ) 四个层级。

可以看到，全部六个基本颜色词的基本义都属

于甲级词。
不过，基本颜色词基本义的习得可能是遵循一

定规律的( Berlin ＆ Kay，1991) 。
关于汉语基本颜色词基本义的习得顺序，目前

只有针对汉语为母语儿童的研究供参考。林仲贤，

张增慧，韩布新和傅金芝( 2001 ) 采用命名法对不同

民族 3 ～ 6 岁儿童颜色命名进行试验研究，得出的发

展顺序是: 黑色、红色、白色→黄色和绿色→蓝色→
紫色和橙色。张积家，陈月琴和谢晓兰( 2006 ) 也采

用命名法对 3 ～ 6 岁汉族儿童颜色命名进行试验研

究，得出的是: 白、黑、红→黄、绿、蓝、粉红→紫、橙、
灰、棕。

另外，按掌握比例排序是确定习得顺序的常用

方法之一( 冯丽萍，孙红娟，2010 ) 。本研究中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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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红”、“黄”、“绿”、“蓝”6 个基本颜色词表达其本义时均为《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所列的甲级词，“棕”表达其

本义时为丁级词，“灰”表达其本义时为乙级词，“橙”未被大纲收录，“紫”表达其本义时为乙级词，“粉红”未被大纲收录。



生对 6 个基本义的掌握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基本义的掌握情况

编号 属性 掌握比例

A1 白1 93． 81
A2 黑1 92． 04
A3 红 78． 98
A4 黄 73． 10
A5 绿 81． 73
A6 蓝 71． 39

“红”的正确作答比例略低，可能和考察“红”的
题目有关: 要正确作答“很多人秋天去香山看( ) 叶”
靠的不仅仅是颜色词的习得。但根据前人研究，红的
习得较为稳定地存在于黑白之后、黄绿之前，所以
“红”的层级结构还是倾向于处在“黄”、“绿”的上层。

综合以上信息，留学生汉语基本颜色词基本义
的习得顺序被确定为: 白、黑→红→黄、绿→蓝。那
么所考察的 12 个属性的层级关系定义如图 1 所示:

图 1 12 个属性层级关系

2． 3 试题的编制及施测
考查被试对基本颜色词的习得情况采用长度为

20 题的试卷。
试题为改良的选择题，对于所有题目均提供

“A、白”、“B、黑”、“C、红”、“D、黄”、“E、绿”、“F、
蓝”六个备则项。这可以避免填空题因汉字书写的
问题而失分，也能较大程度地降低常见的四选一选
择题较高的猜测度。

题目编制过程中，一条原则贯穿始终: 题干中出
现的词汇和语法等级不超过考察点，以避免被试因
题干而非考察点而错误作答。在试卷开头，以中英
文提问: 你是否曾经被诊断为色盲或色弱? 有“A、
是”和“B、否”两个选项。如果被试选择了“A”，那
么该被试将被作为无效数据处理。试卷的指导语也

采用中英双语，避免被试由于看不懂题目要求而错
误作答。

正式施测是在课堂上，由班主任和另外一名任
课老师共同组织完成; 被试作答较认真。
2． 4 数据处理

项目反应理论项目参数和被试能力参数的估
计，采用 CONQUEST; MHCI 指标的计算、被试理想
反应模式的生成、ζ 值的计算、马氏距离的计算和最
小距离的选择，采用自编程序实现。
3 研究结果
3． 1 属性层级关系的验证

研究所使用试卷，是按照之前确定的属性蓝图
命制的，考察了想要考察的层级关系。那么，属性层
级关系合理性的验证可以通过 MHCI 指标来说明
( 丁树良，毛萌萌，汪文义，罗芬，2012) 。MHCI 指标
是对 Cui 和 Leighton( 2009) HCI 指标的修正，是为了
避免在 HCI 指标定义下，被试在只对一个属性有要
求的题目上作答正确，并且只在该题目上作答正确，

那么指标的分母为零的情况而进行的修订。
HCI 的取值为 － 1 到 1，其中 － 1 表示完全不拟

合，1 表示完全拟合。Wang 和 Gierl ( 2007 ) 认为所
有被试 HCI 均值小于 0． 3，可以认为模型设置的不
好，大于 0． 6 表示模型很好，丁树良等( 2012 ) 认为
MHCI 的评价可以参照此标准。根据 MHCI 计算公
式，使用自编程序计算得出所有被试的 MHCI 均值
为 0． 65。这一结果表明属性层级关系合理。
3． 2 颜色词习得模式的分类

研究确定的 12 个属性，形成 12 × 12 的邻接矩
阵; 根据属性间层级关系，得到 12 × 25 的缩减关联
矩阵 Qr、理想属性掌握模式和 25 × 25 的代表被试
理想反应模式的矩阵。Qr 矩阵如下所示，它的行为
12 个属性，列为 25 种实际可能出现的题目类型。
比如 Qr 矩阵第 1 列为［100000000000］，这表示正确
作答第 1 种题目，只要求掌握属性 A1，也就是说，只
要求掌握白1。那么，掌握了白1的考生，无论他是否
掌握其他知识点，都能够回答对这道题目。

将 Qr 转置，得到如表 2 所示的所有理想属性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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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模式。它的行是 25 种理想被试类型，列为 12 个
属性，它显示了 25 种不同类型的被试对 12 个属性
的掌握情况。比如第一行为［100000000000］，这表
示第一 种 类 型 的 被 试 只 掌 握 了 属 性 A1 ( 也 就 是
白1 ) ，那么在实际作答中，他能够且只能够在对白1

有要求的题目上作答正确。
收回问卷 330 份，除去未回答“是否曾被诊断

为色盲或色弱”和对于该问题给予肯定回答的问
卷，有效问卷共 309 份。根据 conquest 报告的结果，
309 份试卷对单维的 Ｒasch 模型拟合良好; 数据服
从正态分布。

首先进行能力参数值 θ 和项目参数 b 的估计，

然后计算 ζ 指标。这样就得到了理想反应模式和实
际反应模式在规则空间中的映射点，前者被称为
“纯规则点”，后者是待归类点。

接下来，分别计算 309 个待分类点到 25 个纯规
则点的马氏距离 D 并找出最短的那个。D2 服从伽
玛分布的特例———自由度为 2 的卡方分布 ( chi －
square distribution) : 平均数为 2，方差为 4。根据卡
方分布值表，在 0． 05 的水平上，划定 D2 ＜ 5． 99 为
D2的可接受域。

表 2 被试理想属性掌握模式

模式
白1
a1

黑1
a2

红
a3

黄
a4

绿
a5

蓝
a6

白2
a7

白3
a8

白4
a9

黑2
a10

黑3
a11

黑4
a12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3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4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5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6 1 1 1 0 1 0 0 0 0 0 0 0
7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8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9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10 1 1 1 1 1 1 0 1 0 0 0 0
11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12 1 1 1 1 1 1 0 0 1 0 0 0
13 1 1 1 1 1 1 1 0 1 0 0 0
14 1 1 1 1 1 1 0 1 1 0 0 0
15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16 1 1 1 1 1 1 0 0 0 1 0 0
17 1 1 1 1 1 1 1 0 0 1 0 0
18 1 1 1 1 1 1 0 1 0 1 0 0
19 1 1 1 1 1 1 1 1 0 1 0 0
20 1 1 1 1 1 1 0 0 1 1 0 0
21 1 1 1 1 1 1 1 0 1 1 0 0
22 1 1 1 1 1 1 0 1 1 1 0 0
23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24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2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结果显示，全部被试都得到成功分类，这个比例
远远大于一般认为的 90% 成功分类比例的标准。
具体分类情况如表 3 所示。

可以看出，全部 309 名被试分布在 22 种理想反
应类型。所含考生比例超过 10% 的为第 24、23、25
种理想反应模式，过半被试属此三种理想反应模式，

这说明基本颜色词的基本义及最基本颜色词 ( 黑
白) 的转义，留学生大多已经习得; 所含考生比例最
低的为第 3 和第 17 种理想反应模式，第 3 种理想反
应模式出现此种情况说明很多被试都已经同时掌握
了至少“黑1”、“白1”，第 17 种理想反应模式的考生
分布明显少于同级别的第 18 和第 20 种，这可能是
因为表示这个意思的词汇数量较少 ( 只有“白开
水”、“白饭”等有限的几个) 并且均为日常生活中常

用的表示吃、喝的词，即使不经教师特别讲授，学生
也能习得，与“黑2”语义关联较小。第 1、第 2 和第 4
种理想反应模式没有考生分布，第 1 和第 2 种理想
反应模式没有考生分布说明所有被试都已经同时掌
握了至少“黑1”、“白1”; 第 4 种理想反应模式没有
考生分布，可能是由于试题问题( 第 16 题“很多人
秋天去香山看( ) 叶”考查的不仅仅是“红”，如果考
生能够正确作答，那么他的水平已经超出仅仅掌握
“红”) 。

至此，对于成功归类的被试，可以对照理想反应
模式，列出他掌握了和未掌握的属性，指出他的优点
和不足，给出诊断性的成绩报告。清晰呈现被试的
习得情况，为接下来有针对性地学习、教学和辅导提
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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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09 名留学生汉语基本颜色词习得模式的分布

理想属性掌握模式 频率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03 1 0． 3 0． 3
05 8 2． 6 2． 9
06 2 0． 6 3． 6
07 6 1． 9 5． 5
08 5 1． 6 7． 1
09 6 1． 9 9． 1
10 4 1． 3 10． 4
11 5 1． 6 12． 0
12 7 2． 3 14． 2
13 9 2． 9 17． 2
14 7 2． 3 19． 4
15 15 4． 9 24． 3
16 8 2． 6 26． 9
17 1 0． 3 27． 2
18 15 4． 9 32． 0
19 9 2． 9 35． 0
20 5 1． 6 36． 6
21 13 4． 2 40． 8
22 3 1． 0 41． 7
23 47 15． 2 57． 0
24 100 32． 4 89． 3
25 33 10． 7 100． 0

合计 309 100． 0

3． 3 留学生颜色词习得的学习之路
将学生的作答分类至理想知识状态，会发现有

些理想状态类别是空的，没有任何学生被归类其中。
而那些非空的理想知识状态类别会构建出一个偏序
网络，这个偏序网络被称为“学习之路”( progressive
paths or learning paths) ( Tatsuoka，2009 ) 。因此，留
学生颜色词习得模式之间的关系，还可以用如图 2
所示的树形结构图来表示，这个偏序网络还包含模
式之间马氏距离的信息，能够提示补救应该怎么进
行( Tatsuoka，2009) 。

图 2 中“全部掌握”模式意味着学生习得了所
有 12 种属性。“23 没掌握 A11、A12”表示的是第 23
种模式，指学生没有习得 A11、A12，但是习得了其他
的属性，包括 A1、A2、A3、A4、A5、A6、A7、A8、A9、A10。
如果一个学生的颜色词习得情况 X 被归为第 8 种
模式，也就是没有习得属性 A7、A8、A9、A10、A11、A1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先补救 A7、A8、A9 和 A10

中的哪个呢? 由图 2 可以知道，X 到没有习得属性
A8、A9、A10、A11、A12，没有习得属性 A7、A9、A10、A11、
A12，没有习得属性 A7、A8、A10、A11、A12，没有习得属

性 A7、A8、A9、A11、A12 的 D2 分别为 0． 823、1． 300、
1. 841、0． 928，0． 823 ＜ 0． 928 ＜ 1． 300 ＜ 1． 841，所以
就应先补救 A7这个属性。

图 2 颜色词习得的学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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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 1 语言研究中属性及属性间层级关系的确定
属性的确定有不同的方法，比如任务分析的方

法、专家判断的方法、被试的作答过程记录以及出声

的思考。ＲSM 中常用的方法是，请所要考察领域的

学科专家和测量学家一起，确定解决所要考察的问

题需要掌握哪些属性以及这些属性间的关系。
本研究除了采用学科专家和测量专家共同评判

的方法外，还参考了以往研究的结论，并且考虑了本

研究中各属性的掌握概率; 这些证据互相支持，最终

确定了 12 个属性和它们的层级结构。
被试作答过程记录以及出声思考，也是属性确

定的方法之一，他们通过被试作答时记录或者大声

报告自己的解决问题的过程来实现。然而，这种方

法对被试的语言能力有较高要求，本研究有不少被

试汉语水平比较低，记录作答过程或者出声思考很

可能是其无法完成的任务，或者即使勉强可以完成，

却会对正常作答有较大干扰; 因此，这种确定属性的

方法对他们很可能不适用，本研究也未采用此方法。
另外，以往关于汉语颜色词的研究，多集中于对

颜色词词义本源的追溯以及发展演变的研究，集中

于颜色词文化对比的研究。而本研究刻意回避了文

化因素，因为对文化的考查，不是一个简短的语言测

验可以实现的。而且，认知诊断的方法，涉及比较复

杂的计算; 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本研究也倾向于选定

界限相对清晰的语言，尽量不涉及文化。然而，语言

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尤其是对于中高级的二语学

习者来说，他们学习的内容，往往和文化关系更密

切。对于这些内容，它们的属性应该怎样界定，属性

之间层级关系是怎样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4． 2 规则空间模型对语言研究的意义

研究结果清晰地表明，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

习得研究，规则空间模型还是适用的，因为它成功地

把全部的被试分到各自的潜在知识掌握类别中去了。
当然，本研究远远高于通常的 90% 成功分类比

例标准的 100% 成功分类比例，也得益于选择了属

性相对明确、结构相对清晰的基本颜色词领域。然

而，在语言研究的其他领域，很多属性不是像本研究

的对象这样，它们中的不少是比较典型的连续变量，

对于这样的对象，如果只是用 0 /1( 未习得 /习得) 来

表示，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信息损失。当然，这并不

是说规则空间模型不适用于语言研究，而是提醒在

解释分类结果时，应多加注意。

尽管有上面所说的这些局限，规则空间模型对

于提高第二语言教学和科研水平都有重要意义: 它

帮助研究者清晰了解研究所指向领域每个学生习得

的全貌，并且提供“学习之路”，在教学上，它可以帮

助发现个体的优势和不足，因材施教，并且在“学习

之路”的指引下，实现更有效地补救; 在科研上，它

能够帮助发现影响学生习得效果的因素，以及不同

因素对不同子群体的不同影响，为进一步的本体研

究提供基础。
同时，规则空间模型并不会强制将所有实际反

应模式归入理想反应模式，未成功归类的实际反应

模式可以提示下一步的研究，确认是否需要增加属

性，或者考生是否存在作弊行为等。
5 结论

本研究将规则空间模型应用于留学生汉语基本

颜色词习得模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留学生汉语

基本颜色词的习得存在相对稳定的习得顺序; 规则

空间模型能够有效地对被试的习得模式进行分类，

适用于第二语言习得诊断研究; “学习之路”能够对

下一步的学习和教学提供具体的、可操作的指导和

建议，使学习和教学更有目标、更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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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search on Diagnosi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tribute －mastery Patterns of Basic Chinese Color Terms

Liu Hui Bian Yufang
(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Learning，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Abstract: Cognitive diagnostic methodology can show us international students’different patterns of their acquisition of color terms，and
furthermore they offer suggestions for remedial learning． In this research，the rule － space methodology explores the linguistic attributes
underlying the test － takers’performance in a multiple － choice test on the six basic color terms of modern Chinese，and offers the
learning paths for the coming remedial progressing． This current research indicated clearly that the rule － space methodology can be
profitably used to analyze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est data，as this methodology classify 100% of the test － takers，which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ordinary standard of 90% successful classification． Mos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acquired the basic meanings of the
color terms，and quite a lot of them do well at the transferred meanings being frequently used in daily life． The learning paths are practi-
cable，which gives direct suggestions for the next remedi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Key words: color terms; acquisition; cognitive diagnosis; rule － space; rem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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