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结合日本中学生的这些具体情况，笔者以为以实用生活口语为主、文化知识为辅的初、

中、高系列教材在内容编排上应采用以功能为主、结构为辅的原则，对语言现象的解释侧

重于使用场合、语言环境，同时必须重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的介绍。另外可以补充一些适

合中学生的语言游戏，以增强汉语学习的趣味性。

日本人从小到大对中国文化都有或多或少的认识，中学生也不例外。在他们的国语

教科书中就有《静夜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之类的唐诗，还有《论语·为政》中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之类的孔子名言，也有“盲人摸象”这样的成语故事出现。

因此通过学习汉语，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学习这些内容，他们会有一种亲切感。当然这

一定要做到适度，否则过犹不及。中学生毕竟更关心那些身边的、当代的活生生的东西。

（二）教材目标以培养口语能力为主，读写等其他能力兼顾

日本来华中学生集中的学校往往汉语教学时间不多，如上海日本人学校，汉语课每周

２小时，且一般只能安排会话课。在时间少、课型又有局限性的情况下，口语教材的编写
就应该体现其特殊性，担负起培养听、说、读、写各种能力的责任，这样既可以防止学生汉

语学习的坡脚现象，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促进说的能力的发展。

基于这样的思路，在教材中除了编写会话课文外，还必须编写短文。练习编排中除了

继续加强情景会话的训练外，也应该有少量听力、阅读理解的内容。由于教学对象是日本

中学生，所以教材不必太多考虑汉字的原因而完全受限于汉字等级大纲。教材可以通过

短文部分提供丰富的语料，可以通过各种练习，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

大家知道，“为了讲解一个句法结构，引入一个交际情境，操练一个功能项目，介绍一

种文化现象，常常需要突破字词的等级界限和数量限制。然而，只要一考虑到汉字这块绊

脚石，界限的突破就必须慎之又慎，通常的做法只能是退而求其次了。”（杨巍，２００３：１７３）
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尤其是欧美学生进行汉语教学时，我们通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而与中国渊源深厚的日本，汉字早已融入文化中。日本政府曾在１９４６年进行了一次
文字改革，规定了一些汉字作为使用的范围，共有１８５０个，被叫做“当用汉字”。１９８１年
１０月１日，日本政府又公布实行了“常用汉字表”，规定１９４５个常用汉字作为“一般社会
生活中使用汉字的大致上的标准”。

就拿初中生来说吧，中学一年级要掌握的汉字为３００字；中学二年级为３５０字，中学
三年级为２２９字，再加上附表中补充的若干汉字，中学三年总共需掌握９３９个汉字。文部
省规定日本孩子要从小学开始学习汉字。所以从小学到初中毕业，国家规定的“常用汉

字”已经基本上掌握了。

因此，笔者以为面向日本中学生的汉语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不必太多考虑学生对汉字

的承受能力，可以不必像编写面向欧美学生教材那样担心汉字这个障碍，不敢突破界限，

怕因为汉字过多、过难而吓坏了学习者。

（三）教材内容体例版面等须充分体现中学生特色

众所周知，中学阶段是一个很特殊的年龄段，他们的学习心理既不同于成年人，又不

同于幼、小学生，因此供他们使用的汉语教材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必须根据他们的生

理、心理特点来考虑。而且不能想当然，应该从调查研究出发。

以教材的话题内容为例，笔者在《问卷调查》中曾有过相关的问题，对日本来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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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了解。“在汉语学习中，你最喜欢学习哪方面的内容？”，根据日本

人学校中学生的具体情况，笔者提供了７个参考选项，分别是：１）学校生活方面的内容；
２）日常生活方面的内容；３）体育运动方面的内容；４）中国文化方面的内容；５）中国古代唐
诗等；６）中国菜等饮食文化；７）中国各地的旅游景点介绍；８）其他。

以上提供的选项，学生可多项选择，还可以自由填写自己喜欢的内容。结果选填人数

的总数共为４５７人，分别统计如下：

感兴趣的学习内容 选填人数

学校生活方面的内容 ５１
日常生活方面的内容 １６５
体育运动方面的内容 ８５
中国文化方面的内容 ３７
中国古代唐诗等 ３２
中国菜等饮食文化 ５４
中国各地的旅游景点介绍 ３３

　　按照感兴趣人数的多少，七个选项依次排序为：①日常生活方面（约占３６％）；②体育
运动方面；③中国菜等饮食文化；④学校生活方面；⑤中国文化方面；⑥中国各地的旅游景
点；⑦中国古代唐诗等。

以上的七个选项肯定不太全面，而且还有一些交叉，设计得也许不太科学，但不管怎

么样，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的结果，至少可以为我们的教材编写提供一些参考。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过程中应有新的观念、新的思路，与成人的汉语教材比起

来，由表及里———即编排体例、版面设计、话题内容等方面都应该充分体现中学生的特色。

首先：在编写时，课文内容要尽量贴近学生意愿，应主要围绕初中学生日常学习和生

活中必需而又感兴趣的话题，为他们在中国的学习、生活、交友、外出、购物等提供方便，激

发学习兴趣，加快他们在中国“留学”的适应过程，使他们能尽快开口表达，从而增强学习

汉语的自信心。

其次，教材在语句上应该努力贴近自然，力求贴近中学生，避免拘谨、刻板，必要时还

可以增加一些幽默色彩，努力使学生学得轻松。

另外，日本人从小就喜欢漫画，中学生更是对此情有独钟，因此在教材设计中可以采

用一些漫画作为插图，既生动又有趣，主要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起步阶段有一

个愉快的开始。

（四）教材的练习设计力求体现“任务”模式

教材编写应及时反映研究新成果。早在多年前马箭飞就在其主编的《汉语口语速

成》的“前言”中指出：“我们试图吸收任务教学法的一些经验，力求每一课书都能让学生

掌握并应用一项或几项交际项目，学会交际中所应使用的基本的话语和规则，最终能够顺

利地完成交际任务。”（马箭飞，１９９９）
我们知道任务是一个活动，它要求学习者为达到某个目标而使用语言（吴中伟，

２００５）。笔者以为，在传统的３Ｐ模式内借助“任务”的模式，可操作性更强一些。这一点
应该在面向日本中学生的汉语教材的练习设计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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