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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教育》２００９年第１期（总第５０期）

西方第二语言教学理念的新进展及其启示

王瑞烽

提要　近二十年来，由于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基础学科的新发展，西方的第二语言
教学的理念也在其影响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综合介绍和讨论这些新理念，并

结合这些新理念探讨它们对于基础汉语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　第二语言教学　教学理念　基础汉语教学

一　引　　言

（一）第二语言教学理念是指特定时期内第二语言教学界对于第二语言教学的目的、

过程、方式等方面的基本认识和理解。这种理念可以从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的发

展中概括出来，同时，这种理念往往也会在第二语言教学的实际教学操作中反映出来，即

我们可以从特定时期第二语言教学的大纲设计、课堂教学方法、教材等方面抽象出其基本

的教学理念。

（二）西方（特别是英美）的第二语言教学发展历史时期早，其研究和教学的规模和深

度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也在其影响下一步步发展起来，

从历时的角度看，对外汉语教学的模式和研究的热点无不体现着西方第二语言教学和研

究的深刻影响。对于西方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和教学法，前辈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引介工作，

这极大地促进了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因此可以说，积极关注西方第二语言教学发展的

动态，这对于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有着非常积极而重要的意义。崔永华先生（１９９９）曾经
指出：“当前，对外汉语教学界确实需要强化‘改革开放’的观念。要改革就不能故步自

封，停滞不前，排斥新思想。要跟上时代，就要开阔眼界，积极主动地学习国外的、国内的

和相关学科、领域的经验、成果。”赵金铭先生（２００８）也深刻地指出“我们的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在教学理念上是否还可以转变观念，拓展我们的思维，开阔我们的视野，除旧

布新，寻求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模式的创新与突破，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我们确实

有必要以开阔的视野关注西方第二语言教学的新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深刻审视我们当前

的教学，发现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加以改善和提高。

（三）近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由于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基础学科的新发展，西方的

第二语言教学的理念也在其影响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纵 船 生 生 窗科的
生了 三 船 改 对 生 传 传 船 船 约 对



１．理学对于学习的新认识
心理学是第二语言教学的基础之一，它的发展与第二语言教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第二

语言教学若干理论的提出都是依据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近年来，对于人类的学习机制和

过程，心理学有了不同于行为主义的认识，这就是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和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ｙ）。

这两种学习理论虽然略有不同，但是对于学习都有着与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完全不

同的理解，它们都一致重视学习者的主动性，认为学习不是机械的刺激———反应引发的，

而是需要学习者认知的参与，是学习者认知水平和认知图示与环境的刺激相互作用的结

果，而且学习者的认知在学习中更为重要。同时，建构主义还认识到，学习者之间和与他

人的互动对于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

２．人本主义的教育观
认知发展论和建构主义理论对于学习者主动性的强调，引发了教育学对于教育本质

和目标的重新定位。在它们的影响下，人本主义的教育观开始发展壮大起来。人本主义

倡导意义学习（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不仅仅是一种增长知识的学习，而且是一种与每个人
各部分经验都融合在一起的学习，这种学习以学生的经验生长为中心，以学生的自发性和

主动性为学习动力，把学习与学生的愿望、兴趣、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

人本主义反对科学主义教育理念下的指导性教学，提倡非指导性教学，即以学生为中

心，由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进行自主的研究性学习；强调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师是学

生学习过程中的促进者（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导者。
（二）第二语言教学的新理念

上文提到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新理论，对于西方的第二语言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产生了很多新的教学理念，这些教学理念从不同角度对语言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

地探讨，反映着当前西方第二语言教学对于语言教学的基本理念和原则。

１．对语言学习的新理念———“在做中学”与任务型语言教学
在认知发展理论、建构主义、人本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任务语言教学法（Ｔａｓｋ－ｂａｓ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兴起。任务型语言教学是以任务为核心单位来计
划、组织教学的。任务型语言教学采用任务大纲，以任务为单位组织教学单元，以任务完

成为教学目标。在任务型语言教学中，通常一个任务组成一个独立的教学单元，全部教学

活动围绕任务进行，服务于任务的完成。

任务型语言教学的基本理念是“在做中学”（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ｄｏｉｎｇ），设置真实、互动性任
务，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积极地使用目的语进行交际，从而掌握目的语。

与以上基本理念相适应，任务型语言教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１）以任务为纲设计教学。任务型语言教学的基本思路是，给学习者提供一系列的
交际任务，要求学习者使用目的语来完成这些交际任务，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习得目的

语，整个教学设计和过程是以任务为纲。

（２）注重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真实性。任务型语言教学强调教学内容的真实性，
尽可能使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材料，而且提供给学生的任务都是与现实生活类似的活动。

（３）学习活动关注意义。任务型语言教学强调真实的意义沟通，交际双方往往要存
在信息差（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ａｐ），在交流的过程中存在信息传递。

·２·



２．对语法教学的新理念———互动理论与ＦｏｃｕｓｏｎＦｏｒｍ
在心理学关于学习的理论的影响下，Ｌｏｎｇ（１９８３）提出了一种语言习得的互动假说，

该假说认为，在言语交流过程中，交流双方可能遇到交际困难或障碍，为了克服这种交际

困难或障碍，交流双方必须进行意义协商。所谓“意义协商”，就是指交际双方并不是一

次性地、毫无障碍地成功表达意义或传递信息，而是要经过提问、证实、复述等一系列协商

过程。比如一方没有听懂，要求对方再说一遍；或者一方对于自己的理解没有把握，向另

一方核实；或者一方没有说出全部信息，另一方继续询问。

Ｌｏｎｇ认为，这种交际中的意义协商，特别是学习者和语言水平高于学习者的人之间
的意义协商，有利于语言学习，通过意义协商，即使输入中含有学习者不认识的单词、没掌

握的语法结构，它们也会变得易于理解；同时这种互动还可以诱导对话人对学习者表达中

的错误做出诸如重铸（ｒｅｃａｓｔ）等形式的负面反馈（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这种反馈可以帮助
学习者意识到输入与输出间的差距，引导他们注意这些引发问题的语言形式，自动调整自

己的语言，自我纠正。许多实验性研究对意义协商在习得中的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实

验结果表明，在以意义为主的交际过程中参与意义协商的机会能有效引发学习者的语言

习得（Ｒ．Ｅｌｌｉｓ，２００１ 传 倍 传 提 传 船言我 爷 恶 触 船 传 船 船 ， 船 ，

（ ， 船 船 船 理 串 （ 传 船 船船理学双” 的际流协中为纠，船为串言船发碍靠被义春
ｇａ

ｎｎｇａ１ ，船

理学大点

（

理学为

效互 船问靠都焦主正是提提串串间言穿串于梯谦船出崇协际串船选船串船提瑛为谦船创船传学穿识传菡传触船传理船串玮船，传传船学串传语（传传尔效船船谦船出理穿势传传必范与范窗串过习传问过受船传正—传窗扼纠念中想论人馈谦船船船，船传船船交者学船船，船船船船船船，的而释传筋中习念言诸动碍船正船组技船念船提扼握意碍船互说船有与船串船的整效性中串及识梯念船扼船扼船，坦扼式船往做想如传传船船提协船船楚）船船船创瑛出创谦船传传心传了船创瑛）语创为碍为坦提船传的宝船谦传创船，持船倍船，琪剂传船琪理崇（传念下穿传为船难船或或船船船船，船心创传船 ，



对于语言学习的目的和方式，传统的语言教学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语法结构，进

而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教学的方式也是必须经历单纯的语法结构教学阶段，在掌握

了语法结构的基础上，再去使用目的语这种交流工具去实现交流目的或学习学科知识。

与此不同的是，内容语言教学法的教学目标不再是语言本身，而是学科知识，如历史、文

学、政治等学科知识，不再存在单纯的语言学习阶段，而是在学习学科知识的过程中掌握

语言。

内容语言教学法的基本理念是，当语言教学与学科教学结合相结合时，当语言作为学

习学科知识的媒介时，便产生了最理想的目的语学习条件。（Ｓｔｒｙｋｅｒ，Ｓｔｅｐｈｅｎ＆Ｌｅａｖｅｒ，
１９９７）在这种教学理念指导下的课堂中，学习者使用目的语理解和探讨学科知识，目的语
不再是学习的目标，而成为学习学科知识的工具，在使用这种工具的过程中，学习者目的

语的语言能力自然而然地获得提高。正如 Ｐｅａｃｈｅｙ（１９９９）所言，内容语言教学法是一种
更自然的发展语言能力的方式，与学习母语的方式一致。

在内容语言教学法理念下的语言教学，其教学的目的和方式都与传统的语言教学不

同，是一种全新的改革思路。Ｓｔｒｙｋｅｒ和 Ｌｅａｖｅｒ（１９９７）认为，内容语言教学法把学习语言
与学习学科知识完全结合起来意味着对传统语言教学方法的重大改革。这种改革通过把

教学的重点从教学语言本身转变到通过学习学科知识来获得目标语言能力，是一种本质

上的改革。

４．对师生关系的新理念———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
前文提到，人本主义理论主要倡导教育应该以学习者为中心，符合学习者的兴趣和需

求，由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进行自主的研究性学习。在这一理论框架中，传统的师生

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教师由指导和决策者变成了促进者（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
这一教育理论被引入第二语言教学，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Ｌｅａｎ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的语言教学理念。这种理念强调学生是学习环境的主人，教师不应是传统意义上
的管理者、控制者的权威角色，在第二语言教学的课堂中，教师不应是直接将语言知识灌

输给学生，而应该想方设法地促进和引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相对应的，学生角色也发生了

深刻转变，学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为积极探寻知识的主动者，甚至可

以成为教学目标和内容的决策者，即在课程规定的范围内制定目标、计划自己想做的事

情，并一起商定最终的评价准则。这正是合约学习（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所倡导的教育主
张。

５．对学生之间关系的新理念———合作性语言学习理论
在建构主义和人本主义理论的影响下，重视学生之间合作性互动的合作学习（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在美国兴起。这一理论反映了建构主义和人本主
义，发挥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学习者相互之间的促进和影响的思想内核。这一理论

在教学活动中应鼓励全体学生共同进行学习，加强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从而达到全体学

生共同发展、师生教学相长的目的。

在合作学习模式的课堂中，学生按不同性别及不同能力分成若干小组，以小组为学习

单位。小组成员分工合作，每个学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掌握所学的内容，并为小组的共同

学习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为了理解和掌握一个内容以及最后完成全组的学习任务

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共同讨论问题、倾听他人的意见、从他人那里学习到自己不懂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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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向他人阐述自己的观点、填补相互之间在理解方面的不足。

合作学习的倡导者在建构主义和人本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提出了社会互赖理论，所谓

社会互赖是指，在学习活动中，小组成员间通过建立积极的相互依赖关系来促进学习成绩

的一种理念。当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而且每个个体的结果都受到其他人的影响时，就存

在社会的互赖（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９８）。合作学习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建立全组成员间的积极互赖
关系，积极的互赖关系建立之后，会使小组成员围绕共同的学习目标团结起来，相互鼓励

进行学习，合作学习就会起到促进积极学习的作用。

合作学习理论也被引入到第二语言教学中，并对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合作性的语言

学习（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被越来越多的采用，通过科学分组和设立共同的学习
目标，使学生在小组中建立积极的互赖关系，共同完成学习目标，成为合作性语言学习的

主要特征。

三　对于基础汉语教学的启示

（一）当前基础汉语教学的课程设置模式、教学方式及师生角色

“基础汉语教学”是指对零起点的外国留学生进行的第一学年的教学。对于基础汉

语教学的课程设置模式，崔永华（１９９９）指出，对外汉语教学经过几十年发展，其课程设置
模式己经变化，目前的课程设置模式为“分技能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按照语言技

能项目（听说读写）分设课程。通行的课程设置为精读课（现在流行称“综合课”）、听力

课、汉字课（第二学期改为阅读课）。各种课程都以技能训练为主要内容。说的训练通过

精读课来解决，也有在后期开设实用口语课的。教学单元以精读课为核心。每个单元包

括精读课两节、听力课一节、汉字课或阅读课一节。精读课的教学内容被假定为整个单元

的共核。

从教学方式上来说，基础汉语教学基本是以语法结构为纲，兼顾情景。从语法教学过

程和方式上来看，语法教学基本是采用语言结构讲练为主的教学过程模式（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Ｓｋｅｈａｎ（１９９８）曾把这种模式概括为 ＰＰＰ

技 讲互学是 “ 主 有 练船 指出 船对 语 展全十十 怪 字置到作法来 （ 作陶 船 船 船 船 船 指 互 来 而 来 为 响过，兼所 的内分以精 性元怪 。



学、教育学以及第二语言教学最新发展的背景下看，基础汉语教学许多根本性问题值得我

们深思。

如果我们深入分析现有基础汉语教学模式所隐含的教学理念，我们会发现，当前基础

汉语教学模式，其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基本延续的是行为主义的理念，其 ＰＰＰ教
学过程模式中学生在教师控制下的操练，以及“精讲多练”的基本思路，还有课堂师生角

色的定位，都是行为主义反复操练以获得技能基本理念的反映，而对于语言的习得，这种

教学模式隐含的教学理念仍然是，通过大量在教师控制下被动的操练，学生能够很好地习

得语言。

如前文所述，心理学和教育学近年来的巨大发展已经使行为主义理论日渐式微，取而

代之的是建构主义的心理学理论和人本主义的教育观，随着这两者的介绍和研究，我们已

经对它们不陌生了，但我们的教学模式依然没有因此而做相应的改变，依然故我，对于理

论，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了解，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积极加以运用，我们实在有必要在深

入理解这些新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教学理念。在新的心理学和

教育学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是否可以将语言教学理解为：学生的语言能力是按照自身的认

知逐渐建构的，在这种建构的过程中，学生的主动性认知是关键，超越学生认知水平和缺

乏学生主动性建构的教学效果不会理想，甚至根本无效。

２．积极实践新的教学方法
我们的研究和教学中一个永恒的问题是：我们现有的基础汉语教学模式是否是最有

效的教学模式？有没有更有效的语言教学模式？回答这个问题，单从这种模式本身着眼

是无法回答的，而应该是在尝试、比较多种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来回答。前文中我们提到了

一些语言教学的新理念，如任务型语言教学，ＦｏｃｕｓｏｎＦｏｒｍ、内容语言教学法，这些理念有
着心理学和教育学新理论的强大支持，而且也有了一定的教学实践，虽然我们并不能因为

这些新理念而完全否定现有的教学模式的合理性，放弃现有的教学模式，这在实际中操作

中也不可行，但我们也不应该不关注这些理念以及在这些理念指导下的教学实践，而是至

少应该保持现有教学模式的前提下，尽可能创造条件地积极尝试这些理念，尝试是否能将

新理念的某些主张融入到现有的教学模式中，如探讨在现有的各门技能课中结合某种新

的语言教学理念的可能性，如研究在各门技能课中结合任务型语言教学理念；或者开设完

全按照这些新理念设置的实验班、实验课，如设置完全按照任务型语言教学理念的口语

课，根据ＦｏｃｕｓｏｎＦｏｒｍ编写的教材并开设这样的课程，我们认为，不论最终实验的结果如
何，这种尝试和探索对基础汉语教学和研究都是非常有益的。

３．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努力建立新的师生关系
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我们认为，应该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中应做更充分的学生意见调查，重视学生的意见和建

议，使这课程设置和教材更合理科学。如前文所述，我们现有的语言教学模式中，学生是

作为一个接收者，被引导者，在课堂中基本上是教师主导下被动地学习和操练，而从整个

课程体系上来说，学生更没有机会参与到课程体系的规划和设计，设置的课程门类，课程

的内容都基本上是教学管理部门或教材编写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设想设置和编写的。这

样的一个教学体系有着规范化，程序化，且易于操作的优势，但是，同时我们也在教学实践

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它的弊端，即很多课程并不受学生欢迎，某些课程内容也并非是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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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所在，我们认为，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的过程中，我

们没有足够重视学生的要求，去调查倾听，甚至是与之一起协商讨论，前文提到的人本主

义的教育观、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以及合作性语言教学理论都强调重视和发挥学生的

作用，我们应该试图在大量调查和访问上加大力度，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安排课程设置，修

订教材。

第二，在课堂教学中应给予学生更多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机会。在现有的课堂教

学ＰＰＰ模式中，教师是处于主导、控制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地位，学生处于被动理解和
操练的地位，整个过程中，学生并不需要有多少主动性和创造性，这种被动的学习是否真

如我们设想的教学逻辑那样积极有效？从人本主义的教育观出发，这是值得怀疑的，只有

以学生的自发性和主动性为学习动力，把学习与学生的愿望、兴趣、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

的意义学习才是真正积极有效的学习。我们有必要试图改变这样的课堂教学过程模式，

在课堂中给予学生更多主动性和创造性学习的机会，引导他们进行自主的探究性学习，从

而激发真正有价值的意义学习。即使在现有的教学体系下，教师不可能完全做到这样的

教学设计，但至少应该将引导学生主动性、创造性作为教学环节设计的一个重要考虑因

素，努力使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更富有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三，在课堂教学中应努力推动学生的合作性学习。如前所述，在现有的课堂教学模

式中，课堂中的交流主要为师生之间的互动———教师讲解与学生理解，教师提供限定性情

境与学生据此产出语言。相对而言，学生之间的互动则非常少，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为数

不多的学生互动基本限于分角色朗读等机械性练习。根据人本主义的教育观、合作性语

言学习理论及互动理论，我们应该考虑，在课堂教学中，应尝试给予学生更多、更丰富多样

的互动的机会，不仅是学生一起分角色朗读这样的机械性练习，而且给予他们更多一起合

作的机会，共同总结语法点的使用规律，词语解释，理解课文内容，完成具有挑战性的语言

交际任务等，学生在彼此的互动中共同提高语言能力，同时也提高了语言交际能力，这也

正是语言教学的根本目的之一。

四　结　　语

对外汉语教学根本的理论支撑来源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对于心理学和教育学

理论加以深刻理解和应用，以开阔的视野密切关注这两门基础学科的发展，可以说是对外

汉语教学和研究正确发展的前提，我们必须重视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动态，并据此调整和完

善我们的教学和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教学和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形成了一定的

特色。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点：西方（特别是英美）的第二语言教学发展历史

时期早，其研究和教学的规模和深度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是我们对外汉语教学需要

虚心学习的“老师”。对外汉语教学曾经在引进和吸收西方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基础上

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要使对外汉语教学可持续地正确发展，必须保持住这种积极主动学习

的心态，对之进行及时地引介和吸收。

参考文献

安桂清．论人本主义学习观与创造观对研究性学习的启示犤Ｊ犦．外国中小学教育牞２００５牞牗３牘．

·７·



常俊跃．外语教学法的发展及其对我们从事外语教学的启示犤Ｊ犦．国外外语教学牞２００６牞牗４牘．
崔永华．基础汉语教学模式的改革犤Ｊ犦．世界汉语教学牞１９９９牞牗１牘．
戴庆宁、吕晔．ＣＢＩ教学理念及其教学模式犤Ｊ犦．国外外语教学牞２００４牞牗４牘．
高　强、李艳．国外语言形式教学新近研究进展评述犤Ｊ犦．外语教学牞２００６牞牗５牘．
龚亚夫、罗少茜．任务型语言教学犤Ｍ犦．人民教育出版社牞２００３．
李广琴．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交互活动中教师的中介作用犤Ｊ犦．外语教学牞２００５牞牗５牘．
梁中贤．美国外语教育的改革犤Ｊ犦．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ｗｏｒｌｄ牞２００２牞牗２牘．
王　坦．合作学习的理论基础简析犤Ｊ犦．课程爛教材爛教法牞２００５牞牗１牘．
张明林．九十年代语言习得理论的新发展与新启示犤Ｊ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牞２０００牞牗２牘．
赵金铭．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牶理念与模式犤Ｊ犦．世界汉语教学牞２００８牞牗１牘．
郑玉琪、陈美华．试论后方法时代的英语教学犤Ｊ犦．外语与外语教学牞２００７牞牗１０牘．
Ｅｌｌｉｓ牞Ｒ．Ｂａｓｔｕｒｋｍｅｎ牞Ｈ＆Ｌｏｅｗｅｎ牞Ｓ．ＬｅａｒｎｅｒＵｐｔａｋｅ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ＥＳＬＬｅｓｓｏｎｓ犤Ｊ犦．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牞２００１牞５１牞牗２牘．
Ｅｌｌｉｓ牞Ｒ．Ｔａｓｋ－ｂａｓ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犤Ｍ犦．Ｏｘｆｏｒｄ牶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Ｈａｍｍｅｒｌｙ牞Ｈ．Ｆｌ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牶ＴｏｗａｒｄＢａｌａｎｃｅ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犤Ｍ犦．Ｃｌｅｖｅｄｏｎ牶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ＭａｔｅｒｓａｎｄＬＴＤ．１９９１．
Ｊｏｈｎｓｏｎ牞Ｄ．Ｗ牞Ｒ．Ｔ．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Ｊ．Ｈｏｌｕｂｅ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犤Ｍ犦．Ｂｏｓｔｏｎ牶ＡｌｌｙｎａｎｄＢａ

ｃｏｎ．１９９８．
ＬａｒｓｅｉｒＦｒｅｅｍａｎ牞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犤Ｍ犦．Ｏｘｆｏｒｄ牶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Ｌｏｎｇ牞Ｍ．Ｈ．Ｎａｔｉｖｅｓｐｅａｋｅｒ／ｎｏｎｎａｔｉｖｅｓｐｅａｋｅｒ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ｉｎｐｕｔ犤Ｊ犦．
Ａｐｐｌｉｅｄ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８３牞４牞牗２牘．

Ｌｏｎｇ牞Ｍ．Ｈ．Ｆｏｃｕｓｏｎｆｏｒｍ牶Ａｄｅｓｉｇ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犤Ａ犦．ＩｎＫ．ｄｅｂｏｔ牞Ｇｉｎｓｂｅｒｇ牞
Ｒ．＆Ｋｒａｍｓｃｈ牞Ｃ．牗Ｅｄｓ．牘牞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犤Ｃ犦牞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牶
Ｊｏｈ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１９９１．

Ｎｕｎａｎ牞Ｄ．ＴｈｅＬｅａｒｎ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ＡＳｔｕｄｙ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犤Ｍ犦．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１．

Ｐｅａｃｈｅｙ牞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犤Ｊ犦．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Ｍｏｄｅｒ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Ｒｅｖｉｅｗ牞１９９９．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牞Ｊ．Ｃ．＆Ｒｏｄｇｅｒｓ牞Ｔ．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犤Ｍ犦．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牶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Ｓｋｅｈａｎ牞Ｐ．Ａ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犤Ｍ犦．Ｏｘｆｏｒｄ牶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Ｗｉｌｌｉｓ牞Ｊ．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ａｓｋ—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犤Ｍ犦．Ｌｏｎｇｍａｎ．１９９６．
Ｓｔｒｙｋｅｒ牞Ｓ．Ｂ．＆Ｂ．Ｌ．Ｌｅａｖ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犤Ｍ犦．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牶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Ｓｗａｉｎ牞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牶ｓｏｍｅｒｏｌ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ｉｎｐｕｔ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ｏｕｔｐｕｔｉｎ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犤Ａ犦．ＩｎＧａｓｓ牞Ｓ＆Ｍａｄｄｅｎ牞Ｃ．牗Ｅｄｓ．牘牞Ｉｎｐｕｔ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犤Ｃ犦牞Ｒｏｗｌｅｙ牞
ＭＡ牶ＮｅｗｂｕｒｙＨｏｕｓｅ牞１９８５．

（王瑞烽　北京语言大学）

·８·



《海外华文教育》２００９年第１期（总第５０期）

素质教育———留学生预科教育的新课题

董琳莉　刘德联

提要　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实践和研究已在中国高校全面开展，其中对外
国留学生的素质教育也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的一个新

课题。本文以准备进入本科学习的预科留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预科教育中所采取

的各项措施及课内外的教学活动，对在预科留学生中进行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可行性

以及如何开展对预科留学生所进行的素质教育展开了讨论，并就素质教育对提高留

学生综合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在预科留学生中所进行的素质教育做了反

思，提出了今后开展素质教育的一些设想。

关键词　素质教育　留学生　预科教育　课堂教学　非课堂教育

问题的提出

留学生预科教育在中国开展已经近十年了。十年来，预科教育在中国的一些高校在

办学过程中，取得了一些办学经验，逐步走向正轨。以北京大学为例，过去各院系为照顾

入系留学生的水平，常专为他们开设小班授课。自预科教育开展以来，由于入系留学生大

多来自预科，且语言文化水平较过去有很大的提高，因此基本上取消了小班授课的方式，

与中国学生同堂授课、同堂考试，这一变化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了预科教育所做出的成

绩。

回首近十年来预科教育所走过的道路，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值得肯定的是，在

预科留学生中实行素质教育，会大大提高他们的学习热情、学习能力与学习成绩。本文就

在预科留学生中进行素质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及教育方法作一番探讨。

一　对预科留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提起素质教育，很多人以为指的是思想教育，对我们提出在预科留学生中实行素质教

育感到困惑，认为预科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只要把语言文化知识传授给他们就够了，没

有必要去改造他们的思想意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我们提出的素质教育是为了让预科

留学生尽快适应中国的学习环境、以更高的效率较快地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化水平、为他们

顺利升入本科创造条件的综合培养方案。

（一）什么是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源于教育界对应试教育和狭隘专业教育弊端的反思。”（贾永堂，２００６：５３）
在传统教育中，由于过分注重理性化的学科知识，以书本为学习和考试的主要依据，构成

一种应试教育。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学生有过强的功利导向，为完成学业死抠书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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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知识，在考试之后，尤其是在毕业之后很快会被遗忘。在时代的变革中，传统教育

日益暴露出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倾向，于是在教育界出现了素质教育的提法。“素质教育

实际上是对传统教育进行扬弃与变革的直接产物。”（贾永堂，２００６：５３）
素质教育，“主张用科学的思想内容、方法手段和组织体系以及直接的科研过程实施

教育，真正使教育走上科学层面，全面提高教育的质量与效益。”（毛宗山，２００７：前言２）
“素质教育的本质就是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能，以适应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时代对人的素

质的内在要求。”（韩庆祥，２０００：２４）素质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思想、观念或理念，更是一
种全新科学的教育方式，是以人为本，顺应信息社会创新发展要求，全面改变人类教育根

本面貌的新的教育形态。”（毛宗山，２００７：前言２）
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应试教育过分注重分数或某种需要，采取急

功近利的做法，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考试或者获得某种资格而进行的。而素质教育追求

的是教育的长远利益和目标，注重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使每个学生个性得到

充分而自由的发展，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求。

（二）素质教育在预科留学生中开展的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向世界推广汉语的力度，对外汉语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外国留

学生在高等院校中的比重逐年增加，已经成为高等院校生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留学

生学习成绩的好坏，能否如期毕业，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声誉。为了向学校的各院系输送符

合专业学习要求的留学生，许多高等院校都在国内外开展了预科教育。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各国之间在经济和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方面日

益激烈的竞争给中国高等教育界提出新的课题：培养新世纪的人才，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改革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实施素质教育，尤其是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已经成为

我国高教界的共识。

对于希望进入中国大学本科学习的预科留学生来说，由于他们在入学前受教育的背

景与中国学生不同，中国文化底蕴基础薄弱，对中国人的价值观、道德观认识不深，给他们

在中国的学习生活带来一定的障碍。适当地对他们进行素质教育，包括中国国情教育、文

化教育和道德教育，有助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对所学人文知识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刻。

（三）素质教育在预科留学生中开展的可行性

留学生预科教育是近年来对外汉语教育发展的分支，其突出特点是它融预科招生、教

学管理、生活管理及推荐入系为一体。这一特点，有利于在预科班中实施素质教育。以北

京大学预科管理为例：

１．预科学生基本上是按照同一入学标准进入北大预科班学习的。进这个班的学生，
大多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时已经考察过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平时学习成绩、品行评

定、各方面的特长，通过综合评价，再决定是否录取。对于那些在中国上高中的外国学生，

是不能进入北大预科班的。这样，大家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可以在平等竞争的前提

下，为考入北大而奋斗。

２．建立从教师到学生、从教学到生活的全方位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实行纵横两向管
理。横向管理是在预科的每一个班级，设置主班老师，由有丰富教学管理经验的教师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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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各任课教师定期向主班教师汇报班里的教学管理情况。纵向管理是从专业的角度按

课型的类别实行教学监督，主管教师及时了解某一课型的教学情况 及实型 实 学管 实
型 的教 理 理 理 行型

学 及



２４１）
传统教育一般不考虑受教育者的差异，入学伊始，就为所有的学生制定了完全相同的

教育目标，这使入学时起点低的或学习后进者倍感压力，努力了很长时间，发现自己仍处

于班级中的中下游，对自己学习有无进步、甚至自己的学习能力产生了怀疑。

而素质教育“主张不同的人应有不同的成才方向与目标，相应地要求学校教育的培

养目标同时含有个性化的内容。确定个体培养目标与规格的依据，既要包括社会需求，更

应包括个体个性发展现状与特点及要求。在素质教育看来，教育就是使不同的人朝适合

于他的方向自由地发展他自己。”（贾永堂，２００６：６４）“素质教育只是力图使每个人的素质
在现有基础上趋于完善，并不企图将每个人都培养成全才。”（贾永堂，２００６：８４）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指导预科留学生确立本人的个性化目标，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主体

积极性。在预科学生入学之初，可以让每一个学生填写个人学习计划表，内容包括：１．本
人的学习现状及需要解决的问题；２．改进的措施；３．希望达到的目标。然后在班里汇报和
讨论，每个学生听取大家的质疑和建议，进行修改，为自己制定了一份个性化的学习计划。

（二）课堂教学中如何进行素质教育

很多人对素质教育的认识存在着误区，把素质教育与课堂上的专业教育割裂开来，以

为素质教育是课堂教学以外的附加的东西，实际上，素质教育应该体现在学生学习环境和

生活环境的各个方面，这里面当然包括学生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课堂。

鲜明的素质教育理念为学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提供了理性指导。许多高等学校提出

“以教学科研为中心，把文化素质教育列为第一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活动并重、课堂与课

外互为依托的战略思路，使之成为学校教学、实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陈卓武，２００６：
２６）

课堂教学中的素质教育是通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教育者实现的。

从教育内容看，要使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一些课程的教学内容必须改革，让我们的

课堂教学克服单一性，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专业面、学科面，培养提高学生的多方面技能，

注重增加实践能力和各种研究、锻炼机会。

此外，精简必修课，增加选修课，也是进行素质教育的一种途径。我们曾对预科生做

过调查，超过半数的学生要求增加选修课，还有不少的学生要求开设文化讲座课程。开设

多种选修课可以使学生根据自己的原有基础、兴趣爱好、发展潜能选修相关的课程。

在教学计划中融入文化素质教育内容，如学习中外经典作品，进行各种文化比较教

育，也是提高预科留学生综合素质、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这种教育能够加深预科留

学生了解并理解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

从教育方法看，要改变过去那种只让学生背单词、记语法的机械性的训练手段，“应

采取积极鲜活的教法，坚决摒弃‘灌输式’、‘填鸭式’、‘保姆式’等窒息学生思维、弱化其

兴趣的教育模式，大力推行启发式、问题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激活学生能动性的新教

法。”（毛宗山，２００７：２９９）
从教育者看，“教师始终是素质教育的主导力量。”（毛宗山，２００７：５５）教师应该能够

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尽可能把握最新理论、科技前沿和生活动态，具备较强的提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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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能力，使自己传授的知识不仅具有全面性，而且具有更高的价值。此外，教师

的人格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决不能低估，有些东西“无需在课堂中讲授，它蕴藏在优秀

的任课教师、科学的课程设置以及高层次的办学方向和良好的教育环境之中。”（蒋述卓，

张桂国，２００６：６１）
（三）非课堂教育活动对学生素质教育的培养

大学预科教育在课堂教学传授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应通过各种非课堂教

育活动开阔学生的视野，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培养其社会适应能力和实践能

力。

非课堂教育活动包含的内容很广，有与语言学习关系紧密的活动，如朗读比赛、演讲

比赛、辩论大赛、文艺节目会演等等；有扩展留学生知识面的各类校园文化活动，包括讲

座、社团活动等等；还有让留学生融入社会的实践活动，如教学实习、文化考察等等。

非课堂教育活动内容越丰富、形式越多样，留学生越是能主动积极地参与，这对他们

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着课堂教学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素质教育对提高留学生综合能力的影响

通过课堂教学与非课堂教育活动对预科留学生进行全方位的素质培养，能够在各个

方面提高他们的能力，包括语言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挑战自我的能力、团队合作的

能力以及组织管理的能力。

（一）提高语言学习能力

“在信息爆炸的背景下，学会如何学习，提升学习能力，比重视和加强学习更重要。

……学校传授的知识大多为基础性的知识，与社会需求的专业知识有一定的差距。因而

教会个人获取知识的本领比授予他们知识更加重要。”（谭焱良，罗薇，２００８：７０）
在对预科留学生进行综合能力的培养中，语言学习能力的培养应该放在首位。“学

习能力是指有学习的愿望与兴趣，能承担起学习的责任，能运用各种学习策略来提高学习

水平，能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进行反思；能把不同学科的知识联系起来，运用已

有的知识和技能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谭焱良，罗薇，２００８：７１）
每一个学习者都有自己的学习方法，在学习策略上也各有不同。有的留学生学习非

常努力，可是考试却总是得不到理想的分数；而有的同学看上去学习十分轻松，考试也总

能得到较高的分数。这里面有一个语言学习能力的问题，不解决这样的问题，一味进行知

识的灌输，会给留学生特别是孤身在外学习的留学生造成极大的压力。

语言学习能力不只是在课堂上培养，学生上课的时间毕竟有限，因此，有必要督促学

生制定自学计划，根据自己的语言水平阅读课本以外的读物，还要在生活中利用各种机会

学习新的语言知识，并运用自己所学的语言，达到语言交流的目的。

（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非课堂教育活动中，都要注意培养留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过

去我们对外汉语课本上的练习，大都是理解性的、复练式的。新时代的教材，更注重任务

型的练习。例如，我们的课本上出现一个文化点，我们把讲解这个文化点的任务交给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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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具体方法由留学生自己选择。许多留学生利用多媒体，通过文字、图片、照片、视频等

手段将这一文化点展示给其他同学，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非课堂教育活动中，要积极创造条件，启发、鼓励、引导留学生主动去探索、发现、解

决学习活动、社会活动中的难题，“促使他们努力寻找、发现、创造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知识等，并不断地从不同角度观察分析问题，形成综合的知识，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

高。”（谭焱良，罗薇著，２００８：３２）
（三）提高挑战自我的能力

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中都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过程，无论多么优秀的运动员，比如说跳高

运动员，当他打破世界纪录以后，横杆马上会升到新的高度。

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要具备竞争意识，还要具有挑战自我的能力。进入预科学习

的留学生，每个学生的起点是不同的，如果要求他们越过同样的高度，显然是不现实的。

我们要求每一个留学生根据自己的现有水平，制定挑战自我的计划，随时进行监控、检查

和调整，让每一个学生看到自己学习上的进步。

（四）提高团队合作能力

“现代人不仅要有主见，善于独立思考，而且要乐于听取他人意见，善于同他人协作，

乃至得到社会认同与支持。这是人们顺利成长和事业成功的基础。”（毛宗山，２００７：１４９）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通过分组与集中的练习方式，培养留学生的合作精神 ，提高他们

的团队合作能力。比如把留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每个留学生在小组学习中担当不同

的角色，有的担任组长，有的担任记录员，有的负责在全班同学面前汇报本组的讨论情况，

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完成老师布置的学习任务。小组成员每次变化，使留学生学会与不同

的合作者合作。

（五）提高组织管理的能力

培养留学生的综合能力，还必须列入提高组织管理能力这一项。作为大学培养的高

素质人才，不具备组织管理能力，是很难完成自己的学习目标的。

培养留学生的组织管理能力，并非给他们每人一个职位。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采取分

组练习，学生轮流当组长的方式，使大家得到普遍的训练。在课堂讨论中，可以让留学生

轮流作主持人，组织大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课堂讨论。一些刚入学时比较腼腆、性格

内向的留学生，经过这样的训练，就能在公开场合发表见解，组织管理能力也有所加强。

四　对预科留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反思与设想

“加强留学生素质教育，直接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影响，是教育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直接体现。”（韩晓明，２００２：１８）
对预科留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在对外汉语教育领域中还是个新的课题。我们的教师

在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对学生进行过各种素质教育，但是缺少理

论上的总结，缺少调查与分析，因此不能把一些有效的教育手段应用于素质教育中。

对预科留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必须了解教育对象的特点与需求。我们曾经就这一问

题和已经入系一年的０６级预科四班的留学生进行了交流，希望他们根据自身经历提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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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提高留学生素质教育的设想。在交流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素质教育方面的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见下表：

学生建议开展的有利于素质教育的活动 百分比

举办汉语辩论大赛 ７１．４％

与中国学生开展交流活动（座谈、联欢等） ７１．４％

举办汉语知识竞赛 ５０．０％

利用假期进行社会调查 ４２．９％

看课外书，举行读书报告会 ４２．９％

参加中国学生的社团活动 ４２．９％

举办汉语朗读比赛 ３５．７％

在中国，利用假期做短期工作，增加工作阅历 ３５．７％

听中国文化讲座 ３５．７％

举办中华才艺大赛（书法、唱歌、舞蹈、手工制作等） ２８．６％

每周看跟中国文化有关的节目 ２８．６％

办学生刊物或网站（语言类、生活常识类、文化类等） １４．３％

　　根据调查表显示的数据，我们可以将学生的建议归纳为以下几点：
１．希望举办各类语言竞赛活动，进一步训练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如举办汉语辩论大

赛（７１．４％）、汉语知识竞赛（５０％）、汉语朗读比赛（３５．７％）等等。
２．希望增加语言实践活动的机会，在实践活动中运用所学语言与文化知识，如与中国

学生开展交流活动（７１．４％）、利用假期进行社会调查（４２．９％）、利用假期做短期工作
（３５．７％）等等。
３．希望提高动手能力，如举办中华才艺大赛（２８．６％）、办学生刊物或网站（１４．３％）

等等，这类活动开展起来有较大的难度，因此百分比较低。但是学生能够提出如此建议，

表明学生有提高动手能力的需求。

４．希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了解专业知识以外的各类知识，如看课外书，举行读书报
告会（４２．９％）、听中国文化讲座（３５．７％）、每周看跟中国文化有关的节目（２８．６％）等等。

在留学生中开展素质教育，留学生是活动的主体，因此，我们必须多听听他们的声音，

尊重他们的合理建议。学生的建议应当成为我们选择教育途径的重要因素。当我们的素

质教育与学生的需求相吻合，学生就会有更高的积极性参与，从而发挥自身的潜力，施展

个人的创造。他们的自主性也可以得到极大的体现。

注释

①引自浙江大学本科招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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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转引自《世界著名科学家演说精粹》，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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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北大预科入系学生素质教育追踪调查（２００８年６月）
一、在预科教育阶段，你认为以下教育管理制度及措施对提高你的素质：

序

号
项　　目

有很大

帮助

有一些

帮助

帮助

很少

没有

帮助

１ 严格的考勤管理制度

２ 确定主班老师，加强对学生的管理

３ 要求各门课程平均分数达到一定要求，均衡发展

４ 要求ＨＳＫ成绩达到一定标准
５ 要求作文成绩达到一定水平

６ 实行月考制度

７ 每年举办文化节，进行国际性的文化交流

８ 参观中国名胜古迹，进行文化考察

９ 京郊教学实习活动

１０ 汉语演讲比赛

二、在预科教育阶段，你认为以下教学活动对提高你的素质：

序

号
项　　目

有很大

帮助

有一些

帮助

帮助

很少

没有

帮助

１ 制定个人学习计划

２ 课堂分组讨论，选定发言人

３ 根据课文内容进行个人社会调查，并在班里汇报

４ 组织课堂辩论

５ 根据课文要求进行课堂表演

６ 让学生了解中华才艺，并学会表演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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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预科教育阶段，你认为增加哪些活动能提高你的素质能力？

序号 项　　目 选择（∨）

１ 举办汉语知识竞赛

２ 举办汉语朗读比赛

３ 举办汉语辩论大赛

４ 举办中华才艺大赛（书法、唱歌、舞蹈、手工制作等）

５ 利用假期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状况）

６ 办学生刊物或网站（语言类、生活常识类、文化类等）

７ 在中国，利用假期做短期工作，增加工作阅历

８ 与中国学生开展交流活动（座谈、联欢等）

９ 增加选修课（数学、中国历史、中国概况、中国文化、中国政治等）

１０ 开设专业汉语课

１１ 听中国文化讲座

１２ 每周看一次跟中国文化有关的节目

１３ 举办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赛

１４ 看课外书，举办读书报告会

１５ 参加中国学生的社团活动

（董琳莉　刘德联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

）

国家汉办２００８马来西亚汉语教师研修班
在厦门大学顺利举办

经过四周紧张而又愉快的学习，由国家汉办主办、厦门大选海外教育学院承办的

２００８马来西亚汉语教师来华研修班在厦门大学圆满完成培训任务。结业典礼于１２月１６
日在海外教育学院办公楼会议室举行，海外教育学院领导郑通涛院长和学院党总支书记

曾坤瑜女士和任课教师参加结业仪式。

仪式在担任本次培训任务的主讲老师张桃老师主持，郑通涛院长首先代表海外教育

学院对马来西亚班学员顺利完成培训表示祝贺，并祝愿学员们回国后工作顺利、家庭幸

福；接着曾坤瑜书记代表国家汉办致词，希望学员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能活学活用在培训中

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为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作贡献；教师代表卢伟教授和学员代表林毓聪

先生也分别发言。最后郑通涛院长和曾坤瑜书记分别向学员们颁发结业证书和纪念品并

与全体师生合影留念。

（王碧华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７１·



《海外华文教育》２００９年第１期（总第５０期）

语素教学　授之以渔
———中高级听力词汇教学及教材编写探索

?■

么书君

提要　中高级听力教学的最终目标不是听几十篇课文、学几百个生词，而是通过
教学使学生变死记硬背生词为理解、领悟，教会他们在具体情境中理解汉语，最终用

汉语母语者领会汉语的办法学习汉语，逐渐具备活用目标语言的能力。在中高级听

力词汇教学及教材编写中突出语素构词规律，引导学生认识汉语语素与词汇意义上

的联系，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中高级听力　词汇　理解　领悟　情境

长久以来，汉字难学、词汇量偏低、进入中级水平以后词汇量增加速度明显趋缓一直

是汉语学习者的学习障碍。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汉语学习者词汇量严重不足已成为对外

汉语教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怎样根据汉语的特点进行词汇教学，以帮助学生积累词汇，

迅速扩大词汇量，是广大对外汉语教师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深

入的研究和有益的探索，本文欲就此从教学思路、词汇教学模式及教材编写几方面提出一

些设想，以求方家指正。

一　教学思路

（一）对外汉语教学现状

一直以来，对外汉语生词教学主要依赖翻译法，学生记忆汉语词汇采用了一个一个整

体记忆的方式。这一方法的直接弊端是，学生不知道以单个汉字（语素）为基础可以层层

构词，他们不了解汉字（语素）与词汇之间存在着理据性。我们的教材也没有力图“通过

字与字的组合，让学生在学会一个一个词语的同时，学会词语的组合原则和掌握语义的聚

合群，在有限的汉字的基础上进行开放式扩展词语的能力，以及能动地把握汉语语义的能

力”（王若江 ２０００），其结果是学生不能将汉字的意思与词汇的意思联系起来，对词汇不
能由理解到领悟，最终达到灵活运用；而是死记硬背，造成学生学习效率低下，词汇量增长

速度缓慢，进而影响了交际能力的提高。我们曾对２５名ＨＳＫ已达到６～７级的韩国留学
生进行过调查：学习汉语的时间中大约百分之多少用于记忆生词？２５名学生中一人用
５０％的时间记忆生词，是花费时间最少的一个。最多的则用８０％的时间记忆生词。多数
学生用７０％的时间记忆生词。即使如此，这２５名学生词汇量仍不理想。我们一直把韩
国学生划归汉字圈，认为他们在汉字问题上困难相对较小。韩国学生尚且如此，非汉字圈

学生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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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学者提出语素教学是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基础，并介绍了字本位教学的成功

经验（张朋朋 １９９２，贾颖 ２００１），有人提出字词直通，字词同步的教学模式（李芳杰

１９９９），有人提出语素教学的构想（吕文华２０００，王周炎 卿雪华２００４），有人提出语素扩展
法（肖贤彬 ２００２），有人建议从总体设计入手，强化词汇教学，淡化句法教学，使学生经过
四个学期的学习掌握 ２００００个词语，语法点的学习也会相应地变得少而精（杨惠元

２００３）。
不少教师已经意识到，汉语的独特之处在于汉字（语素）在汉语构词中的重要性，如

果我们能让学生多了解一些汉字与汉语词汇之间的关系、汉语构词知识及规律，不但能使

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学习效率，还会使学生在汉语学习中终生受益。因而，有教师在词汇

教学中有意识地把这方面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这种传授还是零星的，缺乏系统性。

（二）教学中突出语素意识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对外汉语教学中突出语素意识是必要的。首先，多数语素和汉字是一对一的关系。

汉语词汇在语义构成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即不少词的意义都与其构词字（语素）的意思有

不同程度的关联（郭胜春 ２００４）。字（语素）义按一定的语法关系加合起来就是词义这一
汉语母语者认为显而易见的“理据”，对于留学生来讲理解起来并不容易，因为留学生积

累词汇的过程迥异于汉语母语者。汉语母语者有一本数量足够的“心理词典”，也具备从

词汇中离析出字（语素）义进而任意构词的能力，留学生则不具备这样的“词典”和能力。

有调查显示，即使是词义等于语素义直接加合的加合型生词，例如“早春”，留学生中也有

人理解为“春天的早晨”（郭胜春 ２００４）。因为汉语中普遍存在着“一字多素”及“一素多
字”的现象。即使作出这一错误理解也还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留学生已经有了较强的

“语素意识”，否则，连这样的错误理解也做不到。其次，汉语同形字词多，例如“他脾气真

强”；汉语虚词数量众多；基础汉语字词义项多而复杂，这些因素都是留学生学习和理解

词语中的困难（李绍林２００７）。
但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突出语素意识也还是可行的。首先，中高级水平留学生毕竟已

经具有了初步的，或称一定的语素意识（郭胜春 ２００４，张和生２００６）；中高级水平留学生
虽然不像汉语母语者，有一个系统的词库———心理词库，但他们汉语学习中，大脑中也积

累了一定数量的汉字、词汇，只是这些汉字、词汇是以零散的、不系统的形态存在着（王又

民２００２）。其次，从学习者角度说，我们的教学对象是成年人，他们善于联想（张和生
２００６），和儿童相比，他们分析的意识和能力强，更注重学习方法，更希望找到规律（李大
遂２００７）。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设想，在学生已经具有了朦胧的语素意识，已经有了“心理
词典”———虽然它们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只存有一定数量的词汇，教学中我们给予学生

这方面的语言知识，使学生重新审视他们心理词典中一个一个整体记忆下来的词汇；同时

在交际中，根据交际环境，离析他们心理词典中词汇的语素义，整合成符合交际场景的新

词，从而回归到符合汉语本来面目的词汇理解的轨道上来，这在理论和实践上应该是可行

的。这就是我们设想的在中高级听力教学中，根据具体情境，从对汉语语素义的离析到对

重新组合的新词的理解，使学习者达到对汉语构词方法的领悟，最终具备汉语母语者理解

汉语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留学生最终词汇学习不是靠“记忆”，而是靠“理解”，因

为汉语词汇记是记不过来的，就算把一本《现代汉语词典》都背下来也不行，比如“足不出

户”、“日日无休”词典中就没有，留学生只有具备了汉语母语者理解汉语词汇的能力，才

能独立解决语言中的问题，达到活用目标语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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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词汇教学模式

（一）课前准备

首先，用举例的方法说明汉字可层层构词的特点，以“水”为例，可以组成“水草、水

库、水鸟、水牛、水球（比赛）、水坝、水土流失、水产品、水上人家、泪水、茶水、口水、矿泉

水、自来水、药水、墨水”等。这些词汇中，“水”字有在前、在后两种位置，这点学生能够意

识到。同时，以上词汇“水”以外的汉字也是学生十分熟悉的，教师慢慢读，学生就会不断

点头，表示懂了，也就是说，这些词即使没有情境句，学生也基本可以理解，并与正确的汉

字对应。

以上词汇已然涉及到了《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三个义项，学生虽然没有义项的概念，

仍然不是不可以理解。理解了就达到目的了。

继而对“水源、水温、水饺、水火无情、水火不相容、水运”等词采用设计情境句的方

式，即让每个词汇都处于有助于学生理解的情境句中，例如“冬天，游泳池的水温很重要，

太凉、太热游泳都不舒服”，有了情境的提示，学生自然明白“水温”就是“水的温度”，当然

也会知道是哪两个汉字。这类词汇是学生不容易一下想到是哪两个汉字的词汇。

第三，告诉学生，学习生词的时候应该尽量弄清楚汉字的基本意思，当这个汉字出现

在其他词语中时，根据情境句，充分发挥你的联想能力，也许那个新词对于你并不是生词。

例如“举世闻名”，其中“举”的意思是“全”，“举世闻名”是说“全世界都知道，形容非常有

名”。学生听到“举”的意思是“全”会感到很意外，都会去翻词典，当发现确实如此时，他

们会重新思考“举世闻名”这个词的意思与每个汉字之间的关系，而这就是我们说的“理

据”。进而举例：“春节这几天，飞机场真忙，净是举家出游的”，“举家出游”这个词，学生

顺理成章就能理解了。

第四，中国人对于汉语词汇不采取记忆的方法，而是采用理解的方式，因为除极少数

情况，每个汉字都有它自己的意思，很多情况下，这个字与其他字组合成词的时候，它的意

思是稳定不变的，况且我们生活中常能碰到词典中查不到的词汇，例如“商机”，词典上没

有，但是如果它出现在有助于理解的情境句中，正确理解它的意思并不困难，因此对于生

词，最好的办法不是记忆，而是根据语句，充分发挥联想能力去理解。

当然，这个办法并不能解决汉语所有词汇的问题，有的词的意思并不是两个、三个汉

字的意思相加的结果，比如“他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水中，救起了落水儿童”，句子中的“安

危”就是“危险”的意思，相同的还有我们熟悉的 “忘记”，就是“忘”的意思。而“酸甜苦

辣”常常不表示味道，而是用作比喻。尽管如此，尽可能多地掌握字义，用推而广之的办

法，还是能解决不少问题。

课前准备主要是阐明汉字与汉语词汇的构成特点，突出汉语语素构词的基本规律，引

导学生注意汉字（语素）与汉语词汇意义上的联系，即，汉语的理据性特点。

（二）生词处理

生词处理的办法是，在情境句中引导学生理解生词的意思，进而加深对汉字（语素）

与汉语词汇构成特点的理解。以《发展汉语中级听力》（上）第２１课《人口老龄化的危机》
中的生词为例，生词表中共有１１个生词：“老龄化、预算、加速、下降、死亡、寿命、行列、呈
现、先老后富、子孙、负担”。教学中，除了“行列、呈现、负担”以外，其他词汇都可以设计

情境句，学生结合情境句理解词汇。

对词义理解之后，我们希望学生能逐渐将词汇与汉字对号，即，写出这个词汇的汉字

·０２·



或者说出它是哪几个汉字。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先老后富”，情境句为“……中国

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老龄化程度已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表现出了

先老后富的特征”，有的学生会把“先老后富”写成“先老后福”，应该说学生即使错，错得

也有些道理，学生的思路还是有理据的，只是理据缺乏与情境句的联系，这时可以根据情

境句具体讲解为什么是“富”而不应是“福”。

实际上，每一课生词表中都有一部分生词，学生是可以根据情境句自己去理解，进而

与正确的汉字对应起来的。

三　教材编写探索

为体现以上教学思路，实现汉语语素构词的词汇教学模式，我们在《汉语高级听力教

程》（暂用名，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编写中尝试对练习编写及生词注释作出如下设

计：

（一）“词语链”的设计

“词语链”中的每个语段都包含课文中一个或几个生词（《汉语高级听力教程》将《汉

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丁级词和超纲词计为生词），这些生词没有列入生词

表，而是编写一情境句，生词出现在情境句中，学生可以根据情境句提供的完整语义，理解

生词的意思。例如：

（１）禁区：
哎，别进，你看这儿写着呢，“更衣室”，这儿是人家女同学换衣服的地方，对你我是禁

区。

（２）币：（货币，钱币，造币厂，纸币，硬币，人民币，外币，真币，假币，纪念币）
货币、钱币说的都是钱，“币”的意思也是“钱”，你听说过“造币厂”吗？你能猜出造

币厂是干什么的工厂吗？

带“币”的词很多，我们常说的有纸币、硬币、人民币、外币、真币、假币、纪念币。

（３）酸甜苦辣
他有过成功，有过失败；经历过痛苦、失望，也得到过幸福、快乐，可以说，他尝尽了人

生的酸甜苦辣。

（１）中的生词是“禁区”（丁级词），“更衣室”学生可能也不懂，但句中对“更衣室”也
作了语义提示，听了这个句子，最理想的教学效果是，学生能够回答以下问题：

１、这句话有可能在什么地方说？
２、“禁区”是什么意思？是哪两个字？
３、“更衣室”是什么地方？
（２）中的生词是“币”（丁级词），语段中带出了一串带有“币”的词语，而这些词语对

于留学生来说是可理解的，这样可以让学生对“币”的构词能力有所了解，对汉语构词方

式有所领悟。听了例（２），最理想的教学效果是，学生能够回答以下问题：
１、什么是“纸币”？什么是“硬币”？是哪两个汉字？
２、什么是“真币”？什么是“假币”？汉字怎么写？
３、你还能说出带“币”的词吗？
４、“造币厂”是什么？汉字怎么写？
（３）中的生词是“酸甜苦辣”，是词语的比喻义，听了这个句子，最理想的教学效果是，

学生能够回答“酸甜苦辣”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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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词语链”中的生词，我认为着重在学生能根据情境句理解它，而不在于给它一

个准确的解释，因此，针对“词语链”中生词练习的设计，可以是让学生说出同义词、近义

词或反义词，也可以设计如上的问题。但是可能的话，尽可能地让学生写出与词汇对应的

汉字是最理想的，因为这是保证学生从形、音、义方面对词汇进行深化理解的好方法。

（二）生词注释

１、某些词先释个别字义，再释词义
为便于学生从词汇的字义理解整个词义，教材生词表中对一些词汇中某个字的意思

做了注释，之后再注释整个词汇的意思，这样的词汇成语居多。如“口诛笔伐”、“无独有

偶”、“当务之急”，就是先对有下划线的字进行注释，之后再对整个成语的意思进行解释，

目的是帮助学生通过对汉字意思的理解，进而理解整个词汇，而不是死记硬背单词。

２、“词汇串”的设计
在生词表中，除了对生词释义外，在后面的括弧中列出本词汇汉字同一语素义构成的

其他词汇。例如：

（４）摊商　（名）　ｔāｎｓｈāｎɡ
摆摊卖东西的人。（摊：菜摊，水果摊，摊主；商：商人）

（５）联想　（动）　ｌｉáｎｘｉǎｎɡ
由某人、某事或某一想法而想到其他的人、事或想法。



还有待于在教学中进一步完善。

这一尝试的目的为以下三点：（１）在学生具有了一定数量的词汇积累以后，引导他们
认识汉语以字（语素）为单位层层构词的特点。（２）引导学生重新审视、了解汉语构词的
理据性特点，并逐渐改变留学生对生词整体、记死记硬背的办法，促使学生建立依情境理

解汉语词汇的能力，使其对生词的学习回归到根据汉语特点由理解到领悟的轨道上来，而

这正是汉语母语者对付汉语的办法。（３）轻语法，重情境是中高级听力词汇教学的主导
思想，希望留学生不要见到汉语，脑子里浮现出的就是语法，就是规则，既而就是语法分

析，而是给学生提供充足的情境，使学生根据情境进行词义理解、语义判断，通过大量的语

言输入增强学生的语感。

我们希望学生的学习轨迹是，学会在自己的心理词典中离析出字（语素）义；能够在

语境中理解由熟悉的汉字组合成的新词；最终具备汉语母语者理解汉语的能力，活用目标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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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定兼语的“有”字句句法、

语义及语用分析

夏秀文

提要　目前现代汉语学界认为，汉语中有一种很强的趋向，让主语表示已知的、
确定的事物，而让宾语去表示不确定的事物。但是在报纸、杂志、词典等中也有很多

带有定兼语的例子，本文主要讨论了带有定兼语的“有”字句在语法、语义、语用等方

面的特点，以此来较为全面的回答《现代汉语》教材中提出的一个问题。

关键词　有定　兼语　“有”字句　句法　语义　语用

引　　言

本文问题的提出来源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写的《现代汉语》教材（商

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在书中Ｐ３５０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说‘有人来了’‘有一个
人走过来了’，但不能说‘有那个人来了’，‘有小张走过来了’，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

通常的解释是汉语“有一种强烈的趋势，主语所指的事物是有定的，宾语所指的事物是无

定的”（赵元任）。但是这个答案并不能细致地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想到“请小张来

吃饭”，“扶那个人过马路”是可以说的，那么是不是因为“有”字句都不能带有定的兼语成

分呢？①还是因为后面是趋向动词？是不是“有”字句带无定兼语成分不受限制呢？本文

通过检索语料库以及《动词用法词典》（孟琮等编著）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　有定和无定

“有定”和“无定”这两个概念来自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传统语法常常使用，指称修饰

名词的冠词的一种功能。随着语言研究的发展，这对概念的使用范围已经扩大，主要用来

指称名词的句法语义特征，它是一种由内到外的研究思路的体现。“有定”和“无定”都是

相对于“有指”（“有指”是指名词性成分的表现对象是话语中的某个实体）的成分来说

的。

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有定”和“无定”：从语用学角度来看，“有定”是说话人

假设听话人知道所谈及的对象，“无定”是指听话人未必知道说话人所谈及的对象；从类

型学的角度来看，普通语言学中的“有定性”是指人的大脑尝试在一个语言形式和所指对

象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认知角度来看，构成“有定性”概念的核心要素为，指明一个认知域

中的一些成员。从数学的角度来看，“认知域”就是“集合”，“成员”就是“元素”，那么“有

定性”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确立一个集合中的一些元素”。通俗地讲，有定性就是

指明一个大范围中的一些特定个体。“有定”和“类属”之间具有一种不相容性，这点很能

说明其概念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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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中表示有定名词的方法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一是用单个的专有名词，如小张、

毛泽东等；二是用人称代词，如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三是用指示代词，如这个、那

个、这些、那些；四是用多个修饰语来表示有定的成分，如首都医院血液组一位姓侯的女医

生、我们班那位北京来的女同学。

二　带有定兼语的动词

在《动词用法词典》中共列举了１７０多个动词可以带兼语，有“安排他住楼房”、“很叫
妈妈伤心”、“拉我下水”、“升你为总工程师”、“招待你们吃饺子”等等，其中有１１０多个
以人称代词（即有定成分）为例———也就是说，现代汉语中能带兼语的动词绝大多数都可

以带有定的成分，而且带有定的兼语比带无定的兼语要为普遍（词典中所举的例子通常

应该是最典型、最常用的），比如更常说的是“选小王当班长”、“娶她作妻子”、“分配小李

到新疆”，而不是“选一个人当班长”、“娶一个人做妻子”、“分配一个人到新疆”，后者多

数需要有上下文才可以出现，其他没有以有定兼语为例的词也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也

就是说，现代汉语中能带兼语的动词大多数情况下是带有定兼语，而且可以说几乎所有的

动词都能带有定兼语。

三　带兼语的“有”字句

（一）带无定兼语

我们这里所说的“有”字句是狭义的，它是指动词“有”作谓语中心词的句子。典型的

“有”字句可以分为“前段名词 ＋中段“有”＋后段名词”。“有”与大多数动词不同，主要
接无定的兼语成分，如“屋里有人说话、河面上有几条小船开过来了、我有一个同学会弹

钢琴”（《现代汉语八百词》），“可以说‘有人来了’‘有一个人走过来了’，但不能说‘有那

个人来了’‘有小张走过来了’”，“有”带无定兼语非常自由：①兼语之后可以出现各类动
词，如有一个人会做这种衣服（能愿动词）、有条船准备起航了（名动词）、有人来了（趋向

动词、不及物动词）……②“有”前可以加各种修饰成分，如最常见的是加“没”变为否定，
如“没有一个人动心”；还可以加“还”表示更进一步，如“还有很多衣服没有卖出去”；或

者前面加状语，如“在十全县没有一个领导贪污受贿”；或者加动词，“能有一个人懂电脑

就好了”③前段名词经常省略，它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充当句子中的成分或者作为复句
中的一个分句，比如“有个小孩失踪了”、“我听说班里有个同学结婚了”、“有一个人不承

认，这件事就很难解决”。④兼语之后的动词可以用简单形式，也可以用复杂形式，如“有
一个青年笑了”、“有一个女青年笑得直不起腰来”。

（二）带有定兼语

“有”带有定兼语不象带无定兼语那样自由，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带有定兼

语，下面分别从结构、语义、语用的角度来考察“有”带有定兼语的不同情况。

１、句法分析（结构类型）
典型的“有”字兼语句包括前段词（Ａ段）＋中段“有”＋兼语成分（Ｂ段）＋后段谓词

（Ｃ段），我们就分别按照Ａ、Ｂ、Ｃ三段的不同，把带有定兼语的“有”字句分成各种不同的
类型。

首先，从前段词的角度可以把其分成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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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般名词（或代词）＋有＋Ｂ＋Ｃ，如：
①我有班长照顾，你们就放心吧。

（２）处所词（或时间词）②＋有＋Ｂ＋Ｃ，这一类在“有”字兼语句中较多，如：
②学人书店有那本《音系学基础》还没有卖完。

（３）动词＋有＋Ｂ＋Ｃ，如：
③打篮球有高个儿王明上场就一定会赢。

（４）（空）＋有＋Ｂ＋Ｃ，有定兼语“有”字句更多的情况是省略前段词，成为无主句。
比如：

④有这么一件事最能集中体现了刘贤木敢于“实事求是，富民强市的精神面貌。
从以上可以看出，名词、代词以及动词都可以做有定兼语“有”字句的前段词，也可以

没有前段词，其中名词类中的处所词和时间词最常见。

其次，按照所带兼语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

（１）Ａ＋有＋专有名词＋Ｃ，如：
⑤这几年有毛主席领着大伙儿，人好象都变了，谁喝我一碗热茶，都必须说声谢

谢…… （《老舍作品选》）

（２）Ａ＋有＋人称代词＋Ｃ，如：
⑥前面的事归他，后面的事不是还有我帮助你吗？（《老舍剧作选》）

（３）Ａ＋有＋指示代词＋Ｃ，如：
⑦别怪你爸爸，他爱你、你妈妈，他不能没有这个家再活下去。

（４）Ａ＋有＋数量词＋Ｃ，如：
⑧有这１８万垫底，加上已有的一部分赞助，再找个便宜点的饭店，也过得去了。

（５）Ａ＋有＋多个修饰语＋名词＋Ｃ，如：
⑨有一艘英国建造的远洋货运帆船今年１０月份将开始使用了。

总之，有定兼语“有”字句中的宾语可以是代词、数量词或多个修饰语加名词，都是体

词性成分。

再次，按照后段词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句式：

（１）Ａ＋有＋Ｂ＋形容词（词组），如：
⑩这部电影里有位姓朴的女主角很善良。

（２）Ａ＋有＋Ｂ＋动词（词组），这类句式最为普遍，如：
瑏瑡有我保护你，不用怕。

（３）Ａ＋有＋Ｂ＋主谓结构，如：
瑏瑢他们班有这么一个眼睛大大的女孩考试总是第一名。

有定兼语“有”字句的谓词以动词（词组）为最常见，也可以用形容词或者是主谓结构

等谓词性成分。

最后，按其修饰成分、在句中的位置不同，有定的“有”字兼语句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情况：

（１）能愿动词＋有字兼语句，也就是“有”字句整体上来充当句子中的一个成分。如：
瑏瑣落实教师法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好典型树立起来就好了。

（２）时间、范围等副词（又、也、只、唯、还、仅、再、更等）＋有字兼语句，副词修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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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的时候就可以比较自由地带有定宾语，其中“只有”已经凝固为一个连词，但仍然可

以看到“有”字句的痕迹，很广泛地应用于这类句式当中。如：

瑏瑤只有他爱人才最了解他的脾气。（《现代汉语八百词》）
瑏瑥……还有那倾注了大量心血的考察计划、研究课题等技术资料，一并沉入海

底。

瑏瑦但仅有这一条是不够的，承担者只承担了经营的部分风险……
（３）有字兼语句＋分句，这一特点蔡玮先生在《带定指兼语的“有”字句》一文中进行

了详细考察，“有”字句可以存在于因果、假设、条件、并列、转折等各种复句当中。如：

瑏瑧有他们管着我这个冷头崽，不会出事故。（《老舍剧作选》）———因果复句
瑏瑨只要有你健在，我们总可以从绝处杀开一条生路出来的。（《阳翰生作品

选》）———条件复句

（４）分句＋有字兼语句，如：
瑏瑩前面的事归他，后面的事不是还有我帮助你吗？（《老舍剧作选》）———并列复

句

瑐瑠他没有熬过这一关，虽然有这样的欲望支撑着。———转折复句
分析得出，有定兼语“有”字句在复句中可以放在第一分句，也可以放在第二分句。

在句子中，它们之前可以有能愿动词、时间、范围副词等修饰语。

以上是从结构上来对带有定兼语的“有”字句进行了分类。其中这四种分类之间自

然有交叉，为了避免混淆，没有把它们归在一起。需要注意的是要把“有”字兼语句与连

动句、有＋宾语作主语的句子区别开来，尽管从结构上三者看起来很相象。比如：“有这
么高的学历不是一件坏事”、“有这种性格是说得通的”是述宾结构作主语，“有我你就放

心吧”、“有小张一定会按时完成任务的”是连动句。

２、语义分析
“有”是一个二价动词，它的语义结构为“起事 ＋有 ＋止事”。起事可以分为：①表事

物②表处所③表时间。止事可以分为：①表示物（回答“谁”或“有什么”）②表事件③表
情态④表数量。“有”字句的语义类型主要有：表领属、领有、存在、发生、数量及列举等。
有定的有字兼语句可以表示哪些语义类型呢？

（１）表存在：处所词和时间词以及时间、范围副词和表示范围的状语等经常出现在这
类句式当中，因此它们表存在的居多。如：

瑐瑡在高科技领域能有这样一个企业，是我们云南人的骄傲。
（２）表列举：在指示代词做兼语的句式中有很多提示下文，表示列举的例子。如：
瑐瑢毛致用在发言指出，回顾的年来我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这么五个方面

是值得总结和肯定的：一是积极全面贯彻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

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二是从我们江西实际出发，大力进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

整；三是下决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四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

针，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五是全省上下团结一心，真抓实

干，形成了合力。

瑐瑣我想，至少有这么一些工作摆在我们面前：一……
（３）表事件发生的原因、条件，事件的并列、转折等。这种“有”字句通常存在于前面

·７２·



提到的各种复句或特定的语境当中。比如前面在讲“有 ＋分句”当中举到的各个例子，再
有

瑐瑤要是没有你在背后摇鹅毛扇，唆使她，她敢？（《丁玲戏剧集》）————表条件
瑐瑥里头有我伺候老爷，外面换个年轻的，用起来也省力。（《李健吾剧作

选》）———表并列

（４）句式中Ｃ段补充说明Ｂ段，比如：
瑐瑦有这样一个生产企业，抱着到期货市场卖现货的目的进入期货市场，不分析价

格趋势。

瑐瑧程学民有这个人，是吉林人，研究生，今年已经毕业了。
有定兼语“有”字句在语义上可以表存在、表列举，用在复句中可以表示事件发生的

原因、条件，事件的并列或转折等，“有”字句中结构的Ｃ段可以补充说明Ｂ段。
３、语用分析

下面从语境的角度考察这种句式重要出现在哪种场合：

（１）用于复句中的一个分句，前面已有叙述，不再重复。
（２）用在特定的语境当中，这一点蔡玮先生有过论述，他举例如：
瑐瑨小弟，你请放心，一切后果有我做姐姐的担待。（郭沫若《南冠草》）

把这句话前后联系起来，实际上相当于因果复句，如果缺少了前一句，后一句就很难

成立。再如：

瑐瑩金姑：我上不了树。高振义：有我托着你。（《李健吾作品选》）
这句由于上下文的语境具有了隐含意义“你上得了树”。

（３）用于副词之后使用起来比较自由（前面已有叙述，不再赘述）。比如：
瑑瑠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奏出一曲节奏和谐、优美、动人的交响诗。
瑑瑡但仅有这一客观条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大力加强发票的核查工作。

研究发现，带定指兼语的“有”字句主要起到下面的几个作用：

（１）用于引出下文，有引进介绍的作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兼语为指示代词的句式
当中，，比如：瑑瑢有这么两件小事可以看到新时代企业家的追求和博大的胸襟———一是
……，二……。

（２）重复上文提到过的内容，这一点同样体现在指示代词做兼语的句式中。比如：
瑑瑣其实，财产权的约束是最终的约束，没有这个约束是不行的。
瑑瑤有前面说的这两个事例足以说明问题。

（３）叙述在某一时间、地点或领域里事物的性质、状态等。比如：
瑑瑥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一条小巷里，有这么一尊半米高的铜像，是比利时雕塑大

师捷罗姆·杜克恩诺于１６１９年雕塑的。
瑑瑦王占的眼睛为之一亮：“在积极解决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落实《教师法》的时

候，能有这样一个好典型，有说服力啊！”③

由以上的分析也可以看出，除了在语义类型中的第（７）种情况下，带有定兼语的“有”
字句都不能单独出现，或者出现上下文，或者有隐含语境，这是与带无定兼语句子的最大

的区别，需要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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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变换句式类推

“有一个人走过来了”可以通过变换分析为“走过来了一个人”，有字句通常带无定兼

语，由此联想到是不是它的相应的变换式是这样呢？是不是也会象“有”字句一样在有些

情况下可以带有定成分呢。通过初步考察，可以看到趋向动词带宾语通常是无定的，在

《动词用法词典》中，大多数动词＋趋向动词带宾语所举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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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与“通过”的多角度辨析

方清明、

提要　这组近义词客观上存在的众多差异导致了学界目前的研究没能抓住辨析
的重点。本文首先对二者的词性和用法进行了细致分类与统计，进而认为它们最主

要的用法是：“后接处所成分”和充当“介词”，此时，它们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语义方

面。当它们同为动词“后接处所成分”时，“经过”有“路过”之义，呈现出“非空间穿

透性”语义特征；而“通过”则有“穿过”之义，呈现出“空间穿透性”语义特征。当它

们同为“介词”时，“经过”强调“过程性、结果性”语义特征，而“通过”则强调“媒介

性、手段性、目的性”语义特征．最后总结了它们的各种差异。
关键词　经过　通过　辨析　空间穿透性　介词

一　引　　言

“经过”、“通过”都是甲级词，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经常会碰到的一组常用近义词。这

一组近义词的辨析是个重点也是个难点，不少工具书已经或多或少讲到了这两个词的用

法。如：

《现代汉语词典》（２００５）（简称《现汉》）认为“经过”动词用法是“通过（处所、时间、
动作等）”，名词用法为“过程、经历”。“通过”动词用法是“从一端或一侧到另一端或另

一侧；穿过”、“议案等经过法定人数的同意而成立”、“征求有关的人或组织的同意或核

准”。另外，还认为“通过”有介词用法：“以人或事物为媒介或手段而达到某种目的”。

《汉语近义词学习手册》（２００４）认为：１）二者都是动词，也都可以做介词。２）在作动
词时，“经过”表示从某个地方路过。３）作为动词，“经过”还可以表示“经历”的意思。４）
而作为动词的“通过”还可表示考试达标，事情等得到同意或批准等。５）作为动词，“经
过”的否定形式是“不经过”，而“通过”的否定形式是“没（有）通过，未通过、不能通过”。

６）在作介词时，“通过”可以放在的主语前面或者后面，“经过”只能放在主语的前面。
《现汉》用“通过”解释“经过”的动词用法。解释“通过”的第二个义项时也出现了

“经过”字样。显然，这种“以词释词”只注意到“同”而没注意到“异”的方法，在进行近义

词辨析教学时，用处不大。《现汉》还认为“经过”只有动词和名词用法，这显然也把问题

简单化了。专门为教学服务的《汉语近义词学习手册》分析了二者的“同”与“异”，特别

注意到了“异”，多达５条。从客观上讲，这对二者的辨析很有助益，但是这些研究还存有
不足，因为它们都没能从学习者习得的角度考虑。学生学了这两个词以后，会提出类似下

面的问题：“经过火车站”与“通过火车站”都可以说，它们有什么不同？“经过研究，我们

获得了大量有效数据”与“通过研究来获得大量有效数据”也都可以说，它们又有什么不

同？诸如此类的疑问，以上工具书显得无能为力。

更为重要的是，客观事实说明即使是程度较高的外国留学生，他们生成相关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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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上二词的介词性用法仍存在极高的偏误率。而这也恰恰是上述词典所忽视的。如：

（１）经过这次旅游我认识到中国沿海地区跟内陆地区还很有很大的差别。①

（２）比如说，坐飞机去伊朗的时候，认识在贸易公司上班的人，经过他，我知道了很
多的日本的企业在海外做买卖。

（３）经过以上的经历，我还是认为安乐死是可取的。
（４）妻子经过“安乐死”解脱了痛苦。
（５）我觉得经过这样的做法，他们之间会越来越近。
（６）所有的韩国父母都有比较相同的看法，他们小时候不能实现过的愿望，经过他

们的子女来要实现。

（７）当年的流行歌曲是经过收音机和唱片传播的，但现在又有更多的媒体给我们
传播流行歌曲。

以上例句该用“通过”，却误用了“经过”。而下面例句该用“经过”的时候，学生却误

用了“通过”。如：

（８）因为他高中的时候，他是个篮球运动员，他通过了三年的篮球锻炼。最终获得
了非常好的成绩。

（９）如果本人认真选择安乐死的话，提早进行很多准备，通过医者、律师、家里人的
同意等等。

（１０）他们通过了战争，战争以后，吃的、穿的东西很少，应该要节约，可是我们的时
代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不仅没通过战争，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吃

的、穿的东西也很丰富了。

（１１）通过再三考虑，答案是“不知道”。
（１２）要得到第一名，要得到高收入是应该通过痛苦的。
（１３）通过这样的过程以后才能保持自己的健康。
（１４）新的事物产生是要通过一悠久的时间。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经过”与“通过”进行多角度细致地辨析，进而

总结出以供教学之用的简洁规律，以利于学生正确掌握二者的用法。

二　“经过”与“通过”词性异同之比较

（一）“经过”的词性分类

１、与处所词连用时，“经过”是动词，如：
（１５）一天傍晚，女孩在我们舰上吃过饭，回家经过堤上公路。（《空中小姐》）②

２、在句子中作谓语，有“经历、经历过”义时，“经过”是动词，如：
（１６）小孩子没经过事（《我是你爸爸》）
３、处于宾语位置，有“过程”义时，“经过”是名词，如：
（１７）听那几个孩子七嘴八舌地诉说，马林生知道了事情的大致经过。（《我是你爸

爸》）

４、后跟时间词语并有“度过、延续”义，“经过”是动词，如：
（１８）经过这么多年，我看上去是很普通了。（《许爷》）
５、当“经过”在前部句开头，一般后接复杂的名词性成分，这个名词性成分一般由具

有中嵌性质的“的”造成，此时，“经过”为介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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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经过一个多月艰难曲折反复细致的工作，查明以下事实……（《枉然不供》）
（２０）经过筋疲力尽的巡回演出，元旦前夕，我们青面獠牙地回到北京。（《浮出海

面》）

“经过”各种用法的比例有所不同，我们以王朔作品为例做了一个调查，详见表１：
表１：“经过”各种用法的数量分布

总例数
动词性，

后接“处所”

动词性，

表“经历过”

名词性，

表“过程”

动词性，

表“度过”

介词性，

后接名词性成分

１７９ ７２ ２０ ９ ３ ７５

　　从表１可以看出，“经过”后接处所词的用例为７２例，作介词的用例为７５例，共计
１４７例，占总数１７９例的８２％强。因此，这两种用法为“经过”的主要用法。

（二）“通过”的词性分类

１、与处所词连用，“通过”为动词，如：
（２１）潮水般的旅客通过自动走道，从一楼的出口出去。（《空中小姐》）
２、当指“以人或事物为媒介或手段而达到某种目的”时，“通过”为介词，如：
（２２）通过这张照片找到这张照片上领头的那个巡捕的后人（《痴人》）
（２３）通过只言片语可以发现他们对一个人最刻薄的评价就是“假得厉害”。（《我是

你爸爸》）

３、当指“达到或符合某一标准”时，“通过”作动词，如：
（２４）我们都通过了婚前检查，没有遗传病、传染病和其他不能结婚的疾病。（《我是

你爸爸》）

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所有王朔作品中没有发现《现汉》所说“通过”的“议案等经过法

定人数的同意而成立”这个义项的用例。这可能是由于语体差异造成的。众所周知，王

朔作品属于通用语体，而“通过”的该义项非常正式，一般要在法律、条例等正式语体中才

能出现，好在这并不影响本文相关的论述。

“通过”各种用法的比例也有所不同，我们还以王朔作品为例，详见表２：
表２：“通过”各种用法的数量分布

总例数 动词性，后接“处所” 动词性，“达到某一标准” 介词性，后接名词性成分

７０ ２１ １０ ３９

　　从表２可以看出，“通过”后接处所词的用例为２１例，作介词的用例为３９例，共计６０
例，占总数７０例的８６％弱。因此，这两种用法是“通过”的主要用法。

三　“经过”与“通过”加处所成分的异同辨析

虽然“经过”与“通过”都可后加处所成分，但是它们之间往往不能互换。下面例句中

的“经过”不能换成“通过”。

（２５）我强撑着跑了一圈，经过站在树荫下的女人们面前还大声喊了一句。（《过把瘾
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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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两个男人从降下来的电梯间出来，经过沙发圈时看了我们一眼，……（《一半是
火焰，一半是海水》）

（２７）可她已经失去了对我的好奇和兴趣，看到我从窗前经过也不打招呼，继续和那
两个骗子谈笑。（《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以上例句中的处所成分为“女人们面前、沙发圈、窗前”，这些处所成分有一个共同

点，它们本身是一个不具有“空间穿透性”的体。“经过”的语义表现为：只能从这些处所

旁边“绕过或路过”而不能从这些处所中间“穿过”。相反，如果是可以从中“穿过”的处

所成分，我们一般要用“通过”而不能用“经过”，如：

（２８）田野上的风通过窗口吹进来，我感到浑身发酥，肌肉又酸又疼，象是要脱骨。
（《永失我爱》）

（２９）他径直来到车站售票的窗口，求人代买了一张站台票，通过闸门进了候车大厅，
我站在长长的自动扶梯上缓缓升上二楼大厅（《许爷》）

（３０）夏氏父女在远处转弯滑回来，通过慧芳面前的直道，再次转弯，几乎是直对着慧
芳冲过来。（《无人喝彩》）

以上例句中的处所成分别为“窗口、闸门、直道”，这些处所成分也有一个共同点，它

们本身是一个具有“空间穿透性”的体。“通过”的语义表现为：表达从这些处所中间“穿

过”，而不是从旁边“绕过或路过”。“通过”的这种语义可以得到词汇释义的支撑。《现

汉》解释“通过”时的第一个义项为：“从一端或一侧到另一端或另一侧；穿过”，甚至在解

释语素“通”时也用“没有堵塞，可以穿过”。（２００５）例（３０）最能说明问题，我们能说“经
过慧芳面前”不能说“通过慧芳面前”；能说“通过慧芳面前的直道”，但如果说成“经过慧

芳面前的直道”则意思也就变了。其原因就是处所成分“面前”是“非空间穿透性”处所，

一般只与“经过”搭配，而“面前的直道”却是“空间穿透性”处所，与“通过”搭配则最为自

然。

总之，“经过”具有“非空间穿透性”语义特征，而“通过”具有“空间穿透性”语义特

征。沈家煊先生曾说过“通过”是不受阻塞的“经过”（２００４）。下面的示意图可进一步说
明二者的差异。

正因为“经过”与“通过”有着不同的语义特征，我们可以据此把它们所后附的处所词

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非空间穿透性”处所词，如“面前、背后、窗前、屋后”等。第二类为

“空间穿透性”处所词，如“门、走廊、闸门、栅栏门、窗口”等。第三类为二者兼类型。兼类

型是一种“边缘”现象，如：

（３１）他刚经过的地方有一排自动饮水龙头，突突喷着低低水柱如同不规则的心跳。
（《无人喝彩》）

（３１＇

＇

他刚芳过的地方有一 自动饮水龙头， 践喷着低低水 如同 规 的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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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列车通过一个明亮的小站，北京市区的万家灯火遥遥在望。（《浮出水面》）
（３２＇）列车经过一个明亮的小站，北京市区的万家灯火遥遥在望。
虽然存在这种兼类现象，但质言之，句子的意思还是有差别，其主观视点并不一样。

以（３２）（３２＇）为例。（３２）用“通过”，意在说明火车“穿过”小站，强调空间穿透性，而（３２＇）
改用“经过”，只是说明火车途经该小站，有“路过”的性质，不强调空间穿透性。

要特别注意的是，“经过”其实是可以与第二类“空间穿透性”处所词结合的。如“经

过大门”，但这时不论实际上是从大门旁“绕过或路过”，还是从门中间“穿过”，由于受到

“经过”认知图式的制约，“空间穿透性”都只处于隐藏状态。也就是说，此时人们的主观

视点只是凸显整体上的“空间非穿透性”，其“空间穿透性”并不重要。

四　“经过”与“通过”介词用法辨析

（一）“经过”与“通过”介词性虚化程度不同

“由于现代汉语里的介词都是从动词演变来的，大部分介词都还保留着动词的功能”

（朱德熙，１９８２），也就是说现代汉语里的介词大部分都是由动词经过语法化演变而来。
客观上说，介词与动词存在千丝万缕的纠葛，具体到各个介词，其虚化程度有所差异是很

自然的。我们认为“经过”介词性虚化没有“通过”来的彻底，这可以得到形式上的验证。

现实语料证明，“经过”一般不直接带名词形成介词短语，而“通过”则无此限制。如：“通

过电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不能说“经过电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但《现代汉语八百词》

认为“经过”可直接带名词，这与我们的观察到的语言事实不符。该词典举的例句为“经

过这次会议，同志们对分歧消除了”和“经过这道手续后就可以出境”显然“这次会议”和

“这道手续”并不是名词，充其量只能说是名词性成分。

另外，由于“通过”的虚化程度高，因此“通过”做介词时句法位置比较灵活，可以在主

语前，也可以在主语后谓语前。而“经过”只能在主语前。

（二）“经过”与“通过”做介词时的语义差异

关于“经过”与“通过”做介词时的语义差异，彭小川等（２００４）、叶盼云（１９９９）都有较
为深入的研究。“经过”的介词语义表现为“说明一个过程的完结进而使某情况发生变化

或出现了某个结果”，强调“过程性、结果性”。“通过”的介词语义表现为：“以某物为媒

介或手段进而希望达到某种目的”，强调“媒介性、手段性、目的性”等。我们看下面的例

句：

（３３）我们通过谈话来增进互相之间的了解。（彭小川用例）
（３４）我们经过谈话来增进互相之间的了解。
（３５）通过谈话，我们增进了互相之间的了解。（彭小川用例）
（３６）经过谈话，我们增进了互相之间的了解。

例（３３）（３４）中“谈话”只是一种手段，“增进互相之间的了解”是一种“目的”，“目的”一
般是一种未然事件，因此只能用“通过”不能用“经过”。例（３５）（３６）都可以说，但句意有
所不同。（３５）的“谈话”是一种“手段”或者“媒介”，从而达到“互相之间了解”的“目
的”。（３６）中的“谈话”强调是一种“过程”，从而产生了“互相之间了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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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论

“经过”与“通过”的不同点有很多，比如二者做动词时与否定词的搭配问题。《汉语

近义词学习手册》有所提及，认为“经过”的否定形式是“不经过”，而“通过”的否定形式

是“没（有）通过，未通过、不能通过”。我们不拟在这个问题上深究，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

的，“通过”至少还有一种否定形式，那就是“通不过”，这是相对于“通得过”所说的，“经

过”不具备这种用法。

综上，可以把二者的差异总结如下：

表３：“经过”与“通过”相异点

序号 辨析点 经过 通过

１
同为动词，后接处所成分

时的语义差异

“非空间穿透性”，有

“绕过、路过”之义。

“空间穿透性”，有“穿过”

之义。

２ 同为介词，语义差异
强调“过程性”与“结果

性”

强调“媒介性”、“手段

性”、“目的性”

３ 同为介词，形式差异
不能直接带名词，只能

放在主语前

可直接带名词，可放在主

语前也可放在主语后

４ 动词，表“经历” ＋ —

５ 名词，表“过程” ＋ —

６
动词，后加时间性成分，表

“度过”
＋ —

７
动词，指“达到或符合某

一标准”
— ＋

８
动词，指“议案等经过法

定人数的同意而成立”
— ＋

９ 否定形式 较为单一 较为多样

　　“经过”和“通过”这组近义词的差异点实在是太多，所以我们必须抓住它们最为主要
的用法进行辨析。即它们做动词带处所成分，有何区别？它们同为介词时有何区别？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像《汉语近义词学习手册》那样，不分主次地罗列差异点，看

似全面，实则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即使有指导作用，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我们一定要找准

辨析点，不能不分轻重“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注重“同中之异”，更要注重“异”中之“大

异与小异”、“表层差异与深层差异”、“形式差异与语义差异”。只有这样，近义词辨析教

学才能有的放矢，才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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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这些偏误例句来自北京语言大学《ＨＳＫ动态作文语料库》，稍有删改。
②本文的语料来自北京大学汉语研究中心语料库。研究过程中，我们统计了老舍和王朔的作品，结果都
支持本文的相关论述；囿于篇幅，本文只以王朔作品为例，并稍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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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清明　暨南大学文学院

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

）

泰国博仁大学代表团一行访问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６日泰国博仁大学行政管理副校长隆玛妮耶察女亲王、行政副校长助
理丁钟贤先生、中国留学生项目处长助理黄月清女士、国际学院副院长 Ｍｒｓ．ＡｌｉｓａＭａｋｓ
ａｍｐｈａｎ及副校长助理ＢｈｕｂａｔｅＳａｍｕｔａｃｈａｋ一行五人访问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此行主
要是与海外教育学院进一步探讨在教育领域内的合作。海外教育学院郑通涛院长、曾坤

瑜书记等领导和相关教师参加会议。

海外教育学院郑通涛院长和曾坤瑜书记首先向来宾详细介绍了学院的师资、学生等

基本情况，丁钟贤行政副校长助理介绍了泰国博仁大学的情况。泰国博仁大学的酒店旅

游管理专业和国贸专业是该校的优势专业，随后双方就培养人才的合作模式进行磋商。

会谈中，双方就两校合作的具体细节进行细致探讨，深入交换了对专业互派学生交流

学习计划的时间、人数、课程、费用、住宿等问题的意见，就＂３＋１＂和＂１＋３＂以及＂２＋２＂模
式的合作协议计划进行磋商并达成共识，计划签署合作协议；同时也就博仁大学选送高年

级工商管理学生到学院交流学习相关课程，就相关课程设置、学分互换、费用等相关细节

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还探讨建立泰语学习文化中心的可能性，博仁大学一行同时还

对我院的网络教育中心、远程教育及国侨办中国华文教育网课件拍摄基地等很感兴趣，希

望能够扩大与我院的合作范围。

（张　涵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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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相似范围副词的教学

刘建东

提要　范围副词，特别是相似范围副词的教学，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
点，本文拟在大规模语料库的基础上，以现代汉语副词“一律”与“一概”为例加以说

明。通过分析认为：在句法上，两者都可以做状语和定语，而“一律”还可以做谓语；

“一律”可以直接加名词或数量词，而“一概”不能。在语义和语用上，“一概”和“一

律”都表示适用于全体，没有例外，“一律”主要表示主观规定性，而“一概”主要表示

客观陈述性。希望通过对这两个词的辨析，能对相似范围副词的教学，特别是高等和

本科的阅读教学以及ＨＳＫ考试有所帮助。
关键词　相似范围副词　一律　一概　教学

一　绪　　论

近二十年来，副词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张谊生教授出版了《现代汉

语副词研究》，《现代汉语副词探索》等多部专著，对副词的性质，范围和类别等进行了论

述，并且分析了副词充当补语和修饰名词以及重叠和连用等现象，阐释了副词的预设否定

和篇章衔接功能，还分析了副词的虚化发展和生成变化的规律。然而副词的教学，特别是

范围副词的教学却一直是重点和难点。这主要是因为范围副词分类较细，而同类间的差

异难以把握，容易用错。本文拟以“一律”和“一概”为例，来探讨相似范围副词的教学。

“一律”和“一概”不属于甲级词，在初级汉语教学中不会用到。但是，在中高级阅读，

特别是ＨＳＫ考试中它们经常出现，例如：
（１）在如何鉴赏中国绘画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有 的地方。《单项练习第２

套》

Ａ．一律　　　　　Ｂ．一起　　　　　Ｃ．一致　　　　　Ｄ．一色
（２）关于如何学好汉语，我们的看法有 的地方。《模拟练习第２套》
Ａ．一致　　　　　Ｂ．一起　　　　　Ｃ．一概　　　　　Ｄ．一律

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发现对“一律”和“一概”这两个词进行比较的论文，直接进

行辨别的文献有《ＨＳＫ词语用法详解》（黄南松，孙德金 ２０００），《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
湘１９９９）《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汉语同义词词典》（佟慧君，梅立崇），《现代汉语虚
词词典》（候学超）等。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两个词进行了比较，他们的分析有一

定道理，但不够系统和全面，而且不够准确，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

ａ）“一律”既是副词又是形容词，“一概”是副词；两者都表示适用于全体，没有例外。
ｂ）两者都只能用在主语后，“一概”后不能只有一个单音节词，而“一律”后面可以加

单音节词；“一概”后面一般为否定形式或消极意义的动词。

·７３·



ｃ）不同性质的事物多用“一概”，相同事物多用“一律”；对象为人多用“一律”，对象
为物多用“一概”。

ｄ）“一概”和“一律”都概括人或事物的全部范围，而“一律”还强调动作，行为，情况
的一致性。“一概”和“一律”用于通知、规定时，概括事物，可以通用。

ａ）对这两个词的词性进行了规定，并分析了他们的基本语义特征，各文献的说法基
本相同，这也是大家认可的。ｂ）ｃ）是对两者的句法特征作的分析，两者都只能用在主语
后，这点我们没有发现例外；我们在参考的语料中没有发现“一律”带单音节词的例句，只

是在其他文献中找到了１例，而在新闻标题这种特殊语体中“一概 ”后面也可以加单音节

动词。例如：

（３）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
（４）天下文章【一概】抄（《湄洲日报》方金地）
由上可知，这两个词后面加单音节词的用法都是很少的，因此不应把它作为两者的主

要区别之一。

同时，我们也对两个词后加否定形式或消极意义的动词的情况作了统计分析，发现

“一律”后面这种情况有２２８句，占总例句的２６．７％，“一概”后面有６３句，占总例句的
３７．２％，出现的频率略高一些，显然这也不是两者的主要区别。ｃ）对两者所修饰的对象作
了描



概”和“一律”的句子，共计１０１９句，其中包含“一律”的８５０句，包含“一概”的１６９句。另
外，我们还参考了北大语料库和《中国法律法规大全》（ｗｗｗ．ｃｈｎｌａｗ．ｎｅｔ）的部分例句。通
过本文的研究，我们试图弄清“一概”和“一律”的具体用法，并找到两者在语义和语用上

的真正差异，以方便教学。

二　“一律”和“一概”的句法特征的差异

（一）谈到这两个词的句法差别，我们首先考察“一律”和“一概”所作的句法成分。

１、“一概”和“一律”都可以直接充当句子的状语，也可加“地”作状语，其中“一律”作
状语有 ８４５句，约占总例句数的 ９９．２％；“一概”作状语有 １６６句，约占总例句数的

９８．２％，例如：
（６）其实，马华当时的年龄并不大，但所有的学员，无论年龄大小都【一概】称她“马老

师”。（ＺＪＷＺ５２０）
（７）我注意他们的谈话，其中有几个声调几乎雷同，【一概】地说：这些年放松了学习。

（ＺＪＷＺ５０９）
（８）９名学生毕业后，学校保证他们【一律】保送矿十一中就读；根据学生受伤害程

度，学校愿意和家长协商，给予一定的补助性赔偿。（ＺＪＷＺ４８０）
（９）刊物如同老师主编的一般，【一律】地退稿于我。（ＺＪＷＺ０２０）
通过对语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者作状语的情况相当。

２、“一律”还可以做谓语，表示相同，此时是形容词，我们共发现了 ２句，占例句数的
０．２％，例如：

（１０）当时她刚从新疆回来，拿出大约４０幅大小【一律】的作品，多数是画维吾尔族人
生活的水粉画。（ＺＪＷＺ３７６）

本文主要讨论“一律”作副词的用法，而作形容词的用法则不作为重点来讨论。

３、两者都可以作定语，其中“一概”有３句，占例句数的１．８％，“一律”也有３句，占
０．３５％，例如：

（１１）所以这女人，也就只有将【一概】的猜疑【一概】的不安【一概】的委屈和苦恼憋
闷在内心里，夜夜祈祷她的丈夫能靠了自己的理性从婚外恋的泥淖之中自拔出来……

（ＺＪＷＺ１０１）
（１２）从泰山脚下到玉皇顶峰，景区、市区内共２２１６座公厕都奇迹般地改变了模样：

洗手盆、干手器、梳妆镜、通风扇等硬件一应俱全，【一律】的瓷砖铺地，一律的水冲潺潺，

一律的空气清新。（ＲＭＲＢ００１０）
表二　“一律”和“一概”所作句法成分

做状语

例句数

占总例句

数的比例

做定语

例句数

占状语例

句数比例

做谓语

例句数

占状语例

句数比例

一律 ８４５句 约９９．４％ ３句 约０．３５％ ２句 约０．２５％
一概 １６６句 ９８．２％ ３句 约１．８％ ０ ０

注：表二的语料来源于《作家文摘报》和《人民日报》，这里的“总例句数”分别指，“一律”：

８５０句；“一概”：１６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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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上我们把“一律”和“一概”所作句法成分作了比较，下面我们看一下它们后

面所修饰的成分，包括动词，形容词，名词，数量词等，我们将逐一进行分析。

１、先看一下两者带动词的情况：
表三　“一律”和“一概”所带动词的主要形式

Ｖ／不
＋Ｖ

所占

比例

不准／不得／
不许／不予＋Ｖ

所占

比例

取消，

禁止等

所占

比例

介词短

语＋Ｖ
所占

比例

一律 ６０１ ７０．７％ １０６ １２．５％ ５２ ６．２％ ９１句 约１０．６％

一概 １５１ ８９．３％ ９ ５．３％ ２ １．２％ ７句 约４．２％

注：表三的语料来源于《作家文摘报》和《人民日报》，这里的“总例句数”分别指，“一律”：

８５０句；“一概”：１６９句。
通过上表我们发现：“一概”和“一律”所带的动词多为“Ｖ或不＋Ｖ”，例如：
（１３）在这方面我非常佩服启功先生，他就是【一概】不管。（ＺＪＷＺ４６１）
（１４）这件事对荣德生是个深刻的教训，从此以后他建厂安装机器，只要中国人能做

的，就【一律】不请洋人。（ＺＪＷＺ０５５）
通过对（１３）和（１４）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１３）是对客观事实的叙述，（１４）则隐含着

一种对“建厂安装机器”时是否聘请洋人的规定。

除此以外，“一律”后面的核心动词更多的为表示规定的“不”类动词，例如：不许／不
予／不得／不准等，例如：

（１５）今后，凡是没有取得会计从业资格的人员一律不得从事会计工作，各单位也【一
律】不得任用。（ＲＭＲＢ０００６）

通过对（１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是通过“不准”、“不得”这两个规定性词语对
人们的行为进行了规定。

另外“一律”后面还可以带“废除，废止，禁止，实行”等其他规定性词语，例如：

（１６）乌鲁木齐严格控制机动车尾气污染，自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起，全市所有加油站
【一律】禁止销售含铅汽油，改售无铅汽油。（ＲＭＲＢ０００８）

尽管“一概”后面也可以带“不得，不准，取消”等规定性词语，但出现的频率很低，在

我们的语料中只有 ４句，占总例句数的２．４％，例如：
（１７）在国立音专文艺社所编的《音乐杂志》第３期上登了一个由他署名的启示：要求

“投稿以中国人为限”、“曲上【一概】不得具名”，作曲者的姓名及通讯处需“另书一条，用

小封筒密封附缴”。（ＺＪＷＺ３７７）
（１８）据有关人士分析，“禁令”对所有航线票价【一概】不准打折这种行政举措，虽在

短时间内控制了各航空公司间的低价无序竞争，确实也失去了一部分旅游市场。

（ＲＭＲＢ０００４）
我们可以发现在（１７）（１８）中，“一概”并不是直接用于规定，而是对规定引用，解释和

评价。

２、我们来分析一下“一概”和“一律”加形容词的情况。“一概”和“一律”都可以加
·０４·



形容词，其中“一律”后加形容词共有８０句，约占总例句数的９．４％，而且这８０句中有７１
句用的是“平等”，占８８．７５％，经常出现在一系列的规定中。例如：

（１９）股东表决权不是按人数计算，而是贯彻股份平等的原则，每股表决权【一律】平
等。（ＲＭＲＢ０１３８）

（１９）中的“每股表决权【一律】平等”“是一种规定，多出现在一些规定性较强的文件
中。“一概”后加形容词只有２句，约占总例句数的１．２％，例如：

（２０）所以这女人，也就只有将一概的猜疑【一概】的不安【一概】的委屈和苦恼憋闷
在内心里，夜夜祈祷她的丈夫能靠了自己的理性从婚外恋的泥淖之中自拔出来……

（ＺＪＷＺ１０１）
而（２０）中，“一概”后面带的是“委屈和苦恼”等描述人的心理的形容词，整个句子很

明显是对这个女人的心理描写，它常常出现在小说等文学题材中。

３、“一律”可以后加数量词，都是“…折”，共发现了４句，占总例句的０．４７％，“一概”
不可以。例如：

（２１）步行梯口原先写着“孩之宝系列玩具５折优惠”的告示，被翻了过去，变成了“限
时销售，【一律】３折”。（ＺＪＷＺ２４５）

在（２１）中“一律”后面加“…折”，表示的都是对机票等价格所作的规定。
４、“一概”和“一律”都可以加主谓短语，“一律”有１２例，占总例句的１．４％，而“一

概”仅有１例，占总例句的０．５９％，例如：
（２２）三是对演员的要求更为严格，复赛【一律】钢琴伴奏，不用扩音设备，决赛曲目增

多。（ＲＭＲＢ０００６）
（２３）这位女生不是学美术出身，是到了柏林后才开始画的，手生得很，型也抓得不怎

么准。好在西方人【一概】轮廓鲜明突出，容易造型，所以也把这碗饭给混了下来。

（ＺＪＷＺ２２８）
尽管都是叙述，但是在（２２）中“复赛【一律】钢琴伴奏，”是针对复赛的一种要求和规

定，而在（２３）中西方人【一概】轮廓鲜明突出，则是对西方人外表的一种描述。
（三）最后，我们考察一下“一概”和“一律”与“要求，规定，意见，禁忌，禁令，制度，告

示，宣布，指示，规矩，决定，命令”等词连用的情况，通过对语料的分析，我们发现，“一律”

与此类带有主观规定性的词语共同出现的句子有２９５句，占总例句数的３４．７％，而“一
概”只有 ３句，占总例句数的１．７％。例如：

（２４）自从这件事后，露宝定了制度，在微软公司的办公室里，清洁工只能清除垃圾桶
里的东西，其他地方的东西【一律】不准移动。（ＺＪＷＺ３５９）

（２５）他的收藏原则是，只收藏艺术请柬，其他的如会议、开业请柬，【一概】不收。
（ＺＪＷＺ５１８）

三　“一律”和“一概”的语义特征及语用差异

（一）在一些文献材料中提到“一概”和“一律”用于通知、规定时，概括事物，可以通

用，（吕叔湘１９９９佟慧君，梅立崇 ２００２）特别是在《宪法》等法律条文和政治文本中，几乎
找不到“一概”，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大全》（ｗｗｗ．ｃｈｎｌａｗ．ｎｅｔ）：“一律”出现６２３次，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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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只出现１１次。
法律性条文有更强的约束性和规定性，更加正式，而“一律”能在这种环境中出现，也

说明了它本身的规定性比“一概”更强。尽管“一律”也可以用于陈述事实，“一概”也可

以用于规定，但两者在不同语体中出现的频率不同，在真实的语料中表现的很清楚。

（二）“一律”和“一概”在不同的语体中，出现的频率不同，见表四：

表四　“一概”和“一律”在语料中出现的频率

词语 作家文摘 所占比例 人民日报 所占比例

一概 １３０次 ７６．９％ ３９次 ２３．１％

一律 ３２６次 ３８．２％ ５２６次 ６１．８％

注：表四的语料来源于《作家文摘报》和《人民日报》，这里的“总例句数”分别指，“一律”：

８５２句；“一概”：１６９句。
通过表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律”主要用于《人民日报》等新闻语体中，而“一

概”主要用于《作家文摘》等叙述，描写较多的文本中。“一律”和“一概”都可以用于客观

陈述，其中，“一律”的这种用法在我们的语料中共发现了１４４句，占１６．９％，，“一概”有
１６５句，占总例句数的９７．６％；“一律”用于规定的句子有７０６句，占总例句数的８３．１％
“一概”也可用于规定，但出现的机会很少，我们只发现了４句，占２．４％，例如：

（２６）规定还要求大型饭店须辟有吸烟处，凡没有允许吸烟标志的地方，【一概】不许
吸烟。（ＲＭＲＢ０２０８）

“一概”尽管也可以和一些规定性的词语连用，但它多是对这些规定的陈述和解释，

而很少直接规定，多是对规定的一种转述或者解释说明。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律”主要表示主观规定性，而 “一概”主要表示客观陈述

性。

四　相似范围副词的教学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５０００多万字语料中，“一律”出现了８５０次，而“一概”只出现
了１６９次。“一律”的出现频率比“一概”高的多，这说明“一律”的使用更加广泛，频繁。
在句法方面，“一律”既可以作副词又可以作形容词，既可以作状语又可以作谓语和定语，

而“一概”只能作副词，充当句子的状语和定语；两者都可以带动词，既可以直接带动词，

又可以加“地”带动词，加介词短语带动词，但两者所带核心动词的形式有所不同：“一概”

后面的核心动词多为“不＋Ｖ”或“Ｖ”，“一律”后面的核心动词多为“不”类动词或规定性
动词。“一律”后面可以直接带名词或数量词，而“一概”一般不可以。在语义和语用方

面，“一概”和“一律”都表示适用于全体，没有例外，“一律”主要表示主观规定性，而 “一

概”主要表示客观陈述性。

张谊生教授的《现代汉语副词探索》对副词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根据概括范围的性

质和类别，范围副词主要分为三类：统括性范围副词，唯一性范围副词和限定性范围副词。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主要的范围副词有７０个左右，而且多是成组出现，相似性很大，例如：
“全”与“都”，“尽”与“净”，“统统”与“通通”，“举凡”与“但凡”，“凡是”与“是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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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与“一概”，“偏”与“偏偏”，“独”与“独独”以及“大概，大略，大致，大约”等等。这些

词对于留学生来说，难度很大。

因此，在教学中，我们主要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正如以上对“一律”和“一概”的分析

一样，对比它们的句法特征，语义特点以及语用情况。我们不能简单地告诉留学生此类词

的基本意义，而应该告诉他们这些词的搭配，词的前后常与什么词连用，不与什么词连用。

例如：“都，全，尽，净，通，统，共，足，均，全部，统通，统共，总共，一律，一概，一例，一共，一

总，大都，大略，大致，只有，就是，只是，不过，不只，不止”等等主要修饰谓词性词语，而

“凡，大凡，但凡，举凡，凡是，是凡，仅，光，只，就，单，唯，独独，偏偏”等等则主要修饰体词

性成分。只有这样，留学生才能懂得如何去使用，进而掌握范围副词。

注释

１．本文中的符号“ＺＪＷＺ”代表我们使用的语料来源《作家文摘报》，“ＲＭＲＢ”代表我们使用的语料来源
《人民日报》，后面的数字代表的是例句所在的期刊序号。

２．《作家文摘报》的语料范围是２００１年所有文章的内容，《人民日报》的语料范围是２０００年全年的报刊
内容。

参考文献

吕叔湘．爯现代汉语八百词爲牗增订本牘犤Ｍ犦．北京牶商务印书馆牞１９９９．
北京大学中文系１９５５、１９５７级语言班牗１９９６牘牞爯现代汉语虚词例释爲牞北京牶商务印书馆牞１９８２．
胡明扬．爯词类问题考察爲牞北京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牞１９９７．
张　斌．爯现代汉语虚词词典爲犤Ｍ犦．北京牶商务印书馆牞２００１．
陆俭明、马真．爯现代汉语虚词散论爲犤Ｍ犦．北京牶语文出版社牞１９９９．
张谊生．爯现代汉语副词研究爲牞上海牶学林出版社牞２０００．
佟慧君、梅立崇．爯汉语同义词词典爲牞北京牶商务印书馆牞２００２．
韩敬体．爯现代汉语词典

代汉

语词典

．

牶
牞００００

． 牶

９６９６

代汉语虚词词究



《海外华文教育》２００９年第１期（总第５０期）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俗语教学

刘　平

提要　汉语俗语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对外汉语俗语教学的基本目
标是帮助学生理解汉语俗语的意义和文化内涵，并运用所学俗语进行交际。对外汉

语俗语的选择应该遵循三个原则：可理解性原则、实用性原则、避讳原则。对外汉语

俗语教学的方式主要有：集中教学和个别教学；随文教学、随词教学和随机教学。

关键词　对外汉语　俗语教学　基本目标　原则　方式

汉语俗语是汉民族语言智慧的结晶，浓缩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历史文化，

反映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极富表现力而又蕴涵丰富文化的语言形式，汉语俗语教学

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强调对外汉语俗语教学的意义的基础上，阐述了对

外汉语俗语教学的基本目标和俗语选择的原则，介绍了对外汉语俗语教学的常用方式。

一　对外汉语俗语教学的意义和基本目标

对外汉语俗语教学对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具有积极意义。主要可从三方面看：

（一）汉语俗语是外国学生了解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一个窗口，能加深其对中华文化

的了解。

汉语俗语蕴涵丰富，是留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学习者习得了一个俗语，一

般也就理解了该俗语的文化含义。例如，学习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个俗语，学

习者会了解到中华民族面对困难坚韧不拔的乐观精神。学习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

友”，就会对中国人重友情的文化心理有更深刻的理解。无怪乎有的学生在学了几个俗

语后，对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的俗语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主动买课外书自学汉语俗语，俗

语的魅力可想而知。

（二）汉语俗语言简意赅，极富表现力，能激发外国学生的学习、使用兴趣。

俗语具有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极富表现力、口语性、实用性强的特点。因此，便于学

习者轻松而持久地记住和掌握。比如，俗语“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百闻不

如一见”、“有缘千里来相会”、“一口吃成个胖子”、“情人眼里出西施”、“吃着碗里的，看

着锅里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学习者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一旦用到了俗语，就能

增强他们的汉语表现力，赢得中国人的肯定或赞赏，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最终促进双方

的交流和沟通。而这又会进一步给学生带来很大成就感，提高其学习俗语的积极性。

（三）俗语教学也帮助学生巩固词汇语法和修辞等语言知识。

学生掌握了一个俗语，一般对该俗语包含的词汇和语法也掌握得更好。比如：理解了

“远亲不如近邻、百闻不如一见、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对于比较句式的用法就会理解更深

刻；学了“有缘千里来相会”，能巩固汉语紧缩复句的使用知识。学习俗语“笑一笑，十年

·４４·



少；愁一愁，白了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能帮助学生体会

到汉语对偶句的音韵特点。

我们认为，对外汉语俗语教学的基本目标应该是帮助学生理解汉语俗语的意义和文

化内涵，并运用所学俗语进行交际。要达到这一基本目标，对外汉语教师无论在俗语的选

择，还是俗语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策略上，都要做出精心而科学的安排。以下拟从这三个方

面谈谈我们的看法。

二　对外汉语俗语的选择原则

俗语教学十分重要，但目前所见的几个重要教学大纲对俗语的教学量和教学顺序并

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例如，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

语法等级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版）和《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
纲》（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都只列出了一些要求掌握的成语、三字组惯用
语、固定格式、口头插入语，对俗语部分不作任何要求。

虽然要从大纲角度给出一个确定的教学量比较难，有待于语言事实的调查。但我们

认为，对外汉语俗语的选择至少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一）可理解性原则

克拉申（Ｋｒａｓｈｅｎ）的“输入假设”理论认为，习得的产生，关键在于向学习者所输入的
语言信息的难易度要适中，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学习者是通过理解稍稍高于自己

目前水平的“可懂输入”而习得语言的。可懂输入理论与中国语文教育中所提倡的“跳一

跳才能摘到桃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俗语教学的可理解性原则指教师教学时要充

分考虑到俗语的难易程度。必须把难度控制在学生可理解的范围内。

俗语的可理解性包含对俗语中词汇语法及其文化内涵的可理解度两方面。

一是词汇语法的可理解度。

初级阶段的学生应该首先教那些由甲级、乙级词构成的俗语，而不是那些含有生僻

词、古语词、历史文化词的俗语。教学时，可先教“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家千日

好，出门一时难”这样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其义的俗语；其次是包含的词语和语法都比较

简单，但字面义和实际义不一致的俗语。比如“一口吃成个胖子”、“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等。中高级阶段学生的水平比初级阶段大大提高，因而所教的俗语可以适当包含丙级、丁

级词、古语词、历史文化词。比如同是表达“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不到黄河不死心”

适合初级阶段学生，“不撞南墙不回头”更适合中高级阶段学生。

二是文化的可理解度。

一般来说，俗语蕴涵的文化，如要表达的事情、传授的知识、颂扬的美德、鞭挞的丑恶、

阐发的哲理等，也应该是学生较容易理解的。对初级阶段学生来说，阐述人类生活经验和

普遍情感、评价中国风景等的俗语往往比阐述古代阶级等级观念的俗语更易理解，更易引

起学生思想情感的共鸣。比如“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桂林山水甲天下”、“远亲不

如近邻”、“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情人眼里出西施”等俗语，教师常常不需要费多少

唇舌就能让学生理解。从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的关系看，从字面上可以大致猜出实际意

义的俗语可以先教给学生，也就是透明度高的俗语可先教；字面义和实际义相差大、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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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出实际义的俗语，可安排在中高级阶段教学。比如，教学俗语“不看僧面看佛面”、“不

撞南墙不回头”离不开相关佛教知识和中国古代建筑学知识的介绍，适合中高级阶段教

学。

（二）实用性原则

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汉语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运

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所以，就俗语而言，应当先教给学生那些在中国家喻户晓、喜闻

乐见的俗语，而过分俚俗或者历史色彩太浓的俗语可以不教。如“百闻不如一见”、“在家

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种使用频率高的俗语，外国学生一旦用于交际，就能大大增强其

汉语表现力，成为他们与中国人交往的润滑剂。而有的俗语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或地域

色彩，使用频率很低，比如“朝廷爷没有王法”，“拉住状元喊姐夫”、“打老鼠伤了玉瓶

儿”、“口里摆菜碟儿”，现在的中国人很少在交际中用这些俗语，就不用教给学生。

（三）避讳原则

很多汉语俗语都有着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俗语教学离不开中国文化的传播，而文化

的传播当然以优秀的中华文化为宜，因而内容过于鄙俗或落后的俗语应该避免教给学生。

比如同样是表示胆小的意思，“掉下个树叶怕砸破头”显然比“放个屁也要卜一课”更适合

教学。同样表示两人合不来，不能一起共事合作，俗语“捆不到一块儿”显然比“尿不到一

个壶里”更文雅，也更适合教学。

三　对外汉语俗语教学的方式

从每次课的教学量来看，对外汉语俗语教学主要有集中教学和个别教学两种方式。

集中教学的方式常常在以熟语、俗语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高年级选修课上使用。集

中式教学主要采取分类法，把有相同特征的俗语放在一块教。比如，按照俗语的语义内

容，可分成健康类、人际交往类、品德类、气象类等分别教给学生，每一小类中又按字面义、

实际意义相近或相反的俗语一块儿教，等等。

个别教学指对单个俗语进行教学的方式。具体可采用随文教学、随词教学和随机教

学的方式。随文教学指对课文或者阅读练习的短文中涉及到的个别俗语进行教学，文中

出现一个教一个。比如课文谈旅游涉及到“桂林山水甲天下”，谈朋友的重要性，提到了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教师都不能回避这些俗语，必须把它作为重点内容之一教给

学生。随词教学指的是教师在讲解生词时，为巩固和拓展学生对该词的理解和掌握，导入

包含该词的俗语进行教学。比如，学了生词“见闻”，可以让学生猜“百闻不如一见”的含

义；学了“豆腐”，可以让学生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刀子嘴豆腐心”的意思；学了动词

“兜”，可以把“吃不了兜着走”一起教给学生。这样，学生既对新学的词语有了更深的印

象，又提高了根据词义猜句意的理解能力，满足了学生探索知识的欲望，活跃了课堂气氛。

随机教学是根据恰当的时机，灵活地教学某个俗语。组织教学、导入新课、教授新课、

课堂练习甚至批改作业等各环节都可以渗入俗语教学。随机教学俗语，可以活跃课堂气

氛，加深词语和语法理解。

要恰到好处地随机进行汉语俗语的教学，教师除了要有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和深厚

的中华文化知识，更需要教师运用教学机智，着眼教学的实际，把那些实用而又生动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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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润物细无声”地教给学生。课文导入、讲练和讨论时，也可不失时机地教给学生俗语。

如学一篇谈情绪与健康的课文之前，可用俗语“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导入新

课；学了课文《好人难当》，针对课文主人公好心办坏事，结果总遭人埋怨、批评的情况，可

以把俗语“吃力不讨好”教给学生。口语课上，也可提供包含俗语的话题让学生思考和讨

论。如：你们国家的男人结婚以后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吗？现在的父母喜欢让孩子

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你觉得“情人眼里出西施”这

话有道理吗？等等。

随机进行俗语教学对学生心理情感也能产生积极影响，它可以鼓励和鞭策学生，激发

其学习积极性，促进师生理解和沟通，融洽师生关系。比如对于因穿衣不慎而感冒的学

生，则可以教给他“春捂秋冻”；在课堂上甚至批改作业时，可以偶尔用“世上无难事，只怕

有心人”、“功夫不负有心人”来肯定学生的进步，缓解其学习焦虑，激发其学好汉语的信

心。又如，教学中难免会对学生有表扬和批评。如何表扬，特别是如何有技巧地批评学

生，使其真诚而愉快地接受批评，值得教师研究。我们发现，运用生动而富有表现力的俗

语委婉地对学生提出批评，效果往往比老师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教好得多。如，有的学生

平时不努力、考前开夜车，可用“临时抱佛脚”对他提出批评。

结　　语

俗语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它在加深汉语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激

发其学汉语的兴趣，帮助其巩固词汇、语法和修辞知识等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本文认为，对外汉语俗语教学应该达到的基本目标是：帮助学生理解汉语俗语的意义和文

化内涵，并运用所学俗语进行交际。对外汉语俗语选择至少应该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可理

解性原则、实用性原则、避讳原则。对外汉语俗语教学的方式有：集中教学和个别教学；随

文教学、随词教学和随机教学。

俗语数量丰富，表达力强，结构形式复杂，文化内涵深厚。本文的研究旨在抛砖引玉。

要充分发挥俗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还有待对外汉语教师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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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背景中文本科教学的差异与借鉴
?■

———基于中英两所大学的考察

刘川平

提要　本文采取国内与海外的双向视角，抽样考察中英两所大学的中文本科教
学。从教学理念与培养目标、专业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教学方法与手

段、教材使用与编写等五个方面，对两校各自的特点与主要差异加以分析比较。在此

基础上提出一些可供国内与海外相互借鉴的设想。

关键词　国内外　中文本科教学　比较

汉语国际推广和世界范围的汉语学习升温，对国内与海外汉语教学的交流提出新的

更高要求。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改变“各行其是”，打破自我封闭，通过相互沟

通，充分发掘、汲取对方的长处，把彼此的优势加以整合，从而推动教学效率的突破性提

升。本文抽样考察大连外国语学院（下称“大外”）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下称“谢大”）的中文本科教学若干教
学因素，分析比较各自的特点和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可资相互借鉴的设想，以期不

同教学背景下的中文本科教学能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一　两校中文本科教学的基本情况

（一）选择这两所学校的原因

国内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本科教育，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称

为汉语言专业。该专业历经３０年发展，无论教学理论、大纲与课程建设，还是教学模式与
方法，以及教材建设等，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现已成为对外汉语本科教学的主流专业。在

新形势下，不少院校拓展出若干专业方向：文化、经贸、双语等。大外自１９９３年开设该专
业，至今已１５年，目前在校本科生２７０名。本文对该校汉语言专业（文化方向）的考察应
该具有参照性。

国外的中文本科专业因国情不同各有特点。以英国大学为例，与国内以语言为主的

汉语言专业居于主导地位不同，各校中文专业的侧重点和名称不尽一致。只有纯中文专

业的较少，中文加另一个专业，如经济学、发展研究、历史等的较多。本文考察的谢大中文

本科教学，称为“中国研究专业”，即把汉语作为研究当代中国的工具来学习，重点放在研

究上。该专业１９９６年设立，目前每年在校生数十人，在英国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８４·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语言大学崔永华教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陈莉莉博士热诚帮助，谨致谢

忱。



（二）两校中文本科教学情况

１．大外的汉语言专业教学
总体分为两个阶段。一、二年级为基础教育阶段。以语言教育为主，辅以部分中国文

化教育；三、四年级为提高阶段，在继续汉语言教育的同时侧重专业方向教育。课程主要

有语言类和知识类。语言技能类是绝对主课，占总课时的四分之三；知识课中，语言知识

又占６．６％。二者合计语言类课程超过８０％。其余是“文化方向课”———中国文化类课
程。学生四年学习８０００余词。除学习全部必修课和必选课外，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实
际需要选择若干门选修课，参加毕业实习，撰写毕业论文。修完规定课程达到规定学分

（１５６学分）方可毕业。
教学特点是突出汉语技能，即听说读写的教学，关注语音、语法、用词、书写的准确性。

对语言要素、技能、交际都有明确的量化指标。文化和国情知识等服务于语言教学。基本

目标是培养能较流利地运用汉语的人才。从总体上说，毕业生具有较好的语言理解和表

达能力。

２．谢大的中国研究专业教学
该校中国研究专业课程设置中汉语课程占三分之一，其他为运用汉语学习和研究中

国的课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等方方面面。一年级打语言基础，设置语法、

口语、听力、阅读、情景会话等汉语课程；二年级到中国学习，课程由所在大学安排。两年

语言学习共１５００学时，学习约３０００词。三、四级主要学习、研究与现代中国相关的问题，
如商务和管理、中国的全球政策、现代中国经济和现状、现代中国政治、中国历史等。其中

四年级要求完成以所研究对象国的焦点问题为选题的６０００字的论文。学生四年须修满
３６０个学分（其学分认定标准与大外不同）方可毕业。

该校汉语教学的主要特点是在运用汉语了解和研究中国的过程中学习汉语。教学思

路是使学生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研究中国，学习为了研究，研究促进学习，同时培养自主运

用汉语获得信息的能力。这从该校课程介绍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二年级到中国留学除提

高语言能力外，“还要使学生沉浸于中国文化之中，从而提供给他们一个发展自己正确观

察当代中国的能力的机会。”三年级的汉语口语和写作能力“将通过根据社会科学主题精

选的报纸和其他课文系列，得到巩固和强化。全部语言作业都与现实的主题相关，使学生

能够逐步建立具体明确的词汇、能力和知识的基础。”四年级要求学生“带着对政治和政

府的特别关注阅读报纸和杂志，完成所介绍的研究课程。”

二　两校教学特点与差异的对比分析

本节从教学理念与培养目标、专业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教学方法与手

段、教材使用与编写等五个方面，对两校中文专业的特点与主要差异加以分析比较。

（一）培养目标的明确职业性与模糊的素质性

汉语言专业总体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现代国际社会需要，具备良好综合素质，全面

发展的汉语专门人才。”（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２００２：１）大外的具体
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汉语言基本知识和技能，具备一具 具 ， 较 会 掌 知 船 选 穿 、 用 语 完 济 船 文 。 解 适 等 清 知程。成教上上 。 备学



用”的传统教育理念，同时，也大致符合来华留学生的实际：如据北京语言大学调查，“将

汉语作为职业工具”占学习目的的第一位。（李杨，１９９９：１５）我们所作调查的结果也与此
相一致。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总体目标由于偏于宽泛而不易把握，具体目标所列举的就

业项目也往往与实际脱节，据我们不完全的跟踪调查，学生毕业后真正从事这些职业的比

例并不大。

谢大的培养目标没有这样具体明确，而是着眼于教学本身，即学生需要学习什么，而

不是学生将来要做什么。这种模糊性也是国情不同使然：一方面，教育重在提高国民素

质；另一方面，也由于学生毕业后求职时，强调必须懂汉语的工作机会很少，用人单位一般

并不要求汉语水平（懂，当然好；不懂也没关系），而是关注学生在其他专业（比如营销）上

的能力如何。我们曾调查过两届毕业生，明确表示要从事与汉语相关工作的是少数。与

此相对，大多或是要做其他工作（包括做酒吧服务生），或是没有明确的目标。

（二）课程设置的系统、全面性与非系统的实用性

大外的汉语言专业以语言为主体，课程设置强调系统和全面。大的方面如语言技能、

语言知识、文化知识等；下位的如技能的听说读写，语言知识的古今语言、文学，文化知识

的历史地理、哲学宗教、民俗旅游、琴“拳”书画，以及英文、电脑等等，凡与“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相关者几乎无所不包。基础教育扎实是我们的强项，但同国内其他教育存在

着由知识型向能力型转变的问题一样，中文本科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也确有重技能训练和

知识传授（如语言类课程占８０％），轻运用能力培养的倾向。
相比之下，谢大由于其专业定位在“研究”而不是纯语言专业，汉语是作为研究当代

中国的工具来学习，所以研究课程占三分之二，主要分布在三四年级，以报纸杂志以及网

上的最新文章为基本教材，共设１６个大专题，４８个小专题，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体制、法律、军事、民族、环保、教育、医疗、外交等诸多方面。从语言教学角度看，其课

程门类总体上显得不够全面，也不讲系统的语言知识，但其他课程的范围要广得多，几乎

涵盖了当代中国的主要领域，因而更有利于吸引学生的研究兴趣，培养分析研究能力，同

时促进在运用中学习语言，培养汉语读、听、译能力，实用性较强。

（三）教学内容的严格规定性与相对自由性

国内汉语言本科专业的教学内容，是由不同层级的教学大纲规定的。上位的如《高

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下位的有《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等。反映在教材

编写上，均“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在大纲的监控下编写（李扬，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

材———序，１９９９：１）。这是标准明确，全国划一的路子。大外也是如此，全部教学活动都
必须考虑是否“达标”、如何“达标”。教学大纲成为衡量教学规范与否、成败优劣的最终

尺度。

谢大的教学内容则没有这种严格的量化限制，安排相对自由（英国也没有统一的教

学大纲，各校一般都“各行其是”）。因此，按照我们的标准，“超阶段”、“超标”的情况较

为普遍，尤其是高年级时。例如谢大四年级第 １１周听力课学习三篇材料（共约 １５００
字），涉及有关非典问题的国务院紧急通知、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以及２００３年中国外贸
状况。其中超纲词共有２２个，如：跨国（公司）、收治、大关、首次、势头、旺盛、双边、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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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监测、失控、疏散、原籍、检疫、顺差、携手等。超纲词如此之多，对听力课而言似乎是

个“大忌”，笔者在该校任教时也曾不解：这在教学中如何操作，学生学得懂吗？但后来发

现是过虑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从三年级开始，学生逐渐接触繁体字，到四年级要求阅读和翻译

相当大比例的繁体字研究资料。这也是为了日后的需要，与我们单一的简化字教学，学生

基本不接触繁体字很是不同。

（四）教学方法的技能操练加知识传授型与“主动学习”型

与国内其他学校类似，大外虽然也强调交际能力培养，但语言类课程教学中仍特别注

重听说读写技能训练，其中机械模仿式操练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尽管这在基础阶段是必要

的。至于近年来提倡的“在用中学”，尚未成为教学法的主导。这一点仅从三年级报刊阅

读课使用的《报刊阅读教程》（北京语言大学版）即可见一斑：练习项目主要是规定性的词

汇练习———解释词语、选词填空、用指定词语改写句子等；理解性练习———判断正误、选择

正确答案、回答课文的问题等。可见，据此教学，只能局限于教科书之内，无法提供学生独

立思考和表达意见的自由空间。

谢大在听、说、读等语言技能课教学中，重在训练学生主动思维和表达看法的语篇、逻

辑等能力，较少机械操练。比如高年级口语课，围绕某一话题事先布置若干文章，由学生

自行准备后，在课堂上介绍自己分担的文章，而且从不同角度就共同话题发表见解。以中

国教育一课为例，提供了６篇文章：《孩子的心里话》、《学前班“小学化”严重》、《警惕学
生“间隙”上网》、《不是“早恋”而是“来往过密”》、《学生放假不会“玩”》、《“宽进”后呼唤

“严出”》。要求是：任选一篇阅读之后，根据内容谈对中国现行教育政策的看法。上课时

学生对课业负担过重、学生缺少自由空间、师生关系紧张、大学扩招后教学质量如何等现

实问题的评价直言不讳，不同看法又引发出热烈的讨论，很好地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的。

这种方法适应了英国学生的需要，因为他们自幼接受的教育使其不习惯机械训练，而更乐

于自主学习。在大二到中国学习时，不少学生反映不喜欢反复操练某一句型或语言技能

的教学方法，认为这些可以自己做，希望带着问题上课，通过启发思考的教学和讨论，或者

完成交际任务，在师生互动和真实交际中掌握语言。

在教学语言上，大外的知识类课程主要靠教师用汉语为媒介加以灌输。这里有一个

如何看待使用学生母语教学的问题。多年来，国内的教学语言基本上是汉语，这在语言教

学中有其优势；但汉语言专业的国情和文化知识课，则常常限于学生的汉语水平，也限于

教师的外语能力，只能浅尝辄止。据我们调查，认为文化课难的学生占５０％以上，其中超
过半数认为最大的障碍是内容太深太多，用汉语难以理解。这无疑影响了此类课程的教

学效率。与此相反，为了较为广泛、深入地研究中国，谢大的这类课程均用英语授课。很

显然，“用学生的母语讲授目的语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层次的讨论，比用结结巴巴的

目的语授课，对学生理解目的语国家的国情和文化，不但事半功倍，而且是一种有深度的

教育。”（崔永华，２００５：１２９）
（五）教材的系统、稳定性与灵活、时效性

为体现教学理念和教学大纲，大外的教材（主要采用北京语言大学版的本科系列教

材）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总数５０余部），技能与知识、听说读写不仅全面且相互配套，以确
·１５·



保实现培养目标。教材的系统和稳定有利于教学的科学安排与质量考核，也便于教师研

究、改进教法。但负面问题是这个系统难以“与时俱进”。教材一朝编成，便多年沿用，以

致教材老化，十年一“面”的现象并不鲜见。

谢大教材除基础阶段的主干教材相对固定（目前采用英国学者编写的《汉语口语》）

外，绝大部分是教师自编，而且明确要求每年必须更新其中的１５％左右。尽管这在我们
看来既不系统，又缺乏“稳定性”，并且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笔者就曾在教材编写和录制

上花费了相当精力），但却保证了教材内容的时效性和语料的鲜活度，能够满足学生的求

知欲和参与欲，因而具有持续的生命力。例如北京奥运会之前，教材的体育专题中与中国

申奥和奥运筹备工作相关的内容占有一定比重；在奥运成功举办之后，该部分在基本语言

框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迅即调整为奥运报道和后奥运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等，显示出快

速应变的优势。

三　可以相互借鉴的若干设想

从以上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两校的教学各有特色和优势，应当保持和发扬。同

时，对双方乃至海内外业界而言，又确有相互学习、借鉴、合作，以推动事业发展的广阔空

间。这里不揣冒昧试列几点设想和建议，权作引玉之砖。

（一）国内方面

１．增强汉语教学的全球意识。“汉语故乡”的汉语教学理应走在前面，但至少目前还
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把握了汉语本科教学的规律。汉语走向世界，是一种发展趋势，并不

意味着把国内汉语教学（包括本科教学）照搬到其他国家。相反，当前特别需要摒弃唯我

独“正”的观念，树立全球意识，虚心学习、借鉴国外同行好的东西，以求共同发展。

２．研究、调整教学计划和大纲。根据国际人才市场需求，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比较，
吸取国外中文专业课程设置强调素质教育、注重交际性、实用性的长处，在保持语言教学

优势的前提下，切实拓宽专业面，逐步将以纯汉语言为主转变为以汉语为基础、汉语 ＋专
业的复合型专业。相应地，人才培养模式由目前相对单一调整为复合型、适用面更广的通

才教育模式。

３．增加教学信息输入量。国外较为普遍的超标现象启发我们，对于词汇等的输入量
应当重新认识。我们认为，词汇以及阅读、声像材料等应突破现行大纲的限制，予以调整

和明显增加。内容也要与时俱进，逐步更新。可行的路子是吸取国外经验，在保持基本框

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逐年补充新信息，剔除时过境迁的内容。待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将较

稳定的内容自然地吸纳进入相对固定的教材。此外还可考虑让学生适当接触部分繁体

字、甚至学生母语的教材（可以源自国内，也不排除海外）。

４．改革、丰富教学方法。从更有利于发展语言运用能力（是用汉语和专业知识做事，
而不限于听说读写四种技能）的要求出发，用好而非依赖汉语大环境，对原有教学法切实

加以改革。认真研究和落实课堂教学交际化，注重语言实践、“在用中学”的多样化的培

养方法，改变事实上存在的忽视交际能力培养，低年级重纯技能训练、高年级重知识传授

的倾向。

５．教学语言以汉语为主，学生母语辅助。不绝对排斥学生母语在语言教学、尤其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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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学中的作用，以便更顺畅、深入地学习和研究专业问题。为此需要解决的是合格的教

师（除基本符合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外，必须具备用外语讲授专业知识的能力）和适用的教

材（包括国外教材）。

（二）海外方面

１．加强与国内的沟通与合作。世界各国与中国国情不同，中文教学的历史传统各异，
本科教学也各有短长，但都在从事中文教学是根本面和最大的“同”。因而在保持自身特

色的同时，需要不断拓展与国内交流、合作的渠道，使之畅通无阻，以便既把最新的理论动

态和实践经验及时介绍到国内，与同仁分享，也随时吸收国内的教学成果为己所用。

２．改革教学模式。吸取国内以综合课为共核，听说读写分技能训练的合理成分，调整
基础阶段课程设置，适当增加语言教学课型和课时，适度加大语言要素输入量。同时，创

造条件通过与中国大学开展合作等方式，在校期间有一年（至少一个学期）的教学安排在

中国，形成所谓“３＋１（３．５＋０．５）”教学模式，从而弥补缺少汉语环境和中华文化氛围
的先天不足，提高语言技能教学效率。

３．丰富教学方法。在继承原有灵活多样的教学法，强调交际和在“用中学”等优势的
同时，加强语言技能的训练量和强度，包括尽可能避免语言课上教学用语过多使用学生母

语，减少学生对母语的过分依赖，在课堂上乃至课外努力营造汉语“小环境”，增加“习得”

的比重。

４．使用与编写适用教材。国外比较注重教材的不断更新，但语言类教材也需要保持
相对稳定。问题是适用教材不足，这已经成为制约国外汉语教学发展的一个普遍存在的

瓶颈，而限于编写力量等原因，短期内又很难解决。因此，一方面，鉴于国内陆续出版的、

特别是面向国外的教材逐渐增多，可广泛搜集起来，经过研究、比较、分析后，选择适用者

直接拿来或经过处理后用于本科教学（一些学校也是这样做的）；另一方面，最好吸取国

内外教材编写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各自国情自编教材，包括中外合作编写教材。这需要较

大的投入，但也许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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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板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

欧阳祯人

提要　本文通过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教学组织和汉语教学的特殊性两个方面，
结合具体的精读课教学实际，论证了课堂板书在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性，站在

汉语、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上分析了加强汉字阅读与书写训练的重要性。本文还

认真分析了课堂板书在各个教学环节中的作用，联系自己的教学经验得失，为提高对

外汉语教学教师的课堂板书水平，充分调动学生阅读与书写汉字的积极性，提出了建

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　汉字　板书　科学与艺术的统一

随着多媒体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广泛使用，黑板（含白板）上的课堂板书已经越来越

少了。传统的课堂板书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实际上就是受到了冲击。从

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角度上来讲，课堂板书是课堂教学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环节，

是有效组织课堂教学的核心手段之一，因此，多媒体教学的广泛普及，固然给现代的语言

教学带来了巨大的方便，但同时也确乎给我们对外汉语教学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针对这

些情况，本文从实际的教学经验出发，对课堂板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进行一次系统

的表述，强调板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特殊的、不可取代的地位。

一

从传统的教学模式来说，课堂板书是组织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它是将语言教学内容

直观化、条理化、纲要化的一种课堂教学设计，它是教学活动本身科学化与艺术化有机结

合的一条必由之路，也是突出课堂教学内容的重点、启发学生的思维、设置师生的互动情

致、营造教学氛围的有效途径。没有板书的课堂教学，虽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下

去，但是，课堂教师的主导作用将大为降低，其课堂组织、师生互动、学生的思维训练等诸

多方面的教学效果都要大打折扣。

任何一种课堂教学活动都是由不同的阶段构成的，而不同的阶段之所以有不断向前

推进的动力，都是因为在师生之间，在新旧知识的衔接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的推动力量。

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的时候，就是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把已经学过的知识适量地进行

铺垫，以唤起对即将学习的新知识的期待。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在知识的新与旧之间的这

种矛盾的推动过程，就是我们环环相扣，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志

就是要让同学们自己去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老师的“教”，是通过

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教会同学们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

此，任何教师就必须精确地组织课堂教学，构思整个教学的思路，设计出循序渐进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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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教学步骤，并且能够在课堂上展示教学的重点、难点，教学层级的推动过程以及逐

步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那么，在我们的教学活动中，怎么才能把这种启发式的教学

过程、教学活动以及逐步解决问题的途径展现给同学们呢？这其中之一环节就是我们现

在正在讨论的课堂板书。

在课堂上，板书的第一个作用是提纲挈领。比方说，每篇课文都有一个题目，因此，每

上一堂课都有一个重点。在有明确的课文题目的时候，这个题目就是课堂教学的窗户；在

没有课文题目的时候，授课教师就应该为教学活动设计一个题目，使之作为课堂的眼睛或

者灵魂。在不在黑板（白板）的中央上方板书这个醒目的题目，对于我们的教学活动来

讲，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方说：

第五课　话说“面的”

这是实用汉语中级教程《桥梁》上册第五课的题目。在讲解这篇课文之前，随着教师

的口一边说，一边工工整整地将上面这几个字书写在黑板（白板）的正中央上方，它通过

视觉，在学生的思想上引起的效果是，哦，我们已经学到第五课了，前面学的是第四课，第

四课已经学完了，第五课与第四课有什么不同呢？也许有的同学会想，我过去学过“说

话”，没有学过“话说”，“说话”与“话说”有什么区别呢？什么是“面的”？大家正随着这

个题目想着题目内容的时候，老师关于题目的解释已经开始了。

作为授课教师，板书这个题目的潜在话语是，第一，它昭示了课堂教学的进程，已经抵

达第五课这个环节；第二，本课的教学内容是“面的”，一切教学内容、步骤、环节、手法都

是围绕着“面的”而展开的；第三，它有一整套与上一课完全不同的词汇系统、语法重点、

副课文以及练习系统；第四，由于授课教师的板书是工工整整的，其严谨的态度、敬业的精

神熔铸其间，它暗示了学生在学习这篇课文的时候应当采取的态度；第五，课外时间，我们

的留学生，唱歌跳舞，恋爱交友，心游万仞，我们无须管束，但是，现在我们开始学习新的课

文了，应该收心了，应该把心思放到课文上面来了；第六，老师是注重亲自用笔写字的，汉

字的书写过程，是学生提高“字感”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始终在课堂上板书，是我们对外汉

语教学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重要手段之一。等等。

正因为这个题目的板书具有上述一系列重要的提醒、昭示、强化作用，所以，学习这篇

课文的时候，我们必须板书每篇课文的题目。随后的板书，是教师根据教学的总设计，根

据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和教学方法，随着教学步骤逐步展开的过程，采取在黑板（白板）

的左边逐步板书的布局格式，逐步向前推进。还是拿上面《话说：“面的”》这篇课文来讲，

授课教师在讲解完题目之后，马上要进入熟悉课文的阶段，但是在熟悉课文之前，首先要

熟悉生词，这是讲授每一篇精读课文的必由之路。所以，一般来讲，授课教师应该在黑板

左上方板书：

一、生词：

这是第二等级的板书，所以字体应该比中间的题目板书小一些。转过身来，授课教师

·５５·



就应该是马上请一位或者多位同学大声朗读生词，然后根据同学的朗读情况，来讲解重点

生词、纠正同学们的发音以及与生词有关的一些问题。其中，在板书“一、生词：”的领冠

下，对各种难字、反义词、近义词、容易混淆的字、应该注重笔顺的字等等，都可以有次第地

板书出来。此时此刻，授课教师要做到口、手一致（并非我手写我口，而是对授课语言的

提炼、总结，详见下面的论述），要快，要稳，要有重点，要善于抓住学生关心的问题，既有

既定的教学进程推进，又有课堂教学的灵活机动。

在生词学习完成以后，马上正式进入课文熟悉阶段。所以授课教师应该迅速擦掉黑

板（白板）上领冠在“一、生词：”之下的一切讲解内容，然后紧接“一、生词”下面，左边对

齐，板书：

二、熟悉课文：

熟悉课程的过程，就是提炼课文重点、难点的过程，教学对象不一样，课文的重点、难

点也会有所不同。从板书的角度上来讲，就像讲解生词一样，授课教师应该通过板书把熟

悉课文过程中提炼出来的重点难点，依次板书在“二、熟悉课文”之下，而且同样要做到

口、手一致，要快，要稳，要有重点，要善于抓住学生关心的问题，既要紧扣课文的内容，又

要灵活机动地解决学生的问题；既要穿插对以往已经学习过的内容的复习，又要刻意地灌

输新的内容，顺利地推进教学内容稳步前进。但是，每一步推进的过程都应该在板书上体

现出来，授课教师一定要善于提炼，善于画龙点睛。一般来讲，只有当课堂的板书富有新

意，并不仅仅是教师口中的话语重复的时候，学生才能真正对课堂板书饶有兴趣（留学生

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时候就很不相同，这是无需赘述的）。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

是教师本人对课文要十分精熟，对教学对象要十分了解，能够有的放矢。

熟悉课文的过程可以根据教学对象的接受能力，逐步形成阶段性的板书格局（以《话

说“面的”》为例），这要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取舍：

熟悉课文的过程也就是将生词的学习融入到课文内容的过程，所以授课教师应该将

前面刚刚学习过的“生词”部分和后面“词语搭配与扩展”与“语法释例”两个部分熔铸到

这一部分来进行，既有不同的重点，又不能完全分离，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板书的

角度上来讲，课文后面的“词语搭配与扩展”、“语法释例”都是重要的教学内容。我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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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铭记，教授的课文本身只是一个平台，只是一个载体，它是我们进行字、词、句、篇，汉语

教学的途径。所以，让同学们提高汉语字、词、句、篇的理解与运用的能力，才是我们的目

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所有的板书，都应该以课文内容为基础，以字、词、句、篇为直接目

的，这样，我们的教学重点才能真正有效地突显出来。

熟悉课文之后，顺理成章地进入“词语搭配与扩展”与“语法释例”。这两个部分的讲

解，可以根据授课教师的总体安排，适当加减。但是在板书上同样需要提纲挈领，套路与

上面一样，要有提炼，要有重点，既是对过去的复习，又是对未来的探索。

三、词语搭配与扩展

四、语法释例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我们的一切教学活动都是以教与学为主体内容，是一种针对

不同教学对象的矛盾互动，因此，教学活动的必然性之中就一定隐藏着大量的偶然性，整

体课堂组织的条理性之中就一定潜伏着大量的机动性。对外汉语教学是科学与艺术的统

一，是既定的教学设计与偶然因素的统一，更是面对课堂现实，有的放矢，不断解决显性矛

盾，显示隐性矛盾，不断起伏，不断向前推进，最后奔向“理解”，超越无知的过程。既然如

此，问题就并不是上面所展示的套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真诚地希望努力把对外汉语教

学这门科学与艺术统一的精神活动推向完美，那么我们就应该在上课之前认真进行教学

的总体设计，根据教学对象特征和特殊的教学内容，进行周密的策划和安排。其中最重要

的工作之一就是有针对性地进行特殊的板书设计。它既是科学与艺术的高度统一，是一

个复杂的科学系统，也是一个艺术的展示过程，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

二

我们知道，汉语具有与世界上其他语言很不相同的品质与特征，其关键性的因素之一

就在于它是一套以象形字为基础的表意体系的文字。有史以来，语言学家与文字学家都

已经认识到，文字具有口头语言完全无法替代的特殊地位，它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将各

种信息传递给异时异地的接受者。所以，没有文字，就没有人类的历史与文化。汉语之所

以具有重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种载体，它以表意体系为基础的汉字为媒介，承载了数

千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历史与文化的传统与信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对外汉语教学，如果

不重视板书，如果不带领学生有意识的锻炼辨认汉字和书写汉字的能力，汉字的阅读与汉

字的书写对我们的教学对象来说，没有唤起崇高的美感，那就等于是说，我们对外汉语教

师是主动地放弃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传播权力。

在中国大陆的对外汉语教学界，很久以前就有人提倡“听、说、读、打”的教学方式，取

消了汉字的书写训练，把教学、习得的重点专注在听与说之上。这些老师有一大堆理由为

此辩护，但是，笔者始终认为，这是一种很糊涂的认识方式。这些老师没有认识到，口头交

际固然十分重要，但同时书面的阅读，实际上更为重要；口头的交际是一种重要的培训，书

面的阅读与书写，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培训。从汉语学习的进程上来讲，没有口头交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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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就不可能有书面交际的形成；但是，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书面语的阅读与书

写，口头交际的训练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历史文化底蕴，没有历史文化的底蕴，学生学习

的汉语就不可能深入灵魂并且产生精神的力量，最终会影响汉语的根本性掌握。况且，口

头交际具有即时性，而书面的交际却并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因此，从长远的培养目标

来讲，培养学生提高文本的阅读与书写能力，可以从根本上扩大口头交际的内涵，使汉语

的学习与传播具有持久的影响力量。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印欧语系研究理论和教学理论的影响，更准确地讲，是受到了欧

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中国大陆汉语研究界的汉语研究已经非常西化，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语

言学家看到了这种现象的严重性。在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界，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也十分严

重，有些专家陷身于语音中心主义而不自知，置身于“ｌｏｇｏｓ”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是我们
现在应该密切关注的事情。①这样的一种近现代以来积重难返的严重现状，是中国当今对

外汉语教学界并不能真正重视课堂板书，不重视阅读与书写教学的另一个根本的、深远的

原因。

我们如果理性地站在汉语本身的属性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自身特点上来探讨这个问

题，我们会发现，这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的汉字法天则地，天人合一，惊天地，

泣鬼神，是一种十分优美的文字。笔者曾多次在相关的文章中表述过，汉字以依类象形、

法天则地为基本的出发点，达到了极摹人情世态之歧的绝妙效果，但它并不仅仅是一种实

在的复本，以其具象性、表意性展示了中国社会历史的画卷；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以其感悟性、会意性焕发着中国人的人文主义光彩和审美情趣；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文化

的灵魂，是维系中国悠久历史的绳索，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大纲，以其历史性、人文

性，渗透、浸润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如果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上不认真地通过板书教学来提倡和鼓励汉字的书

写，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完成对外汉语教学的任务，因为，没有汉字书写的对外汉语教

学是不能真正深入人心的教学，因而也就由此而失去了教学的原则，不可能真正的达到教

学的目的。加强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板书教学，是对教学内容的加工和提炼，是明确教学

内容的思路，是将教学内容结构化，并且突出教学重点、难点的一种必要手段，上面笔者已

经多次提到了这些内容，笔者已经觉得没有必要在此一再重申，但是，笔者认为，有必要特

别提醒的是，课堂板书是教师教学能力的综合体现，精湛的板书是教师创造性劳动的结

晶，它渗透着教师的学识、智慧和教艺，熔铸了教师的教学理论水平和审美素养，反映着教

师综合的教学能力。教师借助于板书可以弥补教学语言的不足，可以多侧面塑造教师的

讲台形象，可以有效地引导和控制学生，尤其是，当老师的板书写得工整、流畅，富有书法

之美的时候，学生就会自然而然地模仿教师的书写，对汉语书写的笔顺规则、书写习惯、书

写姿势，等等各个方面的知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快速地提高“字感”。书写汉字，不仅

可以使学生间接地认识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而且可以有效地切入中国人的价

值观念，在文化观念上与中国人产生共鸣，并且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

作为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我们的板书书写至少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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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授课教师在板书的时候，应当努力让学生能够看到教师板书的全部过程。我们

应该努力地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想一想他们的阅读汉字与书写汉字的难处，这样，我们就会

在板书的时候，刻意地演示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撇后捺、先横后竖、先中间后两边等等

书写的规则，直接为同学们学习汉字的书写提供借鉴。“身教重于言教”的说法，也可以

拿来说我们的课堂板书，因为它的最大好处是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润物细无声。

第二，板书的字体不能太大，否则整个黑板写不了几个字；但是也不能太小，否则后面

的学生看不清。板位安排需要精心设计，严谨布局，决不可满板乱画，使板书杂乱无章。

所以，课堂板书要简明扼要，要便于归纳、总结、概括。好的板书是课堂教学内容的深化和

浓缩，而不是讲解内容的简单重复，因此它应该经



（印度同学苏宾的作业，Ｓｕｂｉｎ）

（印度同学萨宾娜的作业，Ｓａｂｉｎａ）

（印度同学晁盖的作业，Ｇｅｏｒｇｅ）
具有印欧文化背景的同学，对汉字、汉语没有任何认知的基础，关键是要培养起他们

的兴趣，要培养他们对汉字的热情，任课教师一定要使出全身的解数，把他们的积极性调

动起来。笔者的绝招就是真心实意的呵护他们的情感，关心他们的生活，体贴他们的困

难，让他们真正地信任你，尊重你，然后严格要求，工作兢兢业业，要求一律平等，令行禁

止，他们就会有爱你又怕你，即喜欢你与尊重你。只要善于把握其中微妙的尺度，他们的

兴趣和压力，认真学习的精神和干劲都会及时地调动起来。只要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是

严谨的，暂时的一点点错误，都会得到逐步的克服，阅读与书写的能力必然会得到提高。

学习的时间不在长短，进步的速度不分快慢，只要在努力，就有最终抵达目的的一天。

走笔至此，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深刻地体会到，课堂板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

重要因素，但是，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提高同学们汉字的阅读与书写的能力，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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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课堂板书是绝对不够的。它是授课教师各方面才能尽情发挥之后的合力产生的结果，

它是一环套一环的系统工程。教学效果的好坏，受到我们教学过程中各个方面的牵制，只

要有一个方面没有到位，或者疏忽，就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地方。这是我们

应该十分注意的。其中最最应该注意的，就是要培养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一定要让同

学们既喜欢你，又尊重你，你出手的一定是一把双刃剑，否则学生很难买你的账。

最后，笔者在此要向全社会大声呼吁，目前中国大陆的教学楼（教室）建筑中，多用白

板代替黑板，用化学笔代替粉笔。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如果化学笔墨水淡了，后面的

人根本看不见；如果墨水浓了，液体就一边写一边往下流，非常难看。而用粉笔书写的话，

不仅没有这个毛病，而且可以在板书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书写的笔锋和筋血。但

是问题在中国大陆的粉笔生产商，似乎永远都生产不出真正的“无尘粉笔”，黑板的制作

也始终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前些年我们学院到处购买无尘粉笔，但是只要一板书，教室

里马上就乌烟瘴气，学生都坐得远远的，避之唯恐不及，老师本人就不得不深受其害。这

是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导致的遗憾。笔者曾经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教授汉语一年，一开始

美方也是给笔者安排了白板教室，笔者上了一次课以后，发现该教学大楼中还有黑板教

室，我就要求他们给笔者换，他们马上给笔者换成了黑板教室，完全用粉笔板书。但是，那

个黑板非常好写，特别适合于书写汉字。尤其是他们的粉笔，完全没有“尘”，甚至板书一

节课以后，手上没有白粉的污渍。

注释

①相关论述请参见后拙著《从对外汉语教学的现状看历史文化语义学的作用》，见《海外华文教育》２００７
年第一期，又见《人文论丛》２００７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版。

②徐子亮著：《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认知理论研究》，华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３－７４页。

（欧阳祯人　武汉大学留学生教育学院
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

）

菲律宾中正学院代表团一行访问厦门大学

２００９年１月３日至６日，菲律宾中正学院代表团一行５人访问厦门大学。代表团成
员包括厦大菲律宾校友会名誉理事长、中正学院名誉董事长邵建寅先生和中正学院院长

黄美真女士等。访问期间，厦门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校长朱崇实、党委副书记陈力文及

副校长邬大光分别会见了代表团，中正学院代表团一行还与海外教育学院在对外汉语教

材交换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代表团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厦大的校区建设和校园建筑风格，增进菲律宾中正学

院与我校的学术交流。在详细考察了厦门大学本部校区颂恩楼、建南大会堂、亦玄馆、海

韵校区、西北村的建筑设计之后，来宾们兴致勃勃地赴漳州校区参观教学楼、体育馆和学

生住宿区，并与漳州校区领导座谈，深入了解漳州校区的建设历史和办学理念。客人们对

我校优美的校园环境赞叹不已。

菲律宾中正学院创建于１９３９年，１９６５年起使用现名。该校是菲律宾唯一一所体系
完整的华文学校，一直致力于发展一流的华文教育。

（厦门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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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二语口语能力的几个因素

及其教学对策
?■

陈凡凡

提要　如何在二语教学中提高留学生的口语能力是至今仍在探讨的一个课题。
本文试图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窥探与口语能力有关的这些因素，在语言知觉的层面

理清“教”与“学”的关系和目的，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具体教学对策。

关键词　口语能力　言语产生　语言知觉　教学对策

如何在二语教学中提高留学生的口语能力是至今仍在探讨的一个课题。很多文章对

听说法、交际法、情景法等许多教学法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并将其大量实践于课堂上。但

我们注意到，口语能力其实是一项综合技能，是“听”“读”等技能的外在表现。要想提高

口语水平，仅靠这些提供场景、功能的方法是不够的，它需要更为扎实的技能作基础。因

此，我们除了运用上述的这些教学法外，还应及时寻找影响口语能力的原因，对症下药。

本文便试图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窥探与口语能力有关的这些因素，在语言知觉的层面理

清“教”与“学”的关系和目的，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具体教学对策。

一　影响口语能力的几个因素

口语在心理语言学上归属于语言的产生。它是个多层次、多角度的言语编码过程，是

说话者特殊心理活动的产物。在交际的过程中，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不停地进行“发

送———接收———反馈”的话轮循环，每个人都即是说话者又是听话者。因而，语言的产生

受到了语言感知（特指语音感知）、语言理解、语言组织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言语产生和言语感知的关系

从生理因素方面来看，人体内的言语产生机制和言语感知机制在大脑内是连接在一

起的。当人在辨认某种语音时，发音器官会跟随进行轻微活动。从心理因素方面看，和口

语技能直接联系的依然是听力技能而不是阅读技能。这可从儿童习得母语的过程中略见

一斑。儿童在开口说话之前就能听懂很多句子，一旦他们会说话了，所有听懂的句子基本

上都能说得出来。而这个过程中，他们一点阅读能力也没有。从实际的交际情形来看，言

语的产生也是建立在感知的基础上，只有感知了对方的话语，才能对此作出相应的回应。

可见，言语的感知直接关系到言语的产生。感知错了，依据感知所做出的反应也便错了。

言语产生和感知的这种关系在二语教学中最明显地表现在，口语好的学生大多听力也不

错，听力好的学生口语也相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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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学者（周小兵，１９９６）对此做过实验：第一个实验是对两组学生在同样时间里
教同样的句子。实验组不看材料，只是反复听；对比组阅读两次，跟读一次，然后自己朗

读、背诵。事后让两组学生复述。实验结果是，实验组的发音准确度和话语流利度分别为

８６％和７９％，都明显高于对比组的７３％和６１％。第二个实验是对两组学生进行口语材
料测试。实验组不看材料，先听两次，然后跟读两次；对比组先阅读，然后自己朗读。之后

对两组学生进行的陈述和对话考察发现，“实验组学生不但在语音和流利度方面优于对

比组，在语法和词汇的掌握方面、在综合运用言语材料方面都优于对比组。”第三个实验

是两组学生在同样时间学习同样的言语材料。实验组不给书面材料，只是听读、跟读；对

比组看材料阅读。事后让两组学生在特定的时间回忆复述所学的言语材料。“实验结果

表明在一个小时后、六天后、两周后实验组记忆的内容都比对比组的多出１０％－１５％。”
三个实验一致证明，听力训练能使学生发音更准确，说话更流利，能促进陈述能力和

对话能力的提高以及增强对言语材料的记忆力。可见，言语感知确实直接影响到言语的

产生。

（二）言语产生与言语理解的关系

在交际过程中，任何言语的产生都必须以对所感知的话语的理解为前提。可以说理

解是产生的基础。美国语言心理学家克拉克夫妇（Ｈ．Ｈ．Ｃｌａｒｋ，Ｅ．Ｖ．Ｃｌａｒｋ）认为，对言
语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理解”指听话者感知言语的语流后，作出一定的解释

以明白其意向、目的，通常被称之为“构造过程”（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广义的“理解”还包
括听话人依据这种解释，在行动上做出某种反应，通常这叫做“运用过程”（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常宝儒，１９９０）也即广义的“理解”包括了言语的产生。可见，言语产生和语言
理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一段言语被感知后，听话者便会将这些感知的信息暂时转入短时记忆中，然后根据

语境在过去掌握的知识记忆网络中寻找相应的信息，对言语代码所承载的信息进行解码。

这就是理解的过程。只有依据解码得出的信息，听话者才能在自己的知识网络库中寻找

回应的言语进行编码，从而实现另一次言语的产生和由听话者到说话者的转变。因此，言

语能否产生，交际能否继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言语理解能力的影响。因此，提高言语

理解能力，对言语产生能力的提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当代心理学图示理论认为，人们在话语的理解过程中，有两种基本的信息处理方式。

一种是“自下而上”，“即进入大脑中的信息最开始是一些基本的具体图示，这些具体的图

示合成较大的高层次图示，从而激活大脑中的图示，产生理解。”一种是“自上而下”，“即

在话语理解过程中，大脑中高层次图示预测输入的信息，并不断对这种信息给予肯定和否

定。”“在对话语处理过程中，两种信息处理方式同时发生。”（杨雪梅，２００３）实验证明，相
互作用的两种方式不仅使听话者更多地注意到话语中的新信息以及与他们设想的话语的

内容和结构不相符的信息，而且还可以加速信息的吸收和同化。而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

尤其是初、中级学生，他们普遍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处理方式，这便势必造成了在交际

过程中听了后边忘了前边或只听到了单词而抓不住大意。因此，要想提高言语理解能力，

尤其是口语交际中的理解能力，就必须同时锻炼这两种信息处理方式，使之运用自如。

（三）言语产生和言语记忆的关系

·３６·



不管是言语感知还是言语理解，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具有一定的语言知识，即包

括语音、词汇、语法甚至语块等等。言语的产生更是如此。在口语交际中常会见到学习者

说到一半便无法表达下去的情形，或出现各种各样的语法偏误，这些都与语言知识的掌握

有关。

当听话者在理解了所接收到的信息即将作出回应时，他必定要在已储存的知识网络

中寻找适当的言语，然后通过语音、词汇，用语法将这些信息生成可被感知的言语。没有

了语言知识，信息便无从被组织和编码，也便无从传递和被感知。可以说，语言知识是言

语产生的筋脉。

而语言知识的掌握实际是一个记忆的过程。因此，如何使记忆更有效，使语言知识掌

握得更牢固一些同样是口语教学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

心理学提出，记忆“是在认知过程中对信息的输入、编码、存储和提取，它是人脑对过

去经验的反映，包括识记、保持、再认、再现四个基本过程。”（常宝儒，１９９０：７６）显然，记忆
在言语感知、言语理解、言语产生几个环节中起着关键的连接作用。但是，记忆分为短期

记忆和长期记忆两种。据统计，“在短期记忆中，一般一个人一次只能记８个不相关的数
字，或７个不相关的字母，或６个不相关的单词。”（桂诗春，１９８５：１２８）这样的一个记忆能
力完完全全不足以满足语言的使用。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教学方法来提

高学生的记忆能力。心理语言学的实验表明，“如果输入的材料是有意思的，则其保存在

短期记忆里的份量会大大增加。例如，一个有２０至２５个词的句子都可以储存在短期记
忆里。”（桂诗春，１９８５：１２８）可见，储存在短期记忆里的东西的多少取决于它是否有意思。

二　语言知觉层面的“教”与“学”

语言知觉，心理语言学把它看作是“学习者接触语言时信息处理的一项能力”；语言

教育方面把它看作是“对语言本质和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的敏感和清醒知觉。”“前

者是一种内在的获得和处理语言的能力”，而后者则是“有关语言系统和知识的教学。”语

言知觉的理论使“教”和“学”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起来。

在二语课堂上，无论是“学”还是“教”，要达到的最终目标都是使学习者能“自主学

习”。所谓自主学习，Ｌｉｔｔｌｅ（１９９７：９４）的解释是“‘自主’是指人们在面对一项任务时可以
１）独立地完成，２）能够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用到其他所需的场合，３）能够考虑到特殊情
况的特殊需要而灵活地完成任务。”（杨瑛，蒋静仪，２００１）Ｄａｍ（１９９５：１）认为，二语教学中
的自主学习是“一种客观审视、评判性思考、作决定和独立行动的能力。”在口语上，自主

学习体现为学习者能独立地运用目的语进行自如交流，并能通过评判性思考和自我监控

来发展自己的学习潜力。因此，要实现口语上的自主学习，就必须发展两种含义上的语言

知觉。

“语言知觉从本质上来说是学习者对语言的心理认知意识，单纯由教师灌输的语言

规律和语言知识并不能保证这一意识的培养，也无益于自主学习。”（杨瑛，蒋静仪，２００１）
口语能力是一项综合的表达能力，更需要学生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来，而不只是被动地

听。口语课是一个对互动要求较高的课型。它更为充分地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原

则。无论是对与口语能力相关的几种能力的提高，还是思想的表达，教师只充当一个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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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创造条件并且进行监控的“引导”作用。学生只有按照教师的引导，积极地参与，才

能从“自觉学习”逐渐发展为“自主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否定教师的作用，而恰恰相反，教师的这种引导作用在促成

“自主学习”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正确的“引导”能促进学习，错误的“引导”则

会严重阻碍学习。据此，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展开教学：１）要求学生用目的语进
行学习、思考和表达；２）鼓励学生在口语课上尽量用听觉获取信息而不是视觉；３）培养学
生用“自上而下”的理解方式，学会联系上下文语境理解新信息；４）帮助学生记忆语言知
识。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既掌握了新的语言知识、新的表达方式，从而发展了教育含义的

语言知觉，又锻炼了用目的语进行听说的实际交际能力，语言的使用发展了心理语言学含

义的语言知觉。

三　口语教学中的具体对策

为了使学习者能够最终实现自主学习，针对影响口语水平的几个因素，我们在口语教

学实践中采用了以下几种教学方式。

（一）针对交际听力能力的教学对策

在几乎所有的交际场合中，交际内容都是以声音形式出现的。因此，将课文由文字形

式转化为声音形式是其中关键的一步。这可以通过录音、转述来实现。

１、录音
一般口语教材内容都是以对话形式出现的。教师可根据课文对话及角色进行录音。

上课时先不让学生看课本，完全进行声音形式的输入。这种方式增加了教学趣味性和生

动性，使学生的注意力更集中，获得的输入更多，更主要的是，它有效地训练了学生实际交

际中的听力。

听完录音后，教师可根据内容对学生进行提问。

２、转述
根据实际情况，教师可将教材中离实际生活较远的内容改成学生生活中常见的内容，

并用第三人称转述课文内容。这种方法适用于对课文的复习。如：

（课文）———明月：明天去哪儿逛逛？西单还是王府井？

———小王：还是是去西单吧，西单比王府井近，坐车也方便。

———明月：不过西单人多车多，环境没有王府井好。

———小王：那倒是。

教师可将其改为：××（班上同学的名字）约 ×××明天去天河城或者北京路逛街。
×××想去北京路，她觉得从中大坐船过去比较方便，××觉得北京路人太多，环境也没
有天河城好，×××同意了××的话。

这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实际的生活场景，转述后教师可针对语言点提出问题。如① ×
×不知道去北京路和天河城哪个地方好。他可以怎么问 ×××？（……还是……）② ×
××觉得去北京路比较好，她可以怎么说？（还是……吧）③ ××想去北京路吗？为什
么？（Ａ没有Ｂ＋ａｄｊ）④×××同意××的话，她可以怎么说？（那倒是）

（二）针对交际中记忆能力的教学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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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予学生如何记忆语言点，同样也是课堂教学的一项任务。在口语课上，是要教会学

生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这说出的“话”涉及到了场景所传递的信息以及这“话”的结构，

这些都是教学的内容。在口语教学中应做到以“意义场景为主，点破结构”来帮助学生记

忆，使其能在实际交际中灵活运用。

如在课文中出现的“看把你急的！”这时教师可运用两个情景帮助学生记忆这种表达

的两种含义。①××回家看到妈妈做了一桌菜，马上放下书包，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妈
妈在旁边看了说：“看把你饿的。慢点儿吃。”这时是表示关心的语气。② ××跑得比 ×
××快，有一次×××追上了



在课堂上大力提倡交际法、情景法之时，我们也应关注一下这些与口语能力息息相关的语

言能力，针对这些能力做出相应的教学对策，从根基部分真正提高口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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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学生“能”、“可以”与“会”偏误分析

高良连

提要　在泰语中，英文的“ｃａｎ”只有一种翻译 ［ｄａｉ］，既可表示“能”、“可以”，
也可以表示“会”，因此三者皆混淆不分，很难纠正过来。本文通过分析汉语“能”、

“可以”、“会”的异同，针对对外汉语教学中泰国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相关偏误，寻其

根源及解决办法。

关键词　能　会　可以　偏误　分析

一　引　　言

在泰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泰国学生显然分不清“能”、“可以”、“会”三者的用法，

而教师也很容易忽视这三者差异的教学。因此，笔者对皇太后大学文学院商务汉语专业

二年级全年段学生做了调查，发出问卷１１２份，收回１００份，可用答卷７０份。调查发现，
泰国学生对“能”、“可以”、“会”三者的用法混淆不清，错误率很高。统计结果具体如

下：

调查例句 错误率

１．我生病了，他不（　）不关心我的。 ７７．１４％
２．过段时间，物价（　）上涨。 ７２．８６％
３．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不（　）不高兴的。 ６４．２９％
４．这件事情我没告诉妈妈，我担心她（　）生气。 ６０％
５．今天（　）下雨吗？ ５５．７１％
６．我晕车难受，再这样下去我（　）吐的。 ５５．７１％
７．你放心，我不（　）告诉老师的。 ５５．７１％
８．我（　）用电脑。 ５１．４３％
９．人不（　）不智慧。 ３４．２９％
１０．这道题很难，我不（　）做。 ２５．７１％
１１．他的病还没好，还不（　）下床走动。 ２４．２９％
１２．山上太危险了，我不（　）让你去。 ２１．４３％
１３．他的病好了，（　）下床走动了。 １８．５７％
１４．这首歌他（　）唱。 １５．７１％
学生反映，他们觉得这些问题的答案选“能”、“可以”、“会”都可以。从调查结果来

看，学生对 “会……的”结构基本没有掌握，错误率最高，而对“会”的一般用法“表示具备

某种能力”则比较熟悉。对“能”和“可以”的问题则表现在否定形式上。从８和１４来看，
两个句式其实是一致的，但是错误率却相差甚远，其中除了猜测等随机因素外，还说明了

学生对“能”与 “会”表示动作的熟练程度不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将通过分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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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的用法及泰国学生产生偏误的原因，提出解决此问题的有效方法。

二　分析出现偏误的原因

从各方面来看，出现这些偏误来源是多方面的，比如母语负迁移、目的语负迁移、文化

因素负迁移、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的影响、学习环境的影响等。最重要的是没有分清楚

“能”、“可以”、“会”三者之间的区别，最终产生混淆。下面我们来一一分析。

（一）“能”、“可以”、“会”三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分不清

１．“能”、“可以”、“会”
根据《新编现代汉语词典》，“能”、“可以”、“会”虽然有一些义项相同，可以通用，但

是又有着细微的差别，如果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新编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这三个词做了一个简要的对比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Ａ　“能”表示具备某种能力或达到某种效率，“会”表示学得某种本领。初次学会某
种动作用“会”，恢复某种能力用“能”。如：小弟弟会走路了。／他病好了，能下床了。

具备某种技能可以用“能”也可以用“会”。如：能写会算。

达到某种效率用“能”不用“会”。如：她一分钟能打一百五十字。

Ｂ　名词前面文言可以用“能”，白话只用“会”，如：能诗善画／会英文／会象棋
Ｃ　跟“不……不”组成双重否定，“不能不”表示必须，一定要，“不会不”表示一定，

如：你不能不来啊！／他不会不来的。在疑问或揣测的句子里都表示可能。如：他不能
（会）不答应吧？

Ｄ　对于尚未实现的自然现象的推测，用“能（够）”不用“可（以）”，如：这雨能下长
么？

Ｅ　用在跟某些动词结合表示被动的可能性时，用“可”，不用“能”。如：我们是不可
战胜的。

ＡＢＣ说的是“能”和“会”的区别，ＤＥ则是“能”和“可”的区别。而“能”分别与“会”
“可”有交叉的义项，这也是造成学生混淆的原因之一。

首先分别来看词典对二者的解释：

（１）“能”和“会”
会：

１．理解，懂得：体会，误会，心领神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２．动词，熟习，通晓：会英文，会两出京剧
３．动词助动词，表示懂得怎样做或有能力做（多半指需要学习的事情）：我不会滑冰。

这孩子刚会走路，还不大会说话。

４．助动词，表示擅长：能说会道，会写会画的人不太讲究纸的好坏。
５．助动词，表示有可能实现：他不会不来。树上的果子熟了，自然会掉下来。
能：

１．能力，才干：技能，能耐，无能之辈
２．能量的简称
３．形容词，有能力的。能人，能手，能者多劳
４．动词助动词。能够：蜜蜂能酿蜜。／咱们一定能完成任务。／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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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义项来看，“能４”和“会２．３．４．５．”有混淆之嫌。我们来一一分析。
Ａ　“能４”和“会２．３．４．”
ａ具备某种技能可以用“能”也可以用“会”，但是一般来说，“会”更常用于表示动作

的擅长。“能”一般表示具备某种技能，并不表示对此动作擅长。

如：能写会算。／我能滑冰。／我能说一点儿汉语。
ｂ强调具备某种效率，无论高低，只能用“能”。在这个义项中，“能”与“可以”用法一

致。

如：他的汉语能／可以说得很好了。　　我每天只能／可以背两篇课文。
他的汉语会说得很好。 我每天只会背两篇课文。

Ｂ　“能４”和“会５”
二者区别比较明显。“会５”强调“动作发生的可能性”，而“能４”则强调“能否发生

这一动作或动作能否被客观允许发生。”在非疑问句中用“会”时，表示“有可能”的语气

更强。句末常常加“的”表示肯定。

如：雨下得这么大，他能／会来吗？
答：１．能来。／２．会来的。
Ｃ　但最重要的是，二者否定形式不同。
“会２．３．４．５．”的否定形式都是“不会”。而当“能”与“会”具有同样意思的时候，否

定形式也是“不会”，而非“不能”。如：“他不能说汉语。”在这一点上，学生的错误率相当

高。在“能４”和“会５”这个义项上，“不能”表示客观条件不允许动作发生，“不会”则还
包括主观条件，即不愿意或自身条件不具备发生这一动作。如“他不能来了”表示可能下

雨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他不能来，但是他可能在意志上想来。“他不会来了”除了上面一层

意思外，还表示他本身也不想来。

（２）“能”和“可以”
Ａ　能、可以都表示具备某种技能，达到某种标准。有“能够”的意思。
例：安娜已经能／可以用汉语写论文了。
Ｂ　“能”可以表示善于做某种事（很能）；“可以”不能。
例如：他很能吃。

他很可以吃。
Ｃ　“能”和“可以”都可以表示某种动作能否被允许发生或动作发生的可能性，但是

否定形式多用“不能”。‘据对有关法律文献库的检索，法规类文献中共检出“不可以”３４
例，而“不能”８７１２例’。①

例如：我的书只有他能看。√　　　也许他不能来了，别等了。√
我的书只有他可以看。√　　　也许他不可以来了，别等了。
我觉得这次考试我不能通过了。√
我觉得这次考试我不可以通过了。

Ｄ　“可以”可以表示“建议、选择”，“不能”不可以。
（１）清迈有很多好玩的，你可以去看熊猫，可以去看瀑布，也可以去漂流。
（２）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好，你升职的事情，可以考虑。
Ｅ　“能”是单音节，“可以”是双音节，根据汉语双音划趋势，前者可以与某些单音词

组成固定结构，如“只能”、“岂能”、“哪能”、“怎能”“能否”等，这些地方“能”都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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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代替。

Ｆ　“可以”的否定形式“不可以”单用时，后面可以没有其他成分。而“不能”后面一
般要附带其他谓语。例如：

（１）我们可以去吃饭了吗？回答：不可以！
（２）我想去就去，没有什么不可以。
（３）我想去就去，没有什么不能。
另外，当“能”和“会”具有相同义项而可以互相通用时，“能”与“可以”就必定不能互

换。反之亦然。总之，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图１
注：①具备某种技能 ②表示动作发生的可能性 ③否定形式为“不会”④表示具备某

种效率 ⑤表示动作是否被允许发生 ⑥否定形式多为“不能”⑦表示“值得”
（二）“能”、“可以”、“会”三者否定形式非对等关系分不清

汉语助动词，特别是同一类别中的助动词在语义上的种种差异，带来了它们在否定形

式上的不同，即使是语义相同甚至可以替换的义项，否定形式也未必相同，如上面分析过

了的“能”和 “会”等。下面再来分析几个病例：

①Ａ他一分钟能打一百八十个字。　　———①Ｂ他一分钟不能打一百八十个字。
②Ａ他一分钟可以打一百八十个字。 ———②Ｂ他一分钟不可以打一百八十个字。
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两组貌似肯定与否定相对应的句子。但是仔细看来，却并非如

此。②Ｂ并非②Ａ的否定形式。②Ａ表示他具备一分钟打一百八十个字的能力，而②Ｂ
却表示客观条件不允许他一分钟打一百八十个字。其否定形式应该是①Ｂ。之所以会有
这种差别是因为，“可以”不仅和“能”一样表示具备某种能力，还表示对某种动作的赞成，

许可。这一义项是“能”所没有的。“可以”的否定形式只能对“赞成，许可”这一含义进

行否定，不能对“能力”进行否定。所以，虽然“可以”和“能”有时候可以表示相同的意

思，甚至可以互相替换，但是他们的否定形式是完全不同的②，这也是学生发生偏误的重

要原因之一。

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不能”和“不会”。例如：

①Ａ他能说一点儿汉语。③———①Ｂ他不能说汉语。
②Ａ他会说一点儿汉语。———②Ｂ他不会说汉语。
①Ｂ并非①Ａ的否定形式。①Ａ表示他具备说一点儿汉语的技能，而①Ｂ却表示客

观条件不允许他说汉语。其否定形式应该是②Ｂ。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别也是因为，“能”
不仅和“会”一样表示具备某种技能，还表示客观条件允许这一动作发生。这一义项是

“会”所没有的。“能”的否定形式只能对“表示客观条件允许这一动作发生”这一含义进

行否定，不能对“具备某种技能”这一义项进行否定。所以，虽然“会”和“能”有时候可以

表示相同的意思，甚至可以互相替换，但是他们的否定形式也是完全不同的。

（三）泰语能愿助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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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学生产生这些偏误主要是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母语负迁移时指把母语中的一

些语言现象运用到目的语中错误的地方，因此而产生混乱。我们来看具体例子：

泰语中，表示“能”、“可以”、“会”都只用一个词“ ［ｄａｉ］”例如：
我能说一点儿中文。———Ｃｈａｎｐｕｔｐａｓａｊｉｎｄａｉｎｉｔｎｏｉ．
可以去吃饭了。———Ｂａｉｋｉｎｋｈａｏｄａｉｌｅａｏ．
这道题目我会做。———Ｋａｍｔａｍｋｏｎｅｅｃｈａｎｔａｍｄａｉ．
正因为泰语这一特性，泰国学生对于汉语的“能”、“可以”、“会”常常分不清楚，甚

至对其产生恐惧或厌烦心理，这就是泰语产生的“母语负迁移”作用。因此，教师应该针

对学生的特殊情况，对学生耐心加以教导，精讲多练，让他们对这三者有清楚的理解。

三　针对此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首先，要让学生清楚认识“能”、“可以”、“会”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特别是不同

之处。在课前充分备课，课堂上既能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刻更清楚的解释，也能在教学过程

中处于主动地位，才能更有效地引导学生学习。

其次，让学生明白泰语在这一环节中起到的负迁移的作用，汉泰语言对比可以让学生

清楚认识到，汉语与泰语是有一定差别的，不能简单地拿泰语的标准来学汉语。

然后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精讲多练。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做练习，进

而进行反馈，教师不能对学生的错误进行责怪，要针对学生的问题进行耐心解释和辅导，

让学生消除对偏误的恐惧心理，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知识点。

最后，在平时的训练中都不能松懈这一问题，否则容易再次出现。应该在平时练习中

加以巩固，加深印象。例如，在“会……的”这一句型中，学生的错误率比较集中，除了遗

忘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很少循环讲解，学过就完了，不做循环复

习，这样学生对三者之间的区别就越来越模糊不清。此外，还可以鼓励学生在现实生活中

多锻炼口语，多听新闻，多跟中国朋友或外国朋友用汉语交流，培养语感，这样也能降低错

误率。

注释

①引自陶炼《表示“许可”的助动词“可以”、“能”之差异研究》，载陈光磊主编《语法研究与对外汉语语
法教学》，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②引自《日本留学生汉语助动词偏误分析》，选自王建勤主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语言系统研
究》，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６年版。

③引自泰国皇太后大学 王峰主编 “汉语短期培训教材”第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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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勤．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语言系统研究．犤Ｍ犦．北京牶商务印书馆牞２００６．
刘　询．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犤Ｍ犦．北京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牞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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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汉语教学初探：以泰国皇太后大学为例

康晓丽

提要　泰国皇太后大学的商务汉语专业提供本科和硕士学位的教学，以其紧跟
时代潮流和具有竞争性的系列课程项目赢得了泰国学生的青睐。本文主要探讨商务

汉语专业教学在泰国皇太后大学的现状、教学项目和课程内容、指导原则以及师资状

况等。通过对皇太后大学商务汉语专业教师的深度访谈发现，商务汉语专业的学生

已经具备学业上的知识储备，但鉴于课程设置对理论知识把握的偏向性，商务汉语专

业的学生未来在职场上竞争的能力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商务汉语专业教师普遍

认为，学生之间的沟通，跨文化的教学沟通，商务知识的教学沟通以及新媒体技术的

运用都需要补充和整合在现有的专业设置内，以此帮助学生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做

足准备。

关键词　商务汉语教学　皇太后大学　课程设置

随着华人在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基于汉语的商务交流活动越来越多，商务

汉语专业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但是目前，海外商务汉语教学及人才培养与对外汉语

教学相比仍停留在海外华文教育的“冷门”阶段，对外汉语教学仍是海外华文教育的重中

之重。

中国通过在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宣传中华文化，在与所在国

高校合作的过程中，结合具体的实际设置不同的专业门类。商务汉语专业的设置受到对

外汉语专业设置的影响，更多的偏向对理论知识的把握，注重对基础汉语知识的教学。

泰国作为中国的近邻和华文教育推广最广泛的国家之一，随着泰中经贸关系的加深，

泰国国内对商务汉语专业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泰国皇太后大学作为泰国建立“孔子学

院”的第二个基地，同时也作为泰国设置商务汉语专业较早的高校，其在商务汉语专业的

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本文以皇太后大学作为个案分析，

以期管中窥豹透视商务汉语专业教学在泰国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泰国皇太后大学商务汉语专业从创建到发展已经经历了８年的历史。从２０００年中
国政府捐资６０００万泰铢（约合１２００万元人民币）建立诗琳通中国语言文化中心开始，商
务汉语专业经历了由最初的汉语辅导班选修教学到目前专业设置全面、外教小班授课、年

级梯度清晰的全方位发展阶段。

目前，皇太后大学商务汉语专业的教学实践得到了泰国教育部和各高校的普遍认可。

鉴于泰国商务汉语学习还是一门比较新的专业，初期的学科建设在逐步探索和完善中，皇

太后大学商务汉语专业尽管只经历了短短８年的实践，但已经在某些方面成为泰国商务
汉语教学的“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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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讨商务汉语专业教学在泰国皇太后大学的现状、目前的课程设置以及未

来的发展方向。第一部分首先介绍皇太后大学商务汉语专业的基本情况，包括课程设置、

课程内容、学生概况以及研究项目等。第二部分通过对皇太后大学商务汉语专业教师的

深度访谈，透过跨文化的视角分析商务汉语专业教学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存在的困难。最

后结合商务汉语教师的反馈和皇太后大学的实际提出建议，即将学生之间的沟通、跨文化

的教学沟通、商务知识的教学沟通和新媒体技术的运用融入到当前课程设置内，以此帮助

学生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做足准备，迎接挑战。

一　背景介绍：泰国皇太后大学商务汉语专业概况

泰国皇太后大学从２０００年开始进行商务汉语专业的辅导教学，２００４年正式开始招
收第一批本科生。２００７年６月，开始增设汉语师范类专业（现称师资班），主要为泰国中
小学校培养汉语教师。

目前皇太后大学商务汉语专业注册学生４９２人，教师２８人。商务汉语专业课程设置
情况为：一二年级以汉语基础为主，一年级开设基础一、二、三和四，包括综合课、阅读课、

听力课；二年级开设基础五和基础六、商务汉语课程、汉语语法课程和中国国情课程。一、

二年级的学生暑期（每年３月—５月中旬）集中时间学习中文，主要学习汉语基础课。暑
期班结束后，一年级综合课完成基础四，二年级则完成全部的基础课。三年级和四年级开

设的课程涵盖：泰国导游、古代汉语、中国历史、海外华人社团、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

哲学、国际关系、中国电影和中国书法、中文报刊阅读、商务汉语阅读、商务汉语写作、商务

汉语翻译、秘书汉语、投资法、国际贸易、中国民俗等等。实际上，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

加大，皇太后大学许多非汉语专业的学生也已经意识到了汉语的重要性，提出了要求学习

汉语的请求，为此，商务汉语专业在每个学期开设全校性汉语选修课，教授中文一和中文

二，还开设中国围棋课，每门课程每周三课时的教学。

关于使用的教材，基础课和全校选修课采用北京语言大学的教材，其他课程的教材则

由本专业具体任课的中国教师根据教学需要负责编写讲义并组织教材的编写。目前已经

有部分课程完成了教材编写的任务，与此同时中国国家汉办每年定期向派出志愿者教师

的学校进行捐书和送书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教材的不足。

商务汉语专业的课程项目和目标是培养毕业生能熟练运用汉语和英语成功地进行商

务交际，并具备良好的商务管理技能及职业道德。具体设置如表：

表一　商务汉语课程结构及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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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每门课程学分均为最低数值限制，总学分要求与各分类栏目并无直接关系

表一中商务汉语课程结构主要包括核心通识课程、以及相关主要专业课程两大部分。

核心通识课程关注基础性语言等知识和文化的传授；主要课程包括汉语基础一至基础六，

以及与此相关的基本语言课程；专业课程和部分核心课程则是商务汉语专业三年级和四

年级主要开设的课程。其中辅助课程特指一年级和二年级的阅读和听力课程，与综合课

同步进行，不计入总学分内，仅作为学生综合课外辅导教学内容，辅助课程要求学生必须

学习，也计入总成绩，但没有学分要求。

表一商务汉语课程结构表明，通识课程和主要课程比重最高，这部分教学注重商务汉

语基础语言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同类。进入专业和核心课程的第二阶段学习时，课程内

容也更多倾向理论知识的把握，目的是在巩固语言基础的同时，了解专业领域内的相关理

论知识背景，商务交际方面的技能教学和训练在课程设置中所占比例甚微。

除此之外，商务汉语专业还设置了硕士学位点，组建了一个硕士班，提供在泰国汉语

学习的更高平台。但鉴于目前泰国全国各高校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提供汉语的硕士学位

点，因此皇太后大学商务汉语专业的硕士学位点也在试运行阶段，授予“文化研究”硕士

学位，存在的最大困难是生源和师资严重不足。

二　深度访谈：泰国皇太后大学商务汉语教师访谈

为了深入了解皇太后大学商务汉语专业的教学情况，特别是其今后的发展，本文作者

在工作之余对皇太后大学商务汉语专业的１３位全职汉语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
（一）教师档案

接受访谈的１３位全职汉语教师的年龄在２８至５９岁之间，平均年龄３７岁。教学经
验在１年至１５年之间。１位有一年的全职汉语教学经验，３位有四年教学经验，而另几位
则至少有７至１０年以上的教学经验。

（二）教师资格

目前，皇太后大学商务汉语专业有２８位中文教师，其中１５位为兼职汉语教师志愿
者。１３位全职中文教师中有六位泰国人，七位中国人，１５位汉语教师志愿者则全部是中
国人。全职中文教师中硕士学历的１１位，本科学历的２位，兼职志愿者教师全部是在读
硕士。全职中文教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９位，历史专业的１位，英文专业的１位，管理专
业的２位。兼职志愿者教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４位，音乐专业的１位，哲学专业的２位，
国际法专业的２位，历史专业的１位，国际关系专业的１位，教育学专业的３位，广告学专
业的１位。全职中文教师８０％ 毕业于泰国一流学府如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和中国的著名

学府，其中６０％有过国外学习和工作经历。兼职中文教师则全部来自中国厦门大学。
１３位被采访者普遍认为所学专业的教学经历在汉语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要。此外，如

果有其他专业的教学经历或者是本科阶段的经验积累也很受益。

表二是被采访教师提供的商务汉语专业注册学生人数，全职和兼职教师情况，学生中

７０％－９０％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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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皇太后大学商务汉语专业学生和师资情况

专业年级 班级个数 注册学生人数 全职教师人数 兼职教师人数

２００４级 １ ３２ ３ ２

２００５级 ５ １３８ ７ ７

２００６级 ７ １５２ ９ １０

２００７级 ７ １７０ １３ １５

备注：兼职教师特指中国国家汉办每年派往皇太后大学的汉语教师志愿者

（三）教师和学生比例

据被采访教师反馈，皇太后大学商务汉语专业的注册学生人数在泰国相对而言是比

较多的。此外皇太后大学是私立学校，不接收或者接收很少的政府预算，大部分的支出依

靠的是学生的学费和其它费用。

皇太后大学文学院全部８６位教职员工中，有三分之一是从事汉语教学的。而且汉语
教学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兼职教师来完成，这一点在泰国的其他高校也非常普遍。皇太后

大学商务汉语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的比例明显高于泰国其他高校。比如，泰国朱拉隆功大

学的教师和学生比例为１∶３，而皇太后大学则是１∶１８。
（四）商务汉语课程设置

被采访教师反馈，商务汉语专业的学生被要求除了专业课程之外，还要选修其他的科

目。一些包括基础的语言学习和训练，一些包括专业的延伸和扩展。对于其他不涉及语

言学习的科目不作硬性要求。

关于商务汉语专业课程设置的调整和更新情况，大部分教师认为调整的幅度还不能

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自２０００年商务汉语专业课程设置以来，课程结构和内容已经定期
进行了小范围的调整和完善，但针对迅速变化的环境和学生的需求，有必要对专业设置进

行一次全面的完善。

（五）跨文化语言沟通

目前，在泰国商务汉语教学机构中，跨文化语言沟通还没有作为一门课程在课程设置

中体现。然而被采访的商务汉语教师普遍认为这门课程对商务汉语专业学生今后的职业

生涯来说非常重要。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加深，毫无疑问会影响到商务汉语的实践，商务汉

语专业的学生不能忽视这一重要的趋势。

而有些被采访的教师则认为跨文化的沟通在当前的教学中是没有必要的。在意识到

跨文化沟通重要性的前提之下，他们认为商务汉语专业的学生应该学习其他更紧要的技

能，那些将比跨文化沟通更为重要。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跨文化沟通可以作为选修课

提供给学生。

尽管教师们认识到了跨文化沟通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但是鉴于缺少这个领 沟 为 扼 生性的更 。而生况供



的班级人数在１７－８０人之间。基础语言教学阶段采取小班教学授课，专业课班级的规模
则由学生的选课人数来决定。授课人数较多的班级则采用以讲授为主的授课方式。总体

来说，作为私立院校，皇太后大学商务汉语专业的学生还是较多的。

三　跨文化视角：透视商务汉语教学

（一）课程设置和传输

被采访教师表示他们在教学过程中运用一系列教学技术和手段，包括讲座、讨论、阅

读作业、学生的个人报告、案例教学、课堂活动、小组任务、写作任务甚至研究课题等等。

但当被问及这些不同教学方法的权重的时候，部分教师认为讲授是课堂主要运用的教学

方法，只有在讨论的课堂才会结合其他的教学工具和方法。部分教师还表示他们并不只

运用具体的课本内容，他们是将课本和自己收集的资料相结合，同时会经常运用到投影机

和幻灯片。

（二）课程评估

通常来说，皇太后大学每学期都会对教学进行评估。不仅学校和学院会对教学课程，

课程运行等进行评估。有时候国家的教育部门或者大使馆等也会因为需要部分资料而对

相关课程进行评估。这些评估包括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成绩划定、学生和员工测评、具体

项目测评等。大部分教师对学生采用小测验和考试、写作报告或论文，有时候学生的评价

也会被融入到评估体系之中。评估的结果用Ａ，Ｂ，Ｃ，Ｄ，Ｆ来表示。
在皇太后大学，学生每学期会对任课教师进行测评，有些测评对任课教师产生了积极

的效果。学生积极的反馈通常展现了教师运用教学资料进行教学的水平、学生在教学中

的收获以及教师讲授的清晰度等等。相反，消极的反馈通常涉及到教师的性格过于死板、

太过严肃，或者过于关注理论等等。

四　未来何去何从？

（一）学生的准备

当被问及目前商务汉语的课程设置是否会充分的保证学生未来的就业和职业生涯的

竞争力时，大部分教师的答案是不确定的。一部分认为目前的课程设置过于偏向理论。

他们认为这样可能是与现实相符合的，但是对未来则毫不适用。此外，目前的课程并没有

提供给学生在当前新信息技术和通讯以及商务管理或者是未来的雇主所需要的各项知识

和能力。他们普遍表示这些知识应该传递给学生，而且还应该加入一些更注重提升学生

的计划和分析能力的课程。另一部分建议应该加入一些人际交往、商务经济和政治科学

方面的课程，将语言的学习融入到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将会使学生更加受益。

最后一种观点坚持认为商务汉语课程的学习大部分时间需要学生自己努力。学生应该依

靠自己来学习更新的知识和技巧。他们表示教师已经非常认真和努力地教授学生在现实

社会中生存的实践和技巧，已经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其中一位老师这样说：“我们对来

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反馈洗耳恭听，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抱怨。”

（二）沟通技能及其对商务汉语教学的影响

被采访教师普遍认为商务汉语的专业实践，在当前跨文化沟通逐渐加深的时代，变得

异常的重要。跨文化的交流将影响商务汉语专业的教学以及作为信息传递的方式。随着

商务汉语专业更加国际化，教师们认为未来商务汉语专业的实践应将跨文化的沟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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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除了纯语言的学习之外，适当的实践和练习对学生掌握一门语言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

皇太后大学已安排四年级学生前往中国厦门大学实习７个月，一方面是语言实践，另
一方面也是跨文化交流的实践，另外还开设了中国民俗课，这些跨文化交流的尝试都将有

助于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流技能。但总体来说，皇太后大学在跨文化交流理论课程设置

方面还不够全面和充足。

与此同时，尽管教师认识到了跨文化沟通对商务汉语教学实践的影响，同时也认为应

该为学生学习沟通技能提供各种准备，但是事实上他们并不愿意对课程设置进行变动。

大部分认为这些变化不是他们能够带来的。

（三）额外的知识和技能

被采访者提出建议，除了语言教学之外，人际交往的技能课程应该更多的设置在专业

学习过程中。被采访者认为人际交往课程应该成为语言教学的必修课，同时还认为商务

沟通和商务信息将在商务汉语教学过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因此也应该教授给学生。

（四）教师资格

被采访教师表示商务汉语专业的教师应该获得更多的在外部世界的实践经历，以及

通过不断的参加专业培训和讨论会等方式提升自己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更进一步讲，

因为泰国目前在商务汉语专业研究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商务汉语专业的教师应该更多的

提升自己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并出版相应的研究成果，这些经历有助于提升教育者的素质。

五　总结和讨论

商务汉语专业在皇太后大学走了很长一段的路。过去的几年发展迅速，这可能与泰

国学习中文热和政府及商业部门对这部分人才的需求有密切关系。

然而，事实上，仍然有许多工作需要做，比如说商务汉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和中国的相

同专业设置非常相似，同时也因为大部分的教师来自中国，接受的是中国的教育，他们自

然会将他们的知识以及中国的思维方式在课堂中传播。因此这样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

如何将中国的理论、规则、案例以及文化等运用到课堂教学当中，以及如何与泰国的文化

产生交融。

另一个是商务汉语教师自己出版教材并组合相关的教学资料，这些与学生直接相关，

是否受益也存在不确定因素。同时，商务汉语专业教师还必须不断地敦促学校的管理人

员调整课程设置，敦促相关负责人更新教学设备。如果课程设置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进

行调整，那么学生则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时代。跨文化的交流，人际交往和商务知识的

普及，是被采访教师的普遍共识，这些内容应该被加入到新的课程设置中。

鉴于商务汉语专业教师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了实际教学，而忽视了教学研究和发展职

业经历的延展性，因此目前仍依靠中国已出版的理论教材。但是商务汉语专业教师已经

意识到专业研究对商务汉语专业今后发展的重要性。

然而，泰国皇太后大学商务汉语专业的教学前景依然乐观。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比

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泰国商务汉语专业影响范围深远，不仅为泰国实际商

务汉语人才方面提供了后备力量，也在实际的专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康晓丽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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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代表参加第三届孔子学院

全球大会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９日至１１日第三届孔子学院大会在北京召开，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副
校长邬大光、招生办主任詹心丽和海外教育学院郑通涛院长、耿虎和黄建军副院长及法学

院副院长宋方青教授一行参加了此届大会。大会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刘延东出席会议并作重要发言，中国教育

部部长周济主持本届大会开幕式。来自７８个国家和地区的５００多位大学校长和孔子学
院代表，以及孔子学院中方承办高校代表出席会议。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主持了“孔子学院与大学教育质量的提高”的校长论坛，大

会代表们围绕汉语推广与世界多元文化发展、孔子学院办学质量和管理、市场开发与可持

续发展、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与开发、本土汉语教师的培养和培训等专题进行深入探讨。

大会期间孔子学院总部表彰了先进孔子学院和个人，其中厦门大学与英国卡迪夫大

学共建的孔子学院获得表彰，在孔子学院建设成果展期间，周济部长还参观了厦门大学的

孔子学院展板，厦门大学建设成果展板突出体现了厦门大学孔子学院的良好发展势头和

远大的发展空间。朱崇实校长向周济介绍了厦门大学的孔子学院承办情况并指出汉语国

际推广南方基地将面向全球孔子学院和全球汉语学习者，为汉语教学提供统一的标准、统

一的测评体系、统一的管理、统一的服务。

截至目前，厦门大学先后与泰国皇太后大学、波兰佛罗茨瓦夫大学、土耳其中东技术

大学、法国巴黎第十大学、英国卡迪夫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尼日

利亚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美国特拉华大学、加拿大圣玛丽大学等共建孔子学院。校长朱

崇实大会期间表示，作为国家重点大学，对外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是厦大的一项重任；这

也是厦大和孔子学院所在国家或地区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一个平台，南方基地将在汉语国

际推广中发挥骨干和示范作用。

（张　涵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

）

第九届世汉研讨会在京隆重召开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７日，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和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主办
的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汉语国际教育标准与多元化教学”。来自２６个国家的３９０位
国内外专家、教师分别就汉语国际教育现状与学科建设、孔子学院建设、国际汉语教育标

准、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国际汉语教师发展、教材与教学资源、汉语教学 （下转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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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析“看把……”句式在口语中的运用 张凤龙（２．３１）
!!!!!!!!!!!!!!!

汉语外来语新探 田惠刚（３．１）
!!!!!!!!!!!!!!!!!!!!!!!!

现代汉语政论文体中因果复句的使用情况研究（上） 董　佳（３．２２）
!!!!!!!!!

蒙古国学生汉语阅读焦虑的原因调查与分析 寇清华（３．２９）
!!!!!!!!!!!!

任务型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孟繁杰　李　焱（３．３５）
!!!!!!!!!!

论初级阶段的汉字教学模式———分阶段的汉字教学设想（一） 李　蕊（３．４１）
!!!!!

·０８·



中级日本学生“被”字句习得偏误调查研究及教学对策 刘　姝（３．４７）
!!!!!!!!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研究纵览 李　泉　金允贞（４．１）
!!!!!!!!!!!!!

汉语成语的文化特性 卢铁澎（４．１６）
!!!!!!!!!!!!!!!!!!!!!!

现代汉语政论文体中因果复句的使用情况研究（下） 董　佳（４．２４）
!!!!!!!!!

“把”字句的认知语言学及类型学研究 夏秀文（４．３３）
!!!!!!!!!!!!!!!

也谈汉语的＂作格＂问题 潘　泰（４．３９）
!!!!!!!!!!!!!!!!!!!!!

偏正式：汉语新词的主要构词方式 杨　博（４．４６）
!!!!!!!!!!!!!!!!

华教寰宇

东南亚华人族群文化与华文教育 李明欢　黄　猷（１．５３）
!!!!!!!!!!!!!

理性的逻辑选择：对东南亚华裔青少年来华留学的动因分析 卢　帆（１．６０）
!!!!!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非华裔生汉语学习情况调查与分析 洪丽芬（１．６５）
!!!!!!!

泰国各级学校汉语教学状况的调查 常大群（３．７２）
!!!!!!!!!!!!!!!!

中外文化比较

中日姓名预测学漫谈及比较 王治理（１．７１）
!!!!!!!!!!!!!!!!!!!

教材编写

医学汉语教材编写刍议 程乐乐　朱德君（２．４０）
!!!!!!!!!!!!!!!!!

《博雅汉语》起步篇的分析与评估 洪　炜（３．６４）
!!!!!!!!!!!!!!!!!

任务型教学法在对外汉语写作教材中的体现———评《体验汉语写作教程》系列教材

梁　宇（４．５１）
!!!!!!!!!!!!!!!!!!!!!!!!!!!!!

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用字典的实用性问题 翟　汛　熊　莉（４．５７）
!!!!!!!!!!

师资纵横

海外中文学校师资现状调查及培训模式创新构想 马燕华（２．４７）
!!!!!!!!!!

新加坡华文教师培养理念的反思 张　杰（３．５６）
!!!!!!!!!!!!!!!!!

浅析现代网络技术在海外华文教师培训中的运用———以中国华文教育网为例

陈水胜（４．６９）
!!!!!!!!!!!!! !!!�o�> �( �D �4 ˘ �Ô�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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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华侨华人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王焕芝（２．６０）
!!!!!!!!!!!!!

菲华作家施柳莺笔下的女性画廊 张　桃（２．７０）
!!!!!!!!!!!!!!!!!

试论汉语言的文化特性———以“气”字为例 常大群（４．７３）
!!!!!!!!!!!!!

承儒学之道 扬雅士之风———《儒雅余韵》序 黄香山（４．７７）
!!!!!!!!!!!!

生命永恒的回声———以朵拉的爱情观及作品为例 周　萍（４．７９）
!!!!!!!!!!

汉外比较

汉韩同形词对比与对韩词汇教学 王　丽（２．７４）
!!!!!!!!!!!!!!!!!

汉语和韩语辅音对比与韩国学习者汉语声母偏误分析 陈　晨　李秋杨（４．６２）
!!!!

简　　讯

美国来华留学生向中国学生学习剪纸艺术 尹召功（１．７８）
!!!!!!!!!!!!!

我校海外网络远程教学引起东南亚华文教育界关注 张　峰（１．７９）
!!!!!!!!!

我校与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签署孔子学院协议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１．８０）
!!!!!!

海外教育学院／国际学院代表团访问菲律宾印尼 连志丹（２．８０）
!!!!!!!!!!

印尼建国大学中文系主任访问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连志丹（３．２８）
!!!!!!!!

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将落户厦大 张　峰（３．８０）
!!!!!!!!!!!!!!!!

海外教育学院与上海韬图动漫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研发基地合作协议 张　峰（４．７８）
!!

厦门大学与德国特里尔大学合办的孔子学院隆重举行揭牌仪式 张　峰（４．８２）
!!!!

·２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