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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鸣奋

提要　基于国际互联网的远程教育具备学习自主化、教材网络化、课堂互动化的
优势，有助于解决当前海外汉语华文教育所面临的教师队伍短缺、教学资源不足、教

学手段落后等问题。尽管如此，要充分发挥网络教育的长处，必须扫除课件制作、网

站建设、视频传输等方面所存在的障碍。本文总结了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近年来

在打造平台、开发课件、组织推广等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今后海外汉语教师网络培训

工作中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家庭点播与教学点学习并重的设想。

关键词　华文教育　网络教育　师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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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索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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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鸣奋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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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８页）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３．
牞 ． 犤Ｍ犦． 牞２０００．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４．
牞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１．
． 犤Ｍ犦． 牞２００５．

（秦惠兰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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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编者按　任务型教学法是否将意义教学推到极端而忽视形式教学？是否过分
强调流利性而忽略准确性？以下两篇文章的观点明显不同。最近几年任务型教学法在对

外汉语教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科学全面地认识和正确地使用这种崭新的教学

法，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行加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

侯　颖

提要　任务型语言教学法从产生到现在前后不足三十年，但却在语言教学界产
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该教学法从英语教学界步入汉语教学界之际，阐释其名与实、分

析其得与失，对开展任务型汉语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　任务型教学法　特质　局限性　交际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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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言教学法发展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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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任务型教学法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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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余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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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伟

提要　本文针对任务型教学法如何处理意义与形式、流利与准确等问题，在吸取
西方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简要的论述和梳理，以期对任务型教学法是否过分强调

意义教学和流利性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　任务型教学法　意义　形式　流利　准确

一　意义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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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ｎａｎ１９８９１３０－１３１
ｆｏｒｍ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

１９９１ Ｍ．Ｈ．Ｌｏｎｇ
ｆｏｃｕｓｏｎｆｏｒｍ

Ｌｏｎｇ１９９１４５－４６ ｆｏｃｕｓｏｎｆｏｒｍ

１１



Ｊ．Ｗｉｌｌｉｓ
Ｗｉｌｌｉｓ１９９６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ｏｃｕｓ

ｆｒｏｍ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ｏｆｏｒｍ

２００３ ＲｏｄＥｌｌｉ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ｔａｓｋｓ
Ｅｌｌｉｓ２００３

１４１
Ｌｏｎｇ Ｗｉｌｌｉｓ Ｅｌｌｉｓ

二　流利与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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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祯人

提要　本文从汉字的特点和对外汉语教学规律的角度出发，较为系统地讨论了
针对零起点留学生的汉字教学问题，侧重论述了读写汉字的基础训练与寓教于乐的

教学思想相互渗透，文化内涵的灌输与直观教学法相互渗透以及学生的母语是唯一

的课堂教学用语等三个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　零起点留学生　汉字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　教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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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慧敏　谢　福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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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惠兰

提要　本文从“对外汉语修辞学”、“修辞与对外汉语教学”、“修辞与文化”及
“修辞与其他”等几个方面，对对外汉语修辞研究现状进行了述评，认为目前的对外

汉语修辞研究，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尽管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更多方面的研究还

处于空白状况，一些已触及的领域也都有待于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　修辞　对外汉语修辞　对外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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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外汉语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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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辞与对外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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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辞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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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词语的文化涵义，在不同的民族中大部分是有差异的，但有时也会是相同的。例如

“月亮”，东西方人均有“洁净、明亮、美丽”的文化附加意义；“狐狸”均有“狡猾、善变”的

文化涵义。当然更多的词语文化涵义是有差异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例如：“蝙蝠”，汉

语中因“蝠”与“福”谐音，便作为吉祥物入画了，如“五福捧寿”；而西方人对 ｂａｔ（蝙蝠）无
好感，常有“眼力不行”、“有眼无珠”、“丑陋、凶恶、吸血动物”的贬义。又如：“海燕”（ｐｅｔ
ｒｅｌ），中国人看作“不畏艰险、不屈不挠，在茫茫大海中拼搏，奋勇前进”的象征；而西方人
却用来代表“预示灾难、纠纷、暴力行动即将出现的人，或幸灾乐祸的人”之义。两种联想

的差别多大！

在语言运用中，双方词语的文化义相同，一般不会发生交际障碍；而文化义有差异的，

发生误会、困惑就比较多，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汉语“狗咬狗”与英语“ｄｏｇｅａｔｄｏｇ”，词
汇、句子的形式与基本义均相同，但文化的伴随意义却不同。中国人厌恶狗，常用此“同

类相残”比喻盗贼、坏人团伙内部的争斗；而英美人视狗为“人之良友”，所以基本义“同类

相残”虽相同，但有惋惜和同情的附加意义。感情色彩不同，文化意义迥异。随便使用，

会发生语用错误。

因此，在修辞选择时，交际双方应该特别注意词语文化涵义的不同。正如英国语言学

家韩礼德所说：“对于语言学家来说，语言之间的共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应该是它们

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反映的文化差异。”

４２



一位女留学生在宿舍窗边看书，修理屋顶的泥水匠高喊：“Ｌｏｏｋ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ｕｔ！”女留
学生认为叫她“朝外面看”，就赶紧把头伸出窗外看望，不料修理工将笨重的残余板子掷

下来，差一点打破了她的脑袋。泥水匠说：“ＤｉｄｎｏｔｙｏｕｈｅａｒｍｅｃａｌｌＬｏｏｋｏｕｔ？”（你没有听
见我高喊“Ｌｏｏｋｏｕｔ”吗？）她回答：“Ｙｅｓ，ａｎｄｔｈａｔ’ｓｗｈａｔＩｄｉｄ”（听见了，所以我才向外看
呢。）原来泥水匠叫下边的人“注意！留神！”中国女学生听音生义认为是“朝外面看！”又

如英国乞丐善说：“Ｈａｖｅｙｏｕｇｏｔａ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ｆｏｒｍｅ，ｐｌｅａｓｅ！”（“请你给我一支烟”。）你真的
给他一支烟，就闹出了笑话，他要的是“给钱！”

四　修辞与其他

③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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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９

－ －
２００７

许多修辞形式，一般都认为是用来“强调”或“加重语气／语势”的。例如：倒装“大都
用以加强语势”（为节省起见，原文括号内文字均略去，以下同）。其他如：不同类型疑问

句的挑选；数量词的繁简；某些副词的繁简；虚词的重复；词序的运用，包括两种不同词序

的交错使用、宾语的提前、定语的后置、主谓倒装、定语后移等等。上述各种形式的选择，

也都被认为是用来“强调”或“加重语气／语势”的。然而，“强调”、“加重语气／语势”等此
类用语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因而，其说服力也就显得不够有力；而且在多半情况之下，均

无法体现其确切意义。这就回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老路上去了。

某些语言形式应如何适当使用，往往说成“在一定的条件下”，或者为了“某种特殊的

修辞效果”。例如：“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被动句可以省去‘被’字”。“返原，指的是故意偏

离词语的通用意义，返回到词语的构成语素的意义，或词语的原始意义。这种用法为的是

达到某种特殊效果，大都有幽默风趣的色彩”。此类笼统的说法，在讨论了多种方法、手

段之后，作为总结，当然未始不可，但是，如果在讨论某个特定形式应该如何适当使用的时

候，这样的说法实在过于笼统，由于其所留的想象空间过大，无法让读者获得一个确切的

认识。

在一般的修辞书籍中的“系统”，所指多半是语言形式或修辞方法的分类。至于真正

有系统的规律或解释，则多付诸阙如。因为有系统的规律是可以涵盖所有该类的形式的；

有系统的解释是应该能够对所有该类的形式，作“为什么会有如此效果”的解释。仅作分

类而不作解释，这样的“系统”和“规律”，在理论上，就难免变成“以偏概全”的“零言碎

语”了。

如果换一个角度，以语言学的视角，尤其是以篇章语法的观点，对实践性修辞学中所

提各类问题，作进一步的观察与分析，从而获得较为具体的规律，以便学习者能更确切地

了解，为什么不同的形式会产生不同的修辞效果。

⑤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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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双

提要　本文探讨的复合式教学法，即按照学习水平把班级分成快、慢组或高、中、
低组，采用复合式汉语教学法，由一位教师在同一个课时内，同课堂或分课堂，交叉立

体地引导几个不同层次学习者进行汉语合作学习。做到同内容、异要求———采取个

性化分层次教学；动静搭配———以优化课堂教学结构；合作互动———自觉地把学生置

于学习的主体地位，并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促进个性化教学及学习者语言能力

的发展，以求为汉语国际推广扩展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发展领域。

关键词　复合式教学　汉语国际推广　个性化教学　动静搭配　合作互动

①

②

一　复合式教学法具有巨大的潜在需求和广泛的国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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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复合式教学法原则及其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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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以三个层次为例：

层次 低层次 中层次 高层次

课程 综合 口语 写作

课题 春天来了 讲述春天 描述春天

教学目标

学习新词

学习新句型

了解春天的美丽景色

讲述春天的天气、花草

树木的变化，以及春天

里的故事

写作：春深似海

教学重点
学习生字词，理解课文

内容，操练句型

掌握课文句型和生词，

注意句与句之间的联

系，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模仿课文，进行写作

教学难点

汉字的写法

句型应用

复述课文、默写课文

重点词句的理解和区别

复述课文

１．把握春天景物的特点
２．书面语言的表达

教具准备
一幅关于春天的图画，

生字词卡片

一幅关于春天的图画，

写景句型卡片

一幅关于春天的图画，

写景片断卡片

课堂活动
默读，同学互相检查基

本作业

弹性作业

翻译课文

写作，同学互相批改

检查基本作业

教学时间 一课时（５０分钟） 一课时（５０分钟） 一课时（５０分钟）

教学过程

（师生可

根据具体

情况选择

其中几项

完成）

组织教学１分钟
１．直接教学 １０分钟

（动）

（１）教师检查预习情

况；

（２）教师泛读、领读课

文，看图让学习者初步

感知课文；

（３）出示生字卡片，教

生字笔顺；

（４）结合图画，看看春

天有哪些景象。

组织教学１分钟
１．自动作业 １０分钟

（静）

为直接教学做好准备：

（１）预习课文；
（２）自己确定学习目

标，自己选择学习方式，

自学课文；

（３）朗读课文；
（４）学习者互相检查纠
正：互问互答，纠正发

音，补充内容；

（５）结合课文理解生字
词的意思；

（６）造句。

组织教学１分钟
１．自动作业 １０分钟

（静）

安排学习者写作，书面

出示写作要求：

（１）题目自拟，以春天

为主题；

（２）先写提纲，写作过

程中可以修改提纲；

（３）词语丰富，语言优

美流畅；

（４）结构合理；
（５）标点符号使用正

确。

３３



２．自动作业 ２０分钟

（静）

（１）认读基础生字词；
（２）抄写生字词和拼

音；

（３）抄写常用句型。

２．直接教学 ２０分钟

（动）

（１）复习旧课，回忆课

文内容；

（２）学习新课；
（３）汇报自学的心得和
对课文的理解；

（４）总结归纳春天景物
的特点；

（５）掌握课文中表现的
感情色彩；

（６）用换词法区别理解
重点生字词的含义。

２．自动作业 ２０分钟

（静）

继续进行写作练习。

３．直接教学 １０分钟

（动）

（１）检查自学情况；
（２）教学课文；
（３）结合图画，说说春

天有哪些景象；

（４）弄懂并读熟课文中
的每句话，学习重点词。

３．自动作业 １０分钟

（静）

（１）自学探究各个自然
段的含义；

（２）小组讨论：总结归

纳春天的景色特点；

（３）互相讲述自己、家

庭、学校、朋友、同学、老

师在春天里发生的事情

和打算。

３．自动作业 １０分钟

（静）

（１）学习者互评互改；
（２）翻译练习。

４．自动作业 ９分钟

（静）

（１）默写生字词和拼

音；

（２）同学互相听写，检

查；

（３）根据自己的生活实
际，应用生字词造句；

（４）复习课文；
（５）小结。

４．直接教学 ９分钟

（动）

（１）小组汇报自学情

况；

（２）回答课后问题，教

师讲解疑难处；

（３）学习者朗读课文，

体会春天欢快美好的感

情色彩；

（４）小结。

４．直接教学 ９分钟

（动）

（１）汇报自己的作文内
容、主题思想；

（２）夹有部分翻译。

　　 １
２

４３



３
１９９７ Ｍｉｇｕｅｌ

＆Ｂａｓａｒｇａ １
２ ３

⑥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１９７８ Ｌａｕｋｋａｎｅｎ＆Ｓｅｌｖｅｎｔｏｉｎｅｎ
４

⑦

１９７６
⑧

５３



四　结　语

１９８７
１６８ ＴｈｅＥｓｃｕｅｌａＮｕｅｖａＰｒｏｇｒａｍ ６９ ３０３３

３ ５ ＴｈｅＥｓｃｕｅｌａＮｕｅｖａＰｒｏｇｒａｍ ３
５
ＴｈｅＥｓｃｕｅｌａＮｕｅｖａ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ｒａｔｔ １９８６ １９４８ １９８３

Ｐｒａｔｔ

１９９１ Ｍｉｌｌｅｅｒ
１９９２ Ｔｏｍａｓ＆Ｓｈａｗ １９９５ Ｖｅｅｎｍａｎ １９９７ Ｍａｓｏｎ＆Ｂｕｒｎｓ

⑨

６３



注

① 牞２００７－０３－１５．
②④⑤⑥⑦⑧⑨ 牞２００４．
③ 牞２００３．

参考文献

犤 犦 ． 牗１９９９－２００３牘犤Ｊ犦． 牗
牘牞２００５牞牗２牘．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５牞牗３牘．
． 牞 犤ＥＢ／ＯＬ犦． 牞２００７－３－１５．． 牞ｈｔｔｐ牶／／ｗｗｗ．ｃｈｉ
ｎａｑｗ．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２００７０３／１５／６８１６４．ｓｈｔｍｌ．２００７－１２－２６．
牞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４牞牗１牘．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０牞牗１牘．

　 ． 犤Ａ犦 牽 ．
犤Ｃ犦． 牶 牞１９９９．
． 犤Ｊ犦． 牗

牞２００６牞牗５牘．
犤 犦 ． 犤Ｊ犦． 牗 牞２００６牞

牗２牘．
犤 犦爛 爛 ． 犤Ｍ犦． ． 牶 牞１９８５．

． 犤Ｊ犦． 牞１９９９牞牗３牘．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３牞牗２牘．

（吴　双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

７３



２００８ １ ４６

石慧敏　谢　福

提要　本文归纳外国留学生使用汉语“是……的”句常见的六大偏误类型，依据
中介语理论和偏误分析理论进行分析，揭示了导致这些偏误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的

教学建议。

关键词　是……的　偏误分析　母语　目的语

一　引　言

３０％ １９８１

４０ ２７２

＋



（１）我和我的哥哥是同时到北京来 。̌（我和我的哥哥是同时到北京来的。）

（２）他看起来是很累 。̌（他看起来是很累的。）

１９９０

＋ ＋ ／

２．
（３）我父亲跟他 在̌小的时候认识的。（我父亲跟他是在小的时候认识的。）

（４）大部分公司 要̌求全天的。（大部分公司是要求全天的。）

／ ／

１．
（５）谁是把窗户打开的？（是谁把窗户打开的？）
（６）在中国，我跟一个英国留学生是在认识的。（我跟一个英国留学生是在中国认识

的。）

５
２．

（７）这件事是一定他做的。（这件事一定是他做的。）
９３



（８）老刘刚才那段话，就是好像对我说的。（好像就是对我说的。）
３．
Ｖ＋ ＋Ｏ Ｖ＋ ＋Ｏ

（９）我是昨天买的一辆自行车。（我是昨天买的这辆自行车。）

１

→
２

→
３

→
４

→

（１０）在那个学院很多朋友们是我国来留学的，我很少跟中国人说话。（……是从我
国来留学的）

（１１）不能想自己要离婚就能离婚。我们相信，结婚是被上帝做的。（……是上帝安
排的）

１．
（１２）我有一个新朋友，他叫振文。一个月前我认识振文。（我们是一个月前认识

的。）

０４



（１３）所以我很喜欢练我的汉语。我认识她从我的朋友那里，朱朱是我朋友的女朋
友。（我是通过我的朋友认识他的。）

１２

（１４）他头疼了一天，他哭得头疼。（他头疼了一天，是哭脸哭的。）

２．
（１５）我本来很认真地听课，可是我越来越不认真了。我觉得是蚊子咬我的，而且越

来越多。真的不舒服。（是蚊子咬了我。）

（１６）他们一天学习十个小时，我觉得是很辛苦的。（我觉得很辛苦。）

１５

１６

１．
（１７）Ａ：你结婚了吗？

Ｂ：结了。
Ａ：什么时候结了婚？
Ｂ：前年结了，都有小孩了。
Ａ：什么时候生了小孩？
Ｂ：去年生了小孩。

２．
１４



（１８）我们花的钱被妈妈努力工作挣了。（我们花的钱是妈妈努力工作挣的。）
（１９）画被他画了。（画是他画的。）

ａ．
ｂ．
ｃ．
ａ ｂ ａ ｃ

三　“是……的”句偏误原因分析

２００４

Ｅｌｌｉｓ１９８５

Ｅｌｌｉｓ
２４



＋ ＋

Ｔｈｉｓｓｋｉｒｔｉｓｖｅｒｙ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

＋ ＋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４



＋ ＋ ＋

ＸｉａｏＬｉｗａｓｋｉｌｌｅｄｂｙｈｉｍ．

Ｈａｔｃｈ１９８３

４４





１９９３ Ｔｏｐｉｃ

Ｔｏｐｉｃｃｈａｉｎ

１９９４

四　结　语

参考文献

． 爥爥  犤Ｊ犦． 牞１９８１牞牗２牘．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１牞牗４牘．
． 犤Ｍ犦． 牶 牞１９９４．
． 犤Ｊ犦． 牞１９９３牞牗１牘．
．  爥爥  犤Ｊ犦． 牞１９８２牞牗４牘．
．  爥爥  犤Ｊ犦． 牞１９８１牞牗５牘．
．  爥爥  犤Ｊ犦． 牞１９９１牞牗３牘．

． 爥爥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５牞牗４牘． （下转第１８页）
６４



２００８ １ ４６

齐沪扬　蒋叶红

提要　本文以上海方言为分析对象，提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特别注意对方言
普通话的规范问题，在对上海普通话和标准普通话的词汇、语法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

上，提出相应规范措施，以期对语言规范和外汉教学有所裨益。

关键词　外汉教学　标准普通话　上海方言普通话　规范措施

引　言



． ．
．

一　上海方言与普通话的词汇差异

赥 赥 赥

１．

２．

３．

４．

１．
名量词：一爿（家）商店 一档（类）货色

８４



动量词：下一趟（次）敲一记（下）坐一歇（会儿）

２．
一支（首）歌、一根（支）香烟

一部（辆）汽车、脚踏车

一粒（颗）糖、子弹、钮子、花生米

一只茶壶｜钥匙｜斧头（普通话用“把”）
一只帽子｜帐子（普通话用“顶”）
一只房间｜饭店（普通话用“间”、“家”）
一只飞机｜电视机（普通话用“架”、“台”）
一只牛｜羊（普通话用“头”）
一只汤｜工作｜青菜（普通话用“份”）
一只灯｜日光灯（普通话用“盏”）
一只球 ｜碗｜枕头｜热水瓶｜手表｜馒头｜鸡蛋（普通话用“个”）

二　上海方言与普通话的语法差异

１．
１

９４





表二

疑问句 上海方言 普通话

表达形式

前添式：阿……？

后补式：……口伐？

正反式：……勿……

……吗？

……不……？

　　

２．

１

２

三　方言普通话的规范措施

１５



参考文献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３牞牗６牘．
牞 ．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０牞牗２牘．
．   犤Ｊ犦． 牞１９９９牞牗４牘．
． 犤Ｍ犦． 牶 牞１９８９．
牞 ． 犤Ｍ犦． 牶 牞１９９８．
． 犤Ｍ犦． 牶 牞１９９４．

（齐沪扬　蒋叶红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２５



２００８ １ ４６

?■

李明欢　黄　猷

提要　本文回溯东南亚华人族群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变异，剖析东南亚华人族群
文化的主要特点，就当代面向东南亚的华文教育政策，提出若干思考与意见。

关键词　华文教育　华人族群文化　东南亚华人

一　东南亚华人族群文化发展脉络

３５
 ０５ＪＡ８４００１２



１９２９ ２０４
１９３４ ４０３ ３６
①

２０ １９０７

②

２０ ４０
③

４５



二　东南亚华人族群文化基本特点

５５



④

６５



三　东南亚华人族群文化与华文教育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⑤

８２％
９２％ ⑥

２０％ ⑦

１９９５ ２４％
４３％ ⑧

７５



注

①爯 爲牞 牶爯 爲牞 牞１９９１ 牞
５０５ ．
② 犤 爛 犦 牞 牞 牶爯 爲牞

牞１９８６ 牞 １４－２７ ．
③ 牶爯 爲牞 牞２００２ ．

８５



④ 爯 爲１９９０ ４ １３ ． 牶爯
爲牞爯 爲２００２ ２ ．

⑤ 牗０５ＪＡ８４００１２牘 牞
爯 爲２００６ ３  ．

２００６ １２８ ．

与父母交谈 与朋友交谈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印尼语 ９３ ８１．６ １１６ ９２．１
英语 １ ０．９ １ ０．８
普通话 ６ ５．３ ２ １．６
闽南话 ９ ７．９ ３ ２．４
粤语 １ ０．９ １ ０．８
客家话 ３ ２．６ ０ ０
其他 １ ０．９ ３ ２．３
总计 １１４ １００．１ １２６ １００．０
缺失 １４ ２
总计 １２８ １２８

⑦ 牞 牞 牞 
 牞 牞

牞 ． 牞 牞
．

⑧ 牶爯 爲牞爯 爲１９９５ ２ ．

参考文献

． 牶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６牞牗３牘．
． 牶 牗 牘犤ｊ犦． 牗 牘牞

１９９９牞牗４牘．
． 牶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６牞牗３牘．
．    牶 犤ｊ犦．
牞１９９９牞牗４牘．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６牞牗３牘．

　 ． 犤ｊ犦． 牞１９９５牗２牘．
． 牶 ４００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６牞

牗４牘．
． 牶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６牞牗３牘．

（李明欢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黄　猷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９５



２００８ １ ４６

?■

卢　帆

提要　本文以一群东南亚华裔青少年为考察对象，通过深度访谈了解他们的个
人经历、行为和感受；并运用科尔曼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泰勒关于狭义理性理论的

阐述以及韦伯对社会行动的分类，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框架下对东南亚华裔青少年来

华留学的动因进行考量，最终得出结论：他们来华留学是出于对经济、文化、社会、情

感因素考量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　理性选择　华裔青少年　留学动因

一　问题的缘起

１７ ２０
５０ ８０

２０ ９０

０６
 ０５ＪＡ８４００１２



二　留学动因与理性选择

１０２

⑴
⑵
⑶
⑷

１６



三　留学动因与社会行动

①

②

Ｙ２

Ｙ２

２



Ｍ１

Ｔ２ Ｔ１
Ｔ２

ＴＩ Ｔ２

２．
Ｍ１

１９９８

Ｙ１

Ｙ３ Ｙ４

Ｆ１

四　结　论

３６



注

① 牞 牞 １２ Ｙ１
牞 ．

② １２ 牞
． 牞

１２ 牞 Ｍ１Ｍ２牞
Ｙ１Ｙ２Ｙ３Ｙ４

Ｙ

３ Ｙ

Ｍ２



２００８ １ ４６

洪丽芬

提要　本文重点在以下三方面：为何选修汉语、汉语哪方面最难掌握以及如何克
服汉语学习难题。接受调查的对象是博特拉大学选修汉语的９７名马来裔或印度裔
（即非华裔学生）的学生。调查发现，两大主要的学习推动力是汉语的实用价值以及

对学生在将来毕业后求职或发展的重要性，个人的励志和毅力也不可欠缺。汉字书

写和汉语声调是他们面临的两大难题。

关键词　非华裔　学习推动力　汉字　声调　以学生为本

一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情况

１９９５

３６０
１９８０

１４
① ３ １４ ３

２０％ ６０％
４０％

４２

５６



二　研究方法

１４０ １０７
９７ ９７

三



１４％

１２％

２％

四　非华裔学生难以掌握的汉语范围

４２％ ２９％
１５％ １４％ ３

７６



８０％

１４％
４

１ ２

五　学生采取的学习方式



５
３７％ ３０％

６ ７５．８６％

４４．８３％

５５．１７％
１８．３９％

１２．６４％

８０％

９６



六　结　语

注

① １４ 牞
．

参考文献

． 犤Ｍ犦． 牶 牞１９９１．
　繤． 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２．

． 犤Ｊ犦． 牞１９９７牗４牘．
ＰＩＬＬＡＹ牞ＨＡＮＮＡＨ．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ｎＭａｌａｙｓｉａ犤Ｊ犦．Ｔｈ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ｅｒ牞１９９８牞２２

牗１１牘牶４１－４３．

（洪丽芬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语言系）

０７



２００８ １ ４６

王治理

提要　“姓名预测学”是一种是从“周易”哲学发展出来的、通过姓名去探索人生
规律的命理学说。对于有着共同文化根源和同用汉字起名的中国、日本来说，两国的

姓名学流派不仅在理论基础上有着相通之处，而且还相互传播、相互影响。目前，在

姓名学众多的流派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传统的“生辰八字姓名学”和日本的“五格

剖象姓名学”。本文尝试在归纳、总结这两种流派理论根据和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比

较、分析并介绍中日姓名学说的相关知识。

关键词　姓名预测　汉字　象数易学　生辰八字　五格剖象

一　汉字与姓名学

青史氏之记曰：“……太子生而泣，太师吹铜曰：声中其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后

卜名。

７０５ ?

公问名于申?。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

１７



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

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

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

?

→

→

ｃｈａｏ ｚｈａｏ
→

→ →

２００４ ７ ２２ ２００４ ６
５７８

１３０８ ７２９ ４８９

①

→

→ → → → → →
→
３６

２７



→ →

二　生辰八字姓名学

②

③

２７

２００７ ４ １０ ２２

丁 亥 甲 辰 甲 戌 乙 亥

火 水 木 土 木 土 木 水

３７



　　 ３ １ ２ ２
３

３ ２

Ｐ．２０７ ④

三　五格剖象姓名学

１８９３

１９１８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７

１９９０

４７



１．
⑤

⑥

１ １ ４＋１＝５ １５＋
１１＝２６

２ ４＋８＝１２
１０＋６＝１６

１５＋１５＝３０ １５＋１１＝２６

３ １５＋１４＝２９ ８＋９＝１７
１ １４＋１＝１５ ２２＋１＝２３

４ ５＋１０＋２２＝３７

５ ２９－１２＝１７
１ ４５－３０＋１＝１６ ２１－１３＋１＝９
２ ２ １８－１８

＋２＝２

５７



２．１ ８１

１ ８１
１ ８１

１ ８１
８１ １ ８１

８０ １６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１６１
８０ １ １



四　中日姓名学比较分析

１２ ３４ ５６ ７８ ９１０
４９ ３８ １６ ２７ ５０ ⑦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

１２ ９
１０



注

①ｈｔｔｐ牶／／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２００４－０７－２６／１３５３３２０３３４９ｓ．ｓｈｔｍｌ
② 牶 ． 牶 ．
③ １６００ 牞 牞  ． 牞 牞

牞 牞 牞 牷 牞 ３１ 牞 牞
．

④ ． 犤Ｍ犦． 牶 牞１９９６．牗８牘．２０７
⑤ 牞 ．
⑥ 牶１ 牞 爯 爲 ．２

．牗１牘  ． 牶 牷牗２牘  ． 牷牗３牘  ．
牷牗４牘  ． 牷牗５牘  ． 牷牗６牘   牞 牷牗７牘  
牞 牷牗８牘  牞 牷牗９牘 牗 牘牞 牷牗１０牘 牗 牘牞
牷牗１１牘  ． 牷牗１２牘 牗 牘牞 牞 牷牗１３牘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 ．
⑦１６ 牞２７ 牞３８ 牞４９ 牞５１０ ．

（王治理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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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外籍学生系海外教育学院美国ＣＣＣＵ班的汉语进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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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峰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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