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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能将语言理论、语言学理论、语言教学与学习理论跟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打通，本书紧守住三个出
发点：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教什么”、“怎样学”、“怎样教”。
在介绍相关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概要》认为，有两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
应用哪些”理论和“怎样应用”的问题。
因而，书中十分强调语言教学与语言学的互动。
这种互动体现在三方面：语言理论对语言教学有直接的影响；语言教学检验语言理论，并为语言理论
提出新的课题；语言教学展现了对语言理论的应用过程。
《概要》在介绍第二语言学习与习得理论的时候，并没有就汉语习得规律、习得过程、习得特点加以
展开，而是详细地讨论了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的研究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授人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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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应用语言学与汉语第二语言教学　　本书讨论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作为外语进行教
学的相关理论。
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开始较多地使用“应用语言学”这个术语，并从一开始就把语言教学，特别是
第二语言教学纳入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因为人们相信语言教学是对语言及语言理论的应用。
那么，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或者研究的活动跟人们一般称之为“应用语言学”的学科之问有
什么样的关系?这正是本章要讨论的。
　　对语言及语言理论的应用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但作为一个学科，应用语言学还很年
轻。
本书作为一本涉及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书，有必要对整个学科做一个基本介绍，为此本章从应用语
言学的产生和发展开始我们的讨论。
　　1.1　应用语言学说略　　1.1.1　什么是“应用语言学”　　1.1.1.1　库尔德内与“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这个术语，最早由波兰语言学家扬·涅切斯瓦夫·博杜恩·德·库尔德内（Jan
Niecislaw Baudouin de courtenav）（1845～1929）于1870年提出。
他主张区分“纯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正如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对共时语言和历时语言的区分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开辟
了一片新的领域一样，库尔德内对纯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区分也为语言的应用研究开辟了一片新
的研究天地。
从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日趋繁盛来看，这位给20世纪语言学领路的语言学大师
是功不可没的。
今天，“应用语言学”已经成为千万语言工作者共同致力研究的领域，并形成了若干分支，这个术语
的内涵同最初库尔德内倡议的“应用语言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但是，从学术渊源的角度考虑，我们使用这个术语的时候，不但有必要知道谁是它的首倡者，也有必
要了解其首倡者的学术背景、他提出这个术语的初衷、内涵以及后来使用中所产生的变化。
　　1845年库尔德内出生于波兰华沙附近的小镇。
他生长在波兰失国的时期，从小生长在沙皇俄国统治的华沙，这使库尔德内早期所受的教育主要是俄
语的，从而对斯拉夫语族诸语言较为熟悉，为他后来的语言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郭谷兮，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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