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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外国来华留学的汉语言本科专业大学生所写的一本汉语语法书，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为
汉语言本科专业四年级上学期的留学生教授《现代汉语》（下）所写的教材（每周四课时）。
在中国大学中文系为中国学生讲《现代汉语》（下）应讲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语法，另一部分是修辞
。
我开始为留学生讲授此课之前，向原来为留学生讲授该课程的老师了解往届学生的学习情况。
据她调查，外国留学生对修辞部分不感兴趣。
根据这一情况，考虑到课时有限，每周仅有四节课，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留学生学习本课程的主要目的
在于提高汉语水平，所以我决定为留学生讲授的《现代汉语》（下）时只讲授语法，不讲授修辞。
因此本书定名为《现代汉语语法教程》。
　　本书不同于为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写的语法书，本书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我认为外国
学生学习语法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汉语水平，其次才是学会分析汉语语法结构。
本书不把分析句子成分或者短语的结构层次作为重点，只是对其进行一般性的介绍，重点介绍外国人
学习汉语时语法的难点、重点和语法中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
本书很大篇幅讲各种实词和虚词的用法以及外国学习者运用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第二，本书花了比较大的篇幅介绍汉语的特殊句式和特殊结构。
例如，“把”字句种类多，使用情况复杂，很多外国人由于不知道汉语各种“把”字句的使用情景，
所以不会使用或者回避“把”字句。
本书除了描写各种“把”字句的构成之外，还介绍了这些句式的使用情境，并通过句式变换来展示这
些句式与其他相关句式的关系，目的在于帮助外国学生学会使用这些特殊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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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程是北大版外国留学生汉语本科语言知识类规划教材。
全书共七章，相关章节后配有思考与练习，书后附有参考答案、标点符号用法等内容。
    本教程针对以汉语为第二语言学习者讲授汉语语法知识，强调实用性。
全书对外国人学习汉语需要特别注意的语法点进行了重点介绍。
外国留学生通过本教程的学习，可初步掌握汉语语法的基础知识。
本书部分例句和练习选自当代书刊的真实语料，目的是使学生在学习语法的同时能够提高汉语水平。
    本教程可供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本科生使用，也可作为对外汉语教师师资培训教材或供对外汉语
教师作为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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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语法概说　　1.6　汉语的词类　　1.6.1　词类划分的依据　　词类是词的语法分类。
给词分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讲解词的用法，为了方便说明短语或句子的特点。
　　汉语不同于印欧语系语言，印欧语系语言如英语、俄语、德语、法语等语言的许多词类可以根据
词形变化这样的外部形态来确定。
汉语缺乏词形这样的外部形态，大多数词的词性无法从词形上看出来，划分词类很少有可以依据的词
的外部形态。
当然也有少数的形态可以作为依据之一。
如少数名词带有“子、儿、头、性、者”的后缀，部分动词后可以带“着、了、过”。
但汉语带“子、儿、头、性、者”之类的后缀的词很少，并且有些带这些后缀的词不一定就是名词。
有的带“子”后缀的词就不是名词，而是量词，如“（一）下子”；有的带“儿”后缀的词也不是名
词，如“串儿”在“一串儿糖葫芦”中是量词。
有些动词也不能带“着、了、过”。
所以类似的形态特征在汉语中不是普遍现象，也不完全可靠，只能在划分词类时作参考。
　　意义也不能作为汉语划分词类的主要依据，因为意义相同的词它们的语法功能不一定相同。
例如“红”和“红色”，“红”前面可以加程度副词“很”，能说“很红”，而“红色”则不能加“
很”，“红”是形容词，而“红色”是名词。
当然，意义不是没有一点儿作用，但只能作参考，刚开始学语法时，意义往往可以帮助我们来区分词
类。
　　那么汉语划分词类主要依据什么呢？
汉语划分词类主要是依据词的语法功能。
所谓语法功能就是词与词的组合能力，词在句子中主要充当什么样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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