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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汉语正加快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有志于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工作。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是一门学科，是一种工作，更是一项国家和民族的崇高事业。
什么样的人可以胜任教学工作，应有一个标准，须有一个准人证。
于是2005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推出《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等级标准及等级大纲》（
以下简称《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该大纲依据公认的标准，从现代汉语、中国文化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三大板块出发，分别为
初、中、高级制定考试大纲，设计了样卷，并附有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
该大纲一经公布，有志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刚刚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希
望通过考试，验证一下自己作为对外汉语教师是否合格。
更多的人则希望获得教师资格证书，以便跻身于对外汉语教师行列。
当时，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了需求分析和市场调查，针对只有大纲，而尚无合适的考试参考用书的情况
，不失时机，着手组织业内专家策划、论证，并开始编写复习考试指导用书。
　　话分两头，就在这一年7月，首届“世界汉语大会”召开，以此为契机，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在
继续深入做好来华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的同时，开始更加注重“走出去”，把目光转向汉语国际推广
。
这在我国对外汉语发展史上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里程碑式的转变。
当我们真正“走出去”，并置身于非母语的教学环境之中时，我们会发现自身的很多不足，有着诸多
的不适应。
我们会发现作为一个国际汉语教师无论是知识结构，教学组织与适应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还是作
为语言教师的基本素养，都有待完善和深化，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根据所在国的实际情况重新
调整。
这正是汉语加快走向世界之后，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即：改革和完善对外汉语教学专门人
才培养体系，培养一大批适应汉语国际推广新形势需要的国内外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和
传播中华文化的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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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语言教学中，往往涉及很多的文化内容和文化背景知识。
本书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试图把文化研究成果与汉语教学实践结合起来。
书中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常见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文化因素和当代中国国情，有针对性地做
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与解说。
本书既可对汉语教师提供教学参考，也可作为中国文化知识的普及读物。
     汉语正加快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有志于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工作。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是一门学科，是一种工作，更是一项国家和民族的崇高事业。
什么样的人可以胜任教学工作，应有一个标准，须有一个准入证。
为此，编者根据《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等级标准及等级大纲》编写了此书，以为大家提供一本合适
的考试参考用书。
全书从中国文化概说、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中国历史与地理、中国哲学与宗教、中国文学、
中国艺术、中国建筑与园林、中国风景名胜等这十二部分系统地阐述了相关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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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中国文化概说　　1　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　　近些年来，随着“文化热”的不断升温，“文
化”这一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语言叙述之中，以至把它延伸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诸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居室文化、交通文化等等。
总之，凡是人类创造的或打上人类痕迹的所有形态，都被称作文化，文化似乎成了一种万能的言辞。
　　然而，“文化”这一概念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
当今世界对文化的解释，据不完全统计也有260多种。
迄今为止，国内外仍无公认的定论，所以有人说：“文化是什么？
这是一道当代学界的斯芬克斯之谜。
”由此可见，要准确把握“文化”的含义并非轻而易举。
　　事实上，人类对文化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从古代文献记载来看，中国人对“文化”的论述，比西方人要早得多。
《易?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日文。
”《礼记?乐记》云：“五色成文而不乱。
”许慎的《说文解字》追根溯源，认为“文，错画也，象交文”。
可知“文”字的本意是指线条色彩交错的图形、花纹。
由此文义衍生，又有文字、文籍、文章、文学之义，并进一步产生了与“质”、“实”相对的精神含
义。
如《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郑玄注《礼记》也说：“文犹美也，善也。
”可见，“文”字从一开始就与“文化”一词血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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