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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戴昭铭编著的《现代汉语规范化答问》采用答问的编写方式，深入浅出地回答了关于现代汉语规范化
的82个问题。
全书注重与教学实际相结合，且“与时俱进”，谈到了不少热点问题，如“给力”的出现和流行，“
凡客体、淘宝体”的应用等，能引发读者对不断变化的语言现象进行思考。
全书叙述流畅，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可读性和一定的理论性，对于对外汉语老师
有释疑解惑的作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汉语规范化答问>>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汉语规范化的概念和意义
 1．什么叫“汉语规范化”？

 2．汉语规范化真的有重大意义吗？

 3．现在不是要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吗？
为什么还要强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如何并行不悖？
能否具体说说？

 5．国家为什么不立法保护方言呢？
方言就不需要保护吗？

 6．汉语规范化同对外汉语教学有关系吗？

 7．教外国人说汉语，教学标准可以降低一些吗？

 思考与练习
 参考文献
第二章 汉语规范化的理论问题
 1．“对外汉语教学”执行国家制定的规范标准就可以了，还要掌握关于规范化的理论吗？

 2．什么叫“语言变体”？

 3．语言的形式为什么会发生变异？

 4．语言变异都是不好的吗？
都必须消灭吗？

 5．规范化不是要维持语言使用标准的稳定吗？
为什么还要谈语言的变异和变化？

 6．维持语言使用的稳定真的会束缚语言的发展吗？

 7．什么是“动态规范观”呢？

8．《现代汉语词典》第4版“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未收QQ这个词，第5版中就收了，体现了“与时
俱进”的精神，可是为什么没有收GG、MM等词语呢？

 9．什么叫“普通话”？
它和“国语”“华语”是什么关系？

 10．什么叫“大华语”？
它同“华语”是一回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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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既然提倡树立“大华语”“宽式国际华语”的观念，那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还需要坚持国家制
定的规范标准吗？

 思考与练习
 参考文献
第三章 语音规范问题
 1．普通话语音规范为什么要规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2．“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否意味着北京本地人说的话就是标准的普通话呢？

 3．什么叫“音系”？
为什么普通话的音系与北京话的音系可以相同？

 4．既然北京话与普通话音系相同，那么二者在语音上还有其他差别吗？

5．我不是北京人，对北京接触也很少，上面说到北京话中的儿化遍及各类实词，我觉得有些奇怪。
能否具体说说是怎样一种情形？

 6．现在有一种意见，认为普通话不应该有儿化音，你是怎么看的？

 7．现在在推普和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人们普遍觉得儿化是普通话教学的沉重负担，对此应当怎样
看待？

 8．你认为普通话儿化教学这一难题还有解决之道吗？

 9．有人认为轻声的规范是不必要的，这有道理吗？

 10．轻声的规范有明确的标准吗？

 11．为什么轻声词的规范难有明确的标准？

 12．《普通话水平测试用必读轻声词语表》是什么性质的文件？
应该怎样使用这份文件？

 13．现在不同种类的对外汉语教材对轻声词的标注往往很不一致，应该怎样对待这一问题？

 14．目前的教学中，轻声词的记忆对学生来说仍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减轻学生
的负担？

 15．轻声的实际读法真的是“短、轻、弱，失去调值”吗？
轻声有没有自己的音值标准？
？

 16．外国人说汉语常有一种“洋腔洋调”，应该怎样帮他们纠正？

 思考与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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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第四章 汉字规范问题
 1．对外汉语教学在汉字规范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什么是“规范汉字”？
“规范汉字”是否就等于简化字？

 3．在海外从事汉语教学，大陆去的教师和台湾去的教师执行的是不同的规范标准，这个分歧是怎样
产生的？

 4．现在，海内外有一些人认为推行简化字是政府强制行为，不符合汉字发展的规律。
对此应该怎样看待？

5．有人说：香港和台湾使用繁体字，也实现了教育普及和社会繁荣，可见简化字对推进现代化未必
有功效。
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有道理？

 6．有人说：学简化字不利于继承传统文化，学繁体字有利于继承传统文化。
这话有道理吗？

 7．有人说：简化字无字理，繁体字有字理。
这话对吗？

 8．海内外有那么多人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不懈”地批评简化字，总不能说简化字完美无缺吧？
它究竟有哪些可改进之处？

 9．简化字既然确实有可改进之处，是否可以修订一下，使它更加合理化一些？

 10．什么叫“识繁写简”？
怎样看待“识繁写简”的提法？

 11．简化字的前途究竟如何？

 12．有人说：外国人写汉字，只要写对就行了，不要管他笔顺和写法。
这话对不对？

 13．什么是“火星文”？
它是怎样流行起来的？
应当怎样看待它们？

 思考与练习
 参考文献
第五章 词汇规范问题
 1．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词汇规范有没有比较具体而明确的标准？

 2．既然现代汉语词汇难以提供规范标准，那么现代汉语词汇还有规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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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既然《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词汇规范方面有较高的权威性，那为什么不能
把它们作为规范标准呢？

4．在海外进行汉语国际传播，常常会遇到大陆没有而在当地流通度很高的“华语词”，还有与大陆
同义异形的词语，因此感到《现代汉语词典》也不够用，这个问题应当怎样对待？

 5．《全球华语词典》是怎样一部词典？
它有什么用途？

 6．《全球华语词典》究竟有哪些编纂特色，居然会有这么多的用途？

 7．从《全球华语词典》来看，词汇规范的尺度比原来宽松多了，那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还要坚持词
汇规范的原则吗？

 8．《全球华语词典》的“特有词语”是否相当于大陆学界所说的“异形词”？

 9．为什么中国大陆要整理异形词语？
其他华语社区就不需要了吗？
大陆语言学界是怎么做的？

 10．异形词规范与对外汉语教学有重要关系吗？

 11．如果《大纲》不能作为异形词规范标准，那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该怎样把握异形词规范呢？

 12．外来词的一词多形现象也不少，应当怎样对待？

 13．什么是字母词？
字母词是不是外来词？
字母词需要规范吗？
对字母词使用有没有明确的规定？

14．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曾下发过有关禁止使用字母词的通知，并且引发了热议和批评
。
应该怎样看待此事？

15．两个通知有“不能使用”“禁止使用”的字样，是否意味着字母词今后就不能用了呢？
后一通知又强调要“规范使用”外国语言文字，似乎互相有点抵牾。
应该怎样使用外国语言文字才合乎规范呢？

 16．字母词和对外汉语教学有没有关系？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当怎样恰当处理字母词问题？

 17．什么是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要不要规范化？
网络语言和对外汉语教学有没有关系？

18．“给力”是不是网络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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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的话，是否可以说某些网络词语也有巨大的表现力和生命力，从而成为通用词语呢？
“给力”一词可以在课堂上讲授吗？

 思考与练习
 参考文献
第六章 语法规范问题
 1．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的标准是什么？
应该怎样理解和实行这个标准？

2．“语法系统”和“语法体系”是不是一回事？
我们在教学中对外国学生提出的疑问，用现行的教学语法体系解释不了怎么办？

 3．“语言习惯”和“语法规范”有关系吗？

 4．“语言习惯”更接近于语法的“客观规范”，这个说法很新鲜，能举出一些实例吗？

 5．语言习惯问题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有关系吗？

6．普通话定义中“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的“典范”如何理解？
能否为我们列一份典范著作的清单？
在写作大众化的当今，典范作品的规范作用是否已经过时了？

 7．新时期以来汉语语法有哪些变化和发展？
其中有哪些可以成为新的语法规范？

 8．语法变化中的是是非非如此复杂，专家们在分析评判时似乎也很不容易，对外汉语教学有讲的必
要吗？

 9．评判语法变化的是非，有哪些可以依循的原则？

10．据说，新时期中国文学界曾兴起文学语言“反规范”的浪潮，这是怎么一回事？
文学语言是“反规范”的语言吗？
“反规范”的主张行得通吗？

 11．什么是中介语？
中介语有哪些特点？
中介语同规范化有关系吗？

 12．什么是“杂菜式华语”？
“杂菜式华语”能成为语言规范吗？
应当如何对待“杂菜式华语”？

 13．什么是“淘宝体”？
它是怎样流行起来的？

 14．什么是“凡客体”？
它是怎样流行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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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什么是“言语行为规范”？
请结合“淘宝体”“凡客体”具体解释一下。

16．“凡客体”侵权了吗？
有那么严重吗？

 17．“淘宝体”和“凡客体”涉及这么多有趣的话题和内容，对外汉语教学中可以讲一些吗？

 思考与练习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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