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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实际需要出发，借鉴国内外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的相关成果
，讨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学科理论探讨：结合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和发展需要，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体
系，包括学科理论基础、学科基本理论、学科应用理论和学科发展建设四个部分。
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由学科基本理论和学科应用理论两个部分构成，其中学科基本理论更能
体现学科的属性，是学科存在的标志。
书中重点讨论了学科基本理论的四个组成部分：学科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语言教学理论和跨文
化教学理论的基本内容。
    教学理论思考：（1）考察和分析了教学实践中存在的若干问题；（2）论述对外汉语教学原则体系
的构成及对外汉语教学的总原则，讨论了教师应具有的课堂教学意识；（3）阐述了面向对外汉语教
学的语体研究的相关问题；（4）提出建立一个由共核语法、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构成的汉语教学
语法体系的构想，讨论了语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5）借鉴功能法的基本观念
，讨论了汉语功能项目的立项原则、范围和分类；（6）讨论了中高级汉语教学的性质和任务，汉语
语感的性质、特征和类型，教学中的释词等问题；（7）考察了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文化现象，论述了
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原则。
    教材编写理论与实践：系统地论述了第二语言教材的属性、功能、分类，以及第二语言教材编写的
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和评估问题。
全面讨论了教材编写和评估的趣味性、针对性、实用性和科学性原则。
提出并分析了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文化偏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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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研究概述：　　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和学科建设
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
教学的发展促进了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的成果进一步推动了教学实践的深入。
尽管在对外汉语教学的不同发展时期，理论研究的范围宽窄不一、理论意识强弱不同、研究成果多寡
不等，但教学理论研究总的趋势是步步深入和完善。
　　一、20世纪50～70年代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概况　　20世纪50年代对外汉语教学处于起步阶
段，理论研究属于探索阶段。
教学上的需要促使人们对教学实践进行总结和研究，以解决教学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从已发表的若干篇文章看，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原则、教学目标、教学的
内容和重点、教学程序和要点、教学方法和教材编写，以及教学中反映出的实际问题等。
早在50年代初有关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就明确提出：对外国人（包括对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不同于
对汉族学生的母语教学；要根据外国学生的需要来确定教学目标；根据非汉族成年人学习汉语的特点
进行教学；对外国人和国内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是培养其实际运用汉语的能力；教学内容应以词
汇和语法为中心。
同时总结了一些具体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
有关研究所反映出的教学中的困难和问题，也是操汉语的中国人和研究汉语的中国人所习焉不察的语
音、词汇和语法现象，这在当时和后来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都起到了一种导向作用。
可以说，50年代的教学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为汉语作为外语和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初步
的基础。
　　到60年代中期对外汉语教学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教学经验也更加丰富。
但理论研究的成果并不多，代表性的成果是由钟棂执笔的《15年汉语教学总结》（1979），该文对建
国以来15年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理论探讨。
文章在分析教学对象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原则。
（1）基本的教学原则是实践性原则。
强调学生所学的是实践汉语，必须“通过大量接触和运用语言材料来掌握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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