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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二语教学标准制定的几个问题 

— — 谈非汉语环境下中小学汉语教学 

朱志平 ，伏学风 ，步延新，孙红娟，赵宏勃 

(北京 师范大学 汉语文化 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针对非汉语环境下与基础教育体制内的汉语教学属于基础阶段的汉语教学，这类 

教 学既异于针对其他学习者的汉语教 学，又在不 同国家之 间具有共性 。针对这类需求的汉语教 

学标准，在制定时应当考虑几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以交际能力培养为目标应同时重视汉语交际 

能力的形成基础；第二，要采用交际能力量表作为教学内容的描述方式；第三，交际能力必须通过 

汉语及其文化要素来落实；第四，教 学目标 、学习目标与教学内容要通过交际任务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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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21世纪是汉语教学走 向国际化 的世纪 ，国际 

社会对汉语教学的需求 比较集 中地反映在中小学 

汉语教学的需求上。这种需求可以从两组数据来 

说明：一是在汉语 国际推广过程中迅速增长的孔子 

课堂的数量 。孔子课堂是继孔子学院之后 ，一种以 

更为灵活的、与海外 中小学合作办学 的模式展开的 

汉语教学 ，教师多 由中国派 的志愿者承担 ，教学 

结合 当地学校的课程体系开展，教学对象主要是在 

读的中小学生 。换言之 ，进入孔子课堂的学生 同时 

也是进入所 在 国家基 础教 育体制 的学 生。截 至 

2014年 12月 ，仅十年间 ，全球 已经建立 851个孔 

子课堂，而相应的孔子学院仅 475所。另一组数据 

是迅速增长的、世界各国中小学教育体制内正式开 

设的汉语课程数量及其学生人数。比如 ，在法 国， 

2012年学 习汉语的中小学生总数不 到 32000人 ， 

而据法 国汉语教学总学督白乐桑教授 2014年 8月 

在第一届国际汉字汉语研讨会 (美 国，BNU ()U) 

上透露 ，法国中小学生学习汉语 的人数已经超过 5 

万。另据国家汉办驻泰国代表处 2013年公布的最 

新数字 ，截至 2013年 泰国开设汉语课程的中小学 

已达 2587所 ，修课学 生逾 95万 。这两种 汉语课 

程 ，教学展开的模式不 同，一种是志愿者配合学校 

教学 ，一种是学校 自聘教师教学，而这两种教 学所 

面对的是同一类教学对象 ，即基础教育体制内的中 

小学生，也是青少年汉语学习者。 

这一需求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来说 ，既是 

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应对一些国家提出的协助该 国 

教育部门制定中小学汉语教学标准的请求?如何针 

对非汉语环境的汉语教学设计课程大纲?如何针对 

基础教育阶段的特点设计汉语教学的内容?这些都 

给了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一个 向国际发展 的契机 ，同 

时也在挑战已有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基础。 

基础教育 阶段的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所在 国家 

和地区虽然不同，但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在非汉 

语环境下展开；二是学习者为青少年 ；三是绝大多 

数学习者从零水平开始学习汉语 ；四是这类汉语课 

程 与所在 国家国民基础教育体制关联 。学 习者既 

处在基础教育阶段 ，又处在汉语 学习的基础阶段 ， 

这是一种非汉语环境 下基础教育体制内的基础汉 

语教学 。 于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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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教育体制 内的二语教学在 目标、内容 、方法诸 

多方面均有特定要求 ，这是它不同于针对大学生以 

及社会成人汉语教学之处。然而，由于对教育现代 

化的共同追求，世界各国各民族中小学外语教学在 

教学理念、培养方式、教学 目标上又有诸多的相同 

和相似之处 。这使我们有可能从通 用的角度来探 

讨针对这类需求 的汉语教学标准应 当怎样制定 的 

问题 ，以有助于各国培训汉语教师、编写汉语教材、 

改进教学方法等，这是汉语第二语言教学责无旁贷 

的 。本文在此欲就标准制定谈几个关键 问题。 

二、非目的语环境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的共同目标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要走 向国际化，首先 

要了解国际外语教学 的共 同理念。汉语教学在各 

个国家的基础教育体制内应该达到什么目标，如何 

达到这个 目标 ，这是我们首先关注的。 

2O世纪中叶以后 ，随着信息社会 的发展 ，教育 

现代化成为全球 的一种共识 ，人们认 为，保存 和传 

授已有的知识和文化已经不再是教育的基本职能， 

教育 的基本 职能应 当是培养 学生 的创造 能力①。 

这种共识使得世界各国在基础教育方面的取向渐 

趋相 同。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 ，一些 国家针对 中小 

学包括汉语教学在 内的外语教学提出的教学原则 

正好反映了这种趋势。 

表 1列举了从五个 国家搜集到 的中小学外语 

教学原则 ，虽然各国各地对教学原则的归类略有参 

差，但其中的共性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美国的 

表 1 一些国家中小学外语教学原则列表 

第一原则是 Communication(沟通)，加拿大哥伦 比 

亚省的第一个原则也是 Communicating(交流)，澳 

大利亚维多利亚省 的第一原则还是 Develop com— 

munication skills(发展交际技能)，仅英国的第一 

原则与前三者表述略异 ：Linguistic—competence(语 

言能力)；不惟欧美国家，亚洲国家泰国的第一原则 

也是“培养交际能力”，此外 ，韩国、尼?白尔等国的惟 

一 主张也是“培养交际能力”⑧。 

不 同国家外 语教学 的首要 原则趋 同 ，这 表 明 

“培养交际能力”已经成为 21世纪世界各国基础教 

育阶段外语教学的一个共同目标 。因此，要制定适 

用于这类学生的汉语教学标准 ，这是必须考虑的。 

① 顾明远主编：《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以上教学原则 由作 者分别摘译 自美 国《全美中小学 中文学习 目标 》(Standards for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加 

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教育厅文件(Integrated Resources Package 1998，Mandarin Chinese 5—12，Ministry of Edu 

cation，BC)，澳 大 利 亚堪 培 拉 教 育 局 文 件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A Curriculum Profile for Australian 

Schools)。“英国原则”转引自曾海燕：《英 国汉语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泰国中小学教学原则”由北京师范大学泰国博士生刘培杰根据泰国教育部文件翻译，并与董诗碧《泰国曼谷三所 

学校汉语 教学调查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2012)互参后整理 。 

③ 朱 志平、赵宏勃 ：《汉语教学 的国际化进程》，《北京 师范 大学学报(社 会科 学版)》，2013年第 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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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接下来的问题是 ，怎么确定“交际能力”这样 

一 个宏观概念所包含 的具体 内容 ，或者说 ，应当弄 

清楚 ，非汉语环境下基础教育体制 内所需要的交际 

能力由哪些内容组成?否则 ，“培养交际能力”就有 

可能成为一句不切实际的口号。 

交际能力由什么支撑?讨论这个问题 ，需要借 

助两类研究成果，一是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 

员会编制的《欧洲语 言共同参考框架 ：学习、教学、 

评估》①(以下简称《共 同参考框架 》)，一是 中国教 

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②(以下简称 

《中国英语课标 》)。前者是欧洲 2O个国家外语教 

学共同参照 的标准(P．i)。它集中讨论了欧洲各 国 

共 同参照的外语教学理念与原则，所讨论的教学对 

象 以成人为主 (P．3)。不过它对 “交 际能力”有较 

为清楚 的解析。根据《共同参考框架》，“交际能力” 

是以“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 、语 用能力”为基础 

的，其 rfJ“语言能力”包 括了“词汇能力 、语法能力 、 

语义能力”等 。这一解析跟表 1所列英国的教学原 

则在理论观点上具有一致之处，这使我们理解 ，英 

国原 则 中的 I inguistic—competence和 Knowledge 

about language是一个相互支撑的关 系，没有语 言 

知识 ，何来语言能力 。这也使我们理解其他各 国的 

“交际能力”，同理 ，没有语言能力与语言知识 ，又何 

来交际能力?不过 ，由于《共同参考框架 》不专 门针 

对基础教育体制下 中小学的外语教学 ，它并不强调 

外语教学在教育学方面的作用 。 

《中国英语课 标》主要 针对 中国九 年义 务 教 

育英语 教学而 编制 。它 明确指 出英语 教学 目标 

是培养中国学生把英语 作为外语 的“综合语言 运 

用能力”，综合 涉及 5个方 面：语 言知识 、语 言技 

能 、学 习策略 、情感态度 、文化意识 。这个设计 使 

“综合语言运用能力”(P．3)的基 础更为明晰。语 

言知识和语言技 能是 构成 “交 际能 力”的语 言 基 

础 ，而文化意识 和情感态度是构 成 中小学生应 当 

具备的对不同语言文化 的认知和态度 的基础 ，学 

习策略的使 用结合 情感 态度 的作用 会帮 助学 生 

建立起外 语学 习能力 。作 为基 础教 育 阶段 的外 

语教学 ，它绝不可能仅仅停 留在单纯 的语言教 学 

上 ，而是要 把人 才培养 与语言 教学结 合起 来 ，这 

就需要多方面培养因素的介入。 

以这样的分析视角 ，我们也就容易将英 国、中 

国与美加澳泰几 国的教学原则关联起来 。回顾表 

1所列，我们很容易发现与交际能力关联的另一个 

要素一 “文化认知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这也是 

各 国教学原则中所强调的。比如，美 国强调“对不 

同文化的了解”(Cultures)和“不 同语言文化 的对 

比”(Comparisons)，加拿大重视“理解 目的语文化 

和社会”(Understanding Culture and Society)，澳 

大利亚主张“接近其他文化和社会”(ACCESS to SO— 

cieties and cultures beyond their own)，泰国要求 

“文化对比能力”等，这与英国的“跨文化理解”(In— 

tercuhural understanding)，中国的“情感态度 、文 

化意识”几近一致 。我们认 为，这不仅因为学 习一 

种语言就意味着学习该语言所携带的文化，更是因 

为中小学生只有在认知其他文化之后，才有可能意 

识到 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 同，才会以一种文化 

理解的姿态面对新的学习内容 ，在此基础上一个国 

家或民族才有可能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未来人才 。 

此外 ，美国之强调 “关联其 他课程”(Connec— 

tions)、“运用于社区”(Communities)，加拿大之 重 

视 “体 验 创 造 性 作 品”(Experiencing Creative 

Works)、“获取信息 ”(Acquiring Information)，泰 

国之主张“学科贯通能力”“社会应用能力”，这些与 

英国的“创造力”(Creativity)，rfl国的“学习策略”、 

“情感态度”只是各 略有侧重而 已 ，其 目的都在 于 

培养 中小学生学习外语 、应用 外语 的能力 。将 以 

上 的几个 方面关 联起来 ，我们可 以归纳 出三 点 ： 

其一 ，对 目的语语言知识 的掌握 ；其二 ，对 目的语 

所携带的文化 的了解 ；其 三 ，掌握一 种外语 所需 

要 的学习兴趣 和学 习策 略。这 二三方 面对 中小 学 

生学 习一种外语 是不 可或 缺的 ，当然 ，也是 学 习 

汉语必需 的。掌 握汉语 知 识 ，了解 汉语 文化 ，具 

有学习汉语 的兴 趣与 策略 ，_二者 综合作 用 ，汉 语 

交际能力 的获得就 指 日可待 了。采 用 图表可 以 

将三者关 系显示如下： 

① 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学习、教学、评估》，刘骏、傅荣主译。 

② 中华人 民共和周教育部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1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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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是通过正式的汉语课程 ，一种是在 日常生活中 

接触汉语。前者看似容易量化 ，但不易测知单位时 

间里的学习量。比如 ，根据学时来计算 ，非汉语环 

境下中小学的汉语教学周学时大多数在 1—3个之 

间，每学时 3O一5O分钟不等 。如果每学年有 25— 

30个学 习周 ，多数学校每年总学时不会超过 100 

个 。这相当于对外汉语教学进修课程的八分之一 ， 

后者一学年总学 时约为 800个。后一种量化看似 

麻烦 ，不过也会给量表的建立带来启示 。因为在 日 

常生活中接触汉语只能通过一些交际活动 ，这就需 

要采用描写这些活动 的方式来历数学 习者在汉语 

环境下的语言接触 。 

我们通过一段假设性描述来说 明两种环境下 

汉语接触的量 ，并尝试用这种方法建立交际活动量 

表 。假设一位汉语学习者“小 A”一天之中最主要 

的活动是 ：出门——前往学校～ 一上课一 课后用 

餐 --_-课余活动——购物—— 回家 。那么，在汉语 

环境下，小 A在 门时，可能会遇到说汉语的邻 

居 ，这时需要用汉语交谈 ，他们之间会互相打招呼， 

或者问候对方 ，甚至谈谈天气：你好 ，你好吗，今天天 

气怎么样，等等 。小 A上 了路 ，他 (她)还不熟悉所 

在城市，要确定所走的路或乘车路线是正确的，这时 

有可能需要问路或者跟出租车司机沟通 ：去⋯⋯怎 

么走 ，去⋯⋯在哪儿下车 ，您好 ，我要去⋯⋯，等等。 

到了学校 ，走进教室 ，小 A需要跟不懂他 (她)母语 

的汉语教师和来 自其他语言背景的同学交流 ，在课 

堂寻求教 师帮助，向他人借物 品：老师 ，请再说一 

遍 ；老师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喂 ，可以用一下你的 

笔吗 ，等等。下 了课 ，小 A会跟老师和 同学告别 ： 

再见。之后 ，小 A饿 了或渴了，去食堂或者饭馆用 

餐 ，此 时又需要与 服务 员沟通 ，点餐 ：我要一瓶 可 

乐 ；来一个⋯⋯。吃饭 以后 ，回家之前小 A有可能 

打算去买些 日常吃喝用度的东西 ，这就需要前往超 

市或市场 ，说商品的名称 、问商品价格 ，甚至于会讨 

价还价，等等，都进入了他(她)的生活 。 

以上假设性描述 ，有几点值得分析：第一 ，即便 

沿着最基本的生活轨迹 ，在汉语环境下 ，课堂学习 

以外的交际活动可以列举出若干，而在非汉语环境 

下这些活动可能为零 。加上课堂学时差异，两种环 

境下汉语学习的量是天壤之别 。第二，在汉语环境 

下 ，由于学习者课外会获得大量的 日常生活交际所 

需要 的汉语 ，这部分 内容就不需要过多地纳入教学 

内容，即便纳入跳跃性也会很大。与此相反的是 ， 

这些绝对应当成为非汉语环境下的教学内容 ，而且 

必须循序渐进。第三 ，汉语环境下 的汉语教学对这 

部分内容在研究上并不一定细致，甚至可能存在一 

定程度忽略。反之，非汉语环境下对这部分要精心 

设计 ，细致切分 ，比如“你好”和“再见”能否在 同一 

堂课上教 ，都是需要考虑的。 

承上分析，我们认为，要应对前一个挑战，就需要 

将汉语环境下的大量的日常交际使用的汉语纳入非 

汉语环境下教学内容，并对这些内容进行细致切分， 

使它们得以进入中小学稀少的每一个学时；而要应对 

第二个挑战，我们必须考虑采用描述交际活动的方式 

来展示教学内容。如果将前面假设性活动的描述与 

这些活动所采用的汉语语句列表，我们得到表 2。 

表 2 交际活动描述与汉语表达语句对照表 

对 学习者交际活动的描述 学习者在活动 中所说汉语语句 

1向邻居打招呼 

2问候邻居或朋友 

3谈论天气情况 

4问路 

5问乘车路线 

6告诉出租 乍司机 目的地 

7请求帮助 

8向他人借物品 

9告别 

10点餐 

11询 问商品价格 

l2讨 价还 价 

你好 

你好吗 

今天天气真不错 

请问 ，去地铁站 怎么走 

请问，去 XX大学在哪儿下车 

你好 ，我要去 XX学校 

老师 ，请冉 说一遍 

可 以用一下你的笔吗 

再见 

我要 2O个饺子 ，一瓶 可乐 

苹果多少钱一斤 

便宜点 ，行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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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表 2左栏对交际活动的描述方式 ，相 

信教学管理者与学生家长是完全能够看得懂的，而 

右栏 的汉语语句则在一定程度上 向教师 以及教材 

编者展示 了进入课堂与教 材的相关 内容 ，很显然 ， 

二者是可以分享上表 内容的。这就使测定非汉语 

环境下基础阶段汉语交际能力成为可能。 

但这只是证实 了通过这种方法建立交际活动 

量表的可能性 ，这还不够 ，因为右栏的汉语语句往 

往是任选的，比如可以跟出租汽车司机说“你好 ，我 

要去 ××学校”，也可 以说“你好 ，能送我去 ××学 

校吗”。所 以，提供一套非汉语环境教育体制 内使 

用的交际能力量表 ，还需 要对汉语本身进行分析 ， 

交际活动描述语不但要能够与某个汉语语句关联 ， 

还必须 同时与汉语语言一定的交 际功 能与相关文 

化关联 。 

四、非汉语语境下的教学内容 

如何通过汉语实现 

采用描写语言交际活动的方式来表述教学 内 

容 ，并非本文新创 ，此 即“can—do”语言 能力描述方 

式 。比如《共 同参考框架 》以此就制定 了一 系列的 

能力量表 ，《国际汉语能力标准》①也制定过汉语 口 

语和书面语能力的通用量表。不过，用于基础教育 

阶段汉语教学标准的量表尚不多见。我们认为 ，由 

于基础教育体制对外语教学需求的特殊性，这类量 

表还需要 一个 结合汉 语语 言要 素 的描写 体系 来 

实现。 

这种特殊性在于中小学教师不一定都是语言 

教学专家，而教学管理者又非汉语专家，所以汉语 

教学标准所提供 的交际活动描述语要 同时关联汉 

语语句和汉语语言的交际功能及相关文化 ，这是个 
“

一 石三鸟”的任务 ，但它是非汉语环境下基础教育 

体制内汉语教学所必需的。因为教师需要在有限 

的时间(单位学时)和空间(教室)里，同时面对数十 

名学生②，并将他们吸引到所学 的内容上 ，教师所 

教的每一项内容就必须紧扣交际能力培养，而这个 

能力获得的基础又是“汉语知识、汉语文化 、学习汉 

语的策略与兴趣”三者融合的。所以，标准的研制 

者必须事先为教师挖掘出汉语 中能够 同时兼顾汉 

语基 本 结构 、基本 表 达 功能 及 文化 特 征 的语 言 

要素。 

根据功能语言学的观点 ，人类语言具有一定表 

达功能 ，而 功能 的表达 ，在不 同语 言之 间是相通 

的⑧。英语第二语言教学吸收了这种观点，比如， 

英国学者威尔金斯就提 出，人类共有表达“时间、数 

量、空间、方位、移动”等意义的意念，人类语言也均 

可用于表达“评估 、劝诱 、争论、告之、赞同”这些功 

能④(胡壮麟等，2005)。英语教学中的交际教学法 

也是在功能语言学 的影响下产生 的⑤。这些意念 

与功能 ，在汉语 中显然也是存在的，汉语 教学要走 

向国际化，与英语等其他语言并列于世界二语教学 

之林 ，功能语言学理论及英语 的语言教学观也应当 

借鉴。 

这里用分析汉语教材课文中的语句来说 明本 

文的主张 ，因为教材 中的课文语句一般经过编者的 

打磨。以下 两本教材 《汉语纵 横 0》与《跟我 学汉 

语》(英语版第一册)⑥是两本分别为汉语环境多母 

语背景 的大学生和非汉语环境单母语 的中学生编 

写的零起点教材，二者第一课 内容如下 ： 

《汉语 纵横 0》： 

你好 ，我姓 山下 ，叫京美，我是 日本人，我 

是 留学生。再见。 

《跟我 学汉语》： 

你好 ，我叫王 家明。 

你好 ，我叫大卫。 

①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北京：五洲汉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印制，2007年版。 

② 根 据本 研究调查 ，中小学课 堂人数 ，在欧美 国家大约 2O人左右 ，亚洲 国家大约 4O人左右 。 

③ 朱志平 ：《应用语言学——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④ 胡壮麟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 [英]H．G．Widdouson：《Teaching Language aS Communication语言教学交际法》(英文)，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1999年版 。 

⑥ 马燕华 ：《汉语纵横》(精读课本)，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出版社 ，2011年版 。陈绂 、朱 志平 主编 ：《跟 我学汉 语 》(英 语 

版第 1册)，北京 ：人 民教育 出版社 ，2003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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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篇课 文内容采用 的语体 略有差异 ，前 者使 用 

“自叙”方式 ，后者采用“对话”方式。 

排除语体的差异 ，前一篇课文语句可以切分成 

6个部分 ，每个部分都可以用描述语来说明其在语 

言交际中的作用。后一篇课文语句若是略去对应 

的同类句子 ，可以切分成 2个部分 ，每个部分也都 

可以用描述语来说 明其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 。如 

果用交际活动描述语分别来指称两套教材第一课 

课文的各个部分，我们可以将二者分列如下。 

表 3 两类教材 内容描述对 照表 

如果将表 3所列的每一项作为一个教学 内容 

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三点：第一，课文语句在很大 

程度上与交际活动描述语是相互对应的 ，“你好”是 

汉语打招呼用语 ，“我叫京美”“我 叫王家明”是汉语 

介绍 自己名字用语 ，“我是 日本人”与“我是 留学生” 

是汉语介绍 自己国籍与身份用语 ，“再见”是汉语告 

别用语 ，等等。这种可对应性使得描写汉语交际行 

为成为可能。第二 ，在汉语环境下的教学内容密度 

大大超过非汉语环境 。这两篇课文 ，前者包含 6项 

教学内容 ，后者只含 2项 ，如加上对话 中的对答语 

句，则是“2项×2”，内容冉稀释一倍，所以前者内 

容是后者的 6倍。这进一步验证 了前文假设性 的 

讨论。在汉语环境下 ，《汉语纵横 0》的 6项内容学 

习者可以在课前或课后很快消化掉，而在非汉语语 

境下 ，《跟我学汉语》仅有的 2项 内容则成为学习者 

只能在课上掌握 的内容 ，所以它必须稀释 。而且 ， 

前者的一些 内容如 国籍 、日本人姓名 、留学生身份 

在非汉语单母语条件下未必有用 ，所 以二者在内容 

选择上也有差别。第三，两篇课文的并排对比给我 

们提供 了继续讨论 的基础。从表 3展示的课 文语 

句看 ，如果替换“你好”中的“你”为“您”，我们得到 

带有敬语特点的打招呼用语 ，相应地替换“再见”中 

的“再”为“明天”，我们得到告别的另一种表达 。此 

时我们可以说 ，“⋯⋯好”和“⋯⋯见”是两个可以用 

于词语替换的句式。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方 

法抽取“我叫王家明”和“我叫京美”这两个句子，获 

得句式“我叫⋯⋯”或“⋯⋯叫⋯⋯”；用同样的方法 ， 

我们还会得到“我是⋯⋯”及“⋯⋯是⋯⋯”，等等。 

这些句式既可以充实为不同语句，又可 以跟一 

定的交际活动描述语关联。我们将这种可以产生 

对应关联的句式称之为“句型”，将它们的完整填充 

后的可用于表达某个交际 目的的语句称为这些句 

型的某个“表达式”。句型是一个教学概念 ，它指汉 

语 中携带一定语义表达功能 的句式。它的基础是 

结构 ，它的作用 是一定 的语义表达 。从结构人手 ， 

句型可以由于不 同词汇的介入而生成新的下位句 

．型 ，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语句 。因此 ，句型在结构 

上具有阶梯性 。比如，“⋯在哪儿+v．phr”?可 以 

衍生两个下位句 型：“⋯在+哪儿 +v．phr? ⋯在 

+什么地方 +v．phr?”，这两 个下位句型可以分别 

成为一个完整的语句 ：“他们在II)L上课?”“他们在 

什么地方上课?”等。同时由于句型完整填充后可 

以表达不同的语义功能 ，我们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根据语义将它们平面切分 ，比如“⋯⋯是⋯⋯”根据 

它最基本的“确认”功能 ，我们可 以将它切分成 ：确 

认某个人(他是王家明)，确认某人的身份 (他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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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确认某人的国籍(他是中国人)，⋯⋯等等①。 

其中，核心是语义，语义与句型的功能关联，又奠基 

于句型的结构，语义是句型结构与功能的核心。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 ，汉语教材的编写开始 

注重结构 、功能 、文化相结合②，但怎样结合一直是 

汉语教学界探讨 的问题 。从基础汉语教学的视角 

看 ，“句型”有三个特点 ：一个是具有一定的形 式标 

志。汉语形态不发达 ，采用句型教学有助于初学者 

掌握 ；二是句型与语用功能关联 ，也就易于与意义 

关联 ，当然也就容易与一定的交际任务关联并进入 

话题 ，与教学 目标关联起来 ；三是句型可以形成一 

个形式纲 目，词汇教学可以围绕句型来安排 。比如 

“他是(教师)吗”这样一个句型承担了询问他人职 

业这一功能，这个句型同时也属于谈论职业这样一 

个话题 ，在学习这个句型的同时 ，学生会将 自己生 

活中的各种职业词都关联进来 ，词汇量会很快得到 

扩充。我们认为，针对非汉语环境下教育体制内的 

基础汉语教学在语言要素的处理上如果采用 以句 

型为中心 ，围绕句型展开词汇 、语音和汉字的教学， 

会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因为句型本身是集语 义、 

功能 、文化为一身 的。而语言交际的根本 目的正是 

意义的沟通⑨。 

五、日常汉语教学如何与汉语交际能力 

培养关联 

这里讨论最后一个问题 ：日常汉语教学依靠什 

么跟汉语交际能力关联 。众所周知 ，语言交际能力 

培养的实现靠的是每 日的语言教学。在非汉语环 

境下在基础教育体制内每一天的语言教学都应当 

有明确的教学目标，这个 目标要在每学期或每学年 

终 了时与一定的汉语交际能力的总体 目标相关联 。 

“交际活动描述语”的采用可以使教师和教育 

管理双方分享教学 内容成为可能 ，汉语句型的采用 

则可以使交际能力量表的编制成为可能，在此基础 

上 ，还需要一个概 念，一 方面关联“交 际活动描述 

语”与汉语句型 ，组成交际能力量表；另一方面关联 

日常汉语教学目标与交际能力培养总体目标，还可 

以关联教师教学 目标与学生学 习 目标 。这个概念 

就是“交际任务”。 

汉语交际能力赖 以形成 的基础是什么?根据 

本文第三节的分析，有三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对汉 

语语言知识的掌握，对汉语所携带的文化的了解， 

掌握一种外语所需要 的学 习兴趣和学习策略。前 

面的讨论多落足于前两方面，如何从总体设计上使 

教学内容与学习兴趣和策略关联更为紧密，还需要 

其他因素的介入，因为后者涉及学习动机，是需要 

驱动的。“交际任务”就是这个 因素 ，它是以习得为 

导向的 。 

已如前述 ，汉语句型的采用可以实现非汉语环 

境下将教学内容作更为细化的分层与分阶的需要， 

比如，介绍国籍和身份是要分层的，二者需要分开 

教；而介绍名字和姓氏是要分阶的，二者需要在不 

同的水平阶段教。这样就使教学内容具有层级性 

和阶梯性。句型的核心是语义 ，所 以它同时也携带 

着使用条件(语境)和文化，不过，它所携带的语境 

和文化是潜在的，需要成为一定的“表达式”以后才 

能将语境和文化逐渐凸现 出来 ，比如“⋯⋯是⋯⋯” 
“

⋯ ⋯ 叫⋯⋯”都可 以用于双方初 次见 面时介绍 自 

己的姓名，但这种介绍使用的语境是有差别的，表 

达式“我是王家明”使用的前提是对方已知“王家 

明”这个人，表达式“我叫王家明”使用的前提是对 

方 尚不知“王家明”这个人 。再如“⋯⋯好”可以用 

于见面打招呼，不过表达式“你好”是一般的招呼 

语 ，表达式“您好”则 带有敬语性质 。由此可见 ，单 

纯的句型并不 能直接引入语境和文化。它也需要 

一 定的因素将它所携带的语境和文化具象化 。“交 

际任务”就是这个因素 ，因为它跟教学活动关联 。 

根据《共同参考框架》“语言的使用，是指学习 

者运用一定的策略使其基本 的交际能力得以发挥 ， 

进而顺利进行关于各类 主题 的输入和输出型语 言 

活动”(P．vii)。如果课堂教学围绕句型来开展跟 

某个交际任务有关 的“语言活动”，在这个过程 中， 

语境和文化都会显现出来 。这些“语言活动”是教 

师为实现某一堂课的教学 目标而设计 的，它们同时 

又是学生完成这堂课学习目标的必经之路。这条 

路的终点就是“交际任务”。完成了交 际任务 ，师生 

① 朱志平等：《汉语黄金句型 65》，北京 ：中国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2014年版。 

② 刘殉：《新实用汉语课本 ·前言》，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 朱志平：《交际能力培养与海外汉语课程教学设计》，《孔子学院》，2011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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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就都实现 了 自己的 目标 。随着 每一堂汉语课 

目标的实现 ，汉语的交际能力 自然也就形成 了。所 

以，“交际任务”既能将学 习目标、教学 目标和教学 

内容三者整合起来，又能下联课堂 目标上联交际能 

力 。而且 ，由于它可以用“交际活动描 述语 ”来表 

述 ，它又可以形成一组 的汉语交际能力量表 ，供教 

师和教学管理者甚至家长们“分享”。 

交际任务还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易于与文化教 

学关联 ，另一个是易于与教学关涉到的话题关联。 

“文化”也是一个宏观概念 ，何为文化，中外学者给出 

过几百个答案①。中华文化 的内容浩如 烟海 ，基础 

汉语教学阶段的“文化”教哪些，也是一个要讨论 的 

问题。不过，根据本文提出“句型为中心”的教学观， 

我们主张结合交际任务通过对 比引入“行为文化”。 

根据中外学者在文化研究方面的共识②，文化 

可以大致分为三层：观念、制度、文物。其中，存在 

于观念中的文化往往跟语言的语义紧密相关 ，比如 

“结婚”这个词有“结成婚姻关系”的意思 ，所以它与 

英语的 marry不同，汉语只能说 “与某人结婚”，而 

英语却可 以说 marry somebody(结婚某人)；制度 

文化往往体现在文化承载者的行为中，比如中国人 

吃饭要求端着饭碗 ，而西方人则要将吃饭的盘子放 

在桌上 ，等等 ；文物即文化事物 ，比如长城 、四合院、 

旗袍等⑧。一般来讲，观念层面的文化涉及的内容 

往往比较深遂、散在 ，在初级阶段不便大量或系统 

纳入 日常教学 ；文物往往 比较直观 ，容易教授 ，但是 

它们并不一定直接跟语言教学的内容关联 ，并且也 

可 以通过学生的母语直接传递 ，有时候需要专门辟 

出教学时间来介绍。而这其 中，跟“交际任务”关系 

最为密切的就是制度层面的文化 ，它是约束或推动 

携带某种文化的人不做或者去做某事 的文化动因 ， 

其中一些直接体现在说话人的交际行为 中。再 比 

如，泰国人打招呼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双手合十向对 

方致意 ，而中国人则远距摆手或近距握手 以示友好 

等 。这样 的内容 ，在教“你好”这个语句时就可以自 

然引入 。因此 ，我们主张基础阶段的汉语教学采用 

以这一层面的文化为支点展开的方式 ，由于这类文 

化可以直接与汉语句型链接 ，这样就能真正使文化 

与语言教学紧密结合，同时在教学中吸引学生的学 

习兴趣 ，培养他们 的学习策略，从而真正实现汉语 

交际能力的培养 。 

外语人才培养注重交际能力，是 21世纪外语 

教学的主旋律。解决非汉语环境下针对基础教育 

阶段学习者汉语交际能力培养模式的问题 ，是使汉 

语第二语言教学跟上国际社会的主旋律，跻身世界 

语言二语教学之林的重要机遇 。限于篇幅，有关基 

础阶段汉语教学标准的其 他问题与细节恕不能在 

此一一展开，仅 以上面几个 问题就教于同行诸君。 

(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宋媛 蒋重跃) 

① 参见胡文仲：《跨文化交际概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参见张岱年 、程宜山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北京 ：人 民大学 出版社 ，1990年版 。 

③ 参见朱 志平 、冯丽萍主编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习得研究 》，北京 ：北京 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4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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