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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开始构建“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可以从上世纪 ５０ 年代初开始算起；上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学
界不断地探讨教学语法体系和大纲问题，充分体现出问题意识和改革意识。 通过讨论三个在建构新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
过程中涉及到的具体问题，即语法项目的提取标准问题、语法项目的分级分类问题，以及与体系构建相关的语法教学问题，有
助于厘清许多存疑的问题和难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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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开始构建“对外汉语教
学语法体系”，可以从上世纪 ５０ 年代初开始算
起。 １９５２ － １９５５ 年，朱德熙先生作为中国第一批
派往国外任教的汉语教师，在保加利亚索菲亚大
学任教期间编写的汉语教材中包含的语法点，可
以看作是这个教学语法体系的一种雏形。

１９５８ 年出版的《汉语教科书》（上下册）确立
的语法体系是对外汉语教学界公认的第一个对

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汉语教科书》所创立的语
法系统在后来的各个时期所编写的主干教材中

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不仅如此，上世纪 ８０ 年代后
所产生的一些重要的考试或教学大纲也都深受

《汉语教科书》的语法体系的深刻影响。 其中影
响最大的三个大纲分别是《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
语法等级大纲》（１９９６）、《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
语言专业教学大纲》（２００１）、《高等学校外国留学

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２００２）。
学界自 ２０ 个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今，不断地探

讨教学语法体系和大纲问题，有很多真知灼见。
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点：

第一，以往的研究已具有问题意识，提出许
多值得学界思考的问题。 提出这些问题的教师，
大都具有本体语法研究的经历，从事对外汉语教
学多年，在理论上和教学上都有造诣，提出的问
题具有针对性与启发性。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中旬的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高层论坛”上专家的发言，可
以看成是“问题意识”的集中表现。

第二，以往的研究已具有改革意识，研制大
纲是学界共识。 对外汉语学界不少学者呼吁，现
有的语法体系存在明显不足，需要改革，希望研
制新的大纲成为学界的共识。 有的学者是从建
构体系的角度指出现有体系的不足，也有学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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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语法体系中具体的语法项目设立，语法项目
具体的实施等问题提出建议。

以往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有待
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地方。 我们认为，已有代表性
成果体现了如下特点，并显示出在教学语法体系
的理论背景、体系构架、大纲范围、语法项目提取
和分级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上的欠缺和不足。

首先，邓懿《汉语教科书》的影响过大。 《汉
语教科书》于 １９５８ 年出版。 这部教科书包括“绪
论”“语音”“语法”三部分，其中“语法”部分包括
６０ 课、１７０ 条语法解释点。 《汉语教科书》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汉语教学实践的总结，有其历史地
位，时至今日，各种教材层出不穷，但《汉语教科
书》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参考书，受到国内外汉
语教师和语言学家们的重视。 一方面说明这本
教材确实有其历史地位和学术地位，但从另一方
面也证明了对外汉语学科发展缓慢，教学语法体
系至今是五六十年以前的框架，怎么说这也是一
个不太正常的现象。

其次，结构主义理论的桎梏太紧。 在对外汉
语教学界，受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和心理学行为
主义理论的影响，句型教学法曾经深刻地影响过
对外汉语教材的编撰。 听说领先、反复操练、以
句型为中心、通过语言对比确定教学重点和难
点，这一些教学原则为学界所接受。 在语法项目
习得的操练上，遵循“词语 －句型 －会话”的顺序
展开，语法项目限定在句子范围内。 无论从后来
的各个时期所编写主干教材中，还是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参考
书中，都可以看到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影响。

第三，对汉语语法本质特征的认识有待加
强。 中小学母语教学语法体系的拟订、使用、发
展的曲折过程，值得对外汉语学界记取和重视。
“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简称“暂拟系统”）和
“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简称“提要”）之所以
不受欢迎、不被重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
汉语语法的本质特征认识不够清楚。 现有大纲
体系尚不完整，范围还需框定。 作为和母语语法
教学中“暂拟系统” “提要”具有相似地位和相似
作用的教学语法体系，研究者们对汉语语法本质
特征的认识有待加强。

第四，研究方法上的革新势在必行。 语法项
目的提取和分级，这些大纲研制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应该如何进行，以往大纲研制时，均考虑过

少；而对具体的研究手段、操作程序上的问题，几
乎不见有论文涉及。 提取和分级应该重点参考
外国学生的学习需求、外国学生的教学输入和外
国学生的习得状况，这些方面，以往过分依赖专
家的干预，而不考虑具体研究方法的改进，这正
是现今开展研究应该予以充分重视的问题。

本文讨论以下 ３ 个在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
建构过程中涉及到的具体问题：（一）语法项目的
提取应该以什么作为标准；（二）语法项目的分级
应该考虑哪些问题；（三）和体系建构相关的语法
教学问题有哪些。 讨论和回答这几个问题，不仅
关乎到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建构，更有助于
厘清许多存疑的问题和难以解决的问题。

一、语法项目的提取应该以什么作为标准

（一）美国《２１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的启示
美国《２１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是由美国教育

部门以及多个外语教学协会共同研制的国家外

语课程标准，于 １９９９ 年经修订补充再版。 《标
准》的核心主题是以 ５ 个 Ｃ 字母打头的词：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交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文化）、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贯连）、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比较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社
区），即从语言交际、文化认知、外语与其他学科
的联系、语言文化方面的比较以及到社区等校内
外环境运用语言等 ５ 个方面来制定外语教育的培
养目标。

《标准》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外语习得和外
语教学问题，表明美国的外语教育，已经从旧的
教学模式中实现了蜕变，顺应了新的时代的要
求。 《标准》最关键的指导思想是提出注重学生
的交际能力培养与综合素质培养的教学目标。
从第二语言教学的发展来看，这种基于交际能力
各个因素设计的宏观目标体系，代表了第二语言
教学理论方法的发展趋势。

以《标准》进行对照可以看出，以往对外汉语
教学语法体系，虽然也反映了语言学能力的要
求，但是对其他方面几乎没有涉及。 其中的一个
原因就是语法项目容易被切分，而其他方面则很
难进行分级。 但如果只是通过语法项目，或包括
一些功能项目来设定一个语言教学的目标体系，
是难以全面涵盖交际能力的各项因素的。 新的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建构，应该将社会需求
和人才培养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握教育环境与语
言教学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关注语言教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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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教学实践的联系，重视学生的认知特点与语
言教学的环境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全面系
统的目标框架。

（二）方法论上的创新是体系建构的基础
对一种语言现象的思考，首先形成的是一些

初步的看法和假设，然后再试图说明这一现象和
相关现象之间的关系；其次是证明已有的假设是
否符合实际，必须设计研究方案，制定出实施的
步骤；然后再通过有目的的观察，去收集相关材
料，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和归纳、抽象和推断，得出
结论。 这是语言学的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必
须依靠科学的研究方法。

以往大纲的研制缺乏实际教学输入的分析，
缺乏外国学生习得状况的统计分析，缺乏外国学
生实际需求的调查分析，缺乏对汉语本体研究成
果的吸纳和转换。 方法的欠缺导致内容的欠缺。
新的教学语法体系的建构将从方法论的角度，着
力从以上 ４ 个方面展开基于语料和问卷调查的研
究，以期得到更加符合实际需求的教学语法体
系。 语法项目的提取以已有语料库为依据，以本
体研究的成果为参考。 收集和解释的资料或数
据必须是真实的、客观的，不带有主观臆测的或
偏见的成分；综合和推理必须有理有据，合乎逻
辑；研究方法要公开整个程序，结论要经得起实
践的检验。

（三）语法项目提取要确立标准
语法项目也叫语法点，语法点就是具体到某

个点的语法知识。 因为语言结构的不同，不同的
语言语法点也不是完全相同的，英语有英语的语
法点，法语有法语的语法点，汉语也应该有体现
汉语特征的语法点。 语法点是语言学习的要点，
也是语言教学的要点。 对外汉语教学，特别是对
外汉语语法教学中的许多环节，都是围绕着语法
点展开的，如教材编撰、教学理论的贯彻、教学技
巧的运用等等。 语法项目选择编排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把语法项目作为研制大纲的切入点，是
有学理上的依据的。

１．明确
学生语法项目的习得应该在他的语言能力

中得以体现，也就是说语法项目应该和语言能力
有必要的关联。 所谓的语言能力，《标准》中已有
说明，即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使用该语言进行交
流；在交流时可以展现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学生
能够通过目的语和文化获取一定的信息，拓展其

他的学科知识；学生通过目的语和母语比较，能
够对语言性质表现出一定的理解能力；能激发或
展露一定的终身语言学习者的素质能力。 “明
确”是体系建构过程中的总的标准，崔永华所说
的“跟一般的语法教科书不同，汉语教学语法体
系需要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即对外国人形成汉语能力起重要作用的语法点

上多花些笔墨”，说的就是“明确”的标准。①

思考 １：汉语的句型分类，有四种谓
语句，即名词性谓语句、动词性谓语句、
形容词性谓语句和主谓谓语句，这是反
映汉语基本结构的句型系统，了解和掌
握汉语的基本结构，则是二语习得者语
言能力的一种体现。 上述所说的 《标
准》中展示的语言能力，在掌握这种基
本结构之后都会逐渐实现。 后续的其
他语法项目的习得，可以在这个基本结
构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和延伸。 这和我
们主张的“以句子为核心，贯通句子与
篇章、句子与短语，建立以句子为核心
的语法关系体系”建构主张相符。
２．简洁
所谓的“简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语

法项目提取时数量上要有所控制；二是在语法项
目提取时要少考虑体系完整性的问题。 现有的
一些影响较大的语法大纲，所列的语法项目数量
都显得过多，例如刘英林主编《汉语水平等级标
准与语法等级大纲》 （１９９６）中，所列语法项目总
共 １１６８ 项（甲级 １２９ 项、乙级 １２３ 项、丙级 ４００
项、丁级 ５１６ 项），数量是否太多，可以考虑。 之
所以会引出数量较多的问题，和制定者太注重体
系的完整性有关，例如对汉语词组的处理，采取
完全和母语语法教学相同的方式，分成“按词组
结构划分”和“按词组性质功能划分”两种分类方
式，后面这一种分类，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是否需
要，也是可以考虑的问题。

思考 ２：汉语的“了”在母语教学语
法研究中，分成了１、了２ 和了１ ＋ ２，第二语
言教学中对“了”应该怎么处理？ 刘英
林语法大纲中多处出现语法点“了”，如

①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崔永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需要
什么样的语法研究———一个汉语教师的视角》，《汉语国际教学
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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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级的 ０３６、０３７、１１７，丙级中的 ３０５、
３０６、３０７，这样分列是否有必要，能否进
行适当归并，是可以考虑的问题。 再如
连词“于是”，在甲级、乙级的连词中均
未列出，最早出现是在乙级“承接复句”
中（２２８），之后便在丁级的“句群”中出
现，作为句群的形式标志（１１３５）和句群
的意义分类中被提及 （１１４８），如此安
排，也颇费解。
３．实用
以《标准》对语言能力的要求作为依据，对外

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建构时语法项目的提取，应该
考虑“实用”这个标准。 也就是说要考虑和人际
交流有密切联系，和目的语国家的文化有密切联
系，和语法教学有密切联系。 多年来对外汉语教
学中经常会碰到一些问题，例如教材上教的例句
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用不上，语法点的教学效果不
明显，学生学习之后在课堂上可以做有限的扩
展，下课之后就不会用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
分设为不同的课程，割裂开来，在语法点的讲解
上如何结合文化，似乎除了与成语教学有关联之
外，在其他点上都不见有关联的例子。 可见，语
法项目的提取如何在实用上能体现出来，确实是
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思考 ３：这里不讨论语法项目中是
否要列出固定短语的问题。 有些高校
曾经给留学生办过专门教授汉语成语

的语言补习班，教出来的学生一说话满
口都是成语，但真正用得妥帖的大概只
占 ３０％左右。 这样的教学是否与中国
文化紧密结合了，大家可以考虑，但是
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成语中的文化因

素，正确了解到成语的使用场合，更需
要我们思考。 另外，刘英林语法大纲中
惯用语和固定短语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也是不甚清楚的，牵涉到的问题太多，
固定短语中使用率太低，时代性太强的
都不应该作为一个语法点。

二、语法项目的分级分类应该考虑哪些问题

（一）语法项目分级存在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最突出

的问题是：语法教学主要集中在初级阶段，中高
级阶段的语法教学缺乏计划性和系统性；仅仅把

词和句子作为语法教学的基本单位，不重视语素
和词组的教学，语段教学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仍
然以形式结构分析为主，不重视语义结构分析，
更不注意跟语用分析相结合；对有些语法现象的
解释既不科学，也不实用；语法点的切分和在教
材中先后次序的编排也不尽合理。 吕必松、吕文
华也曾经主张要重新确定初级阶段、中级阶段、
高级阶段的语法教学内容，并论述了中高级语法
教学在初级阶段基础上如何衔接贯通、循环递进
以及深化和扩展的具体构想。①

赵淑华指出，在目前还没有成熟条件去建立
语义、语用分类系统的情况下，从对外汉语教学
的需要出发，只能先考虑怎样建立一套科学而又
简明、实用的结构分类系统。 赵淑华研究了大量
的教材认为，目前基础汉语教材在语法点的选择
上普遍存在的问题：１．宁可多选十项，不可漏掉一
点；２．互相攀比。 她认为这种求全的思想应予纠
正，在基础阶段，应捡“必须学的”“最重要的”“最
基本的”“比较简单的”语法项目编入教材。②

以往语法项目的分级，先确定留学生教学中
的不同等级，然后在相应的等级中确定语法项
目，存在的问题比较大。 在级和级之间的交叉地
带，就会存在语法项目的重复或者遗漏。 赵淑华
举出八项在基础阶段不需要介绍的语法点，如名
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可能补语、隐现句、复指
成分、短语 （只讲动词短语、主谓短语、介词短
语）、感叹句、表存在的“是”字句。 我们认为这要
看这个所谓初级要达到何种目标。 “今天星期
一”、“他十八岁”（名词谓语句）、“我身体好”（主
谓谓语句）、“校门口有个麦当劳”（存现句）、“好
看！”（感叹句）等交际中经常要用的语法项目，初
级阶段需不需要教？ 成人的外语学习存在着思
想丰富而语言能力不足的矛盾，所以似乎很难要
求将实际交际中迫切需要，又高频出现的语言项
目延后输入。

思考 ４：对外汉语教学中，“把”字句
的教学效果一直不太好，高等级的留学
生，在口语活动中，也都是回避或者少
用这种句式的，究其原因，与“把”字句

①

②

具体参见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论》，北京：北京语言学
院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吕文华《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研究》，北
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
参见赵淑华《句型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兼析“才”学问》，
《语言文字应用》，１９９２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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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结构比较复杂有关系，与“把”字句
在大纲中的分级混乱也是有关联的。
“把”字句这个语法项目从初级到高级
都会出现，重复、交叉现象很多，给教师
教学和学生习得都带来很多困惑。 对
于留学生不太常用的句子或者本族语

使用者使用频率不高的“把”字句，如
“他把周婷看了一眼”“小芹把自己的妈
恨得要死”，不应在语法项目中出现；对
“把”字句的句法形式和语义特征的掌
握达到一定水平后，注意的焦点可以不
再局限于“把”字句的结构形式，而应该
多考虑语境的结合。
（二）初级阶段的语法项目应该如何确定
有学者认为，现有初级阶段的语法点已经大

致反映了汉语语法结构的基本面貌。 同时，这也
是上述各种教学语法著作的主要内容。 可见，现
行初级阶段的语法点，应当是汉语教学语法体系
的“核心内容”。① 这样的看法在对外汉语学界有

普遍的认同。 初级阶段的语法项目应该如何确
定，会遇到如下的问题：

初级大纲和中级大纲研制的目的在于适应

教学所需。 初中级相对于高级而言的，是一体
的，不好区分清楚。 老 ＨＳＫ就只有初中级考试和
高级考试，没有初级考试和中高级考试的。 也就
是说初级和中级之间界限是模糊的，这对于留学
生的教学也是不利的。 我们如果在这里有所突
破，对于这个长期界限不清的初中级大纲作出了
重要的修改、界定，意义重大。

初级大纲是从零起点到 ３００ 学时的学习之后
应该达到的水平，还是到 ５００ 学时的学习之后，或
者到 ２５０ 学时的学习之后应该达到的水平，这是
由研究者自行决定的，这个决定的依据就是相应
的教材。 目前初级教材的使用也不规范，有的一
本用一学期，有的一本用一学年，体现了学时上
的差异，这就需要我们研究者做出甄别和挑选，
从这些“学时 ＋教材”的因素考虑，确定初级语法
大纲中语法项目的选取。

要说明的是，按照“学时 ＋教材”的方法确定
语法项目的分级，特别是初级阶段语法项目的分
级的方法，应该是可行的。 有学者认为，现在我
们的大纲将语法点分为初、中、高三个级别，依据
的是国内汉语教学的情况，即在目的语学习环境
中的一种分级， “对国外汉语教学几乎没有意

义”，其实不然。 学时数确定语法点的多少，确定
学习的等级的高低，在不同的学习环境下有相同
的作用。 国外汉语教学学时少，学生的水平自然
不行，达到的等级也相应低一些。 换一个角度
讲，如果要考虑不同学习环境的影响，是否可以
在等级的确定时减少一些学时作为定级的标准？

思考 ５：初级大纲和中级大纲的“分
化”的研制怎么入手，这是需要深入思
考的问题。 初级大纲怎么确定，以什么
作为初级大纲的标准，以前从来没有人
考虑过这样的问题。 各高校分班时所
谓的“初级水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
水平？ 也就是说从零起点开始，到一个
阶段的学习之后，达到的这个“初级水
平”，只要把它描述出来，就可以成为我
们的初级大纲。 通俗点说，我们可以为
例如原来的《ＨＳＫ 大纲》初中级大纲作
出分析，区别出初级和中级的界限，“学
时”是用来作为分析的一个依据，“教
材”是用来选取语法项目的，证明区别
的另一个依据。
（三）语法项目的分类：口语语法大纲和书面

语语法大纲

口语和书面语区分的必要性，前辈学者有过
很多论述。 例如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
指出，可以借助普通话内部的对比，比如文体的
差异来考察对语法的影响。② 朱德熙也认为，书
面语和口语语料的不同，会影响语法研究的结
论，要注意区分。 有些句式“只见于书面语，口语
是不说的”，他认为应该对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
法分别研究。③ 胡明扬认为需要重视口语和书面

语的差异，他指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带来最大
困难的是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异”。④ 可见，二
语习得者认为汉语语法规律约束力不强，很大的
原因是我们总结规律的时候没有区分出不同的

语体来。
口语语法大纲和书面语语法大纲的研制在

①

②
③

④

参见崔永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需要什么样的语法研
究———一个汉语教师的视角》，《汉语国际教学研究》，２０１５ 年
第 １ 期。
参见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 年。
参见朱德熙《句子和主语———印欧语影响现代书面汉语和汉语
句法分析的一个实例》，《世界汉语教学》，１９８７ 年第 １ 期。
参见胡明扬《语体和语法》，《汉语学习》，１９９３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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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语体语法理论的盛行，更在于留学生教学的实
际需要，至今为止没有分语体的大纲问世。 对外
汉语教学和科学研究所依据的，都是通用语体的
语法大纲，这种状况显然与发展迅速的留学生教
学事业是相悖的。 做出这样的大纲，在今后的教
学指导、教材编撰、汉语水平测试上，都能发挥很
大的作用。 这两个大纲研制要考虑的是以下两
个问题：

１．口语和书面语如何定义，牵涉到的是这两
个大纲收录语法项目的划界问题，即怎么跟通用
语体作出区别。 理想的做法是应该有一点跨界
的语法项目，也就是说有些语法项目允许在这两
个大纲中的一种和通用的大纲里都能出现。 如
果有连续统，连续统的两头应该是口语和书面
语，中间的通用语体与口语和书面语的边界允许
有一些模糊地带。 但这个模糊地带有多大，范围
如何控制，需要考虑。 这两个大纲语法项目的收
录，应该有个框框。 如果考虑主要从教材里选
取，会不会出现范围小了点的问题，这样做的好
处是都“事出有因”，有依据；如果考虑选取的语
法项目范围扩展到词典，扩展到论文，范围大了，
语法项目全了，但依据（针对留学生学习）是否能
说清楚，也是需要论证，需要作出取舍的，要经得
起质询。

２．以往大纲被诟病的，主要是都以结构主义
的视角观察，聚焦于语素、词汇、短语、句式，集中
在句子以下的部分。 句子以上的语段、篇章在这
两个大纲里肯定是要提及的，特别是书面语，牵
涉到的语境、语篇、语用、敬语等因素会更多，如
何让留学生通过书面语大纲的习得和规束，了解
和习得到汉语的“雅言”。 这两个大纲的编写不
追求语法的系统性，但强调穷尽性地抽取记录具
有口语或书面语语体倾向的语法项目。 例如在
考虑口语的语法项目的提取时，还注意到口语语
体的一些表达手段如轻声、插说、易位、追加等；
书面语语法项目提取着重考虑用于书面语或倾

向用于书面的虚词（除了比较典型的虚词之外，
还包括副词、量词，以及一些实词的附类，如方位
词、趋向动词、助动词、形式动词等），以及用于书
面语或倾向用于书面的语法格式。

思考 ６：语法项目列出后，利用语料
库和教材库的相关语料，参考外国学生
实际教学输入的情况，在对外国学生习
得状况作出统计分析，对外国学生实际

需求作出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在可能的
情况下，将这两个大纲中语法项目的某
种用法和功能的重要性等级（或称用频
等级）、难易度等级（或称习得难度等
级）、口语 ／书面语等级（或称口语 ／书面
语倾向等级）标出，等级可以细分为三
级。 从编写者说，这种类似语法词典的
编写方式会使工作量增大；从使用者来
说，“好用、管用”的这种编写方式会受
到欢迎。

三、和体系建构相关的语法教学问题有哪些

（一）语言共性和目的语个性的教学差异
目前的教学语法体系，集中体现在《ＨＳＫ 大

纲》《专业大纲》 《进修大纲》等三个代表性的教
学 ／考试大纲中；当然在一些教学语法专著中也
有体现，但各不相同。 我们认为，所谓的教学语
法体系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教学 ／考试大
纲，而教学 ／考试大纲，必须是在完善的教学语法
体系建立的基础上得以产生。 因此，梳理现有的
教学语法体系，并加以修正、补充和完善，是目前
体系建构的第一步。

语言特征的揭示是语言研究的基本问题，也
是语言学发展、进步的前提条件。 对外汉语教学
语法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对汉语特征和规律的清
楚认识。 如何在前人零散研究的基础之上，建构
起一部将汉语放在世界语言的大背景下的，科
学、系统、全面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这是检
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语言研究水平的重

要标志，对建立汉语语言体系也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

赵金铭 ２０１８ 年发表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教学语法：格局 ＋碎片化》给教学语法体系的建
构以很大的启发。 对汉语学习者来说，汉语语法
的基本框架，可以称作为语法格局；而支撑这个
语法格局的是大量的语法事实，这些语法事实则
为碎片化语法。

语法碎片化，就是将系统完整的语法体系拆
分为多个碎片化的语法知识点，亦即将系统知识
分割为较小的单位，以便于学习领会。 建构教学
语法体系重要的环节就是语法项目的提取，这个
提取的过程也就是“拆分为多个碎片化的语法知
识点”的过程。 语法项目的提取并不是对系统知
识的打散，而是在系统之下的科学分解，是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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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语法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解析。 语法点
是语言学习的要点，也是语言教学的要点，以语
法项目作为教学的切入点，更符合学习者的认知
规律，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学习习惯。 赵
金铭认为“碎片化语法是对语法格局的不断补充
和丰富，碎片连缀，逐渐融入格局之中”①，同样，
语法项目即语法点是语法体系建构的主要内容

和基本框架。
语法格局的教学包含着语言共性的教学。

“一个了解自己母语语法的汉语初学者，在学习
汉语伊始，接触到一个简单明了的汉语语法格局
时，从语言共性的角度思考，会发现一些语法规
则与自己母语语法规则是相同或相近的，当然，
也会有些是完全没有见到过的。 ……总的来说，
一个初学汉语者，在教师的讲解下，是有可能了
解并接受一个全新的简明第二语言汉语语法格

局的”。②

碎片化语法要体现出汉语语法的特点。 碎
片化语法并不考虑教学的难易顺序，而注重使用
频率。 在研究方法上既注重对基本语言特点的
描写，同时兼顾语义、语用分析，并吸取了语言研
究的最新成果。 建构一个有语料调查、习得考察
支持的完善的教学语法体系，建立的数据平台，
数据库、中介语语料库和资料库，可供二语习得
者和研究者使用。

思考 ７：孙德金发表过论文《语法不
教什么———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两个
原则问题》，认为决定语法教学的两个
因素是“语法的本质”“第二语言教学中
语法教学的根本任务”。 论文认为属于
词汇范畴的、属于共知范畴的，都不是
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上的对象。 孙德金
的想法和赵金铭的论述相近：“第二语
言学习者……接触一种新语言语法体
系时，不应是一个零散破碎的语法架
构，而应是一个完整简明的语法架构，
要言不烦，一目了然，以为日后的语法
规则的展开，以及语法事实的学习作整
体的铺垫。”③可见，语言共性的教学要
简明、“格局化”，而目的语个性的教学
则要具体、“碎片化”。
（二）语言理论与语言教学之间的互动
１．语言理论对语言教学有直接的影响
语言教学的模式、方法，会受到语言理论的

直接影响。 语法教学的冷落和语法教学再度兴
起都和语言理论的发展有直接的联系。 新的二
语习得理论认为交际教学法效果不理想，过分强
调意义的交流，忽视语法的形式，虽然学习者接
触了大量语料，但仍然不能正确使用某些语法形
式。 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要提高学生使用语法形
式的准确率，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正规教学。 对
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研制会对对外汉语教学

产生深远的影响。
２．语言教学检验语言理论，并为语言理论提

出新的课题

“所谓使语法系统碎片化，就是将系统完整
的语法体系拆分为多个碎片化的语法知识点，亦
即将系统知识分割为较小的单位，以便于学习领
会。 ……其中涉及的语法事实，则到碎片化语法
中去寻求解释”④。 可见，“对外汉语教学对现代
汉语语法研究起着挑战作用，同时也起了促进作
用”。 关键在于我们要善于发现问题。 １８ － １９ 世
纪之交的对外英语教学的发展大大促进了英语

的研究，诞生了很多有影响的语言理论。 我们应
该高度重视教学中提炼出来的各种问题，加以梳
理提炼，从中发现理论研究的线索，推进中国语
言学的发展。

３．语言教学展现了对语言理论的实践过程
新的二语习得理论在推动语法教学的再度

兴起的过程中起到了引导的作用，之后过去的 ３０
年来，大量课堂教学实证研究证明课堂内语法教
学极大地影响第二语言的习得。 普遍认识到，虽
然课堂教学不能改变二语习得的顺序，但教学能
加强习得且能提高二语水平。 在新的理念指导
下，研究者们研究出一系列新的教学模式，如过
程性教学、反馈性教学、任务型教学等，教师应从
新的角度去看待语法、教授语法。 上述这种观
点，事实上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教学语法
和语法教学的区别。

４．语言能力的发展
语言能力并非铁板一块，语言能力的发展是

有阶段的，也就是说，初级学习者和高级学习者
所接触的教学材料、教学内容应该是不同的。 这
个不同不应是“多 ／少”“难 ／容易”的不同，也不应
是根据主观经验来判定教材的编写与改编。 而

①②③④参见赵金铭《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语法：格局 ＋碎片
化》，《语言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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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首先对语言能力进行分级描述，其次根据语
言能力描述，总结出一个教学内容（知识点、技
能、任务、学习目标）的分级大纲。 最后，根据教
学内容的分级大纲编写合适不同水平学习者的

教材。 “分级”意味着对于所要教的内容（知识
点、技能、任务、学习目标）归纳为一个依照时间、
进度可以逐步获取的大纲。 这才是教材编写的
灵魂。 也就是说，所要教的内容（知识点、技能、
任务、学习目标）必须是可以量化的、细分的。

思考 ８：崔永华认为汉语语法教学
的重点，指反映汉语基本结构的语法点
（如主谓宾结构、四种谓语句、连动句、
兼语句等）和表现汉语特点的语法点
（如量词、形容词做谓语、补语、状语的
位置等）。① 而汉语教学语法的难点，指
学生不易理解运用的语法点（如各种补
语、“把”字句等）和学生容易发生错误
的语法点（如“了” “的”的使用、状语的
位置等）。 这样的认识是建立在语言理
论的建树和语言教学的积累上的。 教
学重点体现“语法格局 ＋碎片化语法”
的教学任务，也就是说，教学重点要讲，
但不一定都要细讲，有语言共性的地方
可以简略些；而教学难点主要体现的是
碎片化语法的教学任务，体现的是汉语
的个性化的特点，难点是需要细讲的。

四、结语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语法教学一度受到
冷落，许多研究者认为有意识学到的语法结构无
法转变为无意识的语言能力。 然而，目前许多有
关第二语言习得方面的研究，使人们对第二语言
教学中语法教学的作用进行了重新思考。

首先，有研究者从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认知
语言学角度证明，有意注意是语言学习活动中的
一个必要条件，语法教学虽然改变不了语法习得
的顺序，但可以加速对语言形式的掌握。 其次，
国外学者通过母语为其他语言的英语学习者进

行实证研究发现，虽然语法习得顺序改变不了，
但是语法教学可以加速某些结构的掌握，如果语
法教学与中介语发展阶段恰好吻合，将极大地推
动学习者中介语的发展。 第三，语法的概念有了
新的扩展，语法不仅仅限于固定的结构形式，语
法是变化、语篇的，语法与意义形成有机的统一。

总之，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建构，既要
有理论上的思考，还有更多的具体问题的操作。
从理论上来说，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体系的建
构，要真正坚持“立足汉语本质特点，融入世界二
语教学”的研究方法，既强调建构具有汉语特色
的教学语法体系，又坚持国际化的研究视野，和
世界二语教学理论发展同步，以实例为世界二语
教学理论的完善提供支持。 从具体操作上说，语
法项目的提取、语法项目的分级、编撰具有特色
的分级教学语法大纲，都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
上述讨论的也只是诸多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一些

思考。
事实上，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建构是一

项浩大的工程。 与教学语法体系建构相关的，还
有教学参考用书的编撰，以及数据平台的建设。
参考语法书系的编写方针，是从大纲出发，是对
大纲的深化和阐述；参考语法书系的书目确定，
依据大纲中语法项目的重要性而定。 所谓的重
要性，是指该语法项目所在等级的高低，以及该
语法项目在不同等级中的分布。 语法项目的重
要性有客观数据的支持，也有专家的人工干预。
确定的书目要有代表性，即教学中最重要的问
题，教学中最急迫的问题，教学中最难讲清楚的
问题。

至于数据平台的建设，目的是将教学语法大
纲和与之关联的资料汇编联系起来，与已建并正
在完善、扩容的中介语语料库联系起来。 数据平
台具备较强的智能查询功能，能通过资料汇编中
的材料，查询该语法项目的研究状况和习得状
况，在最大范围内拓展教学语法大纲的功能和使
用效率。 “体系”建构过程中的许多环节，如语法
项目的提取，语法项目的分级，都可以在这个平
台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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