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汉语教学语法研究与应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汉语教学语法研究与应用>>

13位ISBN编号：9787040239881

10位ISBN编号：7040239884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颜迈

页数：36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汉语教学语法研究与应用>>

前言

　　本书的作者颜迈先生，是“暂拟系统”问世时的初中学生。
大学毕业后，他教了十几年中学语文，又在高校教了二十几年现代汉语。
五十多年中，他和教学语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教学语法（pedagogical grammar）是按照不同层次的教学要求而制订的语法系统。
它有两个特点：第一，注重规范性和实用性；第二，吸取已经为人们认可的科研成果。
为了体现这两个特点，教学语法的编写着重描写语法事实并说明语法规律，少作理论的阐述。
然而编写者必有自己的理论背景，所以无论在取材上和用例上，无论在分析方法上或术语使用上都有
自己的特点。
正因为如此，现代汉语教材有多种版本。
其中的差异突出地表现在语法部分，这是因为汉语语法问题历来争议最多。
　　研究教学语法，不但要了解语法学发展的情况以及在不同教材中的体现，而且要懂得不同的编者
在分析问题时的理论依据和思想俩向。
总之，须要多方面的比较。
这种比较不是简单地指明同异，而是在辩明差异的基础上有所取舍。
利用已有的科研成果（包括已出版的教材），不仅要“善取”，而且要“善弃”。
《论语·子路》说，“君子和而不同”。
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使教学语法的研究和应用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中国当代的语法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都很有建树，但把感情全部倾注于教学语法者，似乎不
多。
颜迈先生却是专一执著地对众多涉及教学语法的书籍、论文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比较研究，最后凝
结出自己的结论。
他好像是一个没有学派，不依赖于某一固有体系的人；几乎每个专家、每个学派、每个体系，他都吸
收了，也都批评了。
他好像也不按时间进程来判断是非，就是说，他并不认为凡是“过去的”就一定不好，凡是“时尚的
”就是好的。
他总是通过比较，认真审视，深思熟虑而决定取舍。
他决定取舍的标准，总是离不开“教学”二字。
因为他研究的，不是个人色彩极重的专家语法，而是大众彩色浓厚的教学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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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汉语教学语法研究与应用》对全国使用范围较广的几种现代汉语教材（如胡裕树、张斌、
邢福义、刘叔新、钱乃荣、邵敬敏、黄伯荣和廖序东、北大中文系、颜迈等分别主编的教材）中的语
法部分，现当代语法学家（如黎锦熙、芏力、吕叔湘、朱德熙、丁声树、陆俭明、沈家煊）的语法专
著以及中学语文教学中普遍使用的“暂拟系统”和“语法提要”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分析了
各种论著或体系的特点、优点和缺点，并提出了作者的见解，是一部集教学语法研究之大成的著作，
有利于学生特别是师范生了解不同教学语法体系的长短处与分歧，从而运用到将来的工作实践中去。
　　《现代汉语教学语法研究与应用》既可作高校特别是师范院校文科的选修课教材，也可作研究生
备考和在读时的重要读物，还可作中学教师语法教学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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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节 语法概说一 语法的意义及特点(一)语法的含义(二)语法的定义(三)语法术语(四)语法的特点(
五)汉语语法的特点二 语法学的主要内容(一)语法学的研究对象(二)语法学的研究方法(三)语法著作的
类型三 语言单位和语法单位(一)语言单位和语法单位(二)汉语的语法单位思考和练习第二节 汉语语法
研究概况一 古代和近代的汉语语法研究(一)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二)近代的汉语语法研究二 现代和当
代的汉语语法研究(一)现代的汉语语法研究(二)当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思考和练习二第三节 词的构成一 
语素、词根和词缀(一)语素(二)语素和汉字的关系(三)语素和词的关系(四)语素的分类(五)词根和词缀
二 词的构成(一)单纯词(二)合成词(三)准词思考和练习三第四节 词的语法分类一 实词和虚词(一)分类
的两个角度(二)分类的标准(三)分类的层级二 词类划分的标准(一)意义标准(二)形态标准(三)“依句辨
品”标准(四)“词汇·语法范畴”标准(五)语法特点标准三 词类的设置(一)各体系的词类设置(二)词类
设置的取舍思考和练习四四 词类的划分及其特点(一)实词(二)虚词五 词的跨类(一)词的跨类(二)兼类词
的词性判定思考和练习五第五节 短语一 短语的特点(一)名称和范围(二)定义和特点(三)词和短语的区
分二 短语的分类(一)结构分类的比较(二)短语的结构类型(三)功能分类和其他分类思考和练习六三 短
语的变换和辨识(一)短语的变换(二)几种短语的辨识思考和练习七四 短语的分析(一)短语分析的方法(
二)短语分析的几点说明(三)短语图解法的讨论思考和练习八第六节 句子的分类一 句子分类概况(一)定
义和分类的矛盾(二)句子分类的混乱(三)句子分类的设想(四)特殊句式二 句子的功能类型(一)句子的功
能类型(二)不同功能句子的辨识和转换(三)功能类型之间的关系思考和练习九第七节 单句一 单句的分
析(上)(一)句子成分分析法(二)层次分析法(三)几种教学用析句方法思考和练习十二 单句的分析(下)(
一)单句和单句成分(二)主谓宾的切分(三)三级成分分析法(四)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五)单句成分和短
语成分的关系(六)几种析句方法的比较(七)三分法的疑难及解释思考和练习十三 单句的分类(一)非主
谓句考察(二)单句分类的构想(三)句型示例(四)句式选辑思考和练习十二四 单句的运用(一)病句的性
质(二)分析病句的方法思考和练习十三第八节 复句一 复句概说(一)复句的定义(二)复句的特点(三)复句
的分类二 一重复句(一)联合复句(二)偏正复句(三)复句意义类型讨论(四)紧缩复句三 多重复句(一)多重
复句的判定(二)多重复句的分析四 复句的运用(一)缺乏联系(二)结构混乱(三)关联失当思考和练习十四
第九节 句群一 句群的性质和特点(一)句群研究概况(二)句群的性质(三)句群的特点二 句群的类型和运
用(一)句群的类型(二)句群的运用思考和练习十五第十节 汉语的歧义现象一 歧义的性质(一)多义和歧
义(二)歧义的类型(三)歧义的范围(四)歧义的作用二 消除歧义的方法(一)语境和情理(二)结构和层次(
三)语义的转换三 歧义的几种特殊形式(一)数字关系(二)排列组合(三)语境多样思考和练习十六第十一
节 三个平面与融合语法一 三个平面的定位及关系(一)三个平面理论的定位(二)三个平面之间的关系二 
融合语法的构想及运用(一)融合语法的构想(二)融合语法的运用思考和练习十七尾声教学语法和语法
教学的再思考一 教学语法的现状和特点(一)教学语法的现状(二)教学语法的特点二 语法教学的意义和
实施(一)语法教学的意义(二)语法教学的实施思考和练习十八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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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现在通过高等学校现代汉语教材中的语法部分来考察21世纪语法教学和研究中的分类情况。
　　张斌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是“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该教材说：“汉语中的大多数词都可以单独充当句法成分⋯⋯这些能充当句法成分的词，统称为实词
。
现代汉语中共有八类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区别词、副词、代词⋯⋯另一些不能
单独充当句法成分的词⋯⋯统称为虚词。
现代汉语的虚词共有四类：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
”教材又说：“汉语中还有两类以模拟声音为主的特殊词类：象声词和叹词。
”于是，该教材把词分成了三个层级：第一级包括实词、虚词、拟音词三类。
第二级包括实词所属的体词、谓词、加词，虚词所属的关系词、辅助词，拟音词所属的象声词、叹词
，共七类。
第三级包括体词所属的名词、数词、量词，谓词所属的动词、形容词，加词所属的区别词、副词，关
系词所属的连词、介词，辅助词所属的助词，关系词所属的连词、介词，辅助词所属的助词、语气词
，以及代替体词、谓词、加词的代词，共十二类（285-288页）。
此种分类，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其一，拟音词既不属于实词，也不属于虚词，而是与实词、虚词一起
“三分天下”的第一级词，其地位比名词、动词、副词等高了两级。
其二，象声词、叹词，是与体词、谓词、加词、关系词、辅助词一起的词，属第二级，其地位比名词
、动词、副词等高了一级。
这种层级关系是否妥当呢？
其三，教材有一个归纳词类系统的表，表中的“实词”、“体词”、“名词”等22个“×词”、“×
×词”，按其结构而言，都是偏正式的合成词，而“代体词”、“代谓词”、“代加词”却是动宾短
语。
这样，整个表格的表达形式，便不协调了。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没有在下文中分出
实词、虚词，只是在注解中说：“实词指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能充当句法成分的词；没有词汇意
义光有语法意义、不能充当句法成分的词叫虚词。
”（9页）教材又说：“在不同词类之间也有共性，这才有归并成一个更大的词类的可能，例如动词
和形容词都有作谓语的功能，可以归并为谓词这个大类。
与此相反（按：什么叫“相反”？
），同一词类之内各词也有个性，这才有再分小类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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