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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设立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
早在1983年经教育部批准北京语言学院在外语系内就设置了对外汉语教学专业，以培养对外汉语教师
为主要目标。
不久，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也相继开设了类似的专业。
　　此后几年，该专业一直踽踽独行，没有名目。
直至1988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在
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类（学科代码0501）下，设“对外汉语”（学科代码050103）二级学科，这一
专业才正式确立。
　　当初，设置这一专业，是为招收第一语言为汉语的中国学生，培养目标是将来能从事对外汉语教
学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工作。
故该专业特点是，根据对外汉语教学对教师知识结构和能力的要求设计课程和确定教学内容。
在1989年“对外汉语教学专业会议”（苏州）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培养目标，并规定专业课程应分
为三类：外语类、语言类和文学文化类。
1997年召开“深化对外汉语专业建设座谈会”，会议认为，根据社会需要，培养目标可以适当拓宽，
要培养一种复合型、外向型的人才，既要求具有汉语和外语的知识，又要求有中国文化的底蕴；既要
求懂得外事政策和外交礼仪，又要求懂得教育规律和教学技巧。
这一切只能靠本专业的独特的课程体系、有针对性的教材以及特定的教学方法才能完成。
　　近年来，世界风云变幻，中国和平崛起。
随着汉语加快走向世界，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获得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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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依据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的教学目的和课程设置的实际需要编写，是语言学通论性教材。
教材以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为主要对象，也可供中文系、外语系本科生及相关的研究生和教师参考。

本教材吸取当前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语言学多个领域的新理论。
全书除引论外，包括语言和语言学、语言与社会、语言与认知、语音、语法、语义、词汇、文字、语
言的发展、语言的类型分类和谱系分类十章，系统地介绍了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本教材力避与同类教材的重复，努力出新，突出对外汉语专业的特点，体现出学术性、实用性和原创
性。
尤其是专章介绍语言与社会（特别是语言与民族、国家、文化的关系）、语言与认知（特别是第一语
言习得、第二语言习得的内容），对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来说非常必要，为他们进一步学习语言习得、
第二语言教学等课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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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任意性。
符号的任意性指的是符号的声音和意义之间的结合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没有理据的。
比方说“人”在汉语普通话里为什么叫r色n，而不读别的什么，这完全是任意的，由社会全体成员约
定俗成的。
也许有些词在造词的时候是有理据的，比如“猫”跟猫的叫声有关，“鸭”跟鸭的叫声有关，但是这
些可以找到理据的例子比较少。
如果我们把视野转移到其他语言，例如英语，cat和duck似乎找不到与汉语类似的这种理据。
当然英语里的有些词也可以找到跟任意性特点相左的例子。
尽管如此，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特点是大家基本接受的看法。
　　（2）线条性。
符号的线条性指的是语言符号在组合时只能一个跟着一个地出现，构成一个线性的序列。
从音素的组合，再到语素的组合、词的组合，再到句子的组合，任何一级语言单位在进入组合的时候
都是线性排列的。
　　（3）系统性。
语言符号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零件，它是有系统的。
语言符号的系统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语言符号可以切分出清晰的单位，这些单位有大有小
，比如音素、音节、语素、词、短语、句子等；第二，这些语言单位是层次分明的，组织结构很清楚
，可分析；第三，语言符号通过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实现为语言的运用，也就是说，语言符号是一个
结构分明的层级装置，语言符号的运转是在一个系统内进行的；第四，语言符号的组合是有规则、的
，这些规则控制着这个系统的运转。
语言符号的基本单位是有限的，语言符号的组合规则也是有限的，但是语言符号可以用有限的基本单
位和有限的规则生成无限的表达单位，表达无限的意思。
假如语言符号不是这样一个完备的系统，它就无法有效地完成那么复杂的任务。
　　2.语言的社会属性　　语言是交际工具。
交际是语言的第一职能，传达信息表达思想感情离不开语言。
与其他的交际工具相比，语言最方便、最有效、最实用、容量最大。
但是语言也有局限性，有时难以很好地表达某些思想和情感。
语言是全民的交际工具，不分性别、年龄、民族、社会阶层、文化程度；它一视同仁地为社会全体成
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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