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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大，汉语也逐渐成为地区性或者
国际性语言，因此带来了学习汉语的热潮。
汉语热的背后是中国热，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历史、中国武术甚至中医
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习者和研究者。
语言是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社会的桥梁。
语言学习是有捷径的，方法对了可谓事半功倍。
对于很多国家的学习者来说，汉语是一门很难学的语言。
原因有三：第一，从类型学上看，汉语属于孤立语，语法形态不发达，有声调，对于其他语言背景的
人来说习得较为困难；第二，汉语的书写系统不是字母文字，汉字是学习中的瓶颈，汉字难学使得很
多学习者望而却步；第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历史比较短，很多问题没有研究清楚，我们对汉
语本身、对如何教、对学生的学习心理都缺乏足够的研究。
基础研究的薄弱导致我们的教材、教学法、教学手段无法满足学习者的要求。
在汉语国际推广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多研究一些实际问题，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处着手。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是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研究的核心基地，在海内外汉语教学与研究领域有广泛的影响。
中心自成立以来，承担了很多重要的科研项目，这些项目有的已经结项，有的还在进行当中。
这批科研项目汇聚了北京语言大学以及海内外学者的研究力量，其成果的发表必将在学术界产生重要
的影响，从而推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北京大学出版社愿意出版这套系列丛书，作为这套丛书的作者之一，我感到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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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多媒体资源库及检索分析工具
研究”已经圆满完成这个项目从三方面探讨如何用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来支持对外汉语教学：一是汉
语多媒体教学资源建设及应用，二是汉语字词研究资源建设及应用，三是汉语文本检索技术及应用。
这个项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面向语言教学和研究的汉语语料检索系统软件和索引库，汉语
教学多媒体素材库研究，HSK汉字数据库和语素数据库，以及20余篇论文。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信息资源和信息处理》全面展示这些成果，既有相关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列出
大量统汁数据，还介绍相应软件的使用方法和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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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柔，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以及计算机应用专业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自然语言处理，侧重于汉语处理。
在词语切分、文本校对、词语属性检索、句法分析、汉字字形计算等方面取得研究成果，带领团队开
发的多项关键技术被国内外多家企业、大学和研究单位所使用。
主持十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八六三汁划项目，以及多个教育部和北京市的项目，发表学术论
文数十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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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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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资源共享和规范化的前提　　应当看到，许多学校在编写多媒体教材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也取得了一些相当有水平的成果。
但是，也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复劳动和不规范的问题。
例如，在HSK各项等级大纲颁布之后，编写教材大都会以此为依据，用来实地考察是否有字、词、语
法点超出范围，是否达到了预期的重现率等。
许多教师在开展工作之前，先将这些字表、词表、拼音等信息输入、整理、校对，然后再开始工作。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道有多少教师重复了这项工作？
又如，汉语音节表是固定的，有400多个组合，1300多个音节，为了出版录音带，或制作多媒体教材，
或在网上开设汉语教学，常常需要这些录音素材，或全部或部分。
从原理上说，我们有男女两种录音素材就可以满足需要了。
录音一次需要花费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人次做了这项工作，有多少音节
表的录音版本，恐怕难以计数，这是一种资源浪费。
目前，在网上有许多海外开设的汉语教学站点，开设了语音教学课程，但由于条件所限，配音的人员
大多南腔北调，或嗲声嗲气，不是标准的普通话发音。
　　很显然，如果建立一个包含那些最常用的基本素材的数据库，其中的数据又是按照严格标准制作
的，那么，通过对这个数据资源的共享，既可以杜绝资源浪费现象，也可以达到规范标准的要求。
　　（三）课件的高效生成和知识产权问题　　毫无疑问，以电子版数据作为教学或科研的基础或资
源进行再创作，的确比一切从头开始要快得多，而且，在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上起步，才容易超越前
人。
但是，对许多非专业人员来说并非易事。
要在大量的资料中寻找合适的内容，然后再通过格式的变换把它们组织起来，这都需要专门的技术并
且花费相当长的工作时间。
即便能够完成再创作，也要面对多家的知识产权问题。
众所周知，处理知识产权问题将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所以许多人宁愿完全自己创作，也不愿意去引
用别人的资料。
这就导致了低水平的大量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
　　我们渴望有这样一种教学资源，它的内容是权威的、标准规范的，它检索容易、操作简单、控制
方便，而且包含着教学所需要的各种基本素材，倘若进行再创造，只要与这一家机构（如国家“汉办
”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交涉知识产权问题就够了。
这就是本文所谈论的对外汉语教学多媒体素材库（MML-TCFL）——一种理想的汉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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