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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完了这本书，虽然也有一些惴惴不安和遗憾，但更多的还是坦然和欣慰。
集中撰写的时间虽然只有两三年，但是它却是我十几年来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经验积累和理论研究的结
晶。
这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做的一件大事，现在终于完成了。
　　十几年前，我撰写了《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一书，那是我对一般语法教材模式的一次突破。
该书适应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实际需要，取得较为理想的使用效果。
循着这一思路，十几年来我一直在探索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径、角度、内容、体系以及教学方法、
策略问题，这本书也正是我这一探索和研究的体现。
从语法教材和语法参考书的角度，这本书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语法书中，跟一般语法书和教学理
论书相比都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也正是我略感惴惴不安的地方。
据我了解，国内外有相当多的对外汉语教师急需那种能够具体指导他们怎样教语法、怎样分析语法偏
误、怎样操作语法的讲与练、怎样设计操练和检测的相关问题等等的参考书籍。
我认为本书最大的长处在于：它集中地也相对系统地解读和分析了语法教学中常常碰到的种种疑难问
题，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提供了一些必备的语法知识及在具体教学处理时的方法策略。
所以我相信，本书的内容一定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各位同仁所关心和需要的。
因此无论工作怎样繁忙，我还是坚持抽时间把它写完、写好，奉献给各位同仁。
如果这本书能够给搞对外汉语教学的同仁一些启发、参考并能实际应用在教学中的话，将是对我最大
的安慰。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是不是要讲语法，的确是有分歧的。
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要讲语法呀，我只告诉学习者怎么说不就行了吗？
这里实际涉及很多大的教学理论问题（可以从书中详加了解），此处只简要说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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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对外汉语教学精品课程书系”的一种，主要阐述了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相关的基本理论、教
学原则、主要类型、教学环节与模式；从第四章到第十一章具体扼要地探索了汉语名词、量词、动词
、形容词、副词、区别词、虚词和补语、常见句式、语序以及复句的教学问题；第十二章专就语法教
学中的操练及检测与评估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和实例讲解。
书中还附有“连”字句的课堂教学录像，是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师生和有志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人员
的上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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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
现任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对外汉语系主任，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兴趣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研究、汉语语法、语义、语用研究。
研究成果获得过多种奖项，2002年曾获国家汉办颁发的“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优秀教师奖”。
曾赴韩国、日本、德国讲学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主要研究成果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练习参考答案及要解》
《HSK精解活页题选》等多部著作；在《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等学
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过多项国家、学校重点教学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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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不仅体现在词义的内涵上，也还体现在语法的组合聚合关系上，因此文化
因素的渗透在语法上也能得到印证。
比如，日语第二人称的使用率远远低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这是因为第二人称的使用受到种种语用
限制。
如：对老师、对领导、对尊长在一般情况下，都不宜使用第二人称。
而汉语中的情况却不太一样，通常对尊长即使已经用了称呼，还会再用第二人称。
例如：　　（1）老师，您能帮我看看这个句子吗？
　　日语的情况也许与日语语法中具有明显而完备的敬语系统有关，汉语没有完备的敬语系统，它的
尊敬义是通过几个部分的相互配合（语法上的）意合而实现的。
从例句（1）来看，是“称谓+您+动词重叠式+问句形式”的相互配合，实现了尊敬义的得体表达。
　　可见，国家不同，语种不同，学习对象对目的语语法的理解、认知和产生偏误的类型也会有所不
同，由此教师对语法项目的关注点、教学处理角度、突出要点都会有所不同。
　　2.2 针对水平层次　　水平层次涉及学习者对语法知识的理解程度和接受水平。
一个语法项目用什么样的言词表述、用什么样的方法传授、讲解到什么程度，都要有明确的针对性。
　　初级阶段的语法教学，内容上更加适合采用化整为零，单一局部的教学处理模式，即以局部具体
项为着眼点，而不以系统类别为着眼点，不做更多的知识性的综合；方法上，一般无须对语法知识做
更多的解释，主要以点练形式为主，用浅显直白的话语点拨，同时以练的方式实现对语法点的理解掌
握。
例如：结果补语的教学。
除了告诉学习者结果补语是从动作的结果上对动作进行补充外，主要是通过练习让学习者明白“动作
的结果”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叫“补充”。
同时在教学手段和方法上更多的是想方设法利用学习者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进行点练。
例如：拿一张纸做撕的动作，问学习者：我现在的动作是什么？
——答：撕。
再问：纸怎么了？
——答：分开了。
点拨：那么我们用动补形式来表达就是：撕开了。
用同样的方法再来说扫地，可以有意识弄一点纸屑放到地上，然后扫干净，通过点拨，让学习者说：
扫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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