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综合课教学理论与方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汉语综合课教学理论与方法>>

13位ISBN编号：9787301196069

10位ISBN编号：7301196067

出版时间：2011-12-6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泉　主编

页数：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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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综合课教学理论与方法>>

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外汉语教学精品课程书系”中的一种，阐述了与对外汉语综合课教学相关的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评估测试等内容。
介绍了汉语综合课的基本理论，重点论述了综合课教学中涉及的语音、汉字、词汇、语法、语篇、课
文及文化等内容的处理方式，并就综合课备课与教案编写、教学评估与测试、教材的编选与使用等问
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
书中还附有课堂教学录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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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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泉，1962年生于黑龙江依兰。
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匈牙利、智利、阿根廷、南非、越南、新加坡等国家任教、
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获得过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全国优秀对外汉语教师奖、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出版专著《汉语语法考察与分析》、《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思考》，主编文集、教材多部，发表汉语语
法和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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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迄今为止，包括对外汉语本科学历教育和非学历长期进修教育在内的两种主要教学形式中，在语
言能力培养方面所形成的基本课程模式是：综合课和专项技能课并存。
以综合课为主干，进行听说读写综合技能训练，并注重语言知识的系统性和针对性；同时根据需要围
绕、配合综合课开设不同类型的专项技能课，用不同的方法来训练不同的语言技能。
“综合课十专项技能课”是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界乃至国内外语教学界占主流的课程设置模式，这种模
式也可以说是分技能教学模式，因为所谓听、说、读、写综合技能训练、综合技能培养，说到底还是
分技能教学。
然而，对这样一种教学和课程设置模式的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持续不断，赞成精读课本身的
价值和作用的大有人在，但赞成者中有许多人对精读课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改进意见，换言之，不是对
精读课百分之百地加以肯定；相反，也有不少人认为精读课“少慢差费”效率低下，因而主张取消精
读课。
　　主张取消精读课的代表性意见如：陈贤纯（1999）认为，现行教学模式中，语音教学和句型教学
是成功的。
句型阶段结束后开始的短文教学和以较长的文章为课文的精读课（或称为综合课）教学，其效率就越
来越低，这是教师和学生的共同感受。
精读课的路子使我们走人了误区，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教什么学什么的目标。
陈先生强调指出：说精读课失败，指的不是课程本身，事实上有的老师能把精读课上得很好，而是指
的它在扩大词汇量这一点上效率太低，以课文为核心的方法不可能迅速扩大词汇量。
因此，不能不把中级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失败归结到主课——精读课，它是我们在基础汉语教学阶段
以后迈出的错误一步。
“精读课的错误在于它太倾向于把语言知识作为陈述性知识来传授”，“精读课那种拿少量材料慢慢
读细细讲的办法完全违背了语言习得的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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