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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主要是为国际汉语教师培训而编写的。
　　我们在第一版前言中说，“如何规范对外汉语教学，使新的学校和机构按照教学规则组织管理教
学，如何使新教师遵照教学规范实施有效的教学，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本书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而策划编写的”。
在编写过程中，本书力求吸收汉语国际教育最新研究成果，把知识讲解和相关教学方法、手段、技巧
的解释结合起来，具有规范性、科学性、易学性和易操作性；力求概念解释清楚，叙述简单明了，例
子明白易懂。
　　自2004年本书第一版面世以来，国际汉语教育出现了跨越式发展：全球学习汉语的海外人士
从2500万增加到4000万；来中国内地的汉语学习者从一年6万增加到一年十几万；孔子学院从1所增加
到78个国家、地区的249所，还有56所孔子课堂，注册学员达13万人。
　　汉语国际教育事业迅猛发展，使缺乏合格教师这一瓶颈问题更加突出。
为了使本书适应汉语国际推广的形势要求，符合培养、培训国际汉语教师的迫切需要，我们做了以下
修订：　　第一，依照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2007年发布的《国际汉语
教师标准》进行修订。
“《标准》是对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的教师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描述，旨在建立一
套完善、科学、规范的教师标准体系，为国际汉语教师的培养、培训、能力评价和资格认证提供依据
。
”（国家汉办，2007）《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是国家汉办组织海内外近百名专家学者参与研制的，广
泛征求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的意见。
本书修订时，增加了不少《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有而第一版没有的内容，对《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有
而第一版比较薄弱的部分也进行了扩充等处理。
本书的修订还参照了国家汉办2007年、2008年发布的《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和《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
程大纲》。
　　第二，合并了第一版的某些章节，增加了“教学资源建设与运用”、“汉语传播与教学简史”两
章，把“第二语言教学法”扩充为“教学法与课堂教学”，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改为“第二语言
习得”。
　　第三，突出教材的特点。
突出对非母语者汉语教学的内容和相关论述，力求使对概念的讲解更为清晰，对例子的选取和解释更
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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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带有工具书性质。
一书在手，通过相应的学习和训练，就可以参照本书相关内容，上听说读写或综合课等任何一门课程
；就可以进行语音、词汇、语法、汉字、文化等课程教学；就可以有效地进行教学，应付教学中可能
出现的多种情况，解决多种教学难题。
    本书为下列读者服务：在海内外从事国际汉语教学的教师及相关的教学管理人员；攻读对外汉语专
业的本科生，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和对外汉语教学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及攻读相关专
业、方向的学生；想参与汉语国际教育、想获得国际汉语教师证书的各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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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教学法的发展趋势　　（一）与相关学科的互动　　语言教学法跟心理学的发展关系最密切
。
首先，教学法的产生往往有其心理学基础，如语法－翻译法的心理学基础是官能心理学，直接法的心
理学依据是联结主义心理学和幼儿语言习得论，听说法的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法的依据
是认知心理学。
其次，所有教学法都涉及心理学学科的相关问题，如全身反应法涉及听一说的心理机制，阅读法涉及
书面符号认知记忆等阅读心理的课题。
此外，有些教学法，如启示法、静默法、全身反应法等，就是心理学家创立的。
　　语言教学法跟神经生理学也有密切关联。
如启示法就是把心理学和生理学应用到第二语言教学中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教学法。
　　语言教学法跟语言学更是有渊深的联系，一些教学法本身就是语言学家创立的。
许多教学法都有其语言学基础，如语法－翻译法的基础是传统语法，听说法的基础是描写语言学，认
知法的依据是转换生成语法。
　　语言教学法跟教育学的发展也有联系。
如静默法、咨询法的产生，跟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论的出现和成熟有不可分割的关联。
　　此外，相关学科的学派如果发展得比较成熟，相应的教学法也会比较完善。
如20世纪以来，描写语言法一直在稳步发展；因此，以它作为基础的听说法得以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成
熟的教学体系。
相反，转换生成语法自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以来，理论上不停地修正，内部不断分化出新的学派；因
此，以它作为依据的认知法一直没能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教学体系。
　　20世纪以来，各种学科内部的流派越来越多，一个学派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已不多见。
由此看来，新的语言教学法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出现。
另外，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世界范围内的第二语言教学将会有一个长足
发展的阶段，对教学法的需求也会日益增长。
　　（二）折衷主义　　在行为主义教学法（改革法）和心灵主义教学法（传统法）之间搞调和，搞
妥协，就是折衷主义。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折衷主义的教学法有混合法、综合法、折衷法等。
这类教学法的教学原则基本上都存在于其他教学法当中，折衷法不过是东拿一点，西拉一点，把它们
凑在一起。
现在介绍一下比较典型的折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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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外汉语教学入门（第2版）》是一部系统而实用的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第一版2007荣获广东省
第一届优秀教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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