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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正因为如此，人类对语言的研究也很早就开始了。
在语言研究中，人们很早就关注语言应用的有关问题，如语言教学（包括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和实
践，字母及文字的创制和选择，正字法的确立和规范，标准语的确立和规范，字典和词典的编纂，语
言与社会文化关系的探讨等。
研究语言应用的种种问题的学问就是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
虽然对语言应用问题的研究起源较早，但作为一门学科，“应用语言学”的形成却是很晚的。
跟应用语言学相对的是理论语言学（也称一般语言学或普通语言学）和专门语言学（或叫本体语言学
，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现代英语，或现代汉语语法学、现代汉语词汇学、现代英语语音学等）。
早期的语言研究中，这三者的研究是融合在一起的，如研究某种具体的语言，需要语言理论，也要关
注具体语言的应用。
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旨在研究不同语言的一般问题的理论语
言学（一般语言学或普通语言学）迅速发展①。
19世纪以后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始分化，如语言教学跟当时的语言历史问题的研究（历史
比较语言学）就已经分家。
19世纪后期，1870年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特内提出要区分“纯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首次提出“应用语言学”这个术语，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直到20世纪40年代，由于外语教学的发展，人们才开始重视应用语言学的研究。
一般认为美国是应用语言学的发源地。
二战前后，由于军事、科技、文教、旅游以及政治、经济的需要，美国开始大力发展外语教学（尤其
是对外英语教学）。
1946年美国密执安大学建立了英语学院，研究如何对外国人教授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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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应用语言学概论性教材。
全书吸取当前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系统阐述了应用语言学的产生、发展、性质、学科地位与
研究方法，并集中介绍了语言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测试、中文信息处理、语言规划和语言调查
、社会语言学、儿童语言学、地名学和人名学等应用语言学的八个主要研究领域，体现了应用语言学
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本书既可作为对外汉语系、中文系、语言学系、应用语言学系的“应用语言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
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及汉语言文字学等专业的研究生作为基础课教材，还可供外语系本科生和研究生
以及其他对应用语言学有兴趣的学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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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沪扬教授从事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多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与教材编写经验。
1987年起，在《中国语文》、《中国语言学报》、《语言文字应用》、《世界汉语教学》等杂志发表
论文90余篇，出版专著《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语气词与语气系统》、《传播语言学》、《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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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
在《中国语言学报》、《语言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等杂志发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论文6o余篇，
出版著作有《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现代汉语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研究》、《现代汉语语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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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奚强，男，195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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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汉语教学》、《汉语学习》等杂志发表现代汉语语法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论文30余篇，出版
著作有《现代汉语语法与对外汉语教学》等。

   
   张亚军，男，1965年出生于江苏海安。
200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获博士学位。
现为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语言教学与研究》、《汉语学习治、《语言科学》等杂志发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论文20余篇，出
版著作有《现代汉语语法分析》（合著）、《副词与限定描状功能》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应用语言学纲要>>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语言教学　第一节 语言教学的性质和基本过程   一、语言教学的性质和任务   二、语言教
学的目标和类型   三、语言教学的基本过程　第二节 汉语文教学的发展历史和思考   一、萌芽时期   一
、传统时期   三、变革时期   四、改革实验时期   五、语文教学的繁荣发展和思考　第三节 国外语言教
学的发展   一、古代和中世纪   二、文艺复兴时期   三、17世纪和18世纪   四、19世纪   五、20世纪’   
六、教学方法的构成和类型　第四节 语言理论   一、概念的妥当性   二、语言的诸方面   三、术语第二
章 对外汉语教学　第一节 学科概况   一、学科性质与名称   二、学科的历史与现状　第二节 教学大纲
、课程设置及教材编写   一、教学大纲   二、课程设置   三、教材编写　第三节 教学流派和课堂教学   
一、第二语言教学流派简介   二、课堂教学　第四节 第二语言习得   一、对比分析理论   二、偏误分析
和中介语理论第三章 语言测试　第一节 实验方法在语言学中的应用   一、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   二、
实验方法的意义和特点   三、测量的信度和效度等问题　第二节 现代语言测试的理论框架   一、语言
测试在语言教学中的地位   二、语言测试的性质   三、语言测试的两大根本要求——信度和效度　第三
节 语言测试中试题的生产程序   一、试题的设计和制作   二、试题的评分   三、试题的质量控制和统计
分析　第四节 语言测试中不同题型的具体命题问题   一、试题和题型   二、MC类题的命题   三、阅读
理解题的命题   四、写作题的命题第四章 中文信息处理　第一节 中文信息处理概述   一、中文信息处
理及其研究内容   二、国内中文信息处理的发展   三、中文信息处理面临的挑战　第二节 中文自动分
词和自动词性标注   一、中文自动分词概述   二、歧义字段与自动分词   三、自动词性标注　第三节 中
文句处理   一、中文句处理概述   二、歧义短语及其排歧策略   三、句处理中的语义问题第五章 语言规
划与语言调查　第一节 语言规划   一、语言规划的定义、性质和原则   二、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本
体规划   三、文字改革   四、汉语拼音运动与汉语拼音方案   五、普通话的推广   六、汉字的整理、简
化和标准化   七、术语的标准化　第二节 语言调查   一、基本程序和方法   二、资料收集   三、资料整
理第六章 社会语言学　第一节 社会语言学的性质   一、语言与社会交际   二、社会语言学   三、社会语
言学研究和流派　第二节 宏观社会语言学   一、语言影响   二、语言转用   三、语言兼用——双语现象 
 四、语言混合——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   五、语言冲突和语言地位规划　第三节 微观社会语言学   一
、语言变异和语言变体   二、语言的地域变体   三、语言的社会变体第七章 儿童语言发展　第一节 儿
童语言发展的阶段与儿童语言获得理论   一、儿童语言发展研究概述   二、儿童语言发展的阶段和规律
  三、儿童语言获得理论　第二节 儿童语音的发展   一、儿童声音、语音的听辨   二、儿童语音发生的
准备   三、儿童音位系统的发展　第三节 儿童词汇的发展   一、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词汇量   二、儿童词
汇习得过程中各类词的发展状况   三、儿童词义的习得   四、儿童词汇、语义发展的特点　第四节 儿
童语法的发展   一、句子的平均长度   二、不完整句阶段   三、完整句阶段第八章 地名学和人名学　第
一节 概述   一、地名和地名学   一、人名和人名学　第二节 汉语地名学   一、地名词语的语言学特征   
二、地名词语系统   三、地名规范化　第三节 汉语人名学   一、汉语人名的语言学特征   二、汉语人名
系统   三、人名的规范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应用语言学纲要>>

章节摘录

　　四、改革实验时期　　1949年以后，在新的社会政治形势下，我国的语文教学进行了许多改革和
实验。
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语文”学科的建立和语文教学法的讨论　　过去的“语文”课分别叫国文和国语，1950年中
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出版了全国统一的“语文”课本，即《初中语文》和《高中语文》，并且
在教材的《编辑大意》中说明“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
分不开的”，就是说，“语文”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统一。
“语文”的提出和界定使得语文学科得以正式确定。
同时，这一时期关于语文教学法的研究也在前苏联教育理论影响下蓬勃开展。
前苏联的教育学理论著作如《教育学》（凯洛夫著）、《语文教学法》（卡诺内庚著）、《文学教学
法》（果鲁伯柯夫著）等被翻译到中国来。
在前苏联教育理论影响下，语文教学界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关于《红领巾》观摩教学讨论”、“关于
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讨论（文道之争）”、“怎样教好语文课的讨论”等，这些讨论的参与者有专家
（包括前苏联的专家），也有一线语文教师，推动了语文教学的深入发展。
黎锦熙、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学者都对新中国的语文教学法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黎锦
熙在《新国文教学法》中提出“精读须‘手到’，熟读须‘口到”’等国文教学的一般原则；叶圣陶
则强调口语和书面语并举、听说读写并重的语文教学观；吕叔湘也强调语文教学是口语和书面语的教
学，要求语言和文字（书面语、文学）并举，以语言为门径，以文字为重点，达到语言和文字都提高
的目的，吕叔湘还特别强调语言训练对思维训练的重要性；张志公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十分重视
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口语训练。
　　2．形成了几种语文教学的具体方法　　由于语文学科的独立性和语文教学理论的发展，这一时
期还出现了几种有价值的语文教学方法，如在业余学校、速成学校、扫盲学校推行的“速成识字法”
，辽宁黑山北关小学的“集中识字”、“精讲多练”、“提早写作”的小学语文教改，上海市育才中
学的“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的十六字诀中学语文教改，北京市景山学校的“
分批集中识字”教改等。
识字教学的各种改革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都能充分利用汉语拼音帮助识字和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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