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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汉生同志主编的《现代汉语实用教程》即将出版，知悉后本人十分欣喜。
　　王汉生同志从教三十余年，主讲“现代汉语”也已长达23年，可谓专业理论娴熟，教学经验丰富
，处理学术问题也已得心应手了。
他从编写讲稿到转化为教材，历经反复修改、推敲、酌定，凝聚着多年的心血。
这本《教程》可以说是一部精心之作。
　　他根据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分工的不同，调整了内容的侧重点，对理论性太强、学生理
解有一定难度的问题，适当降低了要求或予以淡化；而对实用性较强、打基础必需的问题，则适当加
以突出，并注重学生理解、分析和操作能力的培养。
这样的调整是适当的，是一种突破，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例如：对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历史形成问题，对于汉语方言区的划分问题，对于汉语词的形态变化
的标志问题，对于词类划分的层次问题，对于句子语用方面的深入阐释问题，对于将复句划分为联合
和偏正两大类型的问题，对于句群的层次分析问题等等，由于学时有限或学生在短时间内难以深入领
会，便适当地精简或干脆删去。
而对理论和实践有指导意义的，编者就深入浅出，力争说清说透。
比如：对于运用汉字的民族感情和规范书写的问题，对于运用汉字进行文案处理的问题，对于划分词
类标准的理解和掌握问题，对于复杂短语的层次分析问题，对于句子成分的理解和分析问题，对于多
重复句的层次分析和关系说明的问题，对于修辞的原则和应该注意的问题等等，教材从培养学生对于
现代汉语的理解分析和规范使用的角度出发，给予了较为翔实的阐述。
并列举了大量的实例。
由于该教材是专门提供给大专层次的学校使用的，所以这样的处理是符合教学目的和使用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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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程是专为高职高专的学员编写的。
全书主要内容包括绪论、语音、词汇、语法、汉字以及修辞。
本书尽量将学生难于理解或容易混淆的地方，讲清讲透；而对学生今后的生活和工作有用的地方，也
不惜笔墨；此外还尽量多列举一些富有代表性的示例，以帮助学生理解。
在设计和安置章节之后的“练习与思考”时，也尽量做到题型新颖，题量丰富，富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有利于提高学生理解语言和应用语言的实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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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  第一节  语言、汉语和现代汉语    一、语言    二、语言的分与合    三、汉语和现代汉语    练习与
思考  第二节  现代汉语规范化    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语言文字工作    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的基本内容    三、促进汉语规范化，大力推广普通话    练习与思考  第三节  《现代汉语实用教程》以
及现代汉语学习    一、《现代汉语实用教程》    二、现代汉语学习    练习与思考第一章  语音  第一节  
语音概说    一、语音的性质    二、语音单位    三、《汉语拼音方案》和国际音标    练习与思考  第二节  
汉语音节的构成要素    一、声母和辅音    二、韵母和元音    三、声调    练习与思考  第三节  汉语音节的
拼写    一、音节的结构及其特点    二、声韵配合规律    三、音节的拼写    练习与思考  第四节  语音要素
的应用与变异    一、音变    二、音位及其变体    练习与思考  第五节  说话与阅读    一、重音    二、停顿  
 三、句调    四、朗读与朗诵的关系    练习与思考  第六节  语音规范化    一、确立标准音    二、方音辨正
   三、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兴起与发展    练习与思考    附一  声母辨正辅助字表    附二  韵母辨正辅助字表
第二章  语汇第三章  语法第四章  汉字第五章  修辞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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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属性方面看，语言具有社会属性、物质属性、工具属性和逻辑属性。
　　（1）语言的社会属性。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符号，有一套庞大而严密的系统。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感受到表达事物、交流思想、传递情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人们非常
需要有一种方便快捷的东西能帮助自己达此目的，于是语言便应运而生。
语言的能指是语音，所指是事物、思想或情感；语言的形式是语音，内容是语义⋯⋯语音与语义统一
起来，便形成了庞大的符号系统——语言。
在人类的语言中，不存在无意义内容的语音形式，也不存在无语音形式的意义内容；语音形式可以很
好或较好地为意义内容服务，而意义内容却无法决定语音形式，二者之间只能是约定俗成的关系。
用什么样的语音形式表达什么样的意义内容，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的结果。
离开了人类社会，其他任何动物都无法理解和使用语言。
　　口头语言是用声音来传递信息的，不过能够用声音进行信息交流的不仅仅是人类，蜜蜂、蟋蟀、
海豚、黑猩猩等动物也能以声音传递信息。
但是，它们各自的交际手段和人类的语言都是无法同日而语的，且具有本质的不同。
　　离开了人类社会，无真正的语言可谈，可见语言具有社会属性。
社会属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
　　（2）语言的物质属性。
语言是在人的大脑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产生的，没有这样的物质基础，语言便无从产生。
　　声音是由物质的振动而形成的，语音也不例外；语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的规则运动而形成的，人
的发音器官也是物质的。
声音的原始传播离不开传播媒介-空气，语音也不例外。
语音的传播媒介可以是气体，也可以是固体或液体，它们都是具体的物质。
书面语言的传播媒介更是物质的。
在现代社会中，语言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手段丰富多彩、格外先进，但它们也都是物质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承载语言的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摄录机、光盘、电脑等，可见语言的载体也
都是物质的。
　　语言产生的条件是物质的，语言发出的声源是物质的，语言传播的媒介是物质的，语言的载体也
是物质的，所以语言具有物质属性。
　　（3）语言的工具属性。
人们创造语言，就是要用它来交换信息的。
语言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了工具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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