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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绍兴文理学院马明艳副教授的书稿《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语篇研究》完成之后，要我为之写
序。
我对语篇没有研究；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我虽比较关注，但对语篇教学则可以说没有一点感性认识，
要为这部书写序，说实在的对我来说不是件轻松的事。
我只好向作者声明：难以为序，试以学习心得代之。
事实上写心得也并不那么容易。
这也逼着我得先去翻阅一些有关文献资料，然后再来阅读这一书稿。
结果颇有收获，让我在语篇方面，特别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篇教学方面，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
野。
　　本书作者首先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特别是对目前在对外汉语教学视角下开展的汉语
语篇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简要评析。
作者指出，“立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要素（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然而，“语篇研究一直是汉语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语篇教学虽然已经引入对外汉语教学，并为对外
汉语教学“拓展了视野，开辟了思路”，但“从总体上来说研究不够深入，成果数量有限，更未能在
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中得以充分的体现和运用”；“汉语学习者语篇构建能力差强人意，这已成为近
年来汉语教学不争的事实”。
作者说的是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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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语篇研究》的研究方法是采用基于留学生语篇书写语料的实证研究。
语料来源是作者在教学中积累的十余万字的留学生作文，通过这些原始材料考察留学生在汉语语篇构
建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小句内偏误、衔接与连贯偏误以及语用偏误三个方面揭示留学生语篇表达方面
的偏误表现，分析偏误产生的原因，提出避免或减少偏误的教学对策，从而为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
师提供一些具有应用价值的教学参考，同时，有助于对外汉语教材语篇教学内容的选取与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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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语篇教学研究　　1994年后许多学者开始日益重视语篇领域的问题，出现了一批针对留学
生中高级阶段的语篇教学研究的文章，对对外汉语语篇教学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思索和探讨。
如吴晓露（1994）较早就注意到了语段训练这个问题。
她认为，语段训练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语段构思的框架化，即让学生按照一定的思路、模式去演
绎语段；组合训练的具体化，即依照关联词语、代词呼应等方式训练学生语段表达。
齐燕荣（1996）主要分析了听力语段训练问题。
作者依据话语分析理论中的两大块——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的分析原则，将语段听力理解也分成两个
难点区域——语言结构方面的和交际功能方面的，并提出了语段的几个训练步骤：猜测段落生词的训
练；段落中语法结构的训练；语段语义结构的训练等。
刘月华（1998）则着重探讨了限定文体的语篇教学。
作者首先总结了叙述体的各种连接手段，如时间处所词语、逻辑关系等，之后提出了具体的教学操作
方式。
语篇教学研究针对留学生的语篇教学提出了一些教学思路和具体的教学方法，为对外汉语教学拓展了
视野，开辟了思路。
然而，从总体上来说研究不够深入，成果数量有限，更未能在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中得以充分的体现
和运用。
　　（二）留学生语篇现象研究　　高宁慧（1996）通过对30篇留学生作文的分析，对代词偏误进行
了统计和分类，然后应用已有代词研究成果和自己对留学生语篇的考察，对偏误进行了解释和分析；
同时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给出了代词在篇章中的一些使用规则。
这些规则涉及指称距离、指称对象、篇章是否为平行结构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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