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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国际教育导论》不同于一般的论述教育学或教学论的著作，按教育或教学的框架逐条阐述
；而是从哲理的高度进行考察，用发散性思维方式阐释理念，不拘于一时一事，重在发人深省。
这一特点从书中的小标题上就不难看出：“固本培元”、“执简驭繁”、“贵在得法”、“术有专攻
”、“异中有同”、“随机应变”、“当务之急”、“长久之计”等，引人入胜，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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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汉语言专业语言方向实际上是中国对外汉语专业教育的“鼻祖”，但时至今日承担其课程的
教师依然精益求精。
例如此专业创立之始便有汉字教学，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然而时至今日相关课程的教师依
然在孜孜不倦地探讨着更好的教学方法，万业馨教授在《略论汉字教学的总体设计》一文中就“确立
什么样的汉字教学目标以及如何正确处理能力培养与知识传授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论述：　　汉字
教学要想在语词音义认知过程中发挥能动作用，需要立足于充分利用汉字特点、从汉字代表的语素与
语词在音义上的联系入手制定教学目标。
以往的汉字教学并非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例如分析汉字构形，说明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汉字是怎样记录
语言基本单位的音义的；归纳同部首的汉字，让学生了解汉字的分类，等等，但为什么没有进入发挥
能动作用的层次？
　　教学目标的局限自然是最主要的原因。
与书写教学相比，这些内容不仅数量少，安排也比较零散，几乎只是书写教学内容的点缀。
具体做法常常是列举现象，举出一些例字，然后请学生完成与此相关的练习便告结束。
这样一个“点”、一个“点”地教，学生很难形成整体的印象。
而且练习的目的在证明知识（讲授内容）的正确，学生可以了解，但未必真正理解，更难以此为方法
、为工具，在学习汉语和汉字时自觉应用。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学的重点在传授（更准确地说，是讲授）知识而不是培养能力。
要想让汉字教学发挥能动作用，首先需要让学生对汉字符号体系的特点有总体把握。
汉字以形声结构为主体，从春秋战国之际至今，形声字在汉字中的比例一直在80%上下。
因此帮助学生了解这一客观事实、真正认识形声字并逐步掌握汉字学习的规律，是系统进行汉字教学
的主要目的，也是认知语词音义的基础。
其次，要帮助学生通过正确途径了解字所代表的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让他们逐渐养成将两者联
系起来思考的习惯。
而这样的目标显然不是仅仅通过讲授就可以达到的，更何况现行汉字中音符（主要是形声字声旁）与
形声字读音关系具有多样性；汉语合成词词义因结构类型、语素位置、义项选择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
呈现出与语素义关系的错综复杂，都给学习者的了解和应用带来许多困难。
上述这些，决定了对汉字符号体系全貌的展示、对字词关系的揭示需要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学生在经
过反复接触和实践后才能真正得到充分的了解、正确的认识并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当然，不仅仅是汉字教学，其他方面与其他课程的教学也同样是精益求精。
俗话说：“学无止境”。
我们同样可以说：“教无止境”。
目前汉语言专业在学科建设方面已比较完善，该专业创设伊始以语言课程为主，如今在某些方面已上
升到汉语语言学的层次，开设了“现代汉语语音”、“现代汉字概论”、“现代汉语词汇”、“现代
汉语语法”、“现代汉语修辞”等或多或少带有理论性的课程；同时，为拓宽学生视野，该专业在很
大程度上拓展了与其他专业或专业方向共享的文化课程，如中国国情、文化专题讨论、世界经济概论
、影视赏析、中国艺术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等。
我们相信，随着相关实践与理论相辅相成的发展，该专业一定会再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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