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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们的共和国诞生仅半岁多的艰难日子里，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为数不多的一批拓荒者
筚路蓝缕，在首都西北郊一方小小的教育园地上开始了辛勤的耕耘。
经过近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两三代人的汗水浇灌，一门崭新的学科终于在中华大地上破土而出。
那正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1978年。
　　20世纪80年代初，乘改革开放的春风，这门年轻的学科及其所代表的事业，以燎原之势，从首都
延至全中国。
短短的20年间，它涉及的高等院校由20余所扩展到300多所；从事这项工作的队伍由数百人扩大到数千
人；它培育的人才由非学历教育的培训生发展到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它接待的学子来自五
大洲150多个国家；它编制的教材、标准化考试及完成的科研项目，其影响几乎遍及世界每个角落。
它作为一门专门的新学科的地位，很快得到专家和学者们的承认；它所代表的事业，受到国家的高度
重视。
政府教育部门认为，这是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它甚至成为我国数以百计的学科、专业中极其
罕见地由专门成立的国家级领导小组来领导的学科。
世纪之交，专家们预测，随着我国不仅作为政治、文化大国而且也是经济大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崛起，
这门新兴的学科及其所代表的事业将会以更快的速度、更加旺盛的生命力迅猛发展，并在全世界发挥
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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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共五篇十章，从对外汉语教师进修的需要出发，以作者所主张的对外汉
语教育学科体系为纲，较系统地论述了本学科的性质、特点及发展简史和现状，论述了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教学的基本教学理论和习得理论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力图做到史、论结合，总结我们自
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与适当介绍国外的新理论相结合。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可以用作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科书，也可以作为对外汉语教师
的培训教材或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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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目的语　　这是指人们正在学习并希望掌握的语言。
不论是外语或非本族语，甚至是非第一语言的母语，只要成为一个人学习并争取掌握的目标，都可以
称为目的语。
　　上述概念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意义上的交叉现象，因此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就要
注意准确性。
如在应该用“第一语言”的地方就不宜用“母语”或“本族语”来代替。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有的术语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则因使用者本来就有不同的理解而产
生了一定的模糊性。
“第二语言”和“外语”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一般说来，第二语言是指母语（或第一语言）之外的、本国通用语或本国其他民族的语言，而外语则
是指别的国家的语言。
但是近年来出现一种用“第二语言”取代“外语”的趋向。
这是因为随着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在这种情况下再用“外语”
、“外国人”这类词语就显得“见外”了。
另一方面，“第二语言”就学习时间先后这层意义上说确实可以包括外语、非本族语，特殊情况下甚
至可以包括母语。
因此广义地说，第二语言与外语的关系是包容的关系。
　　西方学者们还从有无语言学习环境的角度，对“第二语言”和“外语”这两个概念作了分工：凡
是在该语言使用的环境中学习的目的语称为第二语言；而不在其使用环境中学习的目的语则称为外语
。
如西方或非洲国家的学生在中国学习汉语，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出了课堂马上就能运用，而且在日常生
活中非使用汉语不可，汉语是名符其实的第二语言。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课堂以外，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随时随地都能从各种视、听的渠道学到汉语。
反之，当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学习汉语就没有这样的语言环境，教师、教材和课堂几乎成了他们学习汉
语的仅有的途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