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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材是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要求、方法的物化，是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能力的重
要中介物。
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的依据，也体现了对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
一部优秀的教材往往凝结着几代人的教学经验及理论探索。
认真编写教材，不断创新，一直是我们北京语言大学的一项重点工作。
对外汉语本科教育，从1975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大学的前身）试办现代汉语专业（今汉语言
专业）算起，走过了二十多年行程。
如今教学规模扩大，课程设置、学科建设都有了明显发展。
在总体设计下，编一套包括四个年级几十门课程的系列教材的条件业已成熟。
进入90年代，我们开始了这套教材的基本建设。
　　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本科教育，分为汉语言专业（包括该专业的经贸方向）和中国语言文化专业
。
教学总目标是培养留学生熟练运用汉语的能力，具备扎实的汉语基础知识、一定的专业理论与基本的
中国人文知识，造就熟悉中国国情文化背景的应用型汉语人才。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学生从汉语零起点开始到大学毕业，要经过四年八个学期近3000学时的学习，要
修几十门课程。
这些课程大体上分为语言课，即汉语言技能（语言能力、语言交际能力）课、汉语言知识课.以及其他
中国人文知识课（另外适当开设体育课、计算机课、第二外语课）。
为留学生开设的汉语课属于第二语言教学性质，它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教学经验证明，专项技能训练容易使某个方面的能力迅速得到强化；而由于语言运用的多样性、综合
性的要求，必须进行综合性的训练才能培养具有实际意义的语言能力。
因此在语言技能课中，我们走的是综合课与专项技能课相结合的路子。
作为必修课的综合课从一年级开到四年级。
专项技能课每学年均分别开设，并注意衔接和加深。
同时，根据汉语基本要素及应用规律，系统开设汉语言本体理论知识课程。
根据中国其他人文学科如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文学、哲学等基础知识，从基本要求出发，逐步
开设文化理论知识课程。
专业及专业方向从三年级开始划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语法教程>>

书籍目录

上编 总论第一章 语法概说第一节 什么是语法1.1.1 语法客观存在于语言中1.1.2 语法是一种专门的知
识1.1.3 语法是一套组合构造规则第二节 语法分析和语法单位第三节 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第四节 语法
体系第五节 语法和语体[本章 要点][思考与练习]第二章 现代汉语语法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与方言语法
第二节 现代汉语语法与古代汉语语法第三节 现代汉语语法的主要特点[本章 要点][思考与练习]中编 词
句论第三章 词和词类（上）第一节 词及其构造3.1.1 字、词素和词3.1.2 词的构造第二节 词类概说3.2.1 
什么是词类3.2.2 词类划分的标准3.2.3 词类的作用3.2.4 兼类3.2.5 词类的层次第三节 名词3.3.1 名词的语
法特点3.3.2 名词的类型3.3.3 时间名词3.3.4 处所名词3.3.5 方位名词第四节 动词3.4.1 动词的语法特
点3.4.2 动词的分类3.4.3 动词的重叠第五节 形容词3.5.1 形容词的语法特点3.5.2 形容词的分类3.5.3 形容
词的重叠[本章 要点][思考与练习]第四章 词和词类（下）第一节 代词4.1.1 各类代词概述4.1.2 代词的虚
指问题4.1.3 代词被修饰第二节 数词和量词4.2.1 数词4.2.2 量词4.2.3 量词的重叠4.2.4 数词+形容词+量词
第三节 副词4.3.1 副词的语法特点4.3.2 副词的分类第四节 介词4.4.1 介词的语法特点4.4.2 介词和连词的
界限4.4.3 介词的分类第五节 连词4.5.1 连词的语法特点4.5.2 连词的分类第六节 助词4.6.1 助词的语法特
点4.6.2 助词的范围与分类第七节 象声词4.7.1 象声词的语法特点4.7.2 象声词的表达作用第八节 叹
词4.8.1 叹词的语法特点4.8.2 叹词的表达作用[本章 要点][思考与练习]第五章 词的组合与句法结构第一
节 词组概述5.1.1 词和词组的界限5.1.2 词组的构成5.1.3 自由词组和固定词组第二节 句法结构？
5.2.1 什么是句法结构5.2.2 主谓结构5.2.3 偏正结构5.2.4 动宾结构5.2.5 动补结构5.2.6 并列结构5.2.7 附加
结构5.2.8 重叠结构5.2.9 同位结构5.2.1 0数量结构5.2.1 1连动结构5.2.1 2兼语结构第三节 词组的功能
类5.3.1 名词词组5.3.2 动词词组5.3.3 形容词词组5.3.4 副词词组5.3.5 介词词组第四节 词的组合歧义5.4.1 
词组的层次性与层次分析5.4.2 组合歧义[本章 要点][思考与练习]第六章 句子与句子成分（上）第一节 
句子概说6.1.1 句子的定义6.1.2 句子的分类6.1.3 句子和词组第二节 句子的构成与分析6.2.1 句子是怎样
构成的6.2.2 句子分析的目的6.2.3 句子分析的方法第三节 主语和谓语6.3.1 主语、谓语概说6.3.2 可充当
主语的词语6.3.3 主语的特点6.3.4 可充当谓语的词语第四节 宾语6.4.1 宾语的定义6.4.2 动词和宾语间的
语义关系6.4.3 宾语的类型6.4.4 宾语的特点[本章 要点][思考与练习]第七章 句子与句子成分（下）第一
节 定语和状语7.1.1 定语--名词的修饰语7.1.2 状语--动词／形容词／句子的修饰语第二节 补语7.2.1 补语
概说7.2.2 补语和宾语的关系7.2.3 可以充当补语的词语7.2.4 补语的类型7.2.5 补语的语义指向7.2.6 补语和
状语的关系第三节 句外成分7.3.1 什么是句外成分7.3.2 句外成分的类型[本章 要点][思考与练习]第八章 
句类与句式第一节 句类8.1.1 句类概说8.1.2 陈述句8.1.3 疑问句8.1.4 祈使句8.1.5 感叹句8.1.6 句类的联系
第二节 句式8.2.1 句式概说8.2.2 基本句式8.2.3 特殊句式8.2.4 句式的变换[本章 要点][思考与练习]第九章 
句子的组合--复句第一节 复句概说9.1.1 什么是复句9.1.2 复句和单句9.1.3 复句的连接方式9.1.4 复句的类
型第二节 联合复句9.2.1 并列复句9.2.2 选择复句9.2.3 递进复句9.2.4 连贯复句9.2.5 解说复句第三节 偏正
复句9.3.1 因果复句9.3.2 目的复句9.3.3 条件复句9.3.4 假设复句9.3.5 转折复句第四节 多重复句第五节 紧
缩句9.5.1 紧缩句概说9.5.2 紧缩句的主要类型9.5.3 常用的紧缩句格式第六节 复句的运用[本章 要点][思
考与练习]下编 表达论第十章 时间第一节 时间表达概说第二节 时点与时段10.2.1 什么是时点和时
段10.2.2 时点和基点10.2.3 时点和时段的表达形式10.2.4 时点和时段的询问形式10.2.5 时点、时段在句中
的位置第三节 时间与动词10.3.1 动词的时间性与情状类型10.3.2 静态动词10.3.3 活动动词10.3.4 终结动
词10.3.5 瞬间动词10.3.6 句子情状第四节 汉语的“体”系统10.4.1 什么是“体”10.4.2 “了”--已然
体10.4.3 将然体10.4.4 “着”--持续体10.4.5 “过”--曾然体10.4.6 “起来”--起始体10.4.7 “下去”--接
续体[本章 要点][思考与练习]练习参考答案附录一：现代汉语词类系统附录二：现代汉语常用离合动
词附录三：现代汉语代词系统附录四：现代汉语专用名量词主要术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语法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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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