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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1990年举行的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德国柯彼德先生对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体系
提出了诚恳的批评。
他说：“令人不满意的是，这个体系的基础从50年代成立以来没有得到进展和调整，有些地方矛盾特
别突出。
语言学的一些新研究成果也尚未引用到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语法体系上。
这一僵化不前的状况跟近几年来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在其它一切领域里有了蓬勃发展的新面貌很不相称
。
”（柯彼德：《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语法体系急需修改的要点》，《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
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这一批评尖锐而中肯，一语道破了我们在语法教学上存在的严重
问题，也说明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体系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如何改革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体系，早就成了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乃至世界汉语教学界普遍关心
的问题。
吕文华先生的新着《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探索》率先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为对外汉语教
学语法体系的改革立下了开创之功，读后令人振奋。
　　作为汉语的故乡，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在世界汉语教学中处于中心地位，我国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
在国外被广泛采用。
因此，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是否科学、实用，不但直接影响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而且也直接影响世界
各地的汉语教学。
但是我们的教学语法体系基本上还是50年代在《汉语教科书》中建立起来的，30多年来编写出版的大
量对外汉语教材虽然在语法点的调整和解释上各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改变原有的语法
体系和语法教学的重点，没有反映国内外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成果和汉语语法教学的新经验，也不能解
决国内外汉语教学中出现的新问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探索>>

内容概要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是汉语教学中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材编写最主要的依据，也是
制定汉语水平考试标准和等级大纲的主要依据。
本书对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作了深入的研究。
本书为增订版。
     此次增订，主要增加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语法项目的选择和编排。
原书也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较为粗略。
2002年国家汉办主持召开了以“对外汉语语法项目排序的原则及策略”为主题的第二届国际对外汉语
教学语法研讨会，自此语法项目的选择和编排问题受到业内同行们的关注，研究具体语法项目排序的
论文相继问世。
因此作者将近年来自己的相关研究成果增补到书中，单独成为一个部分。
增补的另一个部分是语法教学构想，是对原书语法体系思考到的一些问题进行具体的构想。
原书其他部分也补充了一些新的成果，附录也作了修订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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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文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沈
阳师范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语言学会会员。
曾赴意大利、德国、旗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讲学、访问。
 
    主要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和语法教学。
主要论著：《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探索》、《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研究》，主编《基础汉语课本教师
手册》、《商务馆学汉语词典》，在国内外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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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语句的等级切分　十四、结果补语句的语义类型及等级切分　十五、可能补语的等级切分　十六、
被动句的类型和使用条件　十七、“比”字句的等级切分　十八、疑问句的基本形式和表达功能第四
章  语法教学构想　一、建立语素教学的构想　二、划分短语词的构想　三、简化汉语补语教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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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补结构研究　五、句首介词“在”的研究　六、语用失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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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语法切分的由来和反思　　对外汉语教学领域首先对语法系统进行切分、结合语言材料进
行教学的是1958年出版的《汉语教科书》。
尽管20世纪50年代对外汉语教学以传授知识为主导思想，课堂教学还使用翻译法，但该书编著者在总
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外国人学习的特点，注意到在讲授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语言技能的培养和训
练。
他们采取了与一般汉语语法教科书按词法和句法知识系统地安排教学迥然不同的做法，根据学习规律
将语法系统切分为170个语法点，按先易后难、难易相间等原则，每课安排3-4个语法点，结合语言材
料进行教学。
由于《汉语教科书》吸取了当时语法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又注意遵循实践中总结出的教学规律，以及
针对外国人学习的特点，因此切分出的具体语法点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实用性、针对性。
其成就之大、威信之高、影响之广之久远，足以永载史册。
　　《汉语教科书》将语法系统切分为170个语法点，其中词的部分38点，句子部分46点，句子成分部
分35点，表达部分14点，常用词语部分14点，语法比较部分12点，情貌部分8点，词组部分3点。
词法和句法占69.4％，反映出以词法和句法为中心的特点。
该书中的170个语法点除了一小部分是表示某些词类和词组的语法功能外，其它语法点基本上是以句子
形式出现的。
这种以句子为主体体现语法点的做法一直延续下来，20世纪60年代教材中的范句和20世纪70年代到80
年代的句型都是以句子形式体现语法点的表现。
句子是进行交际的基本单位，在语言教学中将语法点体现为典型的范句，并以句型作为训练语言能力
的重要手段，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语言教学模式。
但以词法、句法为中心的“句本位”的传统语法观越来越暴露出不尽科学完善、不完全切合汉语语法
特点等问题。
我们应吸取近十年来语法研究上比较成熟的成果，修订现行语法体系，使语法切分建立在更为科学、
坚实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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