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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元月初．刘殉教授写信给我，告以“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教材系列”已基本撰写修改完成，将
陆续出版，嘱我为之写一总序。
对外汉语教学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是我校对外汉语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
校对外汉语教育师资培养和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方向。
因此，我为这套教材的出版感到欢欣鼓舞．写点东西是责无旁贷的。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教材系列”是专门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硕士课程编写的系列教材．著作者都是
北京语言大学的资深教师和青年才俊，其中有颇负盛名的资深教授。
也有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
这支队伍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精英和领军人物，他们的学术成就可以代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领
域的最高水平。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现代教育技术等学科是这个学科的基础。
因此在这一书系的作者队伍中，有对外汉语教育的专家，如刘殉教授、崔永华教授、杨惠元教授；有
教学理论和教材研究的专家，如张宁志副教授：有语言学专家，如张旺熹教授；有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专家，如施家炜副教授；有心理学专家，如江新教授；有教育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专家，如姜丽萍
副教授；有语言测试和语言教育专家，如郭树军副教授、杨翼副教授、王佶雯博士；有跨文化交际研
究专家，如毕继万教授；有现代教育技术专家，如郑艳群教授。
这些同志多年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第一线，为以对外汉语教学为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课，
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研究经验。
对外汉语教学涉及很多因素．如教师、教材、课程、教育理念、教学模式、教学环境等，我认为在所
有的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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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选评》分上、中、下三册，本书为下册。
全书分“教材编写与研究”“跨文化交际与文化教学”“测试与评价”“现代化教育手段”“教师教
育”“对外汉语教学史”等六个部分，每个部分有“导读”，每篇论文后有“简评”，不仅对各领域
的研究概况进行了简要综述，而且对所选文章在各自领域内的学术地位及学术价值作了相对客观的介
绍。
书后还附有“1987～2001年《世界汉语教学》引文分析”和“1991～2004年对外汉语教学论文索引”两
个附录，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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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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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  导读  美、日、中三国第二语言教学硕士课程设置比较分析  建设对外汉语专业，走可持续
发展之路  谈教师培训的课程设置十、对外汉语教学史  导读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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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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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余论　　在针对性、科学性、实用性、趣味性等公认的教材编写原则中，不少学者特别强调
针对性的重要地位。
如“针对性在教材编写诸原则中是最重要的”、“是其他各原则得以体现的基础”。
（徐竹君1992）“针对性是教材编写的首要依据”。
（李更新等1983）但是，也有人认为，针对性、实践性、趣味性是就教材的某一方面说的，科学性是
就教材的总体说的，是上述三性的总和，“在教材中起着统帅作用”、“是教材的灵魂、主心骨”。
（赵贤州1988）可见，要对这几项原则排个座次、论个高低，很可能见仁见智。
因此，我们不主张这种做法。
因为这无助于对教材编写原则的全面研究，高抬或低估了哪一项原则都不可取，所谓过犹不及。
实际上，它们不同的是侧重点、管辖范围、实施途径和评估标准等；相同的是，对于编写高质量的教
材来说，它们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忽视了哪一项都于提高教材的整体质量不利。
事实上，这几项原则是一种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持、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而不是相互对立、一重几轻或几重几轻的关系。
因此，倒是可以说，增强教材的科学性、实用性和趣味性，都有助于增强教材的针对性，反之亦然。
说针对性是首要的、最重要的原则，很可能是因为针对性是教材编写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这只是
教材编写的“工作程序”问题。
（李泉2002b）　　突出教材的针对性，直接目的在于有效地实现教材的目标，但根本上说是为了提高
教学的质量和效益。
因为教材是为教学服务的，教材的目标应服务和服从于教学目标和具体的技能培训目标。
但是，教材只是为教学提供一种工具和手段，良好的教学效果要靠师生创造性的努力，所以“针对性
的实现还要求教师具有创造性”。
（徐竹君1992）因为教材的针对性实际上是概括性的产物，是经过筛选和取舍了的针对性。
因此，再有针对性的教材也不可能满足所有学习者的要求和愿望，不可能适合每一个学习者的情况和
特点。
这就要求课堂上教师要结合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因材施教，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一定意义上说，教材的针对性不是编出来的，是教师结合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上出来的。
不过，只有针对性强的教材才更容易上出针对性来，相反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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