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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国际上学习汉语的热潮持续升温，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急需补充汉语教师，尤其需要补充业务
基础较好、教学经验丰富的汉语教师。
我国现有的对外汉语教师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客观需要，而且新教师们也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来
提高业务素质。
汉语（第二语言）教师队伍建设已经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虽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
但还是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士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性质和特点缺乏基本的认识，“只要会说汉
语就能教外国人学汉语”的观念仍然普遍存在，这一情况严重地影响了汉语教师业务素质的提高。
应当看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质量并不能令人满意，是否会出现下降的趋势，也要引起足够的
重视。
有人这样评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现状：学汉语的人很多，学得好的人却很少；教汉语的人很多
，教得好的人却很少。
这话是否全面，我不敢断言，但至少可以作为警示。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教得好一定是学得好的前提条件之一。
不可否认，也有主要靠自学掌握一门第二语言的，不过我相信，如果他遇到一位好老师，就一定会学
得更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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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实用汉语教师培训教材系列之一。
本书总结了对外汉语教学涉及到的主要语法内容以及教授这些语法时应该注意的事项，并附了4份侧
重语法教学内容的教案。
本书既具有文献价值，对当今的对外汉语教学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本书内容丰富而且实用，有较强的实践性。
适合海内外汉语教师，尤其是母语非汉语的汉语教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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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德津，女，北京语言大学教授，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一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与
研究工作。
主编和编写过多套对外汉语教材及汉语语法类著作，发表过多篇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与教材的论文，多
次参加“国家汉办”举办的“对外汉语教学专家巡回讲学”活动。
　　金德厚，男，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1952年毕业予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一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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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重点和难点的处理　　1.确定语法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多数情况下，学习者的难点就是教
学的重点，但是二者并不总是一致的。
一些重点语法项目学生学起来可能很容易，一些学生的难点可能并不是我们教学的重点。
教学中要把汉语语法的基本内容都教给学生，要让学生掌握语法规则和语法要点，比如句子的基本结
构；还要对比其他语言，把其他语言中没有的、或者与汉语不一样的语法点作为教学重点，比如形容
词谓语句、补语、虚词的用法，等等。
　　2.突出重点、难点　　对重点和难点要加强训练。
例如动词“是、有、在”的用法，补语的不同类型的特点等。
　　3.分散难点　　有的句子结构比较复杂多样，如果集中教学，学生会觉得难点如倾盆大雨，难于
接受、消化。
我们可以把难点分散开来，学好一点，再学第二点，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训练。
例如，补语和“把”字句都是难点，可以根据先易后准的原则，把几种补语和“把”字句的几种格式
分成几次教练。
　　四、汉语的语序和思维方式的建立　　汉语的语序和思维方式是一致的，通常是先说“谁”，再
说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然后说做什么事情。
这需要通过潜移默化，让学生逐步建立汉语的思维方式，把汉语变成他们自然表达的语言工具。
以下几点是要通过训练让学生牢牢掌握的。
　　1.宾语都在动词或者介词的后边　　从句子结构来看，宾语一定在动词或介词后边。
　　比如，“告诉她”中“她”是动词“告诉”的宾语；如果说成“她告诉”，“她”就成了主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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