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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4月，在安徽省教育厅有关部门支持下，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组织召开了《应用汉语》教材
编撰研讨会。
与会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代表，对现行于我省各高校的汉语教材，进行了归类、比较和分析，发现
各版本讲授的内容侧重点不一，有的内容还有重复交叉的现象，不利于统一、规范、评估汉语教学工
作。
会议决定：编写一本融语音、汉字、词汇、语法、修辞、逻辑于一体的教材，以统一、规范、评估汉
语教学工作。
考虑到高职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决定以“淡化概念、侧重应用”为编写本教材的指导思想。
　　编写一本高质量的应用汉语教材，对我们来说是绠短汲深的事。
为不负期许，确保质量，先由主编谨拟提纲，向专家、学者、师生广泛征求意见，几作修改，最后又
征询大多数编委意见，才最终确定了本教材的编写提纲。
教材成稿后，编委会又进行了三次审核，方由主编统稿成书。
　　参加本教材编写的老师，多是在教学一线长期从事所写章节教学的讲师、副教授、教授。
池州师范专科学校程淑萍讲师，安徽工业经济技术职业学院钱放副教授，蚌埠坦克学院张建徽副教授
不仅亲自撰稿，还做了大量审稿工作。
特别是蚌埠坦克学院长期从事逻辑学教学和研究的谢灵教授不仅亲赐最新成果，还奖掖后学，甘居编
委，令人感动。
另外，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一直得到安徽新华学院领导和该院中文系全体老师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得
到新华学院中文系主任、原安徽大学硕士生导师方铭教授的指导，谨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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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我们在省教育厅领导的指导下，联合全省二十多所高校
的教授、专家们就秘书专业的教学改革、教材建设展开了多次热烈而充分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高
校秘书专业教学应增强高校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贴近度和融入度，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吸收国际国内秘书专业的最新理论成果，面
向学生、面向市场，逐步建立起富有前瞻性的素质教育与创新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着力打造出定
位准确、严谨度高、特色鲜明的文秘教材的品牌。
　　为配合省委省政府科教兴皖和人才强省战略暨省教育厅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教学基本建设的需要
，我们遴选了全省秘书专业14门课程，组织富有教学经验和较高学术水平的教授、副教授担任每本书
的主编、副主编，编写出版这套教材。
力图为建设省级及国家级精品课程，提供优质教学资源，为促使全省秘书专业教育教学步入规范化、
科学化轨道，培养一批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引领秘书专业教学进入国内先进行列贡
献一份力量。
　　这套教材的编写以《秘书国家职业标准》和教育部秘书专业要求为指南，突出针对性、系统性、
技能性、实用性、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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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朗读实践证明，普通话语调都是曲折多变的。
这体现了普通话韵律的美感，也是作品语句所蕴含的具体思想感情的要求。
　　日常朗读活动中，朗读者在语调上容易出现以下两种毛病：一是带有某种固定腔调，二是存有某
种方言语调。
　　1.固定腔调　　固定腔调，是指在朗读中使用某种固定不变的声音形式，以不变的语调形式应付
各种朗读材料。
不管其内容、体裁、语体形式有何不同，也不管是鲁迅还是巴金的作品，都以不变应万变。
　　固定腔调的形成，有的是幼年读书时养成的读书歌子的习惯，一下子改不过来；有的是对作品缺
乏深入的理解；更多的是对朗读缺乏认识，没能很好地掌握朗读方法和技巧。
　　固定腔调一般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念书腔，即照字念音，或有字无词，或有词无句，听不
出完整的句段，更没有思想感情的流露。
这种腔调的主要问题是停顿多，停顿位置和时间大致相同，词或词组没有轻重格式之分’，没有重音
，语气近似。
　　二是唱书调，即节拍一律，节奏变化不大，只是那几个音调的简单重复。
其最大弊端是声与义隔，只闻声而不解意，不传情。
它不管长句、短句，也不论内容变化与否，都可以连续不断、整齐划一的唱下去。
对听者来说，只有简单曲调的刺激，不会产生任何共鸣。
　　三是念经式，即那种用小而快的声音读书的方式。
它可能是从“默读”或“虚声读”沿袭来的，与朗读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
如果要朗读，即使是自我领略和品味，也应该适当放开声音，不仅从思想感情，而且从声音韵律上给
自己以美感享受。
　　四是朗诵调，表演性的朗读，夸张、渲染的有声语言显得生动感人，不仅激情洋溢，而且音调铿
锵。
朗读者若不分场合、不明目的、不看内容、不管体裁，一味从声音形式上模仿这种朗诵调，必定会给
朗读带来不利的影响。
朗读者若过于追求声音形式的完美、感人，相反忽视了普通话语音的准确，那结果恰恰是适得其反，
得不偿失的。
　　综上所述，固定腔调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朗读者对它们应有充分的辨别能力，并在平时练习中
努力加以克服。
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要增强语感，辨别优劣，择其善而从之。
练习中，让那些优秀的朗读范例（包括广播、录音）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
二是要注意状态。
要打破固定腔调，使语流符合朗读规律，必须改变言不由衷、消极被动的朗读状态。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应用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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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