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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语言的教学中,作为任课教师明确自己教学中的重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本文以汉语言的教学为例,浅析了对内

语言教学和对外语言教学中的教学重点分别是什么。以及对从事着俩种教学的任课教师分别有着什么不同的要求。当教育理

念确立之后,教师才能在教学中抓住教育的重点。帮助不同需求的学生掌握最应该掌握的知识,语言上的教育更是如此。本文

的最大的关注点就是在对内和对外的语言教学中,教师应该明确的教学重点究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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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语言是人与人沟通的桥梁,发挥着感情传递、文化交流

以及文明传承等等一系列重要的作用。语言的教育无论是对

于个人、民族乃至国家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 

首先从教育的时长而言,一个人从开始学习自己的母语

就接触到了语言的教育,一直到他们离开学校都是一直接受

着有关语言的教育的。在学校受到的语言教育会让一个人从

这门课中接受这门语言中承载的多种因素,其中最基础的就

是语言的工具性并且这将伴随一个人的一生。也许一个人不

会有多么高的学历,但是语言的工具性提供的交流的作用肯

定是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的。 

其次是语言教育中的有关文化性,在掌握一门语言最基

础的工具性之后。必将伴随着文化的传入和输出,对于同一

文化而言更多的是传承和交流、而对于不同文化中更多的是

碰撞和完善。我将语言的这一作用归纳于语言的文化性,意

在表达语言承载着的文化因素。 

如果说语言里的工具性和文化性大多融入了普通民众

的日常生活中,小到说话交谈、民俗娱乐大到国际之间的文

化碰撞在方方面面都体现着它的重要性。那么语言中的学术

性就对使用者有了较高的要求,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

领略到语言的学术性的魅力。 

但是语言的众多性质并不是独立开来的,而是互相渗透

的。从掌握一门语言重要性,以及语言拥有着的众多性质互

相夹杂渗透的方面来看至少可以体现出俩点： 

1.1进行语言的教育是一件对于个人、民族和国家都十

分重要的事。 

1.2教师在进行有关语言的教学中面对不同的学习人群

应该注重语言教学不同的侧重点。 

2 母语语言教育的简单分类 

基于语言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如何进行语言的教育对于

教师而言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了。这里重点讲述关于母语的

教学。简单的可以将母语语言的教学分为俩类： 

2.1教师教授母语给同样以此语言为母语的学生。 

2.2教师教授母语给以此门语言为第二外语的学生。 

教师在面对不同的学生时,一定要因材施教。不同的学

生对于言语的要求是不同的,授课教师的教学重点也应该贴

合学生实际的需求。 

3 面对不同学生的教学侧重点 

3.1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在面对本国学生的情况下,母语

教学的侧重点在哪里。母语的教学是一个周期较长的科目,

从一个孩子牙牙学语开始直至死亡都是在不断的学习着

母语的。因此,在教授本国人母语时对于语言基本的功能

沟通而言应当是基础中的基础并不能作为重点来考虑。那

么面对本国学生时,母语教学的重点应该是什么呢？在面

对本国学生时,语言的教学不仅仅是教授给学生语言的工

具性。如读、写等一些基本的东西,更应该在语言的教学

中将语言本身所附带的传承教授下去。包括历史、政治(特

指爱国思想)、文学欣赏能力等,这些才是面对本国学生应

该侧重教授的东西。如今的教育更侧重于套路,大有抹杀

学生思维之趋势。语言的教育更是如此,甚至闹出了作者

阅读自己的文章做出的题,竟然和答案大相径庭的笑话。

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就是教学的缺失了,教育的本质不应该

是筛选、至少主要目的不应该筛选,教学的本质也绝不仅

仅是培养一代又一代一模一样的人。具体在语言的教学上

来说,教师在教授本国人学习母语的时候。不应该侧重于

学生写的答案是不是和你的答案一样,更不应该是这门考

试学生考了多少分。语言本身就是跨越时间的传承者,教

师应该在教学的时候着重培养学生的三观等。学生也许多

年以后不会再用到数学,但是终其一生绝对离不开言语。

而能在学习时期为这门语言赋予多少意义,并且能否完善

学生的人格和三观。这才是一名教师在教授语言时的重要

点。也就是说,一定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内在培养。这才是

在面对本国人学习母语时的教学侧重点,甚至可以考虑将

语言这门课程剔除在应试教育中。在面对本国学生时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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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应当与历史、政治(爱国教育)、文学欣赏能力等相互

结合,而不应该单独教学。并且应当提升这些看似不相关因

素的在教学中的比重。 

3.2教师在教外国人学习本国语言时的教学侧重点又应

该是什么呢?(1)说到教外国人学习本国语言时,必不可少的

一个重心就肯定是语言的工具性了。也就是教会他们如何利

用这门语言来进行沟通是很重要的,以汉语的对外教学为

例：首先从教育理念上来说,要尽量营造轻松的课堂氛围,

耐心的不断地去重复重难点的教学。注重课堂教学的同时也

要注重课下的教学机会。甚至最快的学习汉语的方法其实不

是在课堂上,而是在生活中与学生多多沟通交流。毕竟是语

言,只有不断使用才是最有效的教学。在基本的教学上,语

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各有各的难点。也各有各的容易的地

方,所以展开来讲的时候就会占用较长的教学时间。如在语

音方面韵母的教学就会比声母的教学容易许多、词汇方面学

生的记忆负担是比较重的、语法方面来说有些特殊的句式就

会比较难教。任教老师要合理的安排教学时长,以及要时刻

关注学生的掌握情况。(2)在教授外国人自己国家的言语时,

文化交流也是一个重点。在如今这个时代,不同国家思维、

科技、思想观念都产生着巨大碰撞的情况下。语言作为一种

最具代表性的承担者,毫无疑问肩负着外交的这一角色。而

作为一个对外教学的老师,无疑是一个国家的门脸也承担着

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在面对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学生时,

不仅仅要教授他们如何掌握使用本国的语言进行交流。更应

该将本国的文化让学生多了解了解,提升国家在国际上的

知名度。树立大国形象的同时,也要很好的吸收外国的优秀

的文化。在输出和传入之间,对外语言教学的老师就是文化

交流的一个重要的纽带。以孔子学院为例,在国际上知名度

高。不仅为无数热爱中国的外国友人提供了学习中文的地

方,更是不遗余力的提升着世界对于汉文化、对于中国的认

同感。将中国的改变告诉全世界人民,提升着中国在国际上

的形象。 

4 综述对内语言教学和对外语言教学的区别 

以上分析可以明确的看出,语言在对内的教学和语言在

对外的教学中侧重点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也就是说,对于从

事这俩种教学岗位的任课教师也有着不同的要求。 

从对内的语言教师来说,首先要对本国的语言有着较深

的研究。以中文为例,也就是说对于汉语的教学水平要求较

高,对于外语的掌握情况并不看重。其次对于思想上的觉悟

要高,能够给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同样以中文为例,对于对外教学的教师而言可能对于汉

语的掌握情况可以略差于教授本国学生的教师。但是,对外

教师对于外语的掌握要求是较高的。因为在教学过程中面对

零基础的外国学生,掌握一门外语可以较快的进入学生的内

心。对教学有较大帮助的同时,同时增加学生对于老师的认

同感。其次在对外教学中要看重文化的交流,但是要注重政

治因素。在不干涉他国政治的情况下,当别人侵害到本国利

益时也要维护本国在国际上的利益。 

综上所述,在语言的教学中要明确自身的教学侧重点。

因材施教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教学。不同的教学环境下对于

教学任务的要求也不一样,在明确自身教育之后应当采取怎

样的教学方式也是具体由任课教师自己安排的。但核心的东

西是不能改变的,灵活的抓住重点来教学无疑是对教师的一

种高要求。但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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