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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在结合汉语特点的基础之上,吸收国外第二语言教学

法的优秀因素,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符合汉语特点的教学法。本文以前人研究成果为依托,再次对对外汉

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汉字地方面的教学法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同时尝试分析不同类型教学法在

当下发展时期存在的利弊,对汉语国际教育教师提供一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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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a long period of teaching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of China has absorbed the excellent factors of foreig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and created a unique teaching method in lin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once again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eaching methods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terms of pronunciation, vocabulary, grammar,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tries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eriod, so as to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or teachers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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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中旬,对外汉语教育开始兴

起,80年代得到逐步发展,新世纪以来,

更是进入迅速发展时期,一大批对外汉

语教师开始承担非母语学习者汉语学习

实际教学方法的重要任务,逐渐研究出

包含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等多方面

具体教学方法。 

1 对外汉语语音教学法研究 

语音是语言的物理外壳,语音教学

是外语教学的基础,语音训练应贯穿基

础教学的全过程。对于语音教学的方法,

历来众说纷纭,有的提倡音素教学,有的

提倡语流教学,还有音节教学法。下面我

们对这几种语音教学方法一一进行讨论

和分析。 

1.1音素教学法 

音素是最小的语音单位。从音位入

手,打好基础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把它

作为一个整体看待,那么这个整体又是

由哪些部分组成呢？这些组成部分之间

是否有一定的联系,它们各自有何特点

以及如何相互制约呢？这是值得研究的

课题。语音教学实践中,音素教学法主要

是对学生进行元音、辅音的发音训练。我

们知道,元音和辅音是通用语言学的术

语,它是建立在所有人类语音系统的基

础上的。元音和辅音都是所有语言中最

小的语音单位。元音和辅音自然存在于

包括中文语音系统在内的通用语音系统

中。根据汉语音节结构的结构,声母和韵

母是汉语传统语音学中的两个术语。音

韵学以汉语语音学为研究对象,声母是

汉语音节开始的辅音,韵母是声母后面

的辅音部分。在语音教学实践的实践中,

运用音素教学法是很方便的,即通过教

元音、辅音来解释不同语言的共性。但

是,由于母语的影响和不同民族之间的

文化差异等原因,中国人学习英语时就

会有一定困难。因此,要学好一门外语就

要掌握正确地运用各种方法去认识它,

理解它,分析它,音素教学法则是汉语语

音教学实践中常用的教学方法。 

1.2语流教学法 

语流教学是通过话语和对话的语音

教学,不是从一个单一的声音开始,而是

从语言流入手,音素,再回到流动,强调

音素的表意功能和音素的组合与协调,

这是一个进步。它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

良好的语言习惯,而且也有助于发展他

们对书面形式的感知能力,使其更有效

地习得语言知识。然而,语流教学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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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地带来了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

忽视了语音的系统性。语流教学法批评

音素教学法孤立教学、忽视音素功能性

是合理的,但语流教学法批评语音忽视

了一个重要问题：从句子到音素,中间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音节,音节是言

语流中最自然的语音单位,音节以一定

的方式组合形成句子,而音素直接从句

子中分析出来,忽略了语流的层次性。 

1.3音节教学法 

所谓的音节教学法,就是把音节切

割成音素,让学生能够分辨出每个音素

的发音,从音节到语流,让学生在语流中

感受到语音的价值和变化。我们知道,

汉语拼音的音节结构是由声母、韵母和

声调组成的。因此,要想学好汉语拼音必

须从拼音抓起。在对外汉语语音教学实

践中,音节教学法将汉语语音分为构成

音节声母和韵母,使学生对汉语语音的

音节结构有更具体的掌握,更好地解决

音位和音素变体的问题。 

2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法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界有两种词汇教学

法：词汇直接教学法,就是直接教授词

汇；词汇间接教学法,是指在语境中进行

词汇教学,一般让学生在语境中去猜测

词义。 

2.1“词本位”教学法 

2.1.1“词本位”教学法的理论及其

应用 

基于单词的教学方法理论及其在对

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词本位”教学法

在我国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毫无疑问,

作为一门外语,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也必

须占据统治地位。然而,随着汉语和其他

外语接触的日益增多以及世界各国文化

的交流日益频繁,“词本位”已经不能适

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了,我们学会用词造

句,理解句子中的单词,最后学习课文中

的词语,理解语篇中的单词。黄振英

(1994)强调,学生不仅要掌握词汇的意

义和用法,还要学会如何学习,她总结了

几种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法的方法,包括：

演示描述法、联系扩展法、提问讨论法、

汉外对应词比较、词语联系搭配法、语

流悟义法和总结归纳法。陈望道先生提

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三个阶段：

(1)初级阶段,(2)中级阶段,(3)高级阶

段。杨惠元(2003)认为,对外汉语教学要

以加强词语教学为主,句法教学为辅,把

词语教学放在语言教学的中心地位,教

师不仅要讲解词语的形状、发音、意义,

还要讲解词语的用法、单词的搭配,最后

让同学们多实践。 

2.1.2“词本位”教学法的争议 

基于单词的教学方法适合于外国学

生,特别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因为它

符合他们的音义认知模式,而基于“词本

位”理论的理论几乎是继承西方语言学

理论的,它严重忽视了中国本民族词汇

本身的特点,导致汉语学习者不能很好

地理解和记忆词汇,往往在词汇学习上

占一半以上的工作量。 

2.2语素教学法 

2.2.1“字本位”教学法的理论及其

应用 

“字本位”是指汉字作为汉语研究

思想的基本结构单位。郭绍虞的《中国

语词之弹性作用》首次提出了“字本位”

的概念。1997年以前,徐通锵在《讲话》

中提出了“字本位”。徐通锵认为,“字”

是汉语中最小的书写单位,形式、声音、

意义三位一体,并强调“字”是汉语研究

的基本单位。 

2.2.2“字本位”教学法的争议 

“字本位”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并不

顺利,它的出现引起了语言学界的诸多

争议和许多反对者的反对。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字本位”对“字”

的定义不够明确,在实际教学和科研中

可操作性不强。其次,“字本位”指出,

汉语不应该以语素、词、词组、句子为

语法单位,而应该以词、词、块、读、句

为语法单位,不能有效解决汉语的汉语

语法现象。第三,“字本位”的支持者盲

目地对新理论给予过高的评价；第四,

“核心词”和“词群”的概念界定不清,

影响了人们对“字本位”理论的理解。 

3 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法研究 

3.1普遍语法 

乔姆斯基在1980提出的普遍语法现

在越来越多地用于第二语言教学领域,

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这

种教学模式是以乔姆斯基的原理和参数

理论为基础,以第二语言教学为主,以语

法教学教学为主。在这一理论指导下,

可以把英语作为工具来学习汉语。普遍

语法是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核心思想,

已经形成和发展了45年。乔姆斯基认为,

普遍语法是所有人类语言都必须具备的

一套原则、条件和规则,是通过先天的生

物进化和基因遗传获得的,个别语法是

在出生后通过学习而获得的。 

3.2“字本位”教学法的争议 

基于普遍语法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虽然还不成熟,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为第

二语言习得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大多

数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仅仅语言习得研

究学习者的因素、学习者的语言习得心

理和认知过程是远远不够的。语言习得

研究离不开语言本身的本体论研究。普

遍语法理论为准确描述语言成分和语言

结构提供了依据,也为理解第二语言学

习者掌握语言形式的途径和方法提供了

理论依据。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许多学者

把目光转向了二语学习中的一些特殊现

象和规律上。 

3.3普遍语法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 

在汉语语法教学过程中,教师一直

饱受各种“怪题”的困扰。传统语言学

研究的重点是描述而不是解释,或者是

把语言作为一种只讲“什么”而不讲“为

什么”的“法规体系”。普遍语法基于“语

言习得机制”的颠覆性假设,致力于解释

人类的“语言知识”。这种理论不仅对汉

语等母语为非本族语者有强大的解释力,

而且可以用于其他语种的教学实践。“普

遍语法”的关键原则之一是结构依存原

则,即所有人类语言中的句子都是由一

定数量的结构单位的组合产生的,而不

仅仅是按线性序列展开。 

4 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法研究 

胡文华认为,对外汉字教学是指以

外国人为教学对象的汉字教学。卞觉非

认为,对外汉字教学是指在对外汉语教

学中对现代汉字的教学。现代汉字教学

的目的是为了阐明现代汉字的形态和语

音含义,帮助学生读、书写汉字、学、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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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汉语。在这一前提下,如何提高教学质

量,就成了广大教师和研究人员共同关

注的问题。前人对近年来比较流行的四

种教学法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可以得出

以下四种教学法： 

4.1“六书”教学法  

刘霖认为,留学生自身缺乏学习中

文的语言环境,希望能够有效地掌握汉

语文字。因此,用“六书”理论来教留学

生似乎更为及时。他认为,“六书”是古

代汉字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成的一套相

对完整的体系。它既包含着中国文化的

因素也包含着西方文化的成分。同时还

包括外来语的影响。两千多年来“六书”

理论不断完善,虽然传统的“六书”在很

多地方不适合现代汉字,但可以进行简

化、改编、整合、阐释,使之更适应现代

汉字教学的教学。石定果对六书理论提

出了较为中性的看法,认为“六书”还没

有完全适应现代汉字理论,但仍有一些

字源上的联系,应该适当借鉴这一理论。 

4.2部件教学法  

部件教学法作为一种较新的教学方

法,起源于八十年达,最初是由计算机来

处理汉字,但这一技术对对外汉字的教

学有一定的帮助。部件教学从现代汉字

字形入手,打破了传统汉字学的基础,也

打破了六本书对六书分析汉字的局限。

万业馨、苏培成、张天光、黄柏荣、翟

万林等人都对汉字部件教学法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他们认为,部首法和偏旁部首

法均可应用于识字,但二者各有其优缺

点。苏培成提出,合体字的部件小于整字,

独体字的部件等于整个词。组件是层次

性的组合,因此也有一个层次结构层次

性其中的组件是削减的合体字。而部件

切分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苏培成提倡用

替代方法来确定交点笔划组合是否可以

切分。因此,改进后的改良部件教学法就

是字符教学法,目的是解决部件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 

4.3系联法  

系联法是在汉字学理论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一种教学方法,主要针对形声字。

通过对汉字和声符的分类,学生可以在

学习中形成系统的汉字思维。施正宇对

常用形声字进行了统计,发现音标的有

效再现率达到了83%,因此他建议采用系

联之法提高音标的教学效率和效果。笔

者认为,这种教学方法有两个问题。首先,

这种教学方法只适用于形声字教学,本

文认为应该将“形”与“音”结合起来

分析字形,这样才能够更加准确地找出

其对应关系；同时对于一些偏旁部首也

要根据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区分。其

次,汉字的教学主要是针对初级阶段的,

而国际学生初中生的汉字数量较少,没

有概括的能力,所以我认为这种方法不

适合汉字教学阶段,而是适合已经达到

一定数量的汉字的复习阶段。 

4.4文化教学法  

文化教学法是指将汉字与一定文化

背景相结合的教学方法。陈寅恪先生曾

经说过：“一言以蔽之,都是一段文化

史。”可见,文化教学在语文学科中占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发展以及教

育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重视对学生

综合能力的培养。而这其中就包括语言

学习,语言学习离不开文化知识。汉字作

为表意文字,蕴含着强大地方方言生命

力,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世界文化之林中

脱颖而出。因此,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运

用文化进行文字教学的思想。针对这些

问题,笔者尝试采用文化教学法对学生

进行教学,将汉字的发展和汉字背后丰

富的中国文化内涵与汉字教学进行有

效结合。 

5 结语 

由于语音、词汇、语法、汉字四方

面的对外汉语教学法已经较为完善,国

际汉语教师可以在借鉴前人理论知识的

基础上再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加以修改。对

比分析四方面前人研究成果,我们发现

词汇、汉字方面的教学法研究成果比较

丰富,而语音和语法方面的教学法研究

还有所欠缺,尤其是语法方面,表现更为

明显。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需要要

加强语音、语法的教学法研究,在吸取国

外二语习得的研究成果上研究具有汉语

独有的、有针对的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罗兰京子.UG模式下的对外汉语

语法教学[J].鸡西大学学报,2010,10(5): 

17-19. 

[2]郭晓.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法文献

综述[J].科教导刊(中旬刊),2015,(14):95 

-96. 

[3]崔久峰.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法研

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3. 

[4]肖雨烟.对外汉语中的汉字部件

分析与部件教学法[D].湖南:湖南师范大

学,2019. 

[5]赵雅思.对外汉字教学法研究[D].

天津:天津大学,2013. 

[6]梁向东.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词汇教学法研究[J].现代交际,2019,(11): 

179-180. 

[7]王文田.对外汉语常用汉字教

学法研究[D].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

学,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