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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代中文”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规划教材，由国家汉办组织，上海复

旦大学负责编写， 主编吴中伟博士。教材于 2003 年完成，是专为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

习者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编者们曾几次召开由国内外专家，教授共同参加的咨询会，审

评会，认真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吸取了专家们关于语法难点，词汇选择等各方面的建议，

最后由主编定稿。编者们在满足北美学生学习汉语的特殊需要上尽了很大的努力。 
 
 
1．教材的设计 
 
这套教材一共有四册，具体分为： 
 

 课本，1---4 册，是教材的主体部分，包括词汇表，课文，注释，语法，文化点等。课

文采用简体字，繁体字对照，附有拼音和英语翻译。 
 

 教师手册，1---4 册，详细说明编者的设计意图，教材的整体构架，使用建议，有关参

考资料，以及听力材料书面文本，练习答案，试卷，等等。 
 

 汉字本， 1---2 册，提供汉字的有关知识，以及多种多样的练习材料。 
 

 练习册， 1---4 册，尽量做到综合性，多样性，可选性。练习材料包括听，说，读，

写，译各个方面，难易结合，兼顾学习者的不同需求和不同水平。（注 1）这套教材配

有 CD 和录像 （正在制作之中）。 
 
“当代中文”的第一，二册以结构为纲，结合功能和文化。编者根据结构的循序渐进来编排教

学内容的顺序，以交际活动和交际功能的典型性来选择教学内容。第三册兼顾交际活动和语

言结构，由日常交际活动逐渐向话题讨论过渡。第四册以话题为纲，结合结构与文化，根据

话题的文化内涵的典型性来设计和安排内容，同时深化对语言结构的认知和运用。（注 1) 
 
 
 



2．教材的使用 
 
从 2003 年九月起，我们学院的中文课程开始使用新教材“当代中文”。我院共有四个班，三

个一年级班 （Chinese 100), 一个二年级班 (Chinese 200). 每周四个学时 （三学时上课，

一学时语言实习室练习）。一年级班用第一册，二年级班用第二册，两个学期（Fall and 
Winter）教完。下面重点对这两册课本作一些介绍。 
 
2．1 入门阶段 
 
在入门阶段，“当代中文” 采取“会话---语音---汉字” 三线并进，逐步汇合，以语音教学为主

线，入门阶段的语音教学遵循“整体---细节---整体” 的原则。 
 
语音基础分为七个单元，第一单元介绍了全部语音系统 （声调，生母和韵母），让学生对汉

语语音的全貌有一个了解。在第二到第六单元中，分段，有侧重地进行操练，然后在最后一

个单元里 （第七单元）全面练习。通过反复，不断巩固。 
 
2．2 词汇 
 
“当代中文” 各册的词汇分布如下： 
 
第一册： 325 
 
第二册： 448 
 
第三册： 442 
 
第四册： 487 
 
在入门阶段，先介绍几十个汉字，选择的字考虑到其难易度和典型性。以后每课的新字控制

在 30---40 个左右，其中包括一些“可选字”---只要求认读，不要求书写的字。教材以汉语文

的特点出发，配有“汉字本”，便于学生练习，达到强化汉字教学的目的。 
 
2．3 课文 
 
“当代中文” 的课文每课都分为两段。第一，第二册的课文以对话形式为主，每段对话大约

包含十五个生词，句子精炼，简短，便于朗读与背诵。会话的内容丰富，有趣，实用。第一

册会话的话题就有：借物，买衣服，假期计划，旅行，问路，用餐，找人，约会等等。第二

册的会话内容包括：个人爱好，生日聚会，交通事故，环境污染等一些比较复杂的话题，也

包括一些常用，实际的话题如：看病， 租房，谈论家乡，气候，等等。 
 
2．4 练习 
 
“当代中文”的练习内容不但包括本课所学的语法，词汇，而且着重深化，巩固前一课所学过

的内容，以达到“温故知新” 的教学目的。每课的练习一般由八个部分组成：1）朗读练习 （复



习，比较语音，语调） 2）句型替换 （练习语法结构） 3) 填空 （复习，正确使用词汇） 
4）句型转换 （熟悉，操练不同形式的句型） 5）按正确顺序排列句子 6）翻译 （英译中） 
7）阅读理解 8) 写作练习 （便条，电子邮件，介绍饭店等等）。“汉字本” 的练习设计比较

注重偏旁，笔划和笔顺的各种操练。 
 
 
3. “当代中文”的特色以及使用这套教材的体会 
 
3．1 关于“入门” 
 
汉语的声调和声母对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来说是两大难关，因此强化语音教学，尤其在

入门阶段，显得至关重要。以前的教材编写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普林斯顿大学编写的 “中
文入门”，最开始的几课全部是语音练习，不介绍任何汉字，几乎也没有对话，为的是让学

生集中精力攻发音。但这样的操练比较枯燥，乏味，注重了语言的个体训练，忽略了语言的

交际功能，往往在持续一两周后，学生会渐渐地失去动力和兴趣。“当代中文” 弥补了这个

不足， 在“入门”阶段，编者主张“会话---语音---汉字” 三线并进，逐步汇合：在强调语音强

化训练的同时，插入一些基本的交际会话及常用的课堂用语，使学生一开始就能用汉语交流，

表达一些简单的意思，产生兴趣和成就感。在语音和会话的基础上，还让学生接触少量的汉

字，介绍汉字的基本笔划和笔顺，培养学生初步的 “字感”，为今后学习更多的汉字打下基

础。 
 
3．2 关于 “词汇” 
 
学完“当代中文”的第二册，学生基本能掌握 800 个词语。 从数量上看，并不多，可是第一，

二册中的词语基本上都是中国国家汉办颁布的“词汇等级大纲”中的甲级词，使用频率高，在

不同的生活情景中可以套用，这就大大提高了学生的交际能力。在以中国常用词语，背景为

主的基础上，编者还适当加入了一些国外常用词，如：约会，宠物， 打工，车库，地下室，

总台等等。另外，现代交际中用的一些新词语也被选进了教材，如：传真，电脑，磁盘，上

网及电子邮件等等。 
 
3．3 关于“课文” 
 
课文是教材的最重要的部分。 “一本语言教科书，无论编写的指导思想多么高明，安排设计

多么周全，印刷装订多么精美，如果课文或对话内容枯燥，令学生厌烦，那就注定要失败。”
（注 2）“当代中文” 在课文内容上，尽量注意趣味性，情节，情境的个性化，论题的情趣

性和可讨论性。如：课文第二册的第一课：“我以前养过鸟儿”，第四课： “今天你穿得真漂

亮！”,第九课：“现在就可以搬进去”等课文的话题实际，内容真实，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有机

会使用，也乐于使用。课文内容的选择方面，虽然以中国背景为主，但也注意结合学习者的

本国背景，这样学生虽然不在中国，却能通过课文的学习，对中国的现实社会和文化有“一
定的了解”。 
 
3．4 关于 “练习” 
 
“当代中文”的练习的设计特点是形式多样，练习量大。在前面已经提到， 每课的练习形式



有七到八种，在教学中，教师有很大的余地，可以都用，时间有限，可以选择地用，基本上

不用再设计补充练习。有些听力练习比较靠近 HSK 的模式，为学生以后参加汉语水平考

试打下一定的基础。 
 
3．5 结束语 
 
一本教材再好，还是有需要改进之处，“当代中文”也不例外。由于当时急于出版，校对工作

不够细致，导致很多拼写，打字方面的错误，对一本好教材来说，语言的严格性，精确性非

常重要，所以我们殷切地希望再版时，教材中的错误能全部得到纠正。另一个是语言规范化

的问题。在中国教汉语和在国外教汉语是不相同的，在中国常常用的一些方言，在国外的课

堂上就不一定能套用，因为学生出了课堂很少有机会听到生活里十分口语化的语言，他们往

往需要根据语法结构来理解句子的意思，非正式，随意的生活语言往往会给国外的汉语学习

者带来很多困惑。比如：在问句中“吗”的省略：“ 你一个人在这儿？”（VOL 1, L3); “你想去

中国？”（VOL 1, L4) 虽然有些学生能通过句调猜出是不是问句，不少学生还是不明白为什

么“吗”在这儿被省略了。其次是 “的” 的省略，如第一册练习册第一课中出现的：“他是我同

学。”这样的句子虽然在中国常常说，但对国外的学生来说，不太容易理解，因为在英语中

只说“my classmate”，从来不说 “I classmate”。 因此可见，语言的严格性，规范化在为以

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编写的教材中，非常重要，尤其在初级阶段。 
 
 
 
附注： 
 
1。“当代中文”教师手册 (Vol. P1), 华语教学出版社 
 
2。 佟秉正 1991 “初级汉语教材的编写问题”，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