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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汉语教学和世界汉语教学面临大发展的今天，研究汉语教材问题和教学资源问

题，显得更为重要。 
本文的两个主要论点是：汉语教材的发展应从汉语教学的特点出发，顺应世界第二语言

教学总的发展趋势，走综合化的路子；同时汉语教材的编写要体现适应不同学习对象的需要

的多样化的原则。 
 
1.“非普遍教授语言”与汉语教材的不足 
长期以来，汉语在北美特别是美国被称为“非普遍教授语言”（Less-commonly taught 

language）。 
这种情况也形成了长期以来汉语教材的单一性。以中国大陆出版的汉语教材为例，绝大

多数都是供院校的大学生用的，教材的适用范围、类型、品种很不齐全：初级教材很多，中

高级教材少；成人用的多，儿童用的少；纸质教材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多媒体教材

少。特别是教材所体现的教学法单调划一，缺乏新的探索，缺少创意。 
 
2.关注第二语言教学法发展的新趋势 
第二语言教学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 
在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培养目的语的交际能力，是第二语言教学的根本

目标； 
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教师和教材都要为学习者活动服务，是第

二语言教学的指导思想； 
重视认知因素，进行智力型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让学生主动地、

创造性地学习； 
重视情感因素，减轻学习者的心理压力，增强学习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不断激励学生的

学习动机； 
充分利用或营造语言环境，加大目的语的输入，不仅在课堂中而且在社会实践中学习和

运用目的语； 
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技术手段，形成立体化的教学，增强学习效果。 
以上这些第二语言教学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对汉语教学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因此

这些共识应当成为我们教材编写遵守的主要原则。但如何运用这些原则编写汉语教材，则还

需要充分考虑到汉语教学的特点和各地汉语教学的实际。 
 
3.汉语教学界有关教学法的争论 
面对其他第二语言教学法流派纷呈的局面，汉语教学应该走什么教学路子（approach），

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汉语教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 



美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所谓“Proficiency movement”的兴起，曾有过一场有

关汉语教学法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以语言功能教学为主，还是以语言结构教学为基础。 
90 年代初的争论，到今天看来也还没有真正结束；争议的问题不仅是语言教学方面，

还涉及到文化与语言教学的关系。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TCSL 教材的编写必须面对的汉语教学的复杂的情况。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汉语被看作是第四类的“真正的外语”是一个重要的因

素。 
 
4.作为“真正的外语”的汉语教材编写，需要走“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综合化路子。 
对以印欧语系为母语的学习者来说，汉语是最难学的“第四类语言”，除了汉字以外，主

要是因为汉语的语言形式，它所体现的结构规则，甚至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都与印欧

语系的语言不一样。他们在学习汉语时，其母语的规则体系对建立汉语新的规则体系不仅没

有什么帮助，反而形成了干扰，他们需要克服母语已经养成的习惯——诸如词形的变化，而

建立一套全新的汉语规则体系。这就使得在汉语教学中，语言结构的学习显得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功能的教学同样重要。早在 80 年代初中国学者就提出了“结构与功能相结合”

的教学原则，90 年代又提出“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都是为了从汉语的特点

出发，顺应新世纪第二语言教学的总趋势，在汉语教学中较好地解决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的

“结构、功能、文化”三者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结构是基础，功能是目的，文化是条件；在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这三者缺一不可。 
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学者和汉语教师们，都认为“结构、功能、文化”三结合，是符合第二

语言教学总趋势，同时又能针对汉语作为“真正外语”这一特点而提出的综合化的教学路子，

同时也是教材编写的路子。 
 
5.汉语教学大发展的新形势，要求教材体现适应不同学习对象和需求的多样化原则 
汉语教学大发展的新形势，迫切要求汉语教材多样化，以满足不同学习者的不同需求： 

除了学院式、系统化的教材外，更需要大众化、普及式教材； 
除了成人、大学生用的教材外，更需要中、小学生、少儿教材； 
除了纸质教材外，更需要多媒体网络教材； 
特别需要吸取其他第二语言教材的长处，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和探索。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学者、教师，在教材的编写中注意进行新教学方法的尝试： 
（1）速成、强化教学研究 
（2）“字本位”教学的研究 
（3）交际法教学的一种模式——图片教学研究 
（4）中小学、少儿汉语教材的研究 
（5）多媒体网络教材研究 
（6）对 TESOL 教材的研究与借鉴 
 
以上挂一漏万地介绍了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和出版界对汉语教材和汉语教学资源进行

研究、制作的几个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的 TCSL 教材发展的新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