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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们的共和国诞生仅半岁多的艰难日子里，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为数不多的一批拓荒者
筚路蓝缕，在首都西北郊一方小小的教育园地上开始了辛勤的耕耘。经过近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两三
代人的汗水浇灌，一门崭新的学科终于在中华大地上破土而出。那正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1978年。　
　20世纪80年代初，乘改革开放的春风，这门年轻的学科及其所代表的事业，以燎原之势，从首都延
至全中国。短短的20年间，它涉及的高等院校由20余所扩展到300多所；从事这项工作的队伍由数百人
扩大到数千人；它培育的人才由非学历教育的培训生发展到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它接待的
学子来自五大洲150多个国家；它编制的教材、标准化考试及完成的科研项目，其影响几乎遍及世界每
个角落。它作为一门专门的新学科的地位，很快得到专家和学者们的承认；它所代表的事业，受到国
家的高度重视。政府教育部门认为，这是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它甚至成为我国数以百计的学
科、专业中极其罕见地由专门成立的国家级领导小组来领导的学科。世纪之交，专家们预测，随着我
国不仅作为政治、文化大国而且也是经济大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崛起，这门新兴的学科及其所代表的事
业将会以更快的速度、更加旺盛的生命力迅猛发展，并在全世界发挥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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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五篇十章，从对外汉语教师进修的需要出发，以作者所主张的对外汉语教育学科体系为纲，较
系统地论述了本学科的性质、特点及发展简史和现状，论述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教学理论
和习得理论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力图做到史、论结合，总结我们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与适
当介绍国外的新理论相结合。本书可以用作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科书，也可以作为对外
汉语教师的培训教材或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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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珣，1940年生，江苏兴化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196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结业
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曾在美国俄亥饿州立大学进修语言教学理论。曾任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学术
专家咨询小组成员、国家汉语水平考试顾问委员会成员、美国纽约州教育厅中文教学顾问；曾在南斯
拉夫、美国、新加坡、泰国及港澳任教或讲学。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教材编
写、语言测试研制、本科生与研究生及中外进修教师的教学工作和相关的行政工作。主持或独力编写
过《实用汉语课本》（1～4册）《儿童汉语》《新实用汉语课本》等六套对外汉语教材，著有《汉语
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简论》、主编《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发表论文多篇。

Page 4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书籍目录

绪论篇第一章 对外汉语教育是一门专门的学科第一节 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科名称一、 语言教学中有关
语言的几个基本概念二、 学科名称的讨论三、 “对外汉语教育学科”的提出第二节 对外汉语教育的
学科任务和学科体系一、 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科任务二、 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科体系第三节 对外汉语教
育的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一、 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和特点二、 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科特点第四节 对外
汉语教育的学科定位与争论一、 “小儿科”论二、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学科”论三、 “应用语言学
学科”论四、 学科定位——语言教育学科第二章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发展与现状第一节 我国对
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回顾一、 开创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二、 确立对外汉语教育学科第二节 我国对外汉语
教学的发展现状一、 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二、 学科地位三、 学科教育体系和课程体系四、 学科理论体
系五、 教师队伍建设第三节 世界汉语教学的发展特点一、 新世纪语言教育的重要性二、 世界汉语教
学的发展特点基础篇第三章 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学基础和教育学基础第一节 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学
基础(一)一、 语言的基本特征与对外汉语教学二、 语言学的发展与第二语言教学第二节 对外汉语教学
的语言学基础(二)一、 功能主义语言学与对外汉语教学二、 汉语的特点与对外汉语教学第三节 对外汉
语教学的教育学基础一、 教育的作用与教育的目的二、 教学过程与教学原则三、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
法第四章 对外汉语教学的心理学基础和文化学基础第一节 对外汉语教学的心理学基础一、 语言的生
理一心理基础二、 记忆与第二语言学习三、 心理学的发展与第二语言教学第二节 对外汉语教学的文
化学基础(一)一、 语言与文化二、 语言与跨文化交际第三节 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学基础(二)一、 对外
汉语教学相关的文化教学二、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文化因素三、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原则
四、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方法习得篇第五章 语言习得理论第一节 语言学习与习得一、 学习与
一般学习理论二、 语言学习与习得的区分第二节 第一语言习得及主要理论和假说一、 儿童第一语言
的习得过程二、 儿童第一语言习得的主要理论刺激－反应论先天论认知论语言功能论第三节 第二语
言习得理论和假说一、 第二语言习得的主要理论和假说对比分析假说中介语假说内在大纲和习得顺序
假说输入假说普遍语法假说文化适应假说二、 第一语言习得和第二语言习得的异同比较第六章 第二
语言习得研究第一节 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研究一、 对比分析二、 偏误分析三、 运用分析和话语分析第
二节 学习者的个体因素一、 生理因素二、 认知因素三、 情感因素第三节 语言学习环境一、 社会环境
对目的语学习的影响二、 课堂语言环境与第二语言学习三、 充分利用语言环境提高学习效率教学篇
第七章 第二语言教学法主要流派与发展趋向第一节 认知派与经验派教学法一、 语法翻译法二、 直接
法三、 情景法四、 阅读法五、 自觉对比法六、 听说法七、 视听法八、 自觉实践法九、 认知法第二
节 人本派与功能派教学法一、 团体语言学习法二、 默教法三、 全身反应法四、 暗示法五、 自然法六
、 交际法第三节 第二语言教学法的发展趋向⋯⋯结语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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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目的语　　这是指人们正在学习并希望掌握的语言。不论是外语或非本族语，甚至是非第一语
言的母语，只要成为一个人学习并争取掌握的目标，都可以称为目的语。　　上述概念是从不同角度
提出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意义上的交叉现象，因此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就要注意准确性。如在应该用“
第一语言”的地方就不宜用“母语”或“本族语”来代替。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有的术语在使用过程中
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则因使用者本来就有不同的理解而产生了一定的模糊性。“第二语言”和“外
语”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说来，第二语言是指母语（或第一语言）之外的
、本国通用语或本国其他民族的语言，而外语则是指别的国家的语言。但是近年来出现一种用“第二
语言”取代“外语”的趋向。这是因为随着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
，在这种情况下再用“外语”、“外国人”这类词语就显得“见外”了。另一方面，“第二语言”就
学习时间先后这层意义上说确实可以包括外语、非本族语，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包括母语。因此广义
地说，第二语言与外语的关系是包容的关系。　　西方学者们还从有无语言学习环境的角度，对“第
二语言”和“外语”这两个概念作了分工：凡是在该语言使用的环境中学习的目的语称为第二语言；
而不在其使用环境中学习的目的语则称为外语。如西方或非洲国家的学生在中国学习汉语，课堂上学
到的东西出了课堂马上就能运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非使用汉语不可，汉语是名符其实的第二语言。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课堂以外，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随时随地都能从各种视、听的渠道学到汉语。反
之，当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学习汉语就没有这样的语言环境，教师、教材和课堂几乎成了他们学习汉语
的仅有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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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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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马马虎虎，综合各派说法，其实没多少心得。不过，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本来就是覆杯水于坳堂之
上，草芥为舟，也写不出什么深刻的东东。但是本书的装帧质量实在太挫了，中间很容脱页（我和同
学们用的是正版书）。难怪大陆出版的汉语教科书，人家美国都不肯在大陆印刷，非得到新加坡。。
。这么“好”的质量怎么能循环使用五年以上呢？
2、读完，酣畅淋漓。我现在后悔本科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对外汉语了，错过了这一本好书。也许如
果当时选择了这本书我就会毅然走上了对外汉语教学的道路。我今年参与了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考试，
笔试已过，现在正在想面试要怎么准备。我觉得我最缺乏的是相关的教学经验，虽然在大三的时候去
旁边的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教过2个月的汉语，学生是他们学校的外教。但是其实也就上了四节课而已
，觉得自己没有好好准备，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个瞬间是：有一次我在讲到“文化底蕴”的这个词的时
候我实在没办法，就画了一个杯子，告诉他们这个代表文化，再画一道线，暗示杯子里乘的水是底蕴
，代表中国的哪个瓶子里的水很多，暗示文化底蕴深厚。还有一次，其中有一个问我，老师你是来自
方言区吧，当时我十分尴尬，他们能提出我的口音，天哪我的口音是有多重，说明我的普通话说的不
好啊。我的第二次对外汉语实践是我一对一辅导我本科学校的一位波兰外教，现在想起来怀念的是当
冬日夕阳洒满我们学习汉语的书桌，屋内暖意浓浓，她为我准备的茶还冒着热气，一旁还放着她特意
为我准备的杏仁饼干和核桃仁，我给她整理笔记和知识点，他说Danny, you are a good teacher。第三次
汉语辅导经历是毕业实习，我在哈尔滨滨才汉语学院当了快2个月的汉语辅导老师，帮助学生处理作
业，我接触的学生很多，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最难的就是去声和ü，现在我也记不清什么了。扯了太远
，回到这本书。这本书读起来很舒服，笔记整理起来也很顺畅，像是一本指南，像我这样的小白读下
来收获很多方法论，我觉得这本书应该珍藏，我肯定不同的时期，新教师老教师读起来的感受是不同
的。感谢刘老师，让前方的路少了些雾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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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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