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海外华文教育》２０１０年第１期（总第５４期）

国别化：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趋势

　 　 　

提要　 ２００９

关键词　 　 　 　 　 　 　 　

为适应全球化背景下汉语国际推广的目标，进一步促进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深化汉

语国际教育推广的效果，由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主办、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承办、厦门大学中文系协办的“２００９年汉语国别化教材国际研讨会”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９
至２０日在厦门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国内外从事汉语教学研究与教材编写的专家学
者的倡导发起，旨在为全球汉语教材学界提供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以“探讨面向各个国

家的国别化汉语教材、实现汉语教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共收到论文８０余篇，
与会者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马来西亚、意大利等国家和中国内地、台湾等地区

共５０余家高校。两天的研讨会，汇聚了来自多个国家与地区以及中国内地各大高校包括
世界汉语教学大会理事，国内外著名高校在本领域的专家学者，全球孔子学院相关负责人

以及国内多家出版社负责人，共计１００余人，同时也吸引了国内多家媒体的关注。
１９日开幕式上，协办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李无未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郑通涛教授就本次汉语国别化教材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术主题与讨论主旨等作了报告。

厦门大学李如龙、美国夏威夷大学姚道中、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方丽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刘乐宁、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古川裕、美国圣十字大学何宝璋、北京语言大学赵金铭、台湾

铭传大学杨小定等八位专家做了大会主题报告。大会报告后，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国别

化汉语教材的需求分析与编写原则、汉语教材的立体化与数字化、汉语特征在汉语教材编

写中的运用等三个主要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广泛交流。

围绕大会的学术主题，为了讨论的深入开展，本次研讨会除了安排八位专家进行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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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外，还根据与会专家论文的学术内容进行了分组，一共分为四个专题讨论组，分别是

国别化教材编写理论究、国别化教材编写实践、国别化教学与文化因素、国别化教材的立

体化建设等。

一　汉语国别化教材编写理论认知的深化

现行的汉语教材大多是以“教师为中心”，没有从学生视角出发，难以满足学生需求，

体现在国别化教材的编写实践方面，学者们的理论认知比以往有所深化。北京大学李红

印教授指出，以往的教材编写者并不了解海外汉语学习者的实际情况，仅以编写者的母语

思维编写教材。他认为，在编写教材过程中，只有转变以往的“以教师为中心”的理念，树

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教材的国别化问题才真正具备现实操作的可行性。

“语”与“文”的关系问题向来具有争议，在汉语教学过程中何时引入“汉字”教学，确

实难有定论，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赵金铭教授以自己多年的经验出发，为汉字教学、

汉字与汉语教材的建设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认为应该根据各种类型的学生进行分别处

理，有的学生根本就不教汉字。他首先提出，汉字教学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不同于其

他第二语言教学的最大区别之一；在汉语教学中应适时进行“语”和“文”的分与合，遵循

“认”、“描”、“写”、“用”的基本步骤，使学生逐步掌握汉字的形、音、义及用法。短期学习

者应“只认不写”，专业学习者应“多认少写”，而针对学习第二语言的青少年儿童，则应本

着“先认后描，先描后写”的原则。在具体的汉字教学中，应将汉字作为完整的系统进行

教学，认识汉字时并不逐一辨认笔画，而是整个形体去认识。由此，赵金铭提出在基础汉

语教材设计应分为听、说汉语读本与读、写汉语读本两类，前者从汉语拼音出发，注重理解

与表达，多实况录音与影像，话题训练、角色扮演；后者则主要从汉字的认、描、写出发，注

重短语训练，讲究诵读，加大泛读内容。

厦门大学李如龙教授则强调对外汉语教学必须要学习汉字，并就对外汉语国别化教

材如何有效合理降低难度提出了对外汉语基础教材编写与建设的努力方向，他认为，对外

汉语基础教材的编写中应以言语为依归、以特征为方向、以常用为重点、以综合为原则、以

系列为目标，从而有效地利用规律降低难度，编写出“精品”的汉语基础教材。李如龙教

授强调汉语的特点是字词一体，以字生词，以词组句，以句成篇，主张以５００６００汉字的习
得为根基，通过拓展教学与延伸练习，将字组成词语，通过词语连缀，生出无限的句子，汉

语国别化教学中，应该抓住汉语最为根本的“字词句”特征，提高学生的语言自主生成能
力。与此相应的，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孔子学院的郑启五教授针对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

中学生特点、教学过程常见问题进行了归纳，提出应针对各类学生不同特点进行任务型教

学，并在教学中体现兴趣性与成就感，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郑启五教授提出，当前使用

的一些优秀教材还应在如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比如注重“学简识繁”、单字的鲜活组合、

会话的扩展与缩略、课文内容的配套补充与注释、多笔画难字的应对、配套歌曲的适宜选

取以及课本的印制重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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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语国别化教材的编写实践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乐宁教授以该校中文部所编写的校本教材《大学语文课本》为

例，分别从教学环境、学习者的母语与本土文化、学习者的目的与动机等三个因素入手，深

刻阐述了汉语国别化教材的适用性问题。哥伦比亚大学《大学语文课本》的选题涉及中

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汉字练习和教材习题设置不同于非华裔同学的教材，非华裔的同学注

重听说训练，教学中注重培养他们好的语感，语法教学上则注重隐性。

刘乐宁认为，面向社会不同职业不同背景学生的短期班，如孔子学院的短期班，需要

非常规的教材，这也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姚道中所极力强调的。针对不同背景的同学，哥伦

比亚大学则根据他们语言学习能力高低、需求和学习目的进行区分，为不同学习需求的学

生开设不同的课程，这些课的教材和教学方法都不同。如三年级开设有商务汉语，四年级

有法律汉语、传媒汉语、医用汉语等等课程，其中商务汉语特别侧重在“用”中“学”，而法

律汉语在教学上则以案例教学为主，每班配有一名中国律师。关于编写汉语教材国别化

的主要障碍，刘乐宁认为基础理论的先行研究做得很不够，美国、澳洲以及英国学生虽然

同为英语国家，但学生的学习习惯和文化习惯也没有研究得很透彻；成年人和非成年人在

语言习得方面的差别也只侧重于宏观的方面，微观方面的研究很不足。另外



学？郑通涛教授认为，所谓教师、教材、教法的三教，其实就是一教，根本仍然在“人”，即

教师的问题。因为好的老师，不管用什么样的教材，都能把课讲活讲好，归根结底还是教

师的问题，人的问题。教材具有工具性，汉语教材的编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汉语教学的目

标，“国别化”是为了更好地达到“影响学生文化”的目的。

台湾开南大学的曹瑞泰教授认为，“教什么”、“怎么教”、“如何学”密切连结，共构成

第二语言教学的三角体系，该体系的运作基础主要立基于课程规划与教材编制。海外的

汉语教育的课程规划与教材编制，因广布于不同的文化区尤其需着重于因地制宜与学习

对象的考虑，语言教学要结合文化因素，教材必须先行，没有能够提供文化信息的教材，语

言教学要与文化因素相结合有其困难，国别化教学则难以进行，语言和文化在汉语教学中

是相互依赖、不可分离的，因此应适当地置入文化因素于课程内容之中。台湾东海大学的

陈燕秋讲解了任务型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成功运用，来自台湾地区众多高校的研

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的报告充分体现了台湾地区对外汉语教育和国别化教材的特色。

如何实现教材国别化，意大利帕多瓦金龙语言学校校长、威尼斯大学李雪梅认为，教

材的编写，特别是如何实现其国别化和本土化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僵局，她认为一方面母

语教师国外教学经验不足，对本地文化社会不够了解，难以摆脱固有模式；另一方面，国外

本土教师又缺乏专业知识和对于汉语的了解。现在许多汉语教材只起到简单的翻译作

用，不能贴近外国人的思维和生活习惯，如果不了解当地的语言、文化、社会情况，就无法

真正地写一本适合本土的教材，也只有从外国人的文化、语言和表达习惯出发对教材进行

本土化改进，才能使教材具备实用性，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厦门大学严越利用对《语言

自迩集》的特点进行分析后指出，该书编写对教材编写有很好的启发作用。是本体研究

成果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很好说明。肖宁遥的“江湖汉语”的教材语言使用论文，给与会

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反以往的“庙堂汉语”的做法，她认为流行的社会语言应该作为汉

语教材与教学的一个重要来源。

四　汉语国别化教材的立体化建设

立体化教材的含义应该有三：一是教材介质的立体化，包括影像材料、语音材料、网络

材料、数字化材料等，二是教材种类的立体化，包括课堂教材、辅助教材、工具书研制等；三

是教材编写组织的立体化，包括校际合作、地区合作和国际合作等。厦门大学朱芳华以编

写供老挝学生使用《汉语教程》为例，详细论述了如何编写国别化教材。从合作过程的协

商到书稿的多次修改与试用，包括内容选定、图片收集等是国别化教材完成辛苦的必经之

路。

美国夏威夷大学姚道中教授就如何正确处理学生分类与汉语教材编写之间的关系这

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究。他首先将汉语学习者分为常规学生与非常规学生，前者通常指

常规学校的学生，后者指一般的社会人士，如夏威夷旅游景点的出租车司机、旅馆前台接

待、餐馆服务员等，他们通常有自己的职业，不能专门进行汉语学习，其学习汉语的目的通

常是出于工作需要。这两类学习者具有不同的学习性质、学习目标与学习方式，因此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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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息息相关的。郑泽芝等人对外汉语教材词语注释模式进行研究认为教材编写的注释文

本是考量教材编写成功与否的依据之一。

日本大阪大学的古川裕教授在报告中认为，现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老师都

在编很有特色的立体化的教材，除了纸质教材以外，也需要应用很多科技手段，这是２１世
纪汉语教学的一个新的突破。古川裕介绍了２００８年度日本ＮＨＫ教育台电视中文讲座的
内容、教学性质及其对汉语学习者起到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该讲座的具有三大亮点：通过

感性掌握汉语语法；通过电视画面，提供地道的汉语；通过课本，提供丰富的辅助性教材。

由此为汉语教学和教材编写以启示：应加强学习者对语法的感性认识，使其通过感性的层

面来认识语法，而不是死记硬背语法规则。古川裕同时认为，作为大众化媒体的电视平

台，它的普及性远远超过了其他媒体，这对汉语国际推广的作用巨大。即使对中文不感兴

趣的观众通过这个节目学会几句汉语，喜欢上汉语，这是一个潜在的可能性，对外汉语教

学还有培养汉语兴趣的责任。通过电视等媒体的网络教学，目前的网络教育发展空间还

很大，国家应该好好地去开发它们的潜力。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的日本留学生内藤美

和报告的论文《＜看动漫学汉语 ＞对日初级汉语教材编写刍议》是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
院王虹教授负责的对日初级汉语开发组的研究成果之一，引发与会者的兴趣。该课题组

调查了中日两国初级汉语教材等方面的情况，在征得两国汉语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分析了

厦门大学日本留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的难点与对策，并结合目前开发的切身体验，针对

如何开发对日汉语初级教材，采用何种有效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开发组的看法和建议，课题

组也介绍了该课题组对日中高级立体汉语教材的开发研究情况。

台湾东海大学的陈燕秋、中央民族大学的叶婷婷、厦门大学的俞云红等六位学者就对

外汉语教材以及工具书的编写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建议。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方丽娜

教授在大会报告中认为，编写教材必须充分考虑到教材内容是否符合学习者的喜好、能否

满足学习者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教材的文化取向是否认同等等，同时提出教材编写必须

与师资培训工作相结合，客观处理教材中语言与文化的互动问题，教材语言与当地文化互

动的建议。她以台湾和新加坡合编教材《悦读华文，细品文化》为例，图文并茂地展示了

跨国跨地区合作编写对外华文教材的研究成果，重点论述了建立长期合作的跨国教材编

写团队的必要性。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宏丽建议有关教学及派出单位联合起来，扩大研究

对象和样本，收集更多的国际汉语教师的课堂教学案例，将其系统化整理，早日推出面向

各国中小学的精品汉语教材。此外，何宝璋等人详细介绍了《Ｒｕｔｌｅｄｇｅ现代汉语课程》这
一汉语国别化教材的性质、课程设置与安排、课本内容等方面的特点，并列举了一些课文

实例以呈现这一教材编写过程中的实际做法。

五　本次研讨会形成的共识

本次研讨会上，许多专家阐释了汉语国别化教材编写的新理念，都引起了与会的专家

学者的热烈反响与共鸣，虽然近些年来国内外汉语教材学界在教材编写上投入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但许多教材出现“水土不服”。当前能够适应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汉语学习

·６·



者的教材仍然缺乏，一些专业课程的教材急需完善。本体研究得到的理论性成果如何应

用到汉语教材的编写和课堂的教学之中，在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中发现的问题又如何提

高到理论的高度来进一步研究，这两者的结合是今后的一大课题。

通过研讨，与会的专家学者形成了许多共识，总的来看，可以归结为以下“五个重

视”：

（一）重视国别化的文化表征与各国的教育体系，需求调研第一

当前的国际汉语教育教材，大多数是以编者理念、方式、方法为主导本位编写而成的

通用性教材，难以满足不同国家、地域、环境里的汉语学习者的不同需求，教材国别化背后

隐藏的是多元文化的现实，是各个国家的教育体系特征，所以，研究国别化的文化表征与

各国的教育体系，应该成为需要长期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认为应该形成举办国别化教材

会议的长效机制，由国家汉办牵头，定期举行，成为教材编写专家的交流平台。

（二）重视国外非常规学生的学习需求

应该根据国外学生语言学习能力高低、需求和学习目的进行区分，为具有不同学习需

求的学生开设不同的课程，这些课程的教材和教学方法都应该有所不同，这些非常规的学

生的需求应该引起教材编写者的高度重视。随着汉语国际推广的不断深入，汉语学习者

越来越多元。即使在同一文化区域内同样存在不同层次的学习者，由于年龄、知识背景、

职业的不同，各自具有不同的学习目的、学习要求以及学习环境。从年龄段来分，大致可

分为成人学生和非成人学生两大部分，这两类学生在语言能力与心理结构上具有较大差

异；按照语言背景的不同，可分为华裔学生与非华裔学生，他们在学习目标与汉语基础上

具有较大差异；按照学习性质与学习环境的不同，可分为常规学生与非常规学生，他们在

语言的学习过程，学习内容及方法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而在常规学校学生中，又可分

为普通学校学生和精英学校学生，这两类学校在教学目标与教学质量上都有很大不同。

因此，试图编写一部适用于所有国别、所有学习者的汉语教材是无可能的。“国别化”的

汉语教材正体现出明确的使用对象与教学目标，与学习者文化背景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

等特点，即汉语教材针对性的要求。

（三）重视网络传播媒介的巨大作用

面向国外应该采取多种形式与手段大力开展网络汉语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国外的

学习人群，培养汉语学习的兴趣，形成未来汉语学习的潜在群体。现代技术手段为对外汉

语的教学双方提供了便利和快捷的资源利用平台，多媒体汉语教材、网络教材等基于现代

化技术手段的汉语教材的运用，可充分调动学习者多种感官参与，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也

为教师的教学提供巨大便利。对国别化汉语教材而言，现代化技术既可运用于教材开发

过程，也可作为教材呈现形式。尤其在跨国合作编写国别化汉语教材过程中，网络教材编

写平台的运用可为异地协作编写提供在线编著与交流环境，而教材编写软件、拼音标注、

汉字编码转换、文字校对等软件的运用也为国别化汉语教材的编写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张健博士从如何开发汉语教材的立体化方面详细地提出了规划与方

案。

·７·



（四）重视校际合作、地区合作和国际合作等，各国家、各地区和各个高校应该联合起

来，打破壁垒，集中利用多方的优质学术资源，进行汉语国别化教材编写与建设

从现有汉语教材编写团队来看，大多是由国内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教师组成，其优势

是能将丰富的教学经验融入到教材中，但同时，国内学者和汉语教师对非汉语环境下的汉

语学习者的需求了解存在一定局限。而海外汉语教师与学者由于长期从事非汉语环境下

的汉语教学的研究，对当地人的思维模式、学习需求及文化背景了解较深入。如果双方合

作进行编写，可以各展所长，达到优势资源互补，从而保证对外汉语教材的高质量和实用

价值。

应当注意的是，尽管现在国外已经出现了中外合作编写的汉语教材，但由于参编的外

籍学者达不到参编汉语的水平，仅仅只是起到了翻译的作用，所以形同虚设。因而，对外

汉语教材在以国内编写队伍为主的同时，应吸收国外的一流学者———那些具有多年教学

经验、专业知识强、精通本土语言和谙熟本土文化的优秀本土教师。

（五）重视建立国别化教材评价指标体系

随着学界对国别化汉语教材的日益重视，以及在老挝、缅甸、日本等国的国别化教材

编写实践的开展，国别化汉语教材的编写已成为汉语国际推广工作中的重要部分。然而

迄今为止，对国别化教材应如何进行效果评价与评估还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如能建立起

能全方位、多维度的国别化汉语教材评价指标体系，将教学设计、内容安排、学习效果、教

师支持等各因素纳入该体系内，必将使国别化汉语教材的编写更具规范性、科学性，提高

其编写效率与使用效果。

国别化教材设计的需要新理念，不同地域汉语教材编写中存在的共性与差异，跨国合

作编写国别化汉语教材是重要的途径，国别化教材编写中应遵循一系列的原则，需要对外

汉语专家不停努力，为国别化教材的编写提供建议与批评。需要一个长期的教材编写组

织，以协调教材编写的进度，共享各自占有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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