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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根据系统功能语法中的语言评价框架，考察四部初级汉语第二语言教材课文
的表态度类话语，以期找出此类教材的态度话语类型和分布情况。研究发现：教材课文中最多的

是鉴赏性话语，评判性话语次之，情感类话语较少，分布不均匀。正面话语较多，负面话语少。课

文实现态度的表达方式包括使用形容词、心理动词、成语、主谓短语、感叹句、辞格、名人名言或诗

句等显性话语，以及使用从时间域、空间域和情感认知域等方面进行描述的隐性表达。课文语篇

中各种态度话语有时相互支撑，有时相互对立，产生多声互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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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　言

语言教材中显性的或隐性的态度和价值观念，会影响学生对目标语文化的态度。这种影响比

专门的文化课程更有效，因为它渗透于一切教学活动之中。（Ｃｕｎｎｉｎｇ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０３）国内也有学者指
出，汉语文化教材需要关注课文的态度（胡明扬２００４；陈瑜敏２０１０）。

本文考察分析四部初级汉语综合课教材课文的态度话语，讨论教材实现态度的表达和呈现方

式。四部教材详细信息如下：《当代中文》（吴中伟主编，华语教学出版社，２００３，简称《当代》）；《新
实用汉语课本》（刘繤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简称《新课本》）；《中文听说读写》（刘月
华、姚道中、毕念平、葛良燕、史耀华编著，Ｃｈｅｎｇ＆Ｔｓｕｉ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９，简称《中文》）；《通向中国》
（王学英、祁立庄、冯力平编著，Ｃｈｅｎｇ＆Ｔｓｕｉ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８，简称《通向》）。

态度意义系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评价框架中的一个子系统。马丁和怀特等人（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０；
Ｍａｒｔｉｎ＆Ｗｈｉｔｅ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发展了韩礼德关于语言的人际功能的思想，建立了评价框架。评价框
架由态度系统、介入系统和级差系统构成。态度系统，研究语言中情感性（Ａｆｆｅｃｔ）、评判性（Ｊｕｄｇｅ
ｍｅｎｔ）和鉴赏性（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意义的话语［１］。三者分别关注话语中表达个人情感的释放（如：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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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感动、生气、郁闷）、对人或机构的品格行为、能力才干的评判（如：善良、热情、努力、聪明）以及

对事物或自然社会符号性质、功能的评价和美学欣赏（如：哈尔滨的冰灯好看极了、云南有些地方

四季如春、汉字有点儿难）。

态度，根据积极与否，分为正面态度和负面态度。正面态度指对人的情感、人或机构的品行才

干、自然或社会事物或符号的积极态度，如“我喜欢京剧、林笛很神气、房间很干净”。负面态度则

相反，如“我最讨厌那些男足队员”、“他们平时骄傲得不得了，比赛时老是输球”、“这里的东西总是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等。

态度，程度有高有低。往高处说的，称之为“锐化”（ｓｈａｒｐｅｎ），如在形容词前加副词“很、非常、
极、十分、太”，或通过排比、反复等辞格；往低处说的，称之为柔化（ｓｏｆｔｅｎ），如在名词前加上“所谓
的、称得上”，在形容词或心理动词前加“有些、些许、有点儿”等。二者在表达态度意义时，可以体

现出言者对人、事、现象、内心情感的积极或消极评价的程度。

二、课文态度话语分析

本研究考察每部教材前４０课的课文，共计１６０篇。课文长短不一，各部教材中课文所含句子
总数分别为１４３３句、１８４５句、１５４４句和１７９０句，但总词次相近。教材读者对象都是初级汉语学习
者，目标一致，都以语言教学为目标。笔者统计了教材课文中态度话语的数量及百分比，见表１。

表１　汉语教材课文态度话语数量对比表

教材
句子

总数

态度意义

话语数／
百分比

态度

倾向

态度意义类型 程度高低

情感话语

数／％
评判话语

数／％
鉴赏话语

数／％
高程度

话语数／％
低程度

话语数／％

当代 １４３３ ３１２／２１．７７

正面 ４１／１３．１４ ６３／２０．１９ ９７／３１．０９ １１２／６４．００ ４／２．２９

负面 ２７／８．６５ ５８／１８．５９ ２６／８．３３ ４９／２８．００ １０／５．７１

合计 ６８／２１．７９［２］ １２１／３８．７８ １２３／３９．４２ １６１／９２．００ １４／８．００

新课本 １８４５ ４１２／２２．３３

正面 ５４／１３．１１ １０６／２５．７３ １５７／３８．１１ １６４／７７．７３ ６／２．８４

负面 ５／１．２１ ６７／１６．２６ ２３／５．５８ ３６／１７．０６ ５／２．３７

合计 ５９／１４．３２ １７３／４１．９９ １８０／４３．６９ ２００／９４．７７ １１／５．２１

中文 １５４４ ４６９／３０．３８

正面 ３５／７．４６ １０１／２１．５４ １７３／３６．８９ １４８／６４．３５ ３／１．３０

负面 ３１／６．６１ ８４／１７．９１ ４５／９．５９ ５７／２４．７８ ２２／９．５７

合计 ６６／１４．０７ １８５／３９．４５ ２１８／４６．４８ ２０５／８９．１３ ２５／１０．８７

通向 １７９０ ３３４／１８．６６

正面 ２４／７．１ ２ ８ Ｄ ／ ６ ． １ ２ ６ ． ／ ６ ／ ８ ９ ５ ４ １ ８ ５ ７ ７ ３ ／ １ ． ７�ç

16485 0 TD(�à)Tj0.285713 0 TD(�æ)Tj0.44506 0 TD(�æ)Tj2.472527 66 Tm24.280691 22.323843 TD(�è)Tj0.49�ì／１４７９１１０８

课文 十 十 十 船聪 笔 了 计 船 了 计 传 、 计 了 计 船 笔 度 传 船 ， 者 船 情 船 了 计 船 。 了 、 笔 船

船 一 情 船 船 文 船 不 船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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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编写的教材《当代》、《新课本》和美国人编写的教材《中文》、《通向》在话语态度类型上

无明显差异，几种类型的话语数量趋于一致，正负面态度话语的比率也大致相近。原因可能是：一

方面，初级教材功能性话题较多，多与社会言语交际行为有关，涉及对事物符号的鉴赏多，对人物或

机构的品行能力的评价也较多，而涉及个人情感方面的话语较少；另一方面，编者为了培养学生对

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好感，多用正面话语编写课文。

总体上，课文中的态度话语以表现正面态度为主，较少表现负面态度，只有《通向》中的负面评

判性话语略多于正面评判性话语。教材正面话语居多，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对汉语、中国人、

中国文化、社会、景观等各方面的态度。例如（注：下划线为单直线的是情感类话语，下划线为双直

线的为评判性话语，下划线为浪线的为鉴赏性话语，下同）：

这是大理三塔，建筑很古老


，很有名


。大理城里有很多卖纪念品的商店，导游把我们带到那儿，

希望大家多买东西。雪梅和丽莎很高兴，买了不少纪念品，而我跟柯林受不了，就抱怨说太浪费时

间了。下次你们到中国旅游找旅游团，一定要先问清楚，千万别找有“购物”的团。你们可以自助

游，那样就自由多了。

第三天，到了有名的


丽江古城


，我们非常喜欢这里。这个古城不大


，从东边走到西边不过一两

个小时。最特别的


是有一条非常干净的


小河从城中间流过。小河两边有很多商店、茶馆、小饭馆。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很有云南特色


的茶馆里喝茶，看着外边的小河，门旁的红灯笼，还有来来往往

的游客，都不想回旅馆去睡觉了。

在丽江，我们住了两天家庭旅馆。房间虽然很小


，但是很干净


，也能上网。房东还给我们做了

些家常菜，辣辣的，味道很不错


。（选自《中文》）

上面的几段话，是编者以一位美国学生张天明的身份写的博文，总共有１８处显性态度话语。
第一段开始时直接评价“大理三塔”很古老，很有名，讲述自己旅游的经历。导游将旅游团带到商

店去买东西，“雪梅 天 “ “自 自己 船 河 “ 己 名 共 共 ， ： 商， 中。 中 的
不别的 别过们 们

话 河 船 直 语 船 船 的 》 大 话 自 游 自 们 自 大 们 评 传 门 的 下 塔 耀 有 自 很 船 ， 共 总 有 干 船 船 游 《 自 船 有 船 船 我 语 古 天 “ 商 的 自 馆 干 船 ， ， 干 ” 或 游 或 传 南 话 茶 建 船 线 船 有 船 态 》 很 有 茶 语 机 ， 文 构 船 ， ， 划 性 下 线 编 会 下 船 茶 语 社 纪 导 ， ， 南 到 的 茶 的 多 多 调 语 船 传 有 船 多 ， 船 船 开 到 几 聪 错船 传 划 话 态 到 船 船 的 典 题 如 下 态 的 如 传 ， 船 房 馆 几 ， 会 下 面 船 的 ， 船 雪 纪 船 社 ， 单 小 ， ， ， 的 船， 给 词 中 ， 了 船 能 面 到 用 船 门 团 然 船 干 儿 船 船 语 很 善 的 影 船 另 南 船 船 面 话 小 涉 传 船 面 老 船 中 个 耀 总 有 船 个 中 国 评 下 多 各 别 我 理 会 船面的

显性 处显性 注 下是大 是 船 船馆我 下 我 船 船 “主 两 那 主 船 ， 船 船 我 茶 船 性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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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明：你的教授太落伍了，网上有很多资料很可靠很有用啊。网络世界又大又方便，你可以叫


外卖、购物，你可以租房子、买车……，总之，衣食住行，什么资料都查得到。


划线（单虚直线表示隐性态度话语，下同）部分通过人物张天明对网络作用的叙述，引发读者

对互联网的积极态度。

表２　汉语教材课文显性态度和隐性态度话语类型举例

态度 话语类别 例子

显性

态度

形容词（语） 非常流行、十分宝贵、香喷喷、热腾腾、乐呵呵、辛苦、认真

心理动词（语） 喜欢、郁闷、讨厌、生气

主谓短语（小句） 旅馆房间很干净，菜味道不错。

感叹句 简直太棒了！你想意思多好啊！

固定词语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毛不拔、丢三落四、自相矛盾、对牛弹琴、五颜六色、名不

虚传、杞人忧天、拔苗助长、千里送鸿毛，礼轻情意重。

辞格 三峡的景色真像是一幅中国山水画。

引用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船在水中走，人在画中游”

隐性

态度

空间域 沙漠正一年一年地向北京靠近，最近的地方离北京还不到１００公里。

时间域 李白如果活着，该有一千三百多岁了。

情感或认知域

不管是什么样的礼物，母亲们在接受的时候都会笑得合不拢嘴。

昨天，丽莎、柯林、雪梅和他约好今天一起去唱卡拉 ｏｋ，时间到了也不见他来，
……

（北京的秋天）天气很凉快，不刮风，不下雨，不冷也不热，（非常舒服）。

（一）显性态度话语

形容词和心理动词的态度意义最为典型。如宝贵、认真、香喷喷、喜欢表达正面态度，丑陋、难

过表达负面态度。形容词前面或后面的副词，表示量大的词“十分、很、非常、特别、这么、那么、真、

极、死、实在、可”，表示量小的词，如“有点（儿）、不太、有些”，说明态度的程度。形容词前加表量大

的词语，使说话者的态度更鲜明；加表示量小的词语，则有减弱自身态度的倾向。

主谓短语可以表示态度。例如“旅馆房间很干净”、“菜味道不错”。

感叹句，表达强烈的感情、评判或鉴赏。如《中文》中，柯林发现春节时门上的“福”字帖倒了，

感到很奇怪。他女朋友林雪梅给他解释后说“你想意思多好啊！”，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现象的的正

面鉴赏。而且，感叹句表达的态度，强烈程度比陈述句要高一些。

许多固定词语自身就带有某种态度倾向。如“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表现了对人或事物的极

端负面态度。

辞格也是体现态度意义的方式。如排比可以增强说话者的态度。由于几部教材均为一二年级

教材，学生汉语水平低，辞格用得较少，仅限于比喻。“三峡的景色真像是一幅中国山水画。”就表

现了言者对三峡风光的赞美，赞美的程度很高。

引用名人名言或诗句，也可以成为人们表达态度的方式。如《新课本》中人物大为引用李白的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表达游览三峡的感受。

（二）隐性态度话语

·８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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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态度通过表面上客观的叙述、描写、说明来激发读者的态度。传统文章学中的“不着一

字，尽得风流”即是这种情况。可分为时间域、空间域和情感认知域。

时间域上表现的态度话语如“李白如果活着，该有一千三百多岁了。”间接地表现了李白生活

的时间早，中国文学历史悠久灿烂。

空间域上表现的态度话语如“（沙漠）最近的地方离北京还不到 １００公里。”通过空间上的描
述，间接表现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情感认知域上表现的态度，通过人对世界的认知的描述体现出来。如对北京秋天的描述“天

气很凉快，不刮风，不下雨，不冷也不热”，表面上看不带态度倾向，实际上暗含了对秋天天气的赞

赏。

（三）二者的互动

在语篇中，显性态度话语常常和隐性态度话语伴随出现。例如：

妈妈：怎么没关系？年轻人骑着自行车上班，不是挺好的吗？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约了钱。


你

爸爸一辈子都这样。为什么你就不能向你爸爸学习呢？

女儿：都２１世纪了，还骑自行车上班！自己开车多方便，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再说，开车最


少比汽车快一倍，可以节约二分之一的时间。


您知道吗？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

妈妈的话“不是挺好的吗？”表达显性态度，接着“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约了钱”用实例说明骑自

行车的好处，支撑说话人的观点，也显示了说话人的隐性正面态度。女儿的话“都２１世纪了，还骑
自行车上班！”则表现出女儿对父辈行为的负面态度。对话立即转向了对开车正面态度“方便”。

语篇继续发展，“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再说，开车最少比汽车快一倍，可以节约二分之一的时

间。”隐性地表达了对买车的正面态度。最后用“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两句对“时间”的

鉴赏性话语，进一步说明买车的必要性和好处。

语篇在发展，态度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有的相互支撑，有的相互对立，产生语篇多声互动的效

果。

四、结　论

考察的四部高校初级综合汉语教材，态度话语存在以下特征：

（一）态度类型上，三类态度话语由多到少依次为鉴赏性话语、评判性话语、情感性话语，分布

类型不够均匀。

（二）课文的话语态度以正面为主，负面态度较少，以正面的的情感、评判、鉴赏性话语，潜移默

化地影响学习者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认知。

（三）中国人编写的教材《当代》、《新课本》和美国人编写的教材《中文》、《通向》在几种态度类

型上话语数量趋于一致，正负面态度话语的比率也大致相近。

（四）态度量级上看，教材往往对正面态度赋予较高量级，使之增强；而对负面态度赋予较低量

级，使之减弱。

（五）课文态度话语有多种，如形容词、心理动词、成语、主谓句、感叹句、辞格、名人名言或诗句

等显性话语，以及时间域、空间域、情感认知域的等隐性话语。

（六）语篇中各种态度话语有时相互支撑，有时相互对立，产生多声互动的效果。

注释：

［１］在认知心理学领域，心理学学者也将人的态度分为情感、行为和认知三个方面，马丁等人与他们不谋而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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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可能是马丁等人吸收了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将态度在语言中的实现方法提出来研究，则是马丁等人的

贡献。

［２］此行百分比为各项话语数÷态度话语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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