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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韩汉语教材现状与编写原则

吕文杰

（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　要：对韩汉语教材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在中国留学的韩国人使用的汉语教材，一是韩
国本土使用的汉语教材。目前两者都很难满足韩国人的实际学习需求。国内通行的教材主要是

针对英语母语国家和地区的学习者编写的，很难适应非英语国家，特别是日韩这些汉文化圈国家

的学习者；同时教材品种少，难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特点、不同目标的学习者的需求。韩国本土

使用的教材一部分是从中国引进的，这部分教材存在引进随意性大，缺乏连续性，教材老化等更多

问题；至于韩国本土编写的教材，则问题更为突出，包括：存在大量词语、语法、注释方面的错误；编

排不规范；会话材料中存在大量人工语言，交际价值不高。对此，我们提出了编写高水平对韩汉语

教材的原则：突出针对性，体现出韩国语母语者习得汉语的独特性；体现实用性，要做到“四个贴

近”；加强科学性，编写包含不同层次，满足不同需求的系统教材；重视趣味性，让师生快乐学习。

关键词：国别化；汉语教材；编写原则；对韩

中图分类号：Ｈ１９５．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２２２５６２９６（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７６０７

我国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近二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学科理论体系日

臻完善，师资队伍空前强大，教学实绩可谓丰厚。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的教材建设也取得了累

累硕果，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国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共出版各级各类对

外汉语教材近千种，再加上国外同行编撰的教材，数量就更为惊人了。而且教材种类不断丰富，教

材质量不断提升，基本满足了国际汉语推广的各种需求。

但与蓬勃发展的国际汉语推广事业和持续升温的汉语热相比，目前的国际汉语教材建设在理

论和实践方面还 近 的材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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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内学习汉语的人数也是持续高涨，除了大学的中文专业外，很多中学、大学都将汉语作

为必修课，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在韩国也很受欢迎，此外，韩国还有许许多多专门讲授汉语的学院，

很多韩国人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汉语。

韩国本土使用的教材一部分是从中国引进的，这些教材多为得到学界认可的经典教材，但由

于编写的时间较早，与现在生活脱离、老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教材都是通用性教材，无法韩国学

生习得汉语的特性。此外，韩国在引进汉语教材方面还存在随意性大，没有考虑初中高级的配置，

没有很好的教学连续性，内容上有些是重叠的，有些是脱节的，缺乏系统性等诸多问题。为解决这

些问题，最近国内出版了一些新教材的汉韩语对照版，比如《新实用汉语课本－韩国语版》②等等，
但还是没能很好解决对韩汉语教材针对性的问题。

至于韩国本土编写的教材，存在的问题就更为突出了。吕文杰、白水振（２００７）曾详细考察了
当时韩国部分大学使用的六本代表性的初级口语教材③（其中大部分兼有综合课教材的功能），从

科学性和交际性两各方面指出了这些教材需要改正或改进的地方。直到今天，这些方面基本没有

明显的改善。现将这些问题概括结如下：

１．教材中存在大量词语、语法、注释方面的错误。④错词如“农人”、“伞子”、“原子笔”、“豫
习”等等；错误的句子，如“今天谁来祝我的生日”、“我还没遇到他了”、“我的同屋很学习努力”、

“英国教见面佛教，真有意思”、“我把课本统统背住了”、“刮风了，快把窗户关吧”等等。

２．编排不规范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主要包括：（１）拼音是标注本调还是变调不统一，拼音没做
到按词连写；（２）生词选择随意性大，没按照难度等级编排，词语超纲严重，生词的注释与课文中的
用法不统一，同一个生词在多篇课文中都作为生词处理。

３．会话材料中存在大量人工语言，交际价值不高。有的对话缺乏真实性，有的对话与学生实际
水平不相符。例如：

对话一：

Ａ：你好吗？
Ｂ：我很好，你呢？
Ａ：我也很好，谢谢！再见！
Ｂ：再见！（１９）
对话二：

Ａ：今天星期几？
Ｂ：今天星期一．
Ａ：明天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
Ｂ：明天星期二．（３４）
对话三⑤：

Ａ：请问，您贵姓？
Ｂ：我姓金，叫金惠美。
Ｂ：你的名字，怎么写？
Ａ：金是黄金的金，惠是贤惠的惠，美是美丽的美。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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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嗬，好名字。
４．练习种类单调，数量有限，达不到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成技能的目的。
５．教材缺乏针对性。在我们考察的几种教材中，除了有的教材针对韩国学生的特点安排了繁

体字和简化字的对照之外，其他方面都没有体现出针对性。

通过以上对韩国学生多用教材的现状来看，无论是我国通行的教材，还是韩国国内编写的本

土教材，都不能有针对性地满足韩国学生的汉语学习需求，而韩国学习者又是目前我们最主要的

教学对象之一，因而编写出一系列适合各级各类韩国母语者适用的有针对性汉语教材迫在眉睫。

如何才能编写出优秀的对韩汉语教材呢，我们应遵循哪些编写原则，采用怎样的编写方法呢？

二、对韩汉语教材的编写原则

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

赵贤州（１９８８）提出了针对性、实践性、趣味性、科学性四个原则，吕必松（１９９６）提出实用性、交际
性、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针对性六个原则，刘繤（２０００）总结出教材编写的针对性、实用性、趣味
性和科学性四条原则，这四条原则逐渐成为教材编写者的共识。对韩汉语教材作为使用对象相对

明确的国别化教材，其编写也应当在遵循这四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突出其国别化的特点。我们

认为一套优秀的对韩汉语教材应至少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出针对性，体现出韩国语母语者习得汉语的独特性

对韩汉语教材的使用者都是韩国人，他们在习得汉语的进程中有更多的共性，这些共性既遵

循着汉语习得的一般规律，又包含着韩国母语学习者习得汉语的特性。对韩汉语教材理应在突出

特性上做足文章，加速学生们习得汉语的进程。韩国学生汉语习得过程的特性，很多学者都做了

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就要充分利用这些成果，使我们的教材更加好用。语音方面，除

了声调以外，韩国学生声母学习的难点主要包括唇齿音ｆ的听辨和输出、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的听
辨和输出、舌尖后音与舌面前音的听辨和输出、舌面前音与舌面后音的听辨与输出、舌尖中音 ｌ与
舌尖后音ｒ的听辨与输出；韵母学习的难点主要是ｏ与ｅ的输出、ｕ与ü的听辨与输出、ｏｕ与ｕｏ的
听辨与输出、前后鼻韵母的听辨与输出。汉字方面，韩国学生具有很大的优势，对外汉语教材编写

当中让很多学者纠结的拼音和汉字的关系问题在对韩汉语教材中就不存在了。词语方面，韩国语

中存在的汉字词一方面有利于学生掌握汉语词语，但另一方面，韩国的有些汉字词和现代汉语的

词语在字形、语义和用法方面又不完全相同，有时候会影响汉语词语的正确习得，这点需要特别注

意。语法方面，汉韩对比研究的成果已能很好的预测和解决韩国学生习得汉语的偏误问题，这些

成果应在教材中充分体现。

同时体现出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特点，体现出不同学习目的的客观需求。比如，韩国国内中

小学的汉语教材明显不同于大学的教材，在中国国内的韩国中小学的教材既不同于中国国内大学

的教材，也不同于韩国国内中小学的教材。

（二）体现实用性，要做到“四个贴近”

教材中的内容要做到贴近中国的生活、贴近韩国的生活、贴近中国的习惯、贴近韩国的习惯。

教材中的语言材料要来源于真实的生活，避免那种为教学而设计的教室语言，避免与事实差距较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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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或者日常生活中难以发生的语言，教学中学到的语言能马上运用到实际交际中，使学生时时感

受到切实的收获。教材努力贯彻任务型编排模式，使教学过程交际化，为学生提供尽量多的实际

运用汉语的机会。

需要重视的一点是，在韩国本土使用的教材，应适当增加练习的数量。练习是陈述性知识转

化程序操作性知识必经的过程，好的教材必将是一本精心编辑的练习活动书。增加练习数量，为

学生提供充分练习的机会，以尽量弥补在韩国汉语语言环境缺失的缺陷。

（三）加强科学性，编写包含不同层次，满足不同需求的系统教材

从宏观上看，要做到科学性，教材语言首先要规范，是通用的汉语；选用的素材必须贴近生活；

内容的组织编排符合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习得和教学规律；词语、语言点的分布要均匀合理，难

点分散；解释语言要准确、简明，避免误解；横向教材相互配合，纵向教材紧密衔接，彼此独立，又形

成系统。

从微观上看，科学的对韩汉语教材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１．选文、会话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材料，或根据需要稍加调整。
２．生词符合难度等级，数量合适，生词解释建议采用双语结合，然后搭配举例，扩展为例句的模

式。这样可以补充释义的不充分，还可以展示典型用法，熟悉其具体应用环境。释义要简洁、准

确、符合学生的实际水平，不求全面，只求典型，能说到点子上，具有针对性和预见性。例句做到典

型，能充分体现它的意义、功能及分布；简单，不能增加学生的负担；实用，是生活中实际实用的例

子，要贴近学生的生活，交际中常用；中性，避免因文化差异、宗教、政治等原因带来的不必要的麻

烦，也要符合学生的年龄身份思维特点。

３．关于语法项目的选择，尤其是基本句型的确立，我们赞同卢躈波（２００５）提出的原则，即句型
的常用性（包括数量上的高频性、范围上的普遍性、时间上的当代性）、句型的规范性、句型的基本

性（有一定的概括性和典型性）、句型的针对性（考虑学习者的交际需要）。

４．练习要充足，杨惠元（１９９７）曾指出“新一代的教材应该就是一部精心编排的练习集”。要从
机械型练习，过渡到技能型练习，再到交际性练习，层层深入，保证练习材料的数量和效果，力争让

学生能在课堂上将所学内容转化为自己的交际能力。

（四）重视趣味性，让师生快乐学习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优秀的教材定能引导师生沉浸在学习的愉悦之中。年龄越小，对兴趣的

依赖也越大，中小学教材的趣味性应当比成人教材更直接，更具体。教材的趣味性和实用性、交际

性密切相关，教材的内容是学习者关心的，传授的技能是学习者急需的，提供的活动是学习者乐于

参与的，教材的形式（版式、装帧、颜色、配图）是学习者喜爱的。作为对韩汉语教材，可以适当增加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增加学生的认同感，激发更为浓厚的学习兴趣。

要遵循以上原则编写一系列高水平的对韩汉语教材需要中韩两国相关专家通力协作，精心打

磨。首先我们要组成一个专家队伍，这个队伍包括韩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官员、韩国汉语研究专家、

韩国的一线汉语教师、中国汉语专家、中国对外汉语专家、一线教师，然后对现有汉语教学和学习

理论、韩国学生习得汉语理论、汉语教材编写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学习现有成熟教材（汉语教材和

其他语种国别化教材）的编写经验基础上，广泛征集一线教师使用汉语教材的实际体会，由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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