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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自 编 对泰 语法教材


——

简
介 ( 基 础 现 代 汉语语法 》


马 杜娟


提 要针 对泰 国 皇 太后大学 汉语教学 的 实 际 , 爰门 大学 志 愿 者 教师 在 泰 编写 了


《基袖现代汉语语法》这一内 部 教材 , 本
文对教

材 的 编 写 背 景 、 内 容 、
体

例 编 排 、 特
点


作

一

介 绍 。


-
编 写 背 景


语法 是语言 学习 者 必备 的
一

种 知 识, 针 对 外
国

学 习 者 学 习 汉语的 需要, 国
内

陆
续出 版


了

一些对 外汉语语法
教 材, 这些 教 材都 从教 学 语法 的 角 度 出 发 , 结 合 汉语 本 体 语法的 特


点 ,
对 汉语 语法

做
了 深 入浅 出 的

讲
解 。 但 是 , 由 于语 法教 学 在 不同 的 环境 有 不同 的 特点 ,


特 别
是

在
国

外 的 对外 汉语教 学 中 , 学生 的 国 别 单一
, 更需 要一

套 适合 本 国 特 点 和 本 校学 生

7 ] C 平 的 语 法书 。 教 材 的 滞 后 使 汉语 教 学 的 课程 设置也受 影响 ,很多 大 学往 往只 有 综 合 、 听


力 、 阅 读 等 主干 课,
而缺 少口 语、 语法 、 文 化 等 相 关 的 课 程 , 课 程 体 系

不
够 完 善 , 教学的 成 果


也因 此
大

打 折
扣 。


泰 国 的 汉语 教 学 巳 具规 模。 本 人所 在 的 皇 太后 大 学 位 于泰 国 北 部 清 莱 府, 这里不 仅


有 中 文 系
, 而且有 诗 琳 通中 国 语言 文 化中 心,

是
泰

国 开展汉语教 学的 著 名
高

校
, 每 年 都 吸


弓 丨 着 莘 莘 学 子前 来 求 学
,

这 里
从

2 0 0 3
年 开始 招 收 第

一批商
务 汉 语专 业 的 学 生以 来, 至今


学生 总
数

已 达到
近3 0 0 人,

可 是,
语 法课 却

迟
迟 没有 开 设,

主 要原 因 就 是 缺
乏

合
适的

教材 。


皇 太 后大 学 中 文 系 商 务 汉语专 业二年 级 ( 下) 的 汉语 教 学处 于从 语法阶 段向 短文 阶


段的 过 渡 时 期 , 开设专 门 的 语 法课 来 系
统

化 语 法知 识, 对于短文 阶 段 的 学 习 是大 有 益处


的 。 在
一些教师 的 提 议下 , 我 们 决 定 自 己 编 写一

本 适用于本 校学 生的 内 部语 法 教 材 , 以 满


足 本 校 汉语 教学 的 需要,
我 接 受 了 这 个任 务 。


二
内  容


《 基 础 现代 汉 语语 法》 首 先是一本 介 绍 现代 汉语 语 法基础 知 识的 语 法书 ,
因 此在 内

容


的 选择 上要考虑 现
代

汉语语法的 系 统 性
,

即 要体 现现
代

汉语语法 的 整 体 构 架 。 根据这一
原则 , 本 书 四 章
几乎 涵 盖 了 现 代 汉语 语法 的 所 有 重 要内 容 , 并 且在第

一
、 二

章
安 排 了

“

现


代
汉 语 概 述

”

和

“

现 代 汉 语 语 法 概 述

”

这 两 个
内

容
, 目 的 是为 了 让 学生 对 现

代
汉语有一

个


清 晰 认
知

, 复
习 巩

固
他 们 已

有 的 语音
和 词

汇知 识, 并 在 此基础
上对语法 作 进

一步的
阐 释。


第 三、 四 章 是 重 点
,

介 绍
词 法和

句
法

的 知
识 。


《基础 现代 汉语语 法 》 同 时 也是
一本针 对 泰 国 皇 太 后大 学中 文 系 学 生而 编 写的 对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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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语 法 和
理

论 语 法 有 着 很 大 的
不

同 , 它
源于 理论语法 又与 对


外汉语教
学

实 践紧 密 结 合 , 因 此在内 容 的 选择 和编 排 上要以 理论语法为 根本 , 在 阐 释语法


知 识的 同 时 又要从 对外 汉语 教 学 的 角 度 考 虑 , 少讲理论而
多 讲用 法 , 深

入
浅 出 , 本 着 既能


贯通已 学过 的 零碎 语法知 识,
又能

强 化 对汉语语法的
系

统 化 认识、 真 正掌 握语 法基本 规则


的 目 的 , 提 高 学 生 运用 汉语的 能 力 。


本 校商 务 汉语 专 业的 学 生 大 部 分 在 人 学时 没 有 汉语基础 , 其 他 的 课 业负 担
也比

较 重,


因 此
我

们
在

内 容
的 取舍 和

详 略
的 安

排 上
, 把学 生 的

实
际

情 况作 为 考虑
的 重 要 因

素 之一

。


根据 学 生的 实 际 消 化 能 力 , 选 取具有 代 表 性 且学 生掌 握 欠 佳 的 语 法 项目 精 讲 精 练 ; 对 于重


要 的 但 学 生 已 基本 掌 握 的 项 目 只 是 略 讲 , 主 要 在 练习 中 复 习 巩固 ; 对 于 不易 出 现
使

用 偏 误


的 项 目 , 略 去 不讲 或

一
带 而 过 。


下 面详 细 阐 述本 教 材 在 内 容 方 面 的 安 排 。


(
一

) 讲 解 部 分

1 . 现代 汉语 概述

本 教材 第

一
章 是现代 汉语 概 述,

讲
解 现

代
汉语的 基

本
知 识一^

语 音 、 词 汇、 语 法 及 其


特 点 。 我 们 做 这 样 的 安 排 , 是 因 为 本 校 学 生虽 已 有

一

年 半 的 汉语 学
习 经历,

但
在

运
用 语音


和 词汇知
识

时
还

经常 会 出 现错 误
,

本 章
通

过简 练 归 纳 现代 汉语语 音 、 词 词 的 基 本 知 识和 特


点 ; 进

一

步
引 出 语 法这

一

概 念 , 以 旧 带 新 , 使 学 生 在 复
习

旧 知 识的 同 时 对现 代 汉语 有

一
个


整 体 的 认 识 。


2 . 现 代 汉语 语法 概述


本 教 材 第 二章 是 现 代
汉语语 法 概 述 , 讲 解 现代 汉语 语法 及其 构 成 、 语法 分 析 和 语法单


位 、 现 代 汉 语 语 法 的 特 点 , 另 外还简 单 介 绍 了 进 行语 法 分 析 时 常 用 的 五种 基本 关 系

——

主


谓 、 偏 正 、 联 合 、 述 宾 、 述 补
,

这 五种 关 系 是 贯穿 汉语语法的

一
条 主 线

,
在

词
、

词 组 、 句 子中 均


有 体 现, 也 是汉语 意 合 特点 的 主 要 表 现 , 在 教 材
中 突 出 说明 这一点 , 对于教 师 的 教 学和 学


生 的 学习 都 有 很 大的 帮 助 。


3 . 词 法

本 教 材 第 三章 是 词法 , 共 分 三节 , 分

别 讲
解 词的

构
成 、 词类 和 词 组。
词的 构 成 主 要讲 解汉 语基本 的 构 词 法 知 识

,
其 中

以
复

合
式

合 成
词 为 重 点 , 详 细 讲解 复


合 式 合成 词 的 五种 内 部结 构 组合 关系 。 由 于汉语词 中 复 合 式 合 成词 的 比 例 大 ,规律 性强 ,


且
使

用频 繁 , 学 习 它 的 结 构 知 识和组合 规律 对于猜 测 词 义 、 扩 大 词 汇 量
都

有 帮 助 。
词类 分 为 实 词 和 虚词 两部 分 。 名 词 、 动 词、 形 容
词 和 副 词 在 句 子 中 的 语 法 功 能 强 大 ,


量词 与 名 词、 动 词 的 搭 配 问 题 是 学 生 的 难 点 之

一

,
所 以

实
词 部 分 以 名 词 、 动 词、 形 容 词、 副


词 、 量词 为 重点 , 另 外 在 动 词 的 讲 解 中 还
专 门 突 出 能 愿动 词 , 突 出 它 和

一

般 动 词 的 不同 ,


避免 学生 出 现 使 用上的偏 误; 虚 词部 分 讲解 介 词、 连
词

、 助 词和 语 气 词 , 其
中 介 词 和 连词 是


重 点
,

并 有 对常 用 介 词
、

连 词 的 对 比
讲

解 ,
使

学 生 深
人

体
会 其在

句
子中 的 功 能 。


词 组 在 语 法教 学 中 起 着 中 流 砥柱 的 作 用 ,语法 教 学 的 本 位 思 想 是 研究 者 讨论的 热 点
之一, 有

“

词 本 位
” “

句 本 位

”  “

词 组 本 位

”  “

小 句 本 位

”

等
, 我 们 认 为

词 组作 为

一
种 特 殊的 语


法
单

位 , 在 汉语 学 习 和 语法 教学 中 的 作 用 不 能 忽 视 , 按 照

“

词 组 本 位

”

的
思

路 进 行 教 学 , 可


以 把汉语语法 的 精 髓体现出 来 ,
达

到 纲 举目 张的 效 果 。 因 此
, 在 词组部 分 , 我 们 首 先讲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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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讲了 词
组

的 层次 划 分 和 歧 义 , 最 后 着 重 讲解 了 表


示 比 较和
强

调 的 常 用词组及其组合 , 使 学 生对词组从 基本 概 念 到 用 法 都 有 了 深 人地了 解 ,


既 复
习

了
构 词法的 基本知 识, 又为

句
法 的 学习

打 下 了 基础 。


4 . 句 法


本 教 材 第 四 章 是 句 法 ,共分 四 节 , 分 别 是句 子 成 分 和 层次 分 析 、 句 子 的 分 类 、 单 句 、 复


句
。


句 子成 分 主 要 讲解 主 、 谓 、 宾 、 定 、 状 、 补 六大 句 子成 分 , 说 明 可 以 充 当 这 些 成 分的 词或


词 组 , 其 中 多 层定 语 、 多 层 状 语 的 排 序
,

补 语的
分

类 和 用 法 是
讲

解 的 重 点 , 在
此 基

础 上进

一


步
介

绍
分

析 句 子 成
分

的 方 法

——

层 次 分 析 法 , 把 语 法 知 识 运 用 到 操 作 层
面

上 来 。 这
一

节


是 句 子 内 部 结 构 的 基本 知 识讲 解 , 为 后面 的 单 句 和 复 句 打 下基 础 。


句 子 的 分 类 主 要 讲 解 根 据 两 种 标 准 划 分 出 的 句 子 类 别

一

句 类
和

句 式 ,
句 类 在 本 节


做
了

详 细 讲 解 , 其 中
以

疑 问 句 的 讲 解 为 重 点 , 主 要 讲解 疑 问 句 的 几种 类 型及其 使 用, 句 式


在 本 节 只 是 作 了 归 类 , 使 学 生做 到 心中 有 数 。


单 句
和 复 句 是 本

章
的

第

三 、 四 节 , 在 上节归 类 的 基础 上作 详 细 的 讲 解。 单 句 部分 首 先


讲 解 了 主 谓 句 和 非 主 谓 句
,

接 下
来 用大 量 篇 幅 讲 解 泰 国 学 生 较 难 掌 握 的 几 种 单 句 句


型——

把 字 句 、 被 字 句 、 连 动
句

、 兼 语 句 、 存 现句 , 着 重介 绍
其 用

法
, 使

其 语
法

特 点 通过例
句


充 分 展现出
来

。 复 句 部分 首 先 讲 解 了 复 句 的 特 点 和 分 类 , 并 列 复 句 和 偏 正复 句 是 讲解 的


主 要内 容 , 并 对 每 种 复 句 中 的 小 类 和 所用 关 联词语 作 了 说 明 和 归 类 ,
还

着 重
讲

解
几组常 用


关联 词 语的 用 法, 然 后
讲

解 了 紧 缩 句 的 知 识和 多 重 复 句 的 层次 划 分
问 题, 使 学 生 把 复 句 的


知 识融 合 在 对具体 句 子的 分 析之中 , 提髙 他 们 活 学 活用的 能 力
。


( 二) 练 习 部 分


1 . 总 体 设计


本 教材 前两章 是 概述 部 分 ,
以

教 师 讲 授 为 主 , 只 设置
了 较 少 的 思 考 题

,
后两

章
是练

习


的 重 点 。 后 两章 的 练 习
分 两类 , 课 堂 练 习 和 课后 练 习 。 考 虑 到 本 校 学 生 的 实 际 情 况和 课


时 的 安 排 , 每 周 三课 时 的 语 法 课 , 当 堂 的 练 习 和 消 化 至关 重 要, 因 此我 们
把 课堂

练
习 作 为


主 要 的 练 习 形 式
,

打 破以
往 练

习
设 计 的 局 限 ,

采
取 边 学 边 练 的 形 式, 即 练 习 的 设 计 不受

章


节 的 限 制 , 紧 跟在 需 要 练 习 的 内 容 之 后。 另 外 , 在 重要章 节 的 后 面,
还设 置了

一些习 题, 这

些习

题 可
以 供 学

生
课下复 习

和
巩

固
所 用 。


2 . 题型
课堂练 习 题型 的 设计 结 合 需 要 练 习 的 语 法 点 灵活 安 排 , 既 追 求 同 类 练 习 题型 的 相 似


性
,

有 助 于教师 课堂 上的 操 作 , 也照 顾到 学 生的 学 习 心理略 作 变 化 。 例 如 词类 部 分 的 练 习


主 要有 找 出 句 子中 的 某 种 词 、 在 句 中 的 横 线 上填 上合 适的 词、 为 句 后括 号 中 的 词 选 择适 当


的 位 置三种 形 式 , 根 据 不同 的 情 况 安
排

不
同

的
形 式 , 这些练

习
要 求 书 写 的 内

容
不多 , 可 以


节 省 课堂时 间 ,
便 于操作 。 又如 在 句 子成 分 部分 , 主 、 谓 、 宾 、 定 、 状的 练 习 保 持

一致性, 均


是 找 出 句 中 的 指 定 成分 并 说出 由 何 种 词或 词 组充 当 , 而 补 语 部 分 的 练 习 设置了 选 择合 适

的 补 语填空 、 为 句 子 填 上适 当 的 补 语、把述 补 词组改 成带 可 能 补 语 的 词 组 等 几种 形 式,


课 后 练 习

一
般 是 几种 语 法 知 识 的 综 合 练 习

, 题型
的 设计 更 灵 活 , 用 到 的 题型 有 说明 词


类
/ 句 类

/

句 式 、 修 改 病 句 并 说 明 原 因 、用层 次 分析 法分 析 句 子、 分 析 多 重 复 句 、 使 用 关联 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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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些练 习 主

要
考 察 学

生
综 合 运

用 语法
知 识的 能

力
'

比
课 堂练

习
的 难 度 稍 大 。


3 . 题量


根据 对 外 汉语 教 学

“

精
讲

多 练

”

的 原 则 , 本 教
材

总 的 练
习

题 量
不

小 ,
几

乎 占 到 了 教材


篇 幅 的
三

分 之

一
, 但 是 由 于 课堂 练 习 设 置比 较 灵活

, 所以 每 个 小
练

习
的 题量又不是 很大 ,


适 合 课堂 对 所学 的 语法 知 识进 行 操 练 , 大 约 用 课时 量 的
三

分
之一

就 可 以 完 成 。 课 后习 题

量 大 小 适 中 , 给 了 教 师

和
学

生选
择 的

空
间

。


三
体 例 编 排


教 材 在
体

例 编 排
上

追 求 精 炼
,

共
四

章 , 第

一
、 二章 为 概述 部 分

,
第

三、 四 章 讲 解 词 法 和


句 法 , 练 习 紧 跟
讲

解 , 分 为 课堂 练 习
和

课 后练 习 两类 。 教 材 前 面 有 编 写 和 使 用 说 明 、 主 要


符 号 说 明 , 后 面 有 现代 汉语 语法 主 要术 语表 ( 中 、 英 、 泰 三语 对 照 ) 和 参 考 文 献 。 本 教 材 供


皇 太 后大 学 商务 汉 语 专 业本 科 二年 级 ( 下 ) 学 生 使 用 , 计划 讲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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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 每周 3 学 时 ,


共
3 6  

-
3 9

学 时, 复 习
2

-
4

周 。


四 特  点


(

一

) 以
汉

语 语 法 单 位 内 部 的 五 种 基 本 组
合

关 系 为 主 线


现 代 汉 语 缺 少 形 态 变 化 ,
汉语语法是典

型
的 意 合 语法, 词

——

词
组

一

句 子 内 部
存

在


一

致 性 的
组

合 关 系 , 即 汉语语 法单 位 从 小 到 大 都 是 按 照 这 五种 关 系 意 合 而成 的 。 本 教 材


在 第
一

章 就 突 出 这五种 关 系 的 重 要性 , 并 且在后 文 的 内 容 里一再重 复
,

形 成
蜾 旋 式 上升

的


过程 ,
逐

步 提
高

学 生 对 汉语 语 法这

一

特 点 的 认识
, 使

学 生能 温
故 知

新 、 举

一 反 三
。


( 二) 兼顾系 统 性 和 针 对 性 , 主 次
分 明


本 教 材 是
专

门 的 对 外 汉 语 语 法教 材
, 不

同 于
補

读 课里
对 语 法 知 识的 分散讲 解 , , 因 此


在 内 容 的 处 理上 首 先 要 考 虑 先 现
代

汉 语 语法 系
统

的
完

整
,

即 要 展 现现
代 汉语语 法 的 总 体


框
架 和 内 部 构 成 , 除 此 之外 , 还 要 考 虑 本 教 材 的 针 对 性

,
紧 扣 本 校 学 生

汉
语 学习 的 实 际 水


平 , 本 着 复 习 旧 知 识、 贯 通汉语 学 习 的 所 有 阶 段、 增 加 学 生 对汉语 语 法 的 系 统 化 认 识、 提
高


学 生 汉
语 学 能 的 目 的 , 编 写此本 教 材 。


( 三) 强调实 用 性 , 简 化
理

论 而注 重 用 法


教
学 语法应 该

追 求

“

实
用

第

一

”

, 它 的 目 标 是 在 最 短 的 时 间 内 解 决 学
习

者
的 语 法问


题 , 让 学
生

提
高

语 言 能 力 ,
因 此在

内
容

的 选取、 详 略 的 安 排 、
练 习 的 设 计 等 方 面 均 体 现 实 用


的 特 点 , 着 力 解 决 本 校 学 生的 语法难 点 。 在 内 容 的 讲 解 上, 虽 然 不回 避 语 法理论 , 但尽量

简 化 理论 阐 述, 花大 量 篇 幅 来 详 细 讲 解 语法 点 在 运用 时 需 要注 意 的 问 题, 选取典

型语境 中


的 典 型例 句 来
体 现语法 点 的 特 点

和 用 法
, 另 外 我 们 还设计

了 大 量练 习
,

精 讲而 多 练 , 通过

大 量 生 动 的

、 形 式 多 样 的 练 习 达 到 巩固 语法 知 识的 目 的 。


( 四 ) 条理化 和 直 观性

条 理化体 现在 对 语 法 现象 的 解 释 或 使 用条 件 的 说明 上, 教 材

一
条 条 简 明 扼 要 地列 出 ,


并 用 例
句 来说明 , 这 样有 助

于
教 师 的 教 学

和
学

生
的 学

习 。 直 观性 主 要 体 现为 表 格 、 公式 、


符 号的 运用 和 字 体 的 加 黑, 教 材 中
尽 量

减 少语 法
术

语 的 使 用 , 用
直 观的 方 式概括 抽 象 的 语


法 规 则 。 本 教 材 大 量运用 表格 , 在
词

类 、 词 组、	(下转 第 4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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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社 会 科学 院 语言 研究 所现代 汉语研究 室 : 1
9 8

7
, 《 句 型 和 动 词 》 ,语 文 出 版 社 。


周 小兵 : 1 9 9 6
, 《 句 法 语 义篇章

—— 汉 语 语 法
综 合

研 究 》 , 广 东 高 等
教

育
出 版社 。


例 句 出 处 简 称:


“

存

”
——

《 存 亡之秋 》 向 松作 著 ,人民 中 国 出 版 社1 9 9 3 年 6 月 第
一

版 第
一

次 印 刷 。


“

邓

”
一

《 邓 小 平 文 选》
一

九 七 五	九 八二, 《 邓 小 平 文选 》 第 三卷。


“

广

”
——

《 广 州 日 报 》 。


“

经
”
——

《经贸 法 规 选编 》 ( 《经贸 法规 选编 》 编 选组, 中 国 对外 经济 贸 易 出 版 社1 9 9 0 年 5 月 第 1 版 第 1


次 印 刷 。


“

老

”
——

《 老 舍 选集 > ( 上 、 下 ) 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 , 1 9 9 7
年

3
月 第 1 版 第

1
次 印 刷 。


“

毛

”
——

《 毛 泽 东 选 集 》 (
	

四 ) , 人 民 出 版 社 。


“

秘

”
——

《秘书 工作 规 范 手册》 ,部 育 根 编 , B 南 大 学 出 版 社 19 9 1 年 第 1 版 1 9 9 2 年 第
一次印 刷 。


“

南

”
——

《 南 方 日 报 》 。


“

人

”
——

《人民 日 报 > 。


“

羊

”
一

( 羊
城

晚 报
> 。


“

原

”
——

《原野 〉 曹 禺 著 ,人民 文 学 出 版 社 ,1 9 9 4 年 第 1 版 第 1 次 印 刷 。


“

中 法

”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新 法 规汇编 > , 19 9 7 第 二辑 、 第 四 辑 ,
1

9
9 8

第

一
辑 、 第 二辑 , 中 国 法制 出 版


社 。


“

中 資

”
——

《 中 国 靑 年 报 > 。


( 朱 其 智 中 山大学 )


(上接第 8 2 页 )句 子成 分和 复 句 的 讲 解 中 都 有 体 现, 另 外 还采 用 公式 讲 解 某 些语法规 则 ,


如
把 字

句 、 被 字 句 、 兼 语句 的 结 构 ,

“

来

”

和

“

去

”

的 方 向 性
等

, 除 此 之 外 , 还
使 用通用的 符 号


来 标 明
句

子 成 分 ; 在 例
句

中 对 某 些 成
分

用 黑
体

加 深
, 使

学生

一

目 了 然 。


以 上就 是 《 基 础 现 代 汉语 语法 》 的 基本 介 绍 , 期 待 在 实 践
中 逐

步 完 善
,

真
正

为 皇
太

后


大
学 的

汉语 教 学 尽

一

份 微
薄

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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