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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汉语》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最核心的专业基础课之一,开设此课程的目的是为有志于从

事国际汉语教学的人员构建现代汉语理论基础,使他们具备分析汉语句子的基础性能力。现代汉语课程

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系统描绘了现代汉语的全貌,对汉语教学中针对语言各要素的

教学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本论文从语法教学中的词性分析出发,讲述了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背景下,

应该如何选择和融入教学语料,以贴近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学定位与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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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Teaching Corpus of Modern Chinese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Major 

——Taking part-of-speech analysis as an example 

Ping Liu 

Shanxi Business College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is one of the core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jor.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buil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modern Chinese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so that they can have the basic ability to analyze Chinese sentences. 

Modern Chinese course systematically depicts the whole picture of modern Chinese from phonetics, characters, 

vocabulary, grammar, rhetoric, etc., which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teaching of language elements 

in Chinese teaching. Based on the part-of-speech analysis in grammar teaching, this paper describes how to 

select and integrate teaching corpu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 as to be close 

to the teaching orientation and training goal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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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教学是本专业 对口的就

业方向,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者

(以下简称“汉语学习者”)来说,具备基

础的汉语交际能力与汉文化背景是他们

学习汉语的直接目的,这就决定了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只有具备扎实的现代

汉语知识,才能有效解决汉语学习者在学

习汉语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帮助他们

尽可能说出一口流畅、地道的汉语。 

1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之《现代

汉语》教学的特点 

1.1理论性与实践性相脱节 

我国几乎所有的中文类专业都会开

设《现代汉语》课程,作为一门理论性、

系统性非常强的学科,其知识点细碎且

繁杂,在学习的过程中略显枯燥,对于

“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有一定

的挑战。由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设置的

时间并不长,因此教师发展还不太成熟,

导致很多高校教授《现代汉语》课程的

模式仍然沿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模

式,具有重理论轻实践的特点。 

国家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目的

是培养一批具有汉语国际推广能力的专

门人才,要求具有极高的实践能力与应

用能力。因此,《现代汉语》的教学侧重

点也应该放在实践运用上,而不是理论研

究。所谓实践运用,是指教师不应该仅仅

检验他们是否理解了理论知识,还应该测

试他们是否具备了运用理论知识分析语

言现象、解决语言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

才能不断提高《现代汉语》的授课效率

与学习效率,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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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缺乏典型性语料的融入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与印欧语系、阿

尔泰语系、乌拉尔语系等在语言形式、语

法规律等方面有巨大的差别,这给不同

语言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带来了很大难

度。同时,不同语言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在

学习汉语过程中所产生的典型语料也不

尽相同,这正是汉语教师所需要研究与

总结的重点内容,也是提升汉语教学效

果的重要依托与关键所在。 

我们知道,语言事实是语言理论的

载体,同时又是语言理论应用的土壤。因

此,在实际《现代汉语》教学中,“教师

的教”必须体现出汉语国际教育的专业

特征。教师在讲解理论知识时,不应局限

于教材中所举材料,而应该将汉语学习

者在学习汉语过程中所遇到的真实案例

引入到《现代汉语》课堂中,以增强学生

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实际感受到学习《现

代汉语》的意义与价值。 

1.3未与偏误分析相结合 

偏误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使用语

言时不自觉地对目的语的偏离,是以目

的语为标准表现出来的错误或不完善之

处。[1]对于汉语教师来说,研究偏误不但

可以了解汉语学习者对汉语规则的掌握

程度,也可以将不同母语背景的学生所

呈现出的偏误特点做对比分析,从而丰

富国际中文教学的的经验,以提升自身

的汉语国际推广能力。 

《现代汉语》的所有理论都是对现

实生活中正在运用的“活的语言”的归

纳总结,若汉语教师可以掌握好理论的

底层逻辑,那么汉语学习者产生的所有

的偏误都可以在这些理论中得到答案。

因此,在《现代汉语》教学中,教师应该

有意识地将整理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汉

语过程中所产生的偏误案例融入到课堂

中,提升学生对偏误分析的敏感度。 

2 《现代汉语》词性分析教学

案例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划分,汉语是孤

立语,这就说明汉语基本没有形态上的

变化,其表示语法的手段主要依靠语序

和虚词,缺少了像英语这类“屈折语”—

—形态变化丰富的天然优势,汉语的词

性分析就变成了《现代汉语》的学习难

点。词性分析是现代汉语语法学习的基

础,词性分析的基础打不牢,对后续短语

结构分析、句法成分分析、层次分析等

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上述文字总结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现代汉语》教学的三个特点,本文将从

《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词性分析这个

角度来探讨语料的选择与融入,以提升

课堂的实用性与趣味性,做到深入浅出,

寓教于乐。 

2.1实词之副词分析举例 

夏天,能穿多少就穿多少①；冬天,

能穿多少就穿多少②。[2] 

在这一例子中,前后两个分句都是

“能穿多少就穿多少”,只有“夏天”和

“冬天”这两个前提不同,这也就决定了

这两句话的含义不同。“多”这个词我们

熟悉的是其形容词词性,然而汉语词

对语境的依附性很强,必须将其放在具

体的语境中去分析词性。 

首先,根据我们的常识背景,在“夏

天”的前提下,我们肯定不会穿太多,因

此语义是侧重于“少”,由此可以看出, 

“多少①”是两个词,“多”是程度副词,

修饰“少”这个形容词；在 “冬天”的

前提下,我们肯定会穿很多,“多少②”

是一个疑问代词,而且这是疑问代词的

“非疑问用法”,表示“不定的数量”,

指穿得越多越好。 

2.2虚词之助词分析举例 

来到杨过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小龙

女动情地说：“我也想过过①过过②过过③

的生活。”[3] 

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要想理解这

个句子,不但需要掌握语言本体知识,还

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背景。在国际汉语

教学中,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一定是双

轨并行的,二者不可割裂。因此,教师在

讲授类似例子时,也应当向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的学生传递“将中国文化融入到

语言教学”的理念与方法。 

这个句子中“过”字连用了六次,

其中,“过过①”是动词重叠,是现代汉

语中鲜有的动词形态变化,表示时间短、

动量小且带有尝试意味；“过过②”是人

名,杨过是中国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过

过”是他的昵称；“过过③”修饰“生活”

构成定中短语,其中第一个“过”是动词,

第二个“过”是动态助词,侧重曾经有过

这样的经历。 

2.3句式之“把字句”分析举例 

今天下雨路滑,我骑车差点摔倒,幸

好我一把①把②把③把④住了。[4] 

“把”字句又被称之为“处置式”,

被处置的对象直接跟在“把”的后面,

这一句式不太符合汉语主动宾句的语序

特点,是汉语中的一大特殊句型,也是汉

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的难点之一。作为国

际中文教师,我们必须掌握“把”字句的

底层逻辑,以便在进行“把”字句教学时

可以灵活应对。 

在这个句子中四个“把”连用,其中 

“把①”跟在数词“一”的后边,是量词,

构成数量短语；“把②”是介词,构成汉

语特殊句型“‘把’字句”；“把③”是名

词,表示的是“自行车把”；“把④”是动

词,表示“用手握住”。 

2.4区分词与短语分析举例 

你晚上吃什么？家里还有一点儿蛋糕。 

我有一点儿讨厌他。 

在这两个句子中,都出现了“有一点

儿”,汉语学习者在运用这个词的时候经

常出现偏误。在第一个句子中,“有一点

儿”是短语,“有”是存现动词,“一点

儿”是不定量的数量词,且量很小；在第

二个句子中,“有一点儿”是副词,放在

“讨厌”的前面做状语,表程度不高,且

多用于不如意的事情,而且副词的“有一

点儿”经常省略为“有点儿”。 

汉语是世界上 简略的语言,这是

由于汉语中的大部分词都是兼类词,词

性的不同导致了同样的词在不同语境中

含义不同,使汉语学习者理解的难度提

升,这也正是汉语教师的教学重点以及

难点。因此我们在《现代汉语》的教学

中,也应多选取在海外汉语教学中经常

遇到的兼类词语料进行分析。  

以上语料的选取都是汉语学习者学

习汉语过程中难以理解或者经常用错的

知识点。作为教师,我们既可以将这些句

子作为分析词性的材料,也可以将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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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学生词性分析学习成果的材料。  

3 《现代汉语》教学语料选择

与融入的要求 

3.1教学内容的灵活性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一个新兴专业,

目前国内针对本专业《现代汉语》课程

的专门教材并不多,大多数开设此专业

的院校所选用的依然是汉语言文学专

业的教材, 常见的版本主要是黄伯

荣、廖旭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六

版),但其在章节的编排方面和语料的选

择方面并不能完全适应汉语国际教育的

需求。 

作为教师,我们需要具备灵活处理

教材的能力,尽力使每一条教学语料都

可以恰到好处地支撑理论要点,做到真

实、典型、有趣。除此之外,教师还需要

在课堂中渗透进中介语与目的与语法现

象的对比、语法偏误产生的原因等等,

从而说明词性分析的重要性,这样的处

理有助于引导学生更加有效地将现代汉

语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的国际汉语教学

能力,从而成为一名更合格的“汉教人”。 

3.2教师的专业性 

所谓教师的专业性不仅仅是指教

师具备扎实的现代汉语基础知识,而且

更需要教师具有丰富的国际汉语教学

经验,这里的国际汉语教学经验可以是

自己在海外教学中所积累的直接经验,

也可以是通过网络观摩课所积累的间

接经验。教师只有充分了解汉语学习者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的偏

误、经常用错的词或短语、难以理解的

语用知识等,才能在《现代汉语》教学中

有针对性地引入汉语学习者典型教学案

例进行分析。 

例如在讲“主语的语义类型”知识

点时,主语的语义类型分为三类：施事主

语、受事主语和中性主语。对于“‘把’

字句”和“‘被’字句”这类施事、受事

明显的句子来说,学生没有理解难度,但

是对于提示词不明显的单句,学生经常

会出现混淆。教师可以结合自己的专业

背景,引入比较有趣且汉语学习者难以

理解的中文句子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例； 

单身贵族单身的原因有两个：一,

谁都看不上；二,谁都看不上。[5] 

首先,要想将这个句子讲明白,我们

首先需要讲述中国当代的文化背景,告

诉学生单身贵族的大量存在是造成中国

低结婚率、低生育率现状的重要原因。

其次,分析句义,当把“谁都看不上”理

解为“单身贵族看不上别人”的时候,

“单身贵族”就是施事主语,而理解为

“别人看不上单身贵族”的时候,“单身

贵族”就是受事主语。同时,针对重点词

要再进行一下词性分析,“谁”虽然是疑

问代词,但在这里不表示疑问,而是任指

用法,表示“任何人”。 

这个例子的引入不仅切合我国当前

社会环境的实际,而且也能使学生切实

感受到学以致用的快乐,让学生在还未

具备国际汉语教学条件时,通过教师已

经积累的教学经验,掌握在教授相关知

识点时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 

3.3教学方法的多样性 

讲授法是世界上 基本、 古老的教

学方法,其优点是教师对于所要讲授的内

容,讲授的体量以及讲授的方式都有较强

的自主性,学生也可高效获取大量系统的

理论知识,但是这种教学方法不利于学生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于汉语国际教育这

个注重应用型的专业来说,教师应该将讲

授法配合其他教学方法共同使用,不断探

索更加灵活、先进的教学方法,使现代汉

语的教学更加契合教学目标。 

例如,在词性分析教学中,教师可以

采用“小组讨论法”,在学习完实词的特

点以后,可以从对外汉语教学案例中选

取涵盖该知识点,且具有趣味性的例子

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分析, 后由学生

自己归纳总结,在整个过程中,教师只需

充当一个引导者的角色。例如： 

A：你这是什么意思①？ 

B：没什么意思,意思②一下儿。 

A：你这人真有意思③。 

B：小意思,小意思④。[6] 

“意思”这个词在汉语中有非常复

杂的含义,不但是令汉语学习者非常头

疼的一个词,也是汉语教师在教学中很

难讲清楚的一个词,但只要我们识别出

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中的词性,我们解释

的难度就会降低很多。“意思①”跟在“什

么”的后面,“什么”是一个代名词,因

此“意思①”是名词；“意思②”后面跟

了“一下儿”,“一下儿”是一个动量词,

因此“意思②”是动词；“意思③”跟在

存现动词“有”的后面,“意思④”跟在

形容词“小”的后面,因此都是名词。

后,由各小组分别总结“意思”在不同词

性下的特殊含义,让学生体验到自主学

习的快乐。 

另外,在注重应用性这个层面上,教

师在课后还可以组织学生做一些与《现

代汉语》课程相关的活动,例如让学生

充当维护语言健康的使者,让他们在报

纸、新闻、影视剧中搜集不符合现代汉

语语法规范的句子,要求他们用理论知

识分析错误原因,并且给出改正的方法,

以检验学生是否真正对相关知识点理

解透彻。 

4 结语 

作为一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师,

在《现代汉语》的授课过程中,必须时刻

谨记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培育具有汉

语国际推广能力的专门人才。因此,教师

必须明确汉语语料的选择,不仅要为掌

握现代汉语基础知识而服务,更要侧重

于培养将来从事国际汉语教学的学生实

际的解决汉语教学问题的能力。教师应

当不断进行学习与探索,为汉语国际教

育的学生构建起更有层次,应用性更强

的培养体系,锻炼学生专业的国际汉语

教学能力。希望更多的教师可以加入到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学

研究中来,一起发力,共同进步。 

注释： 

①引自“偏误分析_百度百科 (baidu.com)” 

②摘自“汉语水平十级考试试题(极度烧脑) 

(360doc.com)” 

③ 摘 自  “ 汉 语 十 级 _ 百 度 百 科 

(baidu.com)” 

④摘自“汉语水平十级考试试题(极度烧脑) 

(360doc.com)” 

⑤摘自“汉语水平十级考试试题(极度烧脑) 

(360doc.com)” 

⑥摘自“汉语水平十级考试试题(极度烧脑) 

(360do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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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数据库简介： 
CNKI介绍 

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NKI）的概念由世界银行《1998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提出。1999年3月,以全面打通知识

生产、传播、扩散与利用各环节信息通道,打造支持全国各行业知识创新、学习和应用的交流合作平台为总目标,王明亮提出建设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并被列为清华大学重点项目。 

CNKI 1.0 

CNKI 1.0是在建成《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基础工程后,从文献信息服务转向知识服务的一个重要转型。CNKI1.0目标是面向特定行业领域知识需求进

行系统化和定制化知识组织,构建基于内容内在关联的 “知网节”、并进行基于知识发现的知识元及其关联关系挖掘,代表了中国知网服务知识创新与知

识学习、支持科学决策的产业战略发展方向。 

CNKI 2.0 

在CNKI1.0基本建成以后,中国知网充分总结近五年行业知识服务的经验教训,以全面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知识创新服务业为新起

点,CNKI工程跨入了2.0时代。CNKI 2.0目标是将CNKI 1.0基于公共知识整合提供的知识服务,深化到与各行业机构知识创新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通过更

为精准、系统、完备的显性管理,以及嵌入工作与学习具体过程的隐性知识管理,提供面向问题的知识服务和激发群体智慧的协同研究平台。其重要标志

是建成“世界知识大数据（WKBD）”、建成各单位充分利用“世界知识大数据”进行内外脑协同创新、协同学习的知识基础设施（NKI）、启动“百行知识

创新服务工程”、全方位服务中国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及共建“双一流数字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