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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初级阶段对外汉语语用教学策略
——以《发展汉语（第二版）初级综合Ⅰ》为例

李雨赢

华南师范大学，广州

摘  要｜对外汉语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实际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语用是交际中至关重要的元素，语用学也是语言

学中不可忽视的学科之一。然而，初级阶段对外汉语教材中关于语用教学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在学界引起足

够的重视。本文以《发展汉语（第二版）初级综合Ⅰ》为例，指出其在语用教学模块中存在的几点问题，并

尝试从教材的编排和教学方面提出关于初级阶段语用教学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初级阶段；语用教学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随着语言学日益深入发展，语言教学不再局限于孤立的语音、词汇、语法教学，而更关注语言的实

际运用能力。［1］如何培养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在实际生活中完成有效的交际任务已成为对外汉语

教学最重要的目标。

然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在日常交际中使用的语言往往会让汉语母语者听起来不自然、

生硬别扭，且语用方面产生的偏误会比其他类型的偏误更易使对话双方难堪。语用偏误的主要原因是

学习者受所学教材内容的影响，所掌握的语言并不能满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对话需求。大部分现行对

外汉语教材中的对话内容都是为进行某个语法点的教学而设计，话语缺乏真实性，不适用于生动复杂

的交际场景。

教材对话内容的编排与实际交际需求脱轨的矛盾逐渐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是专门研

究对外汉语教材中语用教学策略的文章数量较少，以初级阶段对外汉语教材为例研究语用策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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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的文章则更少。笔者希望通过此次研究为今后对外汉语教材语用教学内容的改编提供一点有

益的启发。

2  对外汉语中的语用教学

2.1  语用能力与外语教学

语用学是语言学领域中研究特定场景下特定话语的学科。语用能力指的是在各种不同语言环境

下接收信息、理解对方的意思并得体表达自己想法的能力。语用研究至少包括对汉语的指示、会话

含义与语言交际策略、言语行为、形式与结构的语用功能、会话结构和会话标记的分析，还有对语

境的分析。［2］

2.2  初级阶段语用教学现状

《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教学大纲（杨寄洲）》指出：“语言、语义和语用不孤立地进行教

学，要从意义出发进行语法结构的教学，在进行句式教学的同时，尽量揭示该句式的语义和语用环

境，以便使学生尽快地理解所学的语言知识，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a以上是理想教材应有的编

排方式。

对大多数汉语初级水平学习者来说，课堂是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第二语言语境。课堂上所使用教材

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学习者目的语输入的有效性和真实性。教材中例句的学习直接影响到学习者运用地道

的表达方式进行交际的效果。

有关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发现，大部分教材中的话语脱离实际。教科书里的话并不是学生们在

街上听到的闲谈，造成学生接触到的对话缺少口语交际特点，与学习者在目的语国家生活中的实际

语境相去甚远。不仅如此，较多对外汉语教材常常花大篇幅讲解词语、语言结构、语法知识等，只

有很少的一部分涉及语用内容的教学。编排比重分配上的不合理也是不利于培养学生语言交际能力

的重要原因。“通过教材评估，可以发现并指出对外汉语教材中存在的问题，以求改进，不断提高

教材质量。”b

因此，本文以《发展汉语（第二版）初级综合Ⅰ》为例，评估其中语用教学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

3  教材中存在的语用问题

教材是学生获得系统学习材料的主要来源，也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笔者选取《发展汉语

（第二版）初级综合Ⅰ》为研究对象，该教材重视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多样性、趣味性；重视话题

内容的开放性、现实性和文化性。教材内容编排顺序是“学习语音—走进课文—学习汉字”。教学话题

主要涉及打招呼、询问国别、名字、日期、如何购物等。如下表1所示。

a　杨寄洲：《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教学大纲》，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1页。

b　赵金铭：《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9年，第89页。



·934·
探究初级阶段对外汉语语用教学策略

——以《发展汉语（第二版）初级综合Ⅰ》为例

2024 年 8 月
第 6 卷第 4 期

https://doi.org/10.35534/es.060412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表1  《发展汉语（第二版）初级综合Ⅰ》课文话题

Table 1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econd Edition) Primary Comprehensive I Text

第一课 你好 第八课 今天几号
第二课 你是哪国人 第九课 你今天有什么安排
第三课 你叫什么名字 第十课 这个星期天你忙不忙
第四课 你学习法语吗 第十一课 我在学校食堂吃饭
第五课 你家有几口人 第十二课 你要茶还是咖啡
第六课 香蕉多少钱一斤 第十三课 我已经搬家了
第七课 中国银行在哪儿 第十四课 我买了一件毛衣

注：资料来源：《发展汉语（第二版）初级综合Ⅰ》，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1  教材对话内容与实际语境脱轨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对话内容也在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很多教材的更新速度却

落后于时代语言的流变。［3］

例如，《发展汉语（第二版）初级综合Ⅰ》中第一课介绍的日常问候用语是“你好”，但现在的

青年人碰面最常用的问候语是“Hi/Hey/Hello”，特别是像“Hi/Hey”这种单音节词语简单随意，普

及率高，在青少年群体中很受欢迎。较年长一点的群体常常根据时间的早晚进行简单的寒暄，如“早

啊”“今天出门这么早”“怎么这么晚回来”等等，再或者是更隐私一点的问候：“吃了没？”“去哪

啊？”“从哪儿回来？”等。说话人并不要求得到确切具体的答案，被问候者也不需要进行准确具体的

回答。

“你好”一般只应用于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是说话双方有明显的等级辈分差异，如晚辈对长

辈以及下属与领导之间可能会问候“您好”，且一般伴随着握手这样传统的礼节性动作。尽管还有

很多的小朋友会说“叔叔好”“阿姨好”等来向叔叔阿姨问好，还有学生们会说“老师好”来跟老

师打招呼。但是“你好/您好”在中国人的日常问候中出现频率极低，这种对话不符合中国人惯有的

话语习惯。

有学者认为人类的问候语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特定问候语，有固定的问候形式，例

如，法国人在白天用“Bonjour”进行问候，“Bon”是汉语中的“好”，“jour”是汉语中的“白

天”；下午五点之后，法国人相互问候“Bonsoir”，“soir”是汉语中的“晚上”。另一类是情景

问候语。情景问候语没有固定的形式，选用什么样的问候语要依据具体的情景而定，汉语中的问候

语就是典型的情景问候语，说话人可能会根据当天的时间、地点、天气，甚至对不同的对象输出形

式各异的问候语。因此，汉语中的问候语很难确定一个固定的量，也难以选定一个万能的问候语适

用于所有场合。

语言教学要面向语言现实，不能脱离实际。因此，对外汉语教材中的问候语应该根据具体的情景来

介绍中国人打招呼的方式，以免外国学生在实际交际中产生不必要的尴尬和误会。

3.2  课文对话内容局限性大

每篇课文内容是所学语音、词汇、语法的载体，好的对话内容可以帮助学习者纠正语音，复习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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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内化语法知识。汉语学习者在日常交际中输出的语言一部分来自对教师语言的模仿，还有很大一部

分来自所学课文的对话内容。初级汉语教程所设置的对话内容较完整，形式固定，但语句欠生动甚至不

太符合母语者日常的对话思维，学习者套用课本上习得的对话格式进行交际时会令听话者倍感困惑。

“你家有✘口人？”“你是✘国人？”“我✘和✘都很好。”这样的句子容易造成汉语学习者在表达自

己的想法时过于死板。

例如《发展汉语（第二版）初级综合Ⅰ》第四课“你学习法语吗？”的对话内容：

A：你是哪国人？

B：我是法国人

A：你学习什么？

B：我学习汉语。你呢？

A：我学习英语。

B：你学习法语吗？

A：我不学习法语。

中国人询问对方的国别时一般会问：“你来自哪个国家？”课文的人物询问完国别后直接问

对方学习什么读来也有些突兀，“你学习什么？”是为了得到“我学习汉语。”的回答，把“你学

习什么？”改成“你在学汉语吗？”衔接更自然，也更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最后一句“我不学

习法语。”笔者以为改成“我没学法语。”更准确，“不”和“没”都是表示否定的副词，但是

“没”一般用于否定过去发生的事情，“不”一般用于否定将来。“学习法语”是指过去没有学习

法语，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会学习法语；而且“没”用于否定客观的情况，“不”更强调否定主观

的意愿。且在日常口语交流中一般采用单音节的“学”而不用双音节词“学习”。所以笔者以为这

里改成“我没学法语。”更恰当。

3.3  缺乏交际场景下的课文对话

对外汉语教材所编排的对话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生动具体的场景，《发展汉语（第二版）初级综合

Ⅰ》课文内容都是直接进行人物之间的对话，几乎没有语言交际情景的设置。［4］这种编排设计可以使

学习者掌握固定形式的句子，但是学生却不知道如何在真实的交际中进行运用，导致外国人的语言表达

在语法上虽然没有问题，但是却不太适合于当下真实的交际。另外，尽管《发展汉语（第二版）初级综

合Ⅰ》也设置了专门的练习活动，但这些活动主要是为了练习词汇和语法知识，而且在课堂中的练习往

往过于刻意，于实际交流仍然有壁。

4  对初级阶段语用教学的建议

根据所发现的初级阶段汉语教材在语用交际方面的问题，我们对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提出以下

建议。

第一，初级对外汉语教材的编者应该与时俱进，设计与时代相适配的对话内容，避免过分注重为了

让学习者习得词汇和语法知识而设计句子。教材编写者应注意安排符合当代青年学生群体交往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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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是使学生能够在交际中运用所学对话，多设置有利于外国学生体验中国文化的情景，融入中国

的交际舞台。

第二，教材更应关注语用教学策略的介绍和训练。外国学生不合情理的语言输出不仅会让听话者感

到不解，也会损伤学生的面子，打击其学习语言的积极性。教材应该对中国人在不同场景中的问候语进

行详细的介绍，并设置不同的场景进行专门的操练。

第三，初级阶段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语用教学的能力，密切关注语言表达习惯的变化，在课堂上

及时补充一些新兴的语言表达方式。结合显性教学与隐性教学手段，课堂上除了专门语用知识的讲解

和大量正确的语用示范外，还要尽力帮助学生在不经意间于实际交际中自然对话，努力使学习中发生

习得。

5  结语

目前来看，大多数对外汉语教材对语用知识的编排还不尽完善。由于笔者能力有限，现阶段只

能指出初级阶段汉语教材中存在的几点较为明显的问题，另外笔者所提出的建议也有待在实践中进

一步验证其可行性。尽管如此，笔者仍希望以此研究为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以及课堂教学提供一点

绵薄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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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the Pragmatic Teaching Strategies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t the Primary Level

—Taking Developing Chinese (2nd Edition) Elementary Comprehensive I 

as an Example

Li Yuy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Abstract: The goal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Chinese 
for communication, pragmatics is a crucial element in communication, and pragmatics is also one of the 
discipline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linguistics.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pragmatic teaching in textbooks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t the primary level has no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for a long time. This paper takes Developing Chinese (2nd Edition) Elementary Comprehensive I as 
an example, points out some problems in the pragmatic teaching module, and tries t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pragmatic teaching at the primary stage from the aspects of textbook arrangement and 
teaching.
Key words: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lementary stage; Pragmatic tea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