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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为什么选择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作答

正常使用主观题需2.0以上版本雨课堂

主观题 10分



2.你对汉语国际教育有哪些了解？

作答

正常使用主观题需2.0以上版本雨课堂

https://mp.weixin.qq.com/s/4S4O7DGqlpYYPUygWCETIA

主观题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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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

1.教学大纲

2.教学日历



考核方法

考勤：
1.旷课一次10分，旷课五分之一次取消考试资格

2.请假一次5分，请假三分之一次及以上取消考试资格

3.迟到早退一次3分，3次算旷课一次。



考核方法

作业：
1.个人作业或者个人课堂小测
2.每次作业满分100分，最后成绩取所有成绩的平均分
3.请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作业，逾期将不再收取，成绩按0分计算



考核方法

讨论汇报：
• 1.以小组形式进行
• 2.课堂小组讨论
• 3.课上汇报



考核方法

课堂表现：
• 1.上课听讲情况

• 2.上课是否回答问题



3.你认为该课程还需要涉及哪些方面的知识？

作答

正常使用主观题需2.0以上版本雨课堂

主观题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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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学科体系及特点



• 第一章对外汉语教育是一门专门的学科

• 第一节 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科名称

•                  一、语言教学中有关语言的几个基本概念

• 二、学科名称的讨论

•            三、“对外汉语教育学科”的提出

•          第二节 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科任务和学科体系

•        一、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科任务

•        二、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科体系

•           第三节 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

•           一、 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和特点

•         二、 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科特点



一、语言教学中有关语言的几个基本概念

1.第一语言VS第二语言

2.母语VS外语

3.本族语VS非本族语

4.目的语

学习者学习语言的时间先后

国家界限

言语社团、通常是民族的界限

正在学习并希望掌握的语言

请回答：
1.你的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分别是什么？

2.你的母语和外语分别是什么？

3.你的本族语和非本族语分别是什么？

4.你的目的语是什么？



请判断：

1.你的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分别是什么？

2.你的母语和外语分别是什么？

3.你的本族语和非本族语分别是什么？

4.你的目的语是什么？



思考：

    中国儿童在美国出生长大，为回中国读书，此时他正

在学习汉语，那么，他的第一语言是（    ），母语是

（    ），目的语是（     ）。



第二语言和外语是不是一样？为什么？

作答

正常使用主观题需2.0以上版本雨课堂

主观题 10分



思考：
   1.中国儿童在美国出生长大，一出生就同时学会了说汉语和英语。为

培养其语言能力，父母给她报了西班牙语学习班，她正在学习西班牙语。

   那么她的第一语言是（    ），母语是（    ），外语是（     ），

第二语言是（    ），目的语是（     ）。

   2.中国一朝鲜族少年学会说朝鲜语后开始学习汉语，在上学过程中又

学了日语和韩语。那么他的第一语言是（    ），母语是（    ），本

族语是（    ），非本族语是（     ），第二语言是（     ），外语

是（      ），目的语是（     ）。



思考：

我们为什么需要弄清楚这些概念？



二、学科名称的讨论

对外汉语教学

汉语教学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中国学、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

国际中文教育

汉语教学

汉语作为
第二语言的教学

对外汉语
教学



学科名称

汉语国际教育：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该学科的上位学科

思考：

你认为汉语国际教育这一学科应该属于教育学还是语言学？



该学科的上位学科

1.应用语言学

2.外语教学（法）

3.外语教育学和教育语言学

4.第二语言教学

对外汉语教育学科的提出



思考：

是不是只要会说中文就可以教汉语？



对外汉语教学是不是只需要语言学的知识即可？

为什么？除此之外你认为还需要哪些知识？

作答

正常使用主观题需2.0以上版本雨课堂

主观题 10分



   学科体系是学科的结构系统，显示构成该学科内部和外部因

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核心部分是学科的理论体系。

第二节 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科任务和学科体系









研究目的

汉语研究和对外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有何不同？

研究内容

研究侧重点

研究角度 研究方法



特点

是专门的学科

是综合的学科

是应用的学科



第三节 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

首先是语言教学

是第二语言教学

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

是对外国人进行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



以培养交际能力为目标

以技能训练为中心，将语言知识转化为技能

以基础阶段为重点

以语言对比为基础

与文化因素紧密结合

集中、强化的教学



是不是只要会说中文就能教汉语？



梳理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历史及现状，并查询以
下内容：

1.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排名

2.来华留学生人数

3.孔子学院现状

4.关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公众号



谢谢！



汉语国际校教育概论

--发展与建设



问题回顾

1.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排名

2.来华留学生人数

3.孔子学院现状

4.关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公众号



问题回顾

1.http://www.zwky.org/mtcsol.html

2.http://www.jxdx.org.cn/gnjy/14176.html

3.http://www.hanban.org/

4.关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公众号



01. 发展历程 02. 学科建设

CONTENTS



1 学科发展



发展回顾

1.最早：汉代一些少数民族到长安学习汉语和汉族文化

2.鼎盛：唐朝日本、高丽等留学生

3.式微：清代

4.成为事业和学科：新中国成立以后



发展回顾

开创对外
汉语教学

事业

确立对外
汉语教育

学科

1950
1978

1998



发展历程

请同学们阅读P37-P56关于对外汉语发展部分，并谈谈你的看法。

http://www.hanban.org/



发展历程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7年）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

2020年6月成立：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

http://www.hanban.org/
https://mp.weixin.qq.com/s/7ShUg1GMAPWNODrjxe8DGQ



发展历程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1.负责统筹建设国际中文教育资源体系，参与制定国际中文教育相

关标准并组织实施；

2.支持国际中文教师、教材、学科等建设和学术研究；

3.组织实施国际中文教师考试、外国人中文水平系列考试，开展相

关评估认定；

4.运行国际中文教育相关品牌项目；组织开展中外语言交流合作等。

http://www.chinese.cn/page/#/pcpage/mainpage



发展历程

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

1.由27家高校、企业及社会组织联合发起

2.对孔院的支持更多体现在品牌塑造、标准指引、资源服务和生态

营造上，不会具体参与海外孔院的运行和管理



发展历程

中文联盟：
1.与全球中文教育机构、专业组织、教育者合作，研制教学标准和

大纲，开展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研究；、

2.支持研发线上、线下中文课程和教材，为各类中文教育机构、教

师、学习者提供优质的中文学习资源和服务。

http://www.chinese.cn/page/#/pcpage/project?id=130



思考

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前景如何？谈谈你的看法



世界汉语教学

1.学习汉语的人数迅速增长，教学规模不断扩大，但在世界绝大多

数地区汉语仍属于“非普遍教授语言”。

2.现代汉语的教学日益受到重视，但在很大程度上汉语教学仍附属

于汉学，未成为独立的学科。

3.中文的专业教育、学历教育有所发展，汉语教学出现向中、小学

发展的趋势。但总体来看学生学习汉语的起点仍然比较低，多数地

区尚不能培养高级汉语人才。



2 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

学科研究内容：

重点是该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

汉语语言学、汉语习得理论、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方法学

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测试评估、教学管理和教师培养

等



学科建设

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B

C

D

A 从实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提倡实验方法，实证与思辨相结合

重视数学方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强调系统观点，综合与分析相结合



学科建设

具体方法：

观察法 经验总结法 调查法

文献研究法 实验法 个案研究法

相关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 偏误分析法

话语分析法



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的任务：

B

改革和完善

教学法体系

A

C D

加强理论

研究

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

在世界范围内

确立学科地位



THANKS



--语言学基础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语言的基本特征
VS

对外汉语教学



语言的基本特征
• 1.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 2.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

• 3.语言有生成性

• 4.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

• 5.语言是人类的思维工具

• 6.语言产生于特定的团体并体现该团体的文化

• 7.语言是人类独有的，只有人类才具备学习和运用语言的特殊

的生理基础。



1.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 语言是        和        的结合体

• 语言的物质形式是：

• 语言符号的特点是：

• 语言系统是分层次的结构：

• 音位-语素-词-句子

声音 意义

声音

任意性和线条性

音系层和语法层



1.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 启示：

• 1.重视意义，要掌握音义，遵守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

• 2.要掌握语言系统和各分支系统

• 3.语言的学习和教学应从听、说开始，着眼于口头语言



2.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

• 语言和言语的区别

言语 语言

无限 有限

自由 社会规约

个别 一般

具体 抽象

  说话是语言最直接的外在体现。
  语言是能够产生话语的符号系统，
具体说出的话语是运用语言系统产生的结果



2.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

• 1.对外汉语教学必须以言语为教学对象，从言语入手，只有通

过言语才能学会语言。教学中首先要抓听说读写言语技能的训

练以培养交际能力

• 2.从言语中接触到的大量语言事实，应当总结归纳成一定的语

言规则，让学生自觉掌握。



3.语言具有生成性

• 可以用有限的语言规则生成无限的表达意义的语言形式

启示

• 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创造性地运用汉语的能力，而不是

教会学生掌握各种各样的语言素材

• 对外汉语教学的方法，要着重引导学生掌握并灵活运用语言规则



4.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 语言交际是交际双方通过口头或书面的言语活动进行表达和理解。

启示

• 交际工具是语言的本质功能，这就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标

是为了让学习者掌握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 为了掌握语言这一交际功能，语言课就要充分体现工具课、技能课

的特点。



5.语言是人类的思维工具

•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 语言是思维的重要工具

• 思维离不开语言，思维过程必须通过语言来实现，

• 思维的结果则必须通过语言来固定和完善并保存、传播

• 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规律必然在语言中反映出来

• 语言的结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思维的方式和习惯

思维

技术思
维

形象思
维

概念
思维

主要思维
概念、判断、推理



5.语言是人类的思维工具

• 启示

• 学好目的语必须了解目的语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

• 培养学生尽量用目的语进行思维的能力，课堂中尽量用汉语教

学，要求学习者用汉语来理解和表达，尽可能不借助于母语或

是媒介语



6.语言产生于特定的团体并体现该团体的文化
• 语言大体上是按民族来划分的，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生活环境、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思维方式

•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受文化的影响并反映文化，成为文化的
载体

• 理解语言必须了解该语言所反映的文化

• 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负载文化的语言

启示
• 对外汉语教学不能脱离汉语所体现的中国文化，与汉语紧密相
关的文化因素的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不可或缺的内容。



7.语言是人类独有的，只有人类才具备学习
和运用语言的特殊的生理基础。

• 生理基础：发达的大脑和完善的发音器官

启示：

• 1.语言是可以学会的

• 2.成功的二语教学必须考虑到学习者的生理和心理因素，这些

因素影响到语言学习

• 3.二语学习具有普遍性，人类学习二语的规律有很多共同之处。



语言学的发展
VS

第二语言教学



语言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1

历史比较语言学

2 3 4

结构主义语言学

转化生成语法

功能主义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
• 时间：18世纪末，19世纪初

• 中心：德国

• 奠基人：拉斯克（丹麦）、格里姆、葆朴（德国）

• 研究方法：历史比较

• 成果：通过语言和词形的比较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演变，发现了语言之间的
亲缘关系，并建立了语言的谱系分类

• 19世纪中期，施莱赫尔（德国）：语言“谱系树”理论

• 19世纪下半叶，“新语法学派”，主张对语言变化的研究必须强调语言者
个人言语的特点。

• 对语言的本质、语言发展的规律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普通语言学

• 洪堡特（德）：语言本质、语言与思维关系、语言与民族精神及语言类型
学——普通语言学奠基人



结构主义语言学

• 时间：20世纪初

• 代表：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的主要奠基人）

• 主要内容：语言是符号系统；能指所指；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言语和

语言；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历时语言和共时语言。

• 主要贡献：对语言结构系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描写，并形成了一套完

整的结构分析和结构描写方法，影响了其他学科

• 问题：只集中于语言形式、结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语言意义的研究



强调符号功能

强调语言符号间
各种关系

强调共时描写语言事实
创始人：鲍阿斯、萨丕尔
代表：布龙菲尔德
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材料科
学地客观地描写语言内部，
揭示系统内部的关系

布拉格功能语言学派

哥本哈根语符学派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耿丹·人文学院

20世纪3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出现了多个学派：



转换生成语法
标志：1957，乔姆斯基《句法结构》出版

内容：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表现   语言习得机制（LAD）、普遍语法假说、深
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理论

普遍语法：是一切语言的共有特征，是构成语言学习者初始状态的一组特征、
条件和其他东西，是儿童语言知识发展的基础

1.语言是创造的，获得语言并不是去学会特定的句子，而是利用组句规则去理
解和创造句子，句数是无限的。

2.语法是生成的，儿童生下来就具有一种普遍语法，这种普遍语法指的就是大
脑具有的与语言知识相关的特定状态，一种使儿童学会人类任何语言的生理及
相应的心理机制

3.句子有两个结构层次：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深层：显示基本的句法关系，
决定句子意义；表层：表示用于交际中的句子的形式，决定句子的语音。句子
的深层结构转换规则变为表层结构，从而被感知和传达



语言习得机制（LAD）

• 乔姆斯基认为人类先天具有一种习得语言的特殊能力，表现为儿童头脑中有一

种受遗传因素决定的"语言习得机制"，这一特殊机制脱离人类的其他功能而独

立存在，甚至跟智力没有关系，在十二岁以前发生作用。

• 语言习得机制包括两个部分:

• 1、以待定的参数形式出现的，人类语言所普遍具有的语言原则，又称为"普遍

语法"。

• 2、评价语言信息的能力，也就是对所接触到的实际语 的核心部分进行语言参

数的定值。



功能主义语言学
• 时间：60年代末，70年代初

• 中心：欧洲

• 代表：韩礼德（英）、马丁内（法）

• 标志：语言研究的重点由语言形式转向语言功能

• 研究内容：在对语言的系统和结构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从
功能角度研究语言。着重探讨语言的意义和功能，研究语言如
何使用，分析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语言功能与语言系统的
关系。



课堂任务：

•    个人以思维导图的形式，整理记录语言学发展的四个时期，

内容包括：时间、地点、代表人物、标志、主张、主要成果、

局限、对应的教学法。

•    （30分钟）课下提交。



1.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

• 乔姆斯基--语言能力，并将内在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表

现”，及对语言的实际运用做了区分。

• 语言能力：是指人们所具有的语言知识，是一种内化了的包括

语音、词汇、语法等的语言规则体系。主要是与语言形式有关，

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抽象的语法能力，是一种脱离外部语言环境

的、人的内部心理机制。



• 海姆斯首次提出“交际能力”，即运用语言（或非语言手段）

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包括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和表达感情。

• “交际能力”的四个特征：

• 1.语法性：语法上是否正确

• 2.可接受性：在交际中能否被接收

• 3.得体性：在一定语境中是否恰当，是否合乎社会文化习惯。

• 4.现实性：是否在现实中常用

1.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



• 卡纳尔<美>

• 交际能力的四个方面：

• 1.语法能力：对语言系统规则的掌握

• 2.社会语言能力：指掌握语用规则、在真实的社会语境中得体

地运用语言的能力

• 3.话语能力：运用话语进行连贯表达的能力

• 4.策略原则：交际中根据发生的情况，策略地处理语言

1.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



• 交际能力既包括语言能力，也包括语言运用能力

• 不仅要求掌握语言规则，也要求掌握语言运用规则

• 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意义：

• 培养汉语交际能力已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目标的共识。二语学习

过程是创造性的认知过程，要充分发挥学习者的认知能力，使

有关的语言知识和语用知识转化为语言能力。

1.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



2.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
• 语言形式：通常指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的结构体现，也称
语言结构。

• 语言功能：指语言所能发挥的作用

• 形式主义语言学注重结构功能和语法功能

• 社会语言学：交际功能

• 韩礼德：

• 儿童：工具功能、控制功能、交往功能、表达个体的功能、启
发功能、想象功能、信息功能

• 成人：观念功能、交际功能、话语功能



3.话语分析和会话分析
• 话语是在交际过程中一定语境下表示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是
由结构衔接、语义连贯、排列符合逻辑来表达某个主题的连续
的句子所构成的语言整体

• 话语分析也称“语篇分析”，是对话语的结构与功能的分析

• 70年代，萨克斯<美>指出会话的特点是话轮替换发话人从头至
尾连续的一段话称为一个话轮，会话中每次须保持一人说话，
发话者与受话者不断变化角色，轮流发话

• 基本单位：毗邻应对、插入序列、分岔序列、预示语列、开头
序列、结束序列

• 会话规则主要体现在语义的连贯性和双方共有知识以及“合作
原则”



练习：用萨克斯的话轮特点分析以下对话，找出对话中“插入序列、分岔
序列、预示语列、开头序列和结束序列”。



练习：用萨克斯的话轮特点分析以下对话，找出对话中“插入序列、分岔
序列、预示语列、开头序列和结束序列”。



4.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

• 奥斯汀--“言语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言后行为

• 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合作原则

• 合作原则：质的准则、量的准则、关系准则、方式准则

• 利奇--礼貌原则：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

同情准则



思考与讨论：你们如何看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为什么？

• A).量的准则

•     a)所说的话应该满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

•     b)所说的话不应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

• B).质的准则

•     a)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

•     b)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 C).关系准则 说话要相关，要切题

• D).方式准则 说话要清楚、明了

•     a)避免晦涩 

•     b)避免歧义

•     c)简练

•     d)井井有条



• 1、李丽在一家旅行社当导游。有一次，外国朋友对她热情、周到的服务表示
感谢，说“Thank you very much.” 而李丽却说:“Don’t mention it. 
That’s my duty./That’s what I should do./ I  ought to do so.”

• 2、中国学生李明在向外籍专家汇报自己的研究工作时说:“ I’m sorry, 
I’ve wasted your precious time.

• 3、外教:“Don’t  you like me sweater?      

• 学生:“You knit it yourself?”

• 外教:“ I can’t knit. One of my students kint it for me.”

• 学生:“It looks a little bigger”.

• 外教( 拉拉衣服,停了一会儿,脸上掠过不快的神色):“ But it’s warm.”

判断以下对话符不符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为什么？



判断以下对话符不符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为什么？



• 格赖斯“合作原则”的“求真”与中国文化礼貌的“求情”之别：

• 1.“合作原则”的核心是质的准则。在交际中，这种“真”体现为，不

论话语如何委婉，一定要让听者准确理解自己所要传递的真实信息。

• 2.中国文化中，人际交往注重的是“真情”，即对人热情关心和自谦尊

人之情。中国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礼貌交往要遵循一定的行为模式，表

达对他人的情感，依赖情感的表达可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注重人情

和面子，说话委婉含蓄。



思考与讨论：你们如何看利奇的礼貌原则？为什么？

（1）得体准则:

a. 尽量少让他人受损；

b. 尽量多让他人得益。

（2）宽宏准则 :

a. 尽量少使自己得益；

b. 尽量多使自己受损。

（3）赞誉准则:

a. 尽量少贬低他人；

b. 尽量多赞誉他人。

（4）谦虚准则 :

a.尽量少赞誉自己；

b.尽量多贬低自己。

（5）一致准则:

a.尽量减少自己与他人的不一致；

b.尽量增加自己与他人的一致。

（6）同情准则:

a.尽量减少自己与他人之间的不合；

b.尽量增加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同情。



判断以下对话符不符合利奇的礼貌原则，为什么？



• 利奇的礼貌原则的主要特点：

1.礼貌是人际交往中采用双方利益均衡的策略达到既不损人也不伤己的目

的的施为行为。最重要的是得体准则，最不重要的是谦虚准则。

2.人际关系的协调主要依靠消极礼貌。

3.人际关系的协调终于交际的实际内容，所以婉转的话语是礼貌的最重要

策略。

4.礼貌必须遵守求真原则，即不论话语如何婉转，讲话人所要传递的交际

信息必须清楚无误。



“礼貌原则”的局限性

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

（1) 有些原则并不适用于全体文化

“赞誉准则” 日本文化中，赞扬他人的做法往往会被认为是傲慢、冒昧的行

为。

“谦虚准则” 美国黑人经常自我赞扬

“一致原则” 犹太人常用争论来拉近交际双方的距离；在奥地利，回避争论

有可能被看做是不愿与人深交的表现。

（2）“尽量多”、“尽量少”的说法过于绝对，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3）礼貌是相对的，其相对性是语境的多样性所决定的。

 (4)“得体准则”不仅仅是为了礼貌，有时得体的话语不一定是礼貌的



思考与讨论：

• 语法翻译法、情景法、听说法、视听法、认知法、交际法

• 以上为语言教学中常用的几种教学法，请查询以上教学法的主

要内容，并分析其受哪种语言学流派的影响？



思考与讨论：

语法 语言学流派

语法翻译法 历史比较语言学

情景法

结构主义语言学听说法

视听法

认知法 转换生成语法

交际法 功能主义语言学



课文学习2、3部分的教学属于

听说法

交际法

直接法

全身反应法

A

B

C

D

提交

1利用课后练习“根据课文回答问题”检测课
文预习并回顾课文内容。回答时要求语言规
范、流畅
2用本课学到的说法从课后练习中“你们公司
举办了一次新产品展示会，在展示会上，你
向与会者介绍你们的新产品”和“你向客户
介绍你方最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中任选一个
题目进行分角色练习，然后按小组轮流上台
给大家展示。
3要求大家认真观看，与台上同学互动，及时
提问指出优点和不足
4.当堂完成课后练习并订正其中的错误。

单选题 0.5分



汉语的特点
VS

对外汉语教学



1.现代汉语的特点
             1.没有复辅音           2.元音占优势

            3.有区别意义的声调     4.音节总数有限，简短而明确

            1.语素以单音节为基本形式

            2.广泛运用复合法构成新词

            3.双音节词占优势

            缺乏表示语法意义的词类标志和词形变化

           1.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

           2.语法（词法、句法）结构具有一致性

           3.词具有多功能性：某一类词可以充当多种句子成分

           4.词语组合受语义和语境的制约

           5.量词和语气词十分丰富

语音方面：

词汇方面：

语法方面：



2.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利与弊
有利 难点

语法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
化，按一定顺序排列即可，
形式结构简明

意合为主，隐形语法关系丰富，
词类有多功能性

语音 400多个音节，加上四声
1300多个音节

声调

词汇 音节少，词根复合法为主，
词义与语素义有关，常用
词覆盖率较高

近义词/同义词、量词和语气词
丰富、成语、古词

汉字 难认、难记、难写



1.“他的一个儿子在北京大学。”汉语拼音正确的写法是

Tā de yígè érzi zài Běijīng dàxué

Tā de yí gè érzi zài Běijīng dàxué

Tā de yīgè érzi zài Běijīng Dàxué

Tā de yī gè érzi zài Běijīng Dàxué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2.与汉字“这”结构相同的字是

厉

害

师

牛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3.句（1）属于下列哪一种句式？

主谓谓语句

存现句

比较句

兼语句

A

B

C

D

提交

      （1）笼子里挂着一块肉，狮子
站在笼子外边，（2）看着那块
肉。聪明的狮子知道，毫无疑问，
这肯定是一个陷阱。猎人就在附
近，（3）过一段时间就会来看
一下。但狮子也下定决心：（4）
说什么也得吃到这块肉

单选题 1分



4.下列句子中，哪一个与句（2）中的“着”用法相同？

他一句话也不说，好像
脑子里在寻思着什么。

门开着呢，你进来吧。

麦克今天穿着一件黑色的毛衣

你瞧瞧，我说什么来着？

A

B

C

D

提交

      （1）笼子里挂着一块肉，
狮子站在笼子外边，（2）看
着那块肉。聪明的狮子知道，
毫无疑问，这肯定是一个陷阱。
猎人就在附近，（3）过一段
时间就会来看一下。但狮子也
下定决心：（4）说什么也得
吃到这块肉

单选题 1分



5.句（3）中，“会”属于什么词？

副词

形容词

动词

介词

A

B

C

D

提交

      （1）笼子里挂着一块肉，狮子
站在笼子外边，（2）看着那块
肉。聪明的狮子知道，毫无疑问，
这肯定是一个陷阱。猎人就在附
近，（3）过一段时间就会来看
一下。但狮子也下定决心：（4）
说什么也得吃到这块肉

单选题 1分



6.句（4）中，“什么”属于疑问代词的哪个用法？

任指

特指

虚指

暗指

A

B

C

D

提交

      （1）笼子里挂着一块肉，狮子
站在笼子外边，（2）看着那块
肉。聪明的狮子知道，毫无疑问，
这肯定是一个陷阱。猎人就在附
近，（3）过一段时间就会来看
一下。但狮子也下定决心：（4）
说什么也得吃到这块肉

单选题 1分



7.句（4）中的“得”字在现代汉语中共有几个读音？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A

B

C

D

提交

      （1）笼子里挂着一块肉，狮子
站在笼子外边，（2）看着那块
肉。聪明的狮子知道，毫无疑问，
这肯定是一个陷阱。猎人就在附
近，（3）过一段时间就会来看
一下。但狮子也下定决心：（4）
说什么也得吃到这块肉

单选题 1分



8.句（1）属于哪种疑问句？

是非问

特指问

选择问

正反问

A

B

C

D

提交

    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那么什么
是浪漫呢？（1）年轻人说：浪漫是她想要
月亮时，你不会给她星星；中年人说浪漫是
即使晚上加班到零点，到家时自己家里还亮
着灯（2）；老年人说：浪漫其实就像歌中
唱的那样，“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其实，让我们感动的，
就是生活中这份简单（3）。在我看来，简
单才是最大的幸福（4）。

单选题 1分



9.句（2）是哪种关系的复句？

假设

选择

承接

条件

A

B

C

D

提交

    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那么什么
是浪漫呢？（1）年轻人说：浪漫是她想要
月亮时，你不会给她星星；中年人说浪漫是
即使晚上加班到零点，到家时自己家里还亮
着灯（2）；老年人说：浪漫其实就像歌中
唱的那样，“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其实，让我们感动的，
就是生活中这份简单（3）。在我看来，简
单才是最大的幸福（4）。

单选题 1分



10.句（3）中的“让我们感动”是一个兼语句，其中
做兼语的是：

我们

让

感动

让我们

A

B

C

D

提交

    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那么什么
是浪漫呢？（1）年轻人说：浪漫是她想要
月亮时，你不会给她星星；中年人说浪漫是
即使晚上加班到零点，到家时自己家里还亮
着灯（2）；老年人说：浪漫其实就像歌中
唱的那样，“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其实，让我们感动的，
就是生活中这份简单（3）。在我看来，简
单才是最大的幸福（4）。

单选题 1分



11.句（4）中“在我看来”做了什么语法成分？

主语

状语

感叹句

插入语

A

B

C

D

提交

    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那么什么
是浪漫呢？（1）年轻人说：浪漫是她想要
月亮时，你不会给她星星；中年人说浪漫是
即使晚上加班到零点，到家时自己家里还亮
着灯（2）；老年人说：浪漫其实就像歌中
唱的那样，“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其实，让我们感动的，
就是生活中这份简单（3）。在我看来，简
单才是最大的幸福（4）。

单选题 1分



12.材料中运用了哪几种修辞手法？

设问、比喻

设问、排比

比喻、排比

比喻、夸张

A

B

C

D

提交

    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那么什么
是浪漫呢？（1）年轻人说：浪漫是她想要
月亮时，你不会给她星星；中年人说浪漫是
即使晚上加班到零点，到家时自己家里还亮
着灯（2）；老年人说：浪漫其实就像歌中
唱的那样，“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其实，让我们感动的，
就是生活中这份简单（3）。在我看来，简
单才是最大的幸福（4）。

单选题 1分



Thanks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4

--教育学基础



有哪些因素能够促进人的发展？

作答

正常使用主观题需2.0以上版本雨课堂

主观题 10分



A
1.人发展的生理前提

2.提供可能性

3.具有可塑性

遗传

B
客观条件，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提供多种可能

使遗传可能性变为现实

环境

C

主导作用

开发特殊才能

教育

D

内在动力

决定性因素

主观能动性



u什么是教育？

u广义：指一切能增进人们的知识、技能，增强人们的体质和影响人们的

思想知识和道德品质的活动。

u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u狭义：社会通过学校对受教育者的身心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

有系统的影响和培养活动

1.教育



u教育的目的：

u为社会培养人才

u---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为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所需要的人才

1.教育

德育 智育 体育 美育

方向 核心 基础
保证

重要组
成部分



u教学过程：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教学活动过程

u教学过程的特殊性及本质特征：

2.教学过程与教学原则

No Yes
直接打交道、亲身体验 书本、课堂--间接经验--运用于实践

自己摸索 教师引导

知识掌握过程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过程

自发主动的要求 教师和课本影响下进行的



教学过程的模式

教学
模式

传授式

活动式 发现式

发展式

杜威“设计教学法”
在教师辅导下，学生
通过活动自己进行探
究式性学习模式

夸美纽斯
在教师主导下系统地
传授书本知识的模式

赞可夫“一般发展”
教学过程不只是智育的过程，
而是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发展
的过程

布鲁纳“学科结构论”和“发现
学习理论”
既主张学生学习最新的、系统
的、有严密逻辑结构的科学知
识，又要求学生通过自己的活
动去发现知识，总结规律



u启示

教学过程的模式

应当倡导教学模式的多样化

要强调辩证法，防止片面化和绝对化



教学原则

直观性

科学性与思想

性相结合

教师主导作用与学

生主动性、自觉性

巩固性

知识传授与智

能发展

统一培养要求

与因材施教

01 02

04 05

07 08

量力性

理论联系实际与

理论知识为主导

系统性与循序

渐进性

03

06

09



一老师在化学课上讲到元素周期表中的“镭”元素时，向学生们
介绍了“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献身科学的事迹，学生们深受教
育，这体现了哪一教学原则？（    ）

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统一原则

启发性原则

发展性原则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学记》中提出“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体现的原则
是（     ）

直观性

巩固性

启发性

因材施教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孔子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体现的原则是

直观性

巩固性

启发性

因材施教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教学的内容、方法和进度要适合学生的身心发展，既要是他们能
够接受的，也要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经过努力才能掌握，以促进
学生的身心发展。这体现了（    ）

直观性

巩固性

启发性

量力性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罗老师讲解《观潮》这篇课文时，通过播放视频，让学生真切感
受到钱塘江大潮的雄伟壮观，他在教学中贯彻了（     ）

直观性

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统一原则

循序渐进性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u教学方法是指为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在教学活动中所采用的方法

u直接影响到教学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实现教学目标所达到的程度和

效率。

教学方法

01
以语言讲授为主

03
以训练为主

04
以陶冶为主

02
以观察为主

主
要
教
学
方
法



以下三个题目任选其一进行讨论分析（先判断正误，然后说明理

由）

1.在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应该遵循“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原则

2.在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应该遵循“教学内容决定教学方法”的

教学原则

3.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应该遵循“以语言要素的教学为中心”

的教学原则

小组讨论



  

一、用汉语拼音写一个句子，并写出括号中的汉字：（请选择一题提问）

1. 我想跟朋友去延安旅游。（旅）

2. 他去西安出差，不是去玩儿。（出）

3. 冬天去黑龙江得穿棉袄吧。（黑）

评分参考标准：
A、拼音考察（8分）
大小写；分词连写；隔音符号；声调位置；轻声等；
全部正确得8分，每错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一、不”等可以标原调，也可以
标变调；量词“个”可以标原调，也可以不标调；
B、汉字考察（2分）：汉字、笔顺都正确，得2分；有错误酌情扣分。

国际中文志愿者面试打分点举例



  

二、词语辨析（请选择一题提问）

1、关于——对于

2、一次——趟

3、漂亮——美观

1.能举出合适的例句，得1-2分；

2.能基本说明二者的区别，得3-6分；

3.能用专业知识分析二者的区别，得7-10分。



 评分参考标准：

第1题：
   这两个词都是介词，兼表“关涉”与“对象”时，二者可换用：关于/对于订立公约，
两国均无意见。
   单表“关涉”用“关于”，单表对象用“对于”，二者不能互换：关于织女星，民
间有个美丽的传说。 对于文化遗产，我们要认真保护。
  “关于??”介词短语作状语，只能放在主语前：“对于??”介词短语作状语，放在主
语前后均可：关于国际形式，我了解不多。（R）我关于国际形式了解不多。（F）
对于西方文明，大家有不同的看法（R）大家对于西方文明有不同的看法。（R）

第2题
   “次”、“趟”都是动量词。“次”用于表示事情发生的次数，如：这种药一天吃
三次。 
   “趟”一般用于走动的次数，如：我去找了两趟校长，都没找到。
   “趟"还可以用于火车等交通工具，火车的一去或一来是一趟。

第3题：
   都是形容词，都有好看的意思。
   “漂亮”使用范围比较广，可以用于人、动物或事物，多用于口语，可重叠。还有
引申义，表示好、精彩、出色地意思。如：这件事干得真漂亮。
   “美观”多指服饰、用具、建筑物、工具等的外在形式好看，不能用于人。多用于
书面语，不可重叠。



三、偏误处理：下面A句和B句都可以说吗？请加以
解释：（请选择一题提问）

1、A、我们正在公园散散步呢。

   B、我们正在公园散步呢。

2、A、小李叫我早点儿来，车马上要开了。

   B、小李叫我快点儿来，车马上要开了。

3、A、我姐姐下星期就要结婚了。

   B、我姐姐下星期快要结婚了。

B句对。副词“正在”表动作
进行，而动词重叠“散散（步）”则表尝
试或经常性动作，二者语义相矛盾，应改
“散散步”为“散步”。

B句对，“早点儿”强调时
间早，即提前某时点：“快点儿”强调速
度快，即缩短某时段，有抓紧时间，不要
错过之意。句中要求抓紧时间，不要误车，
故须用“快点儿”。

A句对。“就要”和“快要”
都能与后面的“了”一起，表示动作即将
开始或完 成，通常可以替换。但如果句
子中出现具体的时间词语作状语，不能用
“快要”，比如“明天我就要回国了”。
题目中“下星期”|也是时间词作状语，
所以不能用“快要”。



四、教学能力（请选择一题提问）

1、假如你在任教国教的是学了五个月的大学生/中学生，现在的教学内容是

“去什么地方做什么”，课文中的句子是：“我去中国看朋友。”

   A、请用一分钟介绍你的教学思路。

   B、做一个五分钟的试讲，至少包括讲解和练习。

   C、课堂管理问题：（此问题在试讲进行中或结束时适时提出）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几个学生就在笑一个学生，并且用他们的母语开始谈笑，

声音也越来越大，这时你怎么处理？

2、假如你在赴任国教的是小学生/中学生，他们学过三个月中文。今天上午的

教学内容之一是颜色词，比如“红”、“黄”、“蓝”、“绿”等。

   A、请用一分钟介绍你的教学思路。

   B、做一个五分钟的试讲，重点展开活动环节。

   C、课堂管理问题：（此问题在试讲进行中或结束时适时提出）

有学生突然提出：老师，我们去外边儿踢足球吧！



A、知识点：这是第一个动词为“来/去”
的连动句，在语义上，第二个动词往往表
示第一个动词的目的（“去中国”是为了
“看朋友”）。

B、教学考察点：
   能通过合理的教学设计清楚的呈现语言
点的基本用法；
   教学方法直观、简洁，适合教学对象的
年龄、汉语水平，教学环节完整；
   有互动意识，能展开适当的练习或活动；
   能及时发现并有效纠正学生的错误。

C、课堂管理考察点：
   任何帮助学生集中精力、建立规则意识
的方法均可。

A、知识点：颜色词语，单独或结合句型讲
练均可。

B、教学考察点：能通过合理的教学设计清
楚的呈现语言点的基本用法；教学方法直观、
简洁，适合教学对象的年龄、汉语水平，教
学环境完整；有互动意识，能展开适当的练
习；能及时发现并纠正学生的错误。

C、课堂管理考察点：任何帮助学生集中精
力、建立规则意识的方法均可。



五、跨文化交际能力（请选择一题提问）

案例1：

    张斌作为汉语志愿者在泰国的小学教汉语。泰国是一个佛教国

家，这个学校 规定师生每天在上课前都要做祈祷。张斌认为自己是

无神论者，所以拒绝做祈祷。那个学校的校长却说，所有的教师都

必须做祈祷，否则就不能在这个学校任教了。张斌不禁要问：到别

的国家任教时是要坚持自己的文化特点，还是要入乡随俗？

    



案例2

    美国一所大学的中文项目主任给来自中国的两位汉语教师安排教

学任务。在开会讨论的时候，两位中国老师都没有提任何反对意见，

可是会后两个人分别找到主任提出自己的工作量不太合理，要求做一

些调整。这位美国主任很恼火，他不明白为什么她们不在会上提出来

商量解决，而是会后表示不满意。他甚至怀疑中国老师的性格有问题。

对此，这两位老师的解释是：她们不好意思当面说出来, 因为要顾及

另一个人的面子，怕伤了和气。但是这位美国主任认为，这样会给工 

作和人际关系都带来不好的影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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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生理-心理基础



大脑皮层的结构和功能





言语活动在大脑皮层上的技能定位

主管说、写
失语症

听觉言语中枢
感觉性失语症

有阅读理解能力
失读症

失写症



大脑侧化及语言学习“关键期”

侧
化

从两岁到青春期（12岁左右）之前，是大脑语言

功能向左侧化的时期。

渐进过程；

4岁以后，大脑左半球开始显示语言优势

青春期开始侧化已完成，右脑失去发展语言能力

关
键
期
假
说

伦尼伯格，60年代

指在青春期（12岁左右）以前，由于大脑

语言功能侧化尚未完成，左脑和右脑都能

参与语言习得的这段时期



记忆与第二语言学习
记忆是过去经验在人脑中的保存和提取，是人脑对过去经历过的事

物的反映

第二语言记忆则是对二语知识和能力的保持和再现，是二语学习者

主动积极的活动

记忆按内容分类 记忆按保持时间和状态

形象记忆 感觉记忆

逻辑记忆 短时记忆

情绪记忆 长时记忆

运动记忆

字母、音素、词句的视觉和听觉形象

语音、词
汇、语法
规律

对话、朗读或表演
等活动中体验过的
愉快情绪的记忆

听说读写等技能



很多年之后仍然记得当初吃到的蒙古烤全羊的味道，
这是一种(    )记忆。

形象记忆

逻辑记忆

情绪记忆

动作记忆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记忆与第二语言学习

1.识记

无意识记
有意识记
机械识记
意义识记

2.保持巩固
纳入已有
知识结构

3.再认和
重现

恢复记忆的两种形式
再认：再度呈现时能识别并确认
重现：回忆
能够重新回想起来

第二语言的记忆过程



记忆与第二语言学习
• 再认的速度和准确性取决于识记保持和巩固的程度，也取决于当

前呈现的材料与过去识记过的材料所形成的记忆痕迹的接近程度

• 再认和重现都需要一定的线索进行联想，以恢复已建立的联系

• 特别是回忆是以联想为基础，并常以联想的形式出现

02
对比联想

01
类似联想

03
接近联想

04
关系联想



学生在第二语言中做问答时体现的记忆主要是（    ）

识记

保持

再认

回忆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在考试时完成填空题的过程是记忆过程的(     )

识记

保持

再认

回忆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期末考试为开卷考试，此时学生记忆活动主要是(      )。

回忆

再认

保持

识记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所谓的“潜移默化”是通过（    ）

有意识记而接受

无意识记而接受

有意回忆而接受

无意回忆而接受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在路上遇到小时的同伴，虽叫不出其名字，但确认是认识的，此
时的心理活动是

识记

保持

再认

重现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遗忘的规律与加强记忆

• 遗忘指储存过的信息不能正确地提取出来

• 第二语言的遗忘，即记忆过的内容不能保持也不能正确地再认或重

现，暂时神经联系的痕迹不能巩固

部分遗忘和全部遗忘

暂时遗忘和永久遗忘



遗忘的规律与加强记忆

• 心理学对遗忘产生解释：

• （1）衰退说：由于得不到强化而逐渐衰退甚至消失

• （2）干扰说：

• 前摄抑制:前边的学习活动对现在的记忆的保持所产生的影响，即

旧的记忆干扰新的记忆

• 倒摄抑制：后边的学习活动对现在的记忆的保持所产生的影响，

即后边的新的记忆干扰旧的记忆



遗忘的规律与加强记忆

• 两种学习活动的内容或材料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的时，不会引起抑制

• 既有相同又有不同时才产生因内容类似而引起的抑制

• 对第二语言教学的启示：

•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尽可能把近似的材料分隔开学习。



遗忘的规律与加强记忆

01识记时间

03识记数量

04识记程度

05识记方式

02识记内容

影响遗忘的因素及对第二语言教学的启示：



心理学的发展与第二语言教学



心理学的发展

构造主义

格式塔心理学

机能主义

行为主义

精神分析学派 认知心理学

人本主义心理学



构造主义

• 奠基人：冯特

• 研究方法：强调内省的方法

• 观点：主张通过内省的方法研究心理结构，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

人们的直接经验，并将人的经验分为感觉、意象、激情三种元素



机能主义

• 创始人：詹姆士

• 代表人物：杜威等

• 研究方法：内省法，但更注重客观的实验和测量

• 观点：强调研究意识的作用，不把意识看作是个别心理元素的集

合，而是一个川流不息的过程

• 着重研究意识的作用和功能，即人的心理机能在有机体适应环境

中的作用

• 强调研究与人的适应行为有关的心理过程，强调心理学的应用价

值



格式塔心理学
• 创始人：韦特海默、考夫卡、柯勒

• 反对把意识化解成元素，主张把心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 学习就是知觉的重新组织

• 人在认知活动中需要把感知到的信息组织成有机整体，在头脑中

构造和组织一种格式塔，对事物、情境的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

形成整体理解，而不是对各种经验要素进行简单的集合。



行为主义
创始人：华生、后期代表：斯金纳

强调学习过程和测量外显行为的心理学派

特点：否认意识，主张心理学只研究人的行为；反对内省，主张采

用客观的实验的方法



精神分析学派

• 创始人：弗洛伊德

• 人的心理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意识，一部分是无意识

• 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

• 通过与病人谈话、分析梦境和自由联想等手段，引导病人说来，

紧张心情得到缓解，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认知心理学

• 标志：奈塞尔《认知心理学》

• 代表人物：布鲁纳、托尔曼

• 广义的认知是人的认识活动，认知心理学研究人的认知过程，并

把认知作为人的全部心理活动的过程

• 强调研究人的内部心理过程，强调研究意识，继承了格式塔心理

学在知觉、思维和问题解决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人本主义心理学
• 创始人：马斯洛
• 代表人物：罗杰斯
• 强调心理学的首要任务是了解人，揭示人的本质，认为既不要把人
神化，也不要把人兽化

• 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强调人有自由的意志，有发展自身潜能和自
我实现的需要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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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语言与文化



文化

• 什么是文化?

• 广义：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的总和。

• 狭义：主要指精神文化



以下哪一项属于狭义文化？

万里长城 

瓷器

中文

尊老爱幼

A

B

C

D

提交

多选题 1分



 4

  1
 

2

 

3

物质文化

文化

行为文化

制度文化

观念文化

按文化的内容分类



文化

文化的分类：

大写字母C文化-大文化：经济、政治、哲学、教育、文学

艺术、科学以及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

小写字母c文化-小文化：指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准

则、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等



文化

文化的特征？

文化是通过实践创造出来的1

2 具有民族性，是以民族的形式体现的

3 具有社会性

4 具有系统性

5 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的符号系统之上的

6 文化是在发展变化的



文化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与文

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二者不可分割
01

02 语言是用于记录文化的符号体系，是文

化的主要载体

03 语言和文化相互依附、促进和制约



文化

启示：

• 要真正理解或研究一种文化，必须掌握作为该文化符号的语言

• 要习得一种目的语，必须同时学习该语言所负载的文化。

• 对目的语的文化了解越多，越有利于语言交际能力的提高



02 语言与跨文化交际



语言与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行为

跨文化交际的特点？

A
文化的差异
与交际障碍

B
交际原则和
价值观念

C
母语文化的思
维定式和对异
文化的成见

D
交际过程中
的相互接近
和求同趋向

E
交际的结果：
文化的相互
影响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的冲突和适应,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语言与跨文化交际

2

挫折阶段

4

适应阶段

1
蜜月阶段

3
调整阶段

文化休克
指在非本民族文化背景中生活或学习
的人，由于文化的冲突和不适应而产
生的深度焦虑的精神状态。



跨文化交际中对待不同文化的态度？

语言与跨文化交际

1

尊重不

同的文

化

2

理解与

适应目

的语文

化

3

求同存

异对待

文化冲

突

4

外为我

用，发

展本国

文化

5

从跨文化
交际的需
要出发，
选择文化
依附



想一想
    贾老师作为汉语教师志愿者，被外派到泰国任教。泰国的夏天气
候炎热，这让从小生活在北方的贾老师很不适应。某个周末，学校同
事组织一起参观景点，包括当地寺庙。贾老师心想这不是教学时间，
所以就穿了T恤和短裤。组织者看到后认为她穿的太随意，要求她更换
一套长袖、长裤服装，以示尊重。

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你是贾老师，请你给出对下列陈述的认同程度：

1.参观泰国大皇宫或寺庙对着装有所要求，初来乍到，不熟悉这些礼仪是

正常的

2.接受建议，尽快更换服装，不耽误大家出游

3.为避免尴尬，回去要好好研究当地的衣食住行的规则和礼仪

4.活动结束后，向组织者写邮件或打电话表示道歉和感谢

5.自己怕热，人生地不熟，以后有这样的活动尽量不参加



想一想

    秦川刚到韩国一所高中任汉语教师，不久就碰上韩国皇家宗庙的祭祖仪
式。午休时，大家都在看祭祖仪式的电视转播。学生充满自豪地告诉秦川，
该仪式已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秦川不太了解韩国的祭祖文化，看了
一会儿觉得没意思。同学们看到老师不以为然的表情，都觉得有些失望

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你是秦川，请你给出最为合适的选择：
A.自己只是汉语教师，做好本职工作即可，无需深入了解韩国文化，这样
的场合以后不再出现
B.诚实地向学生表达自己刚来韩国，对当地的文化不太了解，并对自己的
不得体之处道歉。
C.诚实地向学生解释中国也有祭祖仪式，所以自己对这方面的文化内容不
感到稀奇
D.课下交流产生的不愉快并不会影响课上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因此不予
以理会



交际文化

Ø知识文化

跨文化交际中不直接影响准确传递信息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

例：中国人用筷子吃饭

Ø交际文化

指跨文化交际中直接影响信息准确传递（即引起偏差或误解）的语言

和非语言因素。

例：不能把筷子插在饭菜上让别人吃

语言与跨文化交际



03 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教学



文化教学

1.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应该以文化教学为主？还是语言教学为主？

为什么？

2.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教学的内容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3.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教学应遵循哪些原则？为什么，可举例说

明。



文化教学

确定文化教学的内容应该体现语言的、交际的、对外的三条原则

内容

01 语言的文化因素

02 基本国情和文化背景知识

03 专门性文化知识



语言的文

化因素？

语构文化
指词、词组、句子和话
语篇章的构造所体现的
文化特点，反映了民族
的心理模式和思维方式

语义文化
指语言的语义系统、
主要是词汇中所包含
的社会文化含义，它
反映了民族的心理模
式和思维方式

03

01

02

文化教学

语用文化
语言中用语交际的语用
规则和文化规约，是由
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别
是习俗文化所决定的



文化教学

01 称呼

02 问候和道别

语用文化

04 敬语与谦辞

03 道谢和道歉

05 褒奖与辞让

06 宴请与送礼

07 隐私与禁忌



想一想

    李严刚到南非，和当地学生老师交往时出现了一些问题，他无意
间发现当地老师和学生背后会议论他，说他“虚伪”“爱撒谎”，因
为当夸奖他时，他总是不愿意承认并说自己做得不是很好。

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你是李严，请你给出最为合适的选择：

A.重新思考自己的行为，适当学习一些当地人受到夸奖的反应

B.这是文化差异，不必在意别国人的言论

C.坚决改变，从现在开始不再谦虚对待夸奖，而以真实的态度接

受夸奖

D.谦虚是中华美德，即使在国外，自己也不能改变



想一想

    高老师得了阑尾炎，做了小手术后住院修养，她的学生去医院看望
她，但令高老师哭笑不得的是，学生们送了她一个花篮，里面有菊花和
马蹄莲，而且颜色大多是白色和黄色。

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你是高老师，请你给出最为合适的选择：

A.表示感谢，但不多说什么，出院后上一堂有关中国人送礼习俗的文化课

B.很生气，这帮学生太不懂事了，一定是故意的

C.在病房直接教育学生，告诉他们在中国人的习惯里，这样送礼表达的含

义不合适

D.毕竟是一群外国学生不懂中国习俗情有可原



想一想
    沈老师在美国一所高中担任中文教师，并和当地的Amy老师成了好
朋友，去年圣诞节，Amy老师邀请了沈老师去她家做客。临走时，沈老
师说“有空来我的公寓坐坐。”可半年过去了，Amy老师从来没有上过
门。上个月沈老师看到Amy老师又热情地邀请她：“有空的时候来我家
包饺子吃！”可是Amy老师既没有来电话，也没有来访，沈老师很郁闷。

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你是沈老师，请你给出最为合适的选择：

A.在美国，只有关系很好的朋友才能随意串门

B.向美国人提出邀请，应当约定确切的时间和地点

C.美国人比较独立，他们不太愿意和别人相处

D.邀请美国人最好通过电话联系，不要当面邀请



文化教学

文化教学原则：

要为语言教学服务，与语言教学的阶段相呼应01

要有针对性02

要有代表性03

要有发展变化的观点04

要把文化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05



文化教学

文化教学方法：

通过注释直接阐述文化
知识

A

B 文化内容融汇到课文中去

C 通过语言实践培养交际
能力



个人作业
    故事发生在一个远离美国本土的偏远小镇，环境封闭，人们思想比
较落后，对中国的知识还仅限于古代时的中国。这是一位汉语志愿者在
这里的第一堂汉语课。为了让学生们更快了解中国文化，他准备了很充
足的关于中国文化以及孔子学院的相关资料，课时量设置为一个下午。
学生们表现的很热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在志愿者讲到长城时，
一个小女孩突然站起来用流利的英语挑衅的说：“中国的长城是用来进
攻和抵御别的国家的吗？你教汉语是在搞文化侵略吗？”这时志愿者心
里打了个冷战，知道自己遇到了大麻烦，不知如何解决，他们班级的班
主任也很尴尬的阻止了小女孩并示意志愿者不要理会。
要求：1.请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写一篇1000字的  
        案例分析
      2.Word文档：学号+姓名+班级，请提交至微信考勤系统
      3.提交时间：10月30号之前



谢谢观看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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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习得



什么是学习？
• 心理学概念：

• 学习是指人和动物在生活过程中获得经验而产生行为的比较持久
的变化（广义）

• 人类的学习：

• 指在人类的社会生活时间中运用语言工具主动地获得社会和个人
的经验，并产生比较持久的行为变化

• 人和动物的行为：

  本能行为/习得行为



学习理论的两大流派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认知学习理论

桑代克 尝试-错误学习理论

斯金纳 操作学习理论

格式塔心理学 完形说

布鲁纳 认知-发现说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 观点：学习是人和动物受环境支配、获得经验而被动形成的行为的

改变。

• 完全排斥人的主观思想或思维活动

• 是在经典条件作用与操作性条件作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刺激--反

应学习理论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 一、桑代克“尝试--错误学习理论”

• 动物是通过尝试与错误对环境的刺激找到能获得满意效果的反应，从而在特定

的刺激和特定的反应之间形成联结；重复练习使这一联结得到加强。

• 人和动物遵循同样的学习规律；学习的是指在于形成刺激—反应联结；学习的

过程是通过盲目的尝试与错误的渐进过程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 斯金纳--操作学习理论（20世纪30年代）

• 巴甫洛夫--经典性条件作用（条件反射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 斯金纳--操作学习理论

• 如果一个操作行为完成后伴随有强化的刺激，那么这一操作行为的

发生概率就增多，从而养成习惯；如果不再有强化刺激，则该操作

行为的概率就减少甚至消失

• 学习是一种反应概率的变化，强化可以增强反应概率

• 强化：正强化、负强化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规律 条件 例子 行为发生频率

正强化 +愉快 奖励
行为发生的频率上升

负强化 -厌恶 撤销处分

惩罚
-愉快
+惩罚

不让看电视
考不好抄写 行为发生的频率减少

消退
无强化物 孩子哭闹，家长置

之不理 行为发生的频率减少



临近下课，一些学生的注意力开始涣散，这时老师说“如果大家
认真听课，我就少布置作业。”于是那些学生又接着认真听课了。
老师采取的措施属于

正强化

负强化

惩罚

消退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以下属于负强化的实例是

老板对迟到的员工扣发奖金

老师不再批评按时完成作业的小明

感觉屋内人声嘈杂暂时离开

上课扮怪相而不再有同学和老师理睬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从强化的观点来看，撤销之前对学生纪律处分的做法属于正强化

对

错

A

B

提交

单选题 1分



一名学生早上到学校后主动打扫教室，老师看到后进行了表扬，
以后这个学生经常早到校打扫教室，可以用（  ）原理来解释

替代强化

负强化

操作性条件反射

经典性条件反射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小伟为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注，在课堂上总扮鬼脸，老师和同
学都不予理睬，于是他扮鬼脸的行为逐渐减少，这体现了哪种强
化原理？

消退

负强化

正强化

惩罚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小马上课时害怕回答问题，他发现自己坐在教室后排可减少被老
师提问的次数。于是，他总坐在教室后排。下列哪种强化方式导
致了小马愿意坐在教室的后排？

正强化

负强化

消退

惩罚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认知学习理论

• 观点：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对环境和客观事物主动的认识和行为的主

动改变，是主体的认知过程

• 强调学习中认知机制所起的作用，着重探讨学习者内部心理结构的

形成和改变

• 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说

• 布鲁纳的认知-发现说



认知学习理论
• 格式塔心理学--柯勒

• 顿悟是指突然觉察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对整个问题的情境进
行知觉，了解构成情境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 有机体获得每种经验都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也就是完形--不是孤立的组成部
分，也不是各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

• 学习就是个体内容通过知觉重组主动构造完形的过程，也就是实现顿悟的过程

• 顿悟学习可以避免盲目的试误学习，学生通过顿悟学习所获得的知识才能成为
其知识和能力的一部分，可以运用于解决任何情境中的类似问题，通过顿悟的
学习是不容易遗忘的。



认知学习理论

• 布鲁纳认知-发现说

• 学生学习的目的在于掌握知识结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该主动探

索知识结构

• 学习应是主动发现的过程，而不是被动接受知识

• 强调学生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学习的结果，重视获得知识的方法而不

仅仅是知识本身

• 强调学生好奇心的内部动机而不是受家长影响或与同学竞争的外部

动机



• 加涅按学习的复杂程度，有低级到高级把学习分为八类

学习的分类、阶段和目标

1

信号

学习

2
刺激-

反应

学习

3

连锁

学习

4
言语

联想

学习

5
多种

辨别

学习

6

概念

学习

7

原理

学习

8
解决

问题

的学习

基础简单的学
习，学龄前

学校教育的重
点

1-5属行为主义
6-8属认知学派



小孩子每次玩火，妈妈就告诉他危险，久而久之，他除了把火这
个词与看到的火联系起来之外，还会把火与危险联系起来，一说
危险就想到火。这属于哪个种类的学习(    )

信号学习

刺激——反应学习

连锁学习

言语联想学习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学生学习了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后，掌握了“四边形”
的概念。这种学习是(    )

连锁学习

概念学习

辨别学习

原理学习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学生在课堂上由于正确回答老师的问题而得到表扬，多次以后
就变得喜欢在课堂上回答问题”，这是加涅学习层次理论中的哪
一种学习类型？

连锁学习

信号学习

刺激--反应学习

概念学习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学蛙泳就必须学会如何用手臂划水、蹬腿并夹水、抬头呼吸，以
及如何将上述几个主要动作组成一个和谐的系列，这种学习属于
（  ）

信号学习

刺激—反应学习

连锁学习

解决问题的学习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打铃了上课，再打铃下课”，师生们这样的反应属于加涅的学
习层次分类中的

信号学习

刺激—反应学习

连锁学习

解决问题的学习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按照加涅的学习水平分类，学生对相似的、易混淆的单词分别作
出正确反应的学习属于

信号学习

连锁学习

多种辨别学习

解决问题的学习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学生根据三角形全等的原理来做几何证明题。根据加涅的累积学
习模式，这种学习属于

连锁学习

多种辨别学习

原理学习

解决问题的学习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此题未设置答案，请点击右侧设置按钮



按照加涅的学习层次分类理论，学生将“狗”，“猪”，“牛”
等概括为“动物”的学习属于概念学习

正确

错误

A

B

提交

单选题 1分



学习的分类、阶段和目标
• 加涅认为学习行为分为八个阶段

动机 领会 获得 保持

回忆概括作业反馈



28

动作技能

言语信息

认知策略

智力技能

应达到的

五种学习

结果，即

教育所要

实现的目

标

学习的分类、阶段和目标

态度



练习
• 判断以下学习结果属于哪一类？

• 1.知道长江是中国第一长河。

• 2.梯形的面积计算公式可由三角形的面积计算公式，加上长方形的面积计

算公式组合得来

• 3.可以区分b和d

• 4.将所学的内容画出网络关系图

• 5.学会骑自行车

• 6.have的过去时是had

• 7.尊师重道

言语信息

智力技能

智力技能

认知策略

动作技能

言语信息

态度



学生通过学习后，能说出“诚信”的含义。根据加涅的学习分类，
这种水平的学习主要属于（    ）

言语信息学习

智力技能学习

认知策略学习

态度学习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小明原来见了陌生人就躲避，上幼儿园一个月后，小明的这种行
为消失了。据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这里发生（  ）的学习。

言语信息

智力技能

动作技能

态度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根据加涅对学习结果的分类，下列属于智慧技能的是（ ）

把小数换算成分数

认识时钟

使动词和句子的主语一致

写字

A

B

C

D

提交

多选题 1分



33

习得 2

1 学习

•课堂环境

•有专门教师指导

•专门教材

•有意识掌握语言
规则

•自然语言环境

•潜意识获得

学习和习得



思考

学习和习得是否是相互排斥的？



学习和习得的不同

A
B

目的

C
D

E

环境

内容

方法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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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语言习得



根据加涅的学习层次分类，学习联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刺激--
反应动作，以形成一系列刺激--反应动作联结为

连锁学习

信号学习

刺激--反应学习

言语联结学习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小明在两岁的时候学会了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这首唐诗。按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这属于

言语信息

态度

动作技能

智力技能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学生通过学习，能够阐述热力环流的形成过程，这属于（   ）

言语信息

动作技能

智力技能

态度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小明两岁半就会正确使用“你”、“我”、“他”三个代词进
行言语交流，按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这里发生的学习是（   ）

言语信息

智力技能

认知策略

态度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读完故事之后，小明对小红帽产生怜爱、对大灰狼产生憎恶的
感情，属于加涅学习结果的（   ）

言语信息

动作技能

智力技能

态度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加涅的智力技能包括(   )。

辨别学习

概念学习

原理学习

连锁学习

A

B

C

D

提交

多选题 1分



儿童第一语言的习得过程

1 2 3 4 5

喃语阶段

半岁-一岁

独词句阶段

一岁左右

双词句阶段

一岁半以后

电报句阶段

两岁-两岁半

成人句阶段

两岁半-五岁



儿童第一语言习得的主要理论

刺激--反应论

认知论

先天论

语言功能论



• 行为主义心理学--斯金纳

• 反对研究人内部的意识思维活动

• 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人类的行为，试图通过研究人的言语行为建立

一套完整的一语习得理论

• 认为语言不是先天所有而是后天习得的，强调外部条件在一语习

得过程中的作用。

• 模仿---奖励或赞许--反应得到强化--反复

儿童一语习得的主要理论--刺激-反应论



• 评价：

• 1.人们平时所听所说的每句话几乎都是新的，儿童不可能通过

模仿来学会每一句话

• 2.不能解释儿童言语行为中的创造性

• 3.成人并不总是对儿童说出的话进行强化

• 4.单靠刺激-反应，即使能学到一些语言的外部形式，也培养不

出语言交际能力

儿童一语习得的主要理论--刺激-反应论



• 又称为“内在论”

• 理论基础：乔姆斯基“普遍语法”

• 人们习得语言绝不是单纯的模仿记忆，而是要把这些复杂的规则
“内化”，达到自动运用的程度

• 语言习得机制（LAD）：包括两部分

• 1.以待定的参数形式出现的，人类语言所普遍具有的语言规则，
即“普遍语法”（UG）

• 2.评价语言信息的能力，也就是对所接触到的实际语言的核心部
分进行语言参数的定值

• 语言习得过程是假设--验证的演绎过程

儿童一语习得的主要理论--先天论



• 不否认后天语言环境的作用，环境只起到提供具体语言材料，触发语言
习得机制工作的作用

• 儿童母语习得的过程是主动、积极、创造性的过程

• 争论：

• 1.LAD是否存在

• 2.LAD是普遍语法

• 3.LAD不受智力和认知能力的制约

• 4.先天论对环境的作用估计不够。

儿童一语习得的主要理论--先天论



u试比较先天论和刺激-反应论

讨论

先天论 刺激-反应论

把婴儿看成是带有将来发展蓝图
的复杂的机制

将新生婴儿看成是一块完全由环
境来捏弄的泥团

过分强调了天赋，忽视后天环境
的作用，忽视反复操作养成习惯
的必要性

过分强调了环境的作用，强调后
天通过刺激-反应养成习惯，忽视
认知能力的作用



l 认知论基础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l 指出人有遗传的心理功能。它决定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并向环境

学习。

l 与环境作用的结果就形成并发展了儿童的认知结构

l 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结构，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儿童对外界事物做出反应

的组织形式。认知结构的发展涉及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四个概念。

l 认知结构的组成部分又称为图式

儿童第一语言习得--认知论



• 图式：是指动作或活动的结构或组织。这里的动作或活动是指外部动作

和内化了的思维活动。图式最初来自遗传，是一种先天性的无条件反射，

以后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图式不断丰富起来。图式从低级到高级发展

是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形式进行的。

• 一个有组织的、可重复的行为或思维模式

u儿童遇到新事物、新经验，总希望把它结合到结合到原有的图式中，

使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这就是同化

u如果不能纳入原有的图式，儿童就要调整原有的图式或创立新的图

式以适应环境、同化新事物，这就叫顺应

儿童第一语言习得--认知论

同化是量变；顺应是质变

同化是个体对环境的作用
顺应是环境对个体的作用



• 1.儿童头脑中没有神秘的习得机制，更不存在普遍语法，但人类有

先天的认知机制和认识能力

• 2.认知机制和认识能力与环境相互作用，并向环境学习

• 3.儿童语言的发展是个体在与客观环境交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同化、

顺应和达到暂时平衡，不断地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 4.儿童语言习得是建立在儿童认知能力发展基础上的，认知能力的

发展决定语言的发展

儿童第一语言习得--认知论



• 1.不同意过分强调语言学习的特殊性

• 2.不同意语言习得机制的说法

• 不足之处

• 1.不是专门解决儿童语言习得问题的

• 2.语言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只强调认知一方面的因素也不

可能是全面的

• 3.只强调认知能力对语言能力的影响，忽视了语言能力的发展

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儿童第一语言习得--认知论



• 韩礼德

• 从语言交际功能的角度研究儿童的发展

• 不能解释儿童为什么能掌握成人的语言体系、儿童的语言体系是如

何过渡的成人的语言体系的

• 儿童习得母语的过程，应看作是逐步探索并掌握语言来表示功能的

各种方式的过程

儿童第一语言习得--语言功能论



儿童第一语言习得--认知论

刺激-反应论
后天环境的外部因素决定一切，必须靠模仿、强化、
重复等外部因素去习得一语

先天论
先天语言习得机制决定一切，儿童头脑里的普遍语
法使得它能自然内化对语言的规则体系

认知论
先天与后天的因素相互作用，先天具有而后天不断
发展的认知能力决定一切，语言能力只是认知能力
的一部分

功能论 将一语习得过程看成是语义体系掌握的过程



• 综合各家看法：

• 1.儿童一语习得是先天语言习得能力和后天环境作用的结果，既需

语言规则的内化，又需通过模仿操练养成语言习惯

• 2.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是其整个认知能力发展的一部分，是与儿童

的成长发育过程相适应的

• 3.儿童一语习得既包括语言结构，特别是语法体系的习得，也包括

语言功能以及语言运用相关的文化知识的习得，这几方面是同步进

行的

• 4.儿童一语习得是在交际活动中实现的

儿童第一语言习得主要理论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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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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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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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语假说

内在大纲和习得顺序假说

输入假说

5
6

普遍语法假说

文化适应假说



第二语言习得主要理论

二
语
习
得
理
论

对比分析假说

中介语假说

内在大纲和习得顺序

输入假说

普遍语法假说

行为主义

认知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 文化适应假说



1 对比分析假说



对比分析假说
• 拉多

• 50年代中期

• 语言学理论基础：结构主义语言学

• 心理学理论基础：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迁移理论

• 迁移：指在学习过程中已获得的知识、技能和方法、态度等对
学习新知识、技能的影响

• 正迁移：起积极、促进作用

• 负迁移（干扰）：阻碍作用

• 即两种语言结构特征相同之处产生正迁移，两种语言的差异导
致负迁移



迁移就是教学中先前学习对后续学习的积极影响

对

错

A

B

提交

单选题 1分



学生掌握了英语语法，在初学汉语语法时，总出现用英语语法套
用汉语语法的情况的情况，从而对汉语语法学习产生干扰，这属
于（  ）现象

负迁移

正迁移

A

B

提交

单选题 1分



下列属于正迁移的是

数学审题技能的掌握对物理、化学审题的影响

在学校爱护公物的言行影响在校外规范自己的行为

外语学习中，词汇的掌握对阅读的影响

学习汉语字母发音对英语字母发音的影响

A

B

C

D

提交

多选题 1分



对比分析假说

• 对比分析假说认为，第二语言习得的主要障碍来自第一语言

（母语）的干扰，需要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结构的异同来预测

二语习得的难点和易产生的错误，以便在教学中采用强化手

段突出这些难点和重点，克服母语的干扰并建立新的习惯

• 对比分析是将两种语言的系统进行共时比较，以揭示相同点

和不同点的一种语言分析方法



对比分析--步骤

1.描写

对目的语和学习者的一
语进行详细的、具体的
描写，作为对比的基础

3.对比

对两种语言中选择好的
语言项目或结构进行对
比，找出两种语言的相
同点和不同点

2.选择

在两种语言中选择进行
对比的某些有意义的语
言项目或结构

4.预测
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
二语习得者在学习中可
能发现的困难和发生的
错误进行预测



对比分析在教学中应用-难度等级模式

由普拉克特提出

等级 模式

零级 两种语言中相同的成分，在学习中产生正迁移，不会发生学习困难

一级 在一语中分开的两个语言项目，在目的语中合成一项

二级 在一语中有而目的语中没有的语言项目，学生必须避免使用

三级
在一语中的某个语言项目在目的语中虽有相同项目，但其形式、分
布和使用方面又有差异，作为目的语的新项目重新习得

四级
目的语中的某个语言项目，在一语中没有相应项目，习得时会产生
阻碍性干扰

五级
一语中的一个语言项目到了目的语中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需学习
者克服一语习惯，逐项加以区别，才能在目的语中正确使用



如果一个来自英语国家的学生说出“周末我参观了奶奶”这样的
句子，说明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遇到了难度等级为（  ）级
的语言点

二

三

四

五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把字句”时，属于学习哪个难
度等级的语言点（  ）

二

三

四

五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英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的“能”、“会”、“可以”属于哪一等级

二

三

四

五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   ）时属于第三等级难度

离合词

“动词+宾语”的语序

被动句

可能补语

A

B

C

D

提交

单选题 1分



1.主要观点是两种语言的相同之处产生正迁移，不同之处产生负迁

移，两种语言的差异越大，干扰越大，学习的困难也就越大，实际

情况并非如此

2.第二语言学习则所遇到的困难和所犯错误并不只是来自第一语言

的干扰

3.只对语言表层结构进行对比，没有语义、语用、话语、文化等方

面的比较

4.最大问题是把学习者看成是机械刺激的对象，不重视对学习者的

研究，没有涉及学习者的实际语言表现，也未涉及学习者特点

对比分析的局限性



作业

按对比分析的步骤对比两种语言（亦可对比方言）

要求：

1.字数：>1000

2.电子版：小四号宋体，文档名称：学号+姓名+班级，请提交

至微信考勤系统

3.时间：十一周（11月22日）前提交



2 中介语假说



中介语假说

• 塞林克、科德

• 是指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通过一定的学习策略，在目的

语输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既不同于第一语言也不同于目的

语、随着学习的进展向目的语逐渐过渡的动态的语言系统

母语 目的语



• 中介语既指学习者语言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的“静态”语言

系统，可以把它看做某一阶段的“切片”，也是指学习者从

零起点到靠近目的语的语言发展轨迹，可以把它看做是各阶

段相接而形成的一种连续体

中介语假说



中介语特点：

1.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学习者创造的一种介于

一语和目的语之间的独特的语言系统。

2.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系统

3.是由于学习者对目的语的规律尚未完全掌握的情况下，所做

的不全面的归纳与推论而产生的语言系统。

4.中介语的偏误具有反复性

5.中介语的偏误有顽固性

中介语假说



修正规则，
中介语不断
发展，逐步
接近母语者
的语言

中介语规则以
渐进方式逐步
展开，并总处
于此状态

语音词汇语
法都有一套
规则。

中介语假说



以下不属于“中介语”的一项的是

A.外企中流行“我有一个analysis要due”这样的表达方式

B.“kongfu”被选入了英文词典，并且被国外媒体广泛使用

C.学了初级汉语的美国学生大卫在作文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我

送给弟弟我的皮袄”

D.学了三年汉语的韩国男生正浩还是经常问老师“明天听写有

吗？”

中介语假说



3 输入假说



输入假说理论

• 克拉申 1985《输入假说：理论与启示》

监控假说

情感过滤 输入假说

习得与学习 自然顺序

输入假说理论



• 克拉申：成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获得第二语言的方法

• 习得：即潜意识、日常的暗含的学习，这是儿童自然获得第一

语言的方法

• 学习：有意识的语言学习 ，这是明确的、正规的、从语言学

方面理解并掌握语言

• 习得和学习假说是克拉申输入理论的基础

输入假说理论--习得与学习假说



• 观点：

• 习得是首要的，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

• 学习实际上是辅助性的

• 通过学习获得的语言无法成为目的语习得的基础，也不能用

来自然地表达思想

• 在交际中流利地运用第二语言只能靠习得

输入假说理论--习得与学习假说



内在大纲和习得顺序假说

科德，1967《学习者言语错误的重要意义》

• 二语学习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有其自己的内在大纲（built in 
syllabus），而学习者的种种偏误正是这种内容在大纲的反映。

• 内在大纲实际上是人类掌握语言的客观的、普遍的规律，教

师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控制教学过程，无法完全控制学习者

对输入语言的内化过程。

• 当教师的教学安排与学生的规律，即内在大纲不一致时，就

会影响到二语的习得。



• 克拉申 1982年九项英语语素习得“自然顺序”表

输入假说理论--自然顺序假说

第一组

现在进行时的词素-ing
表示复数的-s
系动词to be (He is big)

第二组
助动词to be
冠词the;a

第三组 不规则的动词过去时态（went）

第四组

规则的动词过去时态-ed
一般现在时态第三人称动词单数-s
名词所有格词尾-s（the girl's food）

从第一组到第
四组的习得顺
序是固定不变
的，每组内的
项目顺序可能
有一些差异

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种假说，尚未获得足够的实验支持



输入假说理论--监控假说

两个语
言系统

潜意识的系统

有意识的系统

监控 对输出的言语形式进
行检查和控制

交际中使用的输
出的话语

驱
动

1.要有时间
2.要注重形式
3.性格的影响
4.要知道规则



1.人类获得语言的唯一方式是对信息的理解，也就是通过吸收

可理解的输入习得语言知识。

2.输入的信息不要过难也不能过易，克拉申用“i+1”来表示，

输入的水平应该控制在i+1程度上，因为i+2学习者难以理解，

i+0则无法发展其语言能力

3.强调听力活动对语言习得最为重要，语言习得是通过听力理

解来实现的，不是通过“说”来获得的，“说”常常是没有必

要的，过早的说甚至是有害的

输入假说理论--输入假说



• 也称屏蔽效应假说

• 第二语言课堂学习也总是输入大于吸收

• 人类头脑中这种对语言的堵塞现象，是由于情感对输入的信

息起了过滤作用， 称为“情感过滤”，或者说成为把输入挡

在外面的屏障。

• 造成这种过滤或屏障的主要是心理因素：

• 学习的动机、对所学语言的态度、自信心、是否紧张焦虑、

是否处于防卫状态、精神和身体状态不佳等。

输入假说理论--情感过滤假说



• 总结：

• 二语习得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 1.习得者必须听懂可理解的输入

• 2.习得者在情感上必须对输入采取开放、接受的态度

• 可理解的输入加上降低屏蔽效应、低焦虑环境，就一定能习得

第二语言

输入假说理论



4 文化适应假说



文化适应假说
舒曼

• 从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出发，把二语习得的过程看做是逐步适应目的

语文化的过程，把整个第二语言习得看作是文化适应的一部分，认

为二语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的适应程度决定该目的语的掌握程度。

• 文化适应是指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的社会和心理的结合。

• 学习者与目的语文化的社会距离与心理距离就成了影响二语习得的

主要因素。

• 社会距离起着主导作用，心理距离只有在社会距离不发生重大作用

时才起作用



正确：强调文化在二语习得中的重要性

片面：把文化适应看做是二语习得的唯一关键因素，把语言习

得过程等同于文化适应过程，特别是又把文化适应理解为对目

的语社团的社会和心理的结合，未必全面

文化适应的过程并没有、实际上也不能解释二语知识的内化过

程和运用过程

文化适应假说



5
一语和二语习得
的异同



一语与二语习得的相同点

相
同
点

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

为了培养交际能力

必须掌握语言要素和语用规则，形成一定的语言
技能

大体都经过感知、理解、模仿、记忆、巩固和应
用阶段



一语与二语习得的不同点

习得动力不同

习得的环境和方式不同

习得的过程不同

文化习得因素习得不同

主体的生理、心理特点不同



THANKS



回顾

二
语
习
得
理
论

对比分析假说

中介语假说

内在大纲和习得顺序

输入假说

普遍语法假说

行为主义

认知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 文化适应假说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学习者个体因素



指二语学习者个体在习得过程中表现出的、对第二语言

习得产生一定影响的生理、认知、情感等方面的特点

学习者个体因素



学习者个体因素

生理 认知 情感

年龄
智力

语言学能

学习策略
交际策略

认知方式

动机

态度

性格



第一章

生理因素



关键期假说？

第二语言学习的关键期是指第二语言的最佳年龄段。

很多学者认为是青春期开始以前的这段时期。一旦大脑语言功能侧

化完成就难以获得第二语言，因此儿童学习第二语言比成人的成功

率大，特别是语音和口语方面具有优势。

过了关键期，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就比儿童速度慢，成功率降低，

特别是母语的口音难以克服，说明成人二语学习很难达到说母语者

水平。

一、生理因素-年龄



较多学者认为：

1.年龄对二语习得的影响是存在的，不同年龄的二语学习者在二

语方面具有不同的优势；

2.影响二语习得成功与否的根本因素是学习时间的长短，而非学

习开始得早晚；

3.正是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学习者的生理、心理特点不一样，

因此很难确定适合所有人的最佳的二语习得年龄段；

4.教师应根据不同年龄学习者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生理因素-年龄



第二章

认知因素



二、认知因素-语言学能
学习第二语言所需要的特殊认知素质叫做第二语言的能力倾向，

也称为语言学能，智商并不能检测。

卡罗尔：这种测验常采用一种人们不熟悉的语言或干脆是人造

语言来进行，主要考查以下能力：

1.语音编码

解码能力

2.语法敏感

性

3.强记能力 4.归纳能力



二、认知因素-语言学能

西方学者对语言学能的看法：

1.语言学能是可以分析的

2.第二语言学习者不同程度地具备这些能力

3.语言学能的差异影响到第二语言习得的速度



二、认知因素-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

学习策略？

是语言学习者为有效地掌握语言规则系统，发展语言技能和语言

交际能力，解决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采取的各种计划、途

径、步骤、方法、技巧和调节措施

• 学习策略分类：

• 认知学习策略、元认知策略



二、认知因素-学习策略

认知学习策略是直接影响二语学习的一般性策略，即加工信息的一
些技术及方法。

茹宾提出六种认知学习策略：

求解A 推理 B

实践C

记忆D 监控 E



二、认知因素-学习策略

元认知策略

就是学习者通过计划、监控和评估等方式对自己认知过程进行反思
和研究

是一种深层次的认知活动，是学习者对自己的能力特点、对认知任
务和认知策略的认知，并通过认知活动中的体验，对认识过程和认
知策略进行自我监控和调节，以保证学习活动的成功。

是对认知的认知

     元认知可概括为：

计划

1

监控

2

评估

3

调节

4



二、认知因素-学习策略

判断以下属于认知策略-1,还是元认知策略-2:

1.地理老师教学生记忆“乞力马扎罗”时，为方便学生记忆，将

之戏称为“骑着马大罗”。

2.学生采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对知识进行归纳整理，以促进自己对

所学知识的掌握。

3.期末复习时发现死记硬背没效率，于是改为理解性记忆。

4.重新阅读较难的段落，尤其是当自己理解的信息仿佛自相矛盾

或模棱两可时。

5.小明考试时先浏览了一遍题，打算先掐着时间把简单的题做完

再做复杂的题，这属于

1

1
2

2

2



二、认知因素-交际策略

假设你跟外国人交谈过程中，不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交谈，你

将采取哪些方式促使交谈的顺利进行？

1.每个月都要交receipt。

2.他昨天买了一个打扫地板的工具，下边有布的，用水的

3.广州地铁的椅子很钢，我不胖，但是这里[指着臀部]很疼。



二、认知因素-交际策略

交际策略？

是学习者为顺利进行语言交际活动有意识采取的计划措施或方

法技巧，是语言使用者交际能力的一部分

可看作是学习策略的一部分



二、认知因素-交际策略

1回避 2简化 3语言转换 4母语目的语化

5母语直译

10使用交际套语

9重复8造词7描述6语义替代

13体势语

11利用交际环境 12等待

14使用其他语言 15求助于对方

回避 与母语有关 与目的语有关 其他



练习
1.报纸上有一个news，说一个飞机[做手势]在地上，很多人死了。

2.A:你觉得北京的交通怎么样？

  B:......车很多，但是燃料站很少。

3.我星期天去王府井，买了两个......东西。

4.我昨天买了一个打扫地板的工具，下边有布的，用水的。

5.在商场遇到熟人，分别时跟他说“走好”。

3语言转换 13体势语

1.简化 8造词

6语义替代

7描述

10使用交际套语

6语义替代



二、认知因素-认知方式

认知方式是人们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对学习者来说即其学
习方式

认知方式存在着个体差异

1

场独立性
个体较多依赖自己内部的参照，不易受外来因素影
响和干扰，习惯独立对事物做出判断

场依存性
个体较多地依赖自己所处的周围环境的外在参照，
以环境的刺激交往中定义知识、信息

2
审慎型 周密思考，全面分析，慎重决定

冲动型 反应快捷甚至不假思索，猜测

3 歧义容忍度 对模糊不清或是有歧义的问题的接受与容忍程度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练习

加工信息时主要依赖来自客观环境的线索，对社会科学，儿童教育，社

会工作，文秘公关等与人交往的职业感兴趣的个体的认知方式属于(   )

A.场独立 

B.场依存

C.冲动型 

D.审慎型

B



第三章

情感因素



情感因素—动机（motivation）

• 动机是激励个体从事某种行为的内在动力，常表现为为达到

某种目的而付出努力的愿望

• 生理上的需要：出于本能

• 心理上的需要：自尊、对成功的期望、得到社会的承认

• 第二语言习得的目的是推动学习者学习并达到掌握二语目的

的一种强烈愿望，包括目的、要达到目的的愿望、对学习的

态度和努力行动四个方面



情感因素--动机（motivation）

内部动机VS外部动机

内部动机：个体自身所产生的动力，常常来自个体对所做事情的

兴趣和对其意义的认识。

外部动机：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如别人的影响、奖赏、惩罚

等。

内部动机能取得长远的成功，外部动机智能取得短期的效果

在二语习得中两者发挥怎样的作用？



情感因素--动机（motivation）

近景动机VS远景动机

近景动机：指与学习活动直接联系、具体、局部的动机

远景目标：与长远目标特别是有社会意义的目标相联系



练习

1.“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属于什么动机（  ）

A.内部动机

B.外部动机

C.近景动机

D.远景动机

BD



练习
2.小明要是期末考得好父母就会给他买电脑，于是他刻苦的

学习，期末考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属于什么动机（  ）

A.内部动机

B.外部动机

C.近景动机

D.远景动机

BC



情感因素--动机（motivation）

• 对第二语言学习影响较大的动机：由兰伯特和加德纳提出

• 融合型动机VS工具型动机

• 融合型动机：指为了跟目的语社团直接进行交际，与目的语文

化有更多的接触、甚至想进一步融合到第二语言社团中成为其

一员

• 工具型动机：指把第二语言用作工具的实际目的，如查阅资料，

进行研究，寻找工作，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改善自己的社会

地位等



情感因素--动机（motivation）
二语教学中如何激发学习动机？

1.充分利用学习者本身已有的动机，并不断“充电”使之进一

步增强

2.从激发学习者的交际需求来增强语言学习的动机

3.教师的教学活动时最直接增强学习者学习动机的因素

4.以鼓励和表扬为主，多给学习者以成功的机会并及时加以肯

定

5.适当地运用竞争机制，在课堂中展开学习竞赛，激发学习者

的上进心，进一步激励动机，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



情感因素--态度

态度是个体对某种客观事物评价性反应，是在对事物了解的基

础上产生情感上的褒贬好恶，并反映出对之采取行动的倾向

对目的语社团和文化的态度

对目的语的态度

对课程和教师、教材的态度



情感因素--态度

态度的分类

积极态度

01 02 03

一般态度

消极态度



情感因素--性格

性格

内向和外向

自尊心和抑制

焦虑

移情



情感因素--性格

• 语言学习的自尊心既表现为对语言总能力的自我评价，也表现

为对语言某一方面能力的自我评价

• 抑制：是个体的一种防御外部伤害、保护自我的心理屏障

• 自尊心强的人较为自信，自我保护的意识要弱一些；自尊心不

强的人也缺乏自信，用于自我保护的抑制心理更强

• 焦虑：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在做事之前或做事之后都可能产生对

能否做好事情的焦虑、担心和忧虑的情绪

• 移情：指能设身处地领会别人的思想和感情，这是人与人交往

过程中相互沟通、消除隔阂、达到和谐相处的必要条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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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前面的建物是公寓。

u2.我现在也往往去老师家做客。

u3.我小时候看很多书，大的书，有很多画的，字不多。

u4.我比较喜欢吃有almond的巧克力。

判断以下句子采用了哪些交际策略

造词

语义替代

描述

语言转换



PART01
语言环境



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因素

01

影响
因素

内部因素
生理、认知、情感

02 外部因素
环境



u学习者主体以外、与语言学习和运用有关的一切周围事物都是语言

环境的一部分。

u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政策、教育政策等所形成的宏观语

言环境

u使用目的语的社会大环境

u课堂学习小环境

语言环境



社会环境对目的语学习的影响

视觉环境：报纸、杂志、
书籍、广告、电脑和各
种标志等
听觉环境（视听结合）：
广播、电视、电影、喜
剧、录像、录音带等

语言环境

社会
环境

物质文明、人际交往、
风俗习惯、文化历史
传统和所创造的一切
精神文明

人文环境



u目的语环境和非目的语环境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

社会环境对目的语学习的影响



u第二语言学习主要是依靠课堂教学进行的，第二语言的获得也主要

是在课堂学习的的环境中实现的。

u课堂语言环境主要指教师、教材和学习者之间所提供的目的语语言

输入以及学习者用目的语进行的各种操作和交际性的语言活动

课堂语言环境与第二语言学习



u课堂教学的优势

课堂语言环境与第二语言学习

充分利用利用人们长期积累的对语言本身和语言教学的而研究成果，通过
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精心安排，进行集中的，有目的、有计划得教学活动

有目的地提供比自然语言环境更集中、范围更广、形式更为复杂的语言
形式，使学习者更注意语言表达形式，有利于语言形式的掌握

强调教授规则，符合成人的思维特点和学习特点

有经验丰富的教师的指导和帮助，可以迅速提供反馈，及时纠正
错误，从而加快语言学习的速度

3

2

1

4



u课堂教学的局限性

课堂语言环境与第二语言学习

接触目的语的时间极有
限，目的语输入量也无
法与自然习得相比

03

01

04

02 所提供的不都是真实的语
言材料，教给学生的常为
“课堂语言”、“教科书
语言”，与实际生活中语
言有一定距离

侧重语言形式，但不可
能教学生所有的语法规
则，最好的教学语法体
系也往往是不充分的

最根本缺陷在于难以提
供真实的交际情境，也
难以进行真正的交际活
动



u新的教学法体系，由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社会语言环境里的交际

活动

u1.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重要作用

u2.把作为语言实践的各种课外活动纳入到教学计划中去，进行精心

的设计安排

u3.充分利用汉语的社会大环境

充分利用语言环境提高学习效率



u课堂布置也对语言习得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u现有一间教室将作为汉语教室使用，请你进行布置

u请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设计

语言环境



PART02
话语分析



u话语分析是一种语言研究的方法

话语分析

01
与外国人谈话的话语分析
说母语者在与该语言的学
习者交谈时如何调整自己
的话语以及这种调整对二
语习得的影响

02
连贯与衔接
研究连贯与衔接在超句
子的系统中如何实现

03
交际策略

二语习得者在未获得目的语
完整知识的情况下，未进行
交际采用何种补偿策略

04
语境分析

研究语境对语言形
式的影响

05
课堂话语分析
二语课堂中教师与
学生以及学生之间
的交互活动

06
话语功能分析
学习者如何运用已掌握的目
的语句法的初步知识，在口
语表达完成话语功能

06
言语行为分析
某一言语行为是如何在语言
中实现的



u课堂话语分析常常关注一个特殊形式--三段话语，即教师引发

（initiates）、学生反应（responds）、教师反馈（feedback）组成

的交流

l 由Sinclair和Coulthand（1975）提出：

l 教师：What do we do with a saw?(I)
l 学生：Cut wood.                          (R)
l 教师：We cut wood.                     (F)

话语分析--课堂话语分析



l 汉语例子：

l 教师：墙上有地图吗？（引发）

l 学生：墙上有地图。   （反应）

l 教师：很好，墙上有地图。（反馈）

l 该结构在外语教学课堂上经常出现，有时可能出现变化：

l 教师：你每天早上做什么？

l 学生：我早上跑步。

l 教师：你每天早上跑步。

l 学生：我每天早上跑步。

话语分析--课堂话语分析



l 老师的反馈还可能是修正性的：

l 教师：你昨天去买书了吗？

l 学生：我昨天不去买书。

l 教师：你说，你昨天没去买书。

l 学生：嗯，我昨天没去买书。

l 教师的反馈的功能包括确认、补充、纠错等。反馈能帮助学习者

验证他们是否形成了正确的目的语规则系统。

话语分析--课堂话语分析



l IRF不是唯一类型。有时教师发出指令，要学生做出行为反应：

l 教师（指桌上的词典）：大卫，请你把那本词典给我。

l （大卫把词典拿给老师）

l 一些经验丰富的教师常常会促进多名学生参与互动，让尽可能多

的学生成为主动参与者，使他们集中注意力，增加学习效率。

l 教师（问学生甲）：你今年多大？

l 学生甲：我今年十八岁。

l 教师（指学生甲，问学生乙）：他今年多大

l 学生乙：他今年十八岁

l 教师（问全体学生）：对不对？

l 全体学生：对

话语分析--课堂话语分析



l 课堂话语的分析阐明了教师和学生的共同作用，有助于清楚显示

在课堂上下文里，意义如何澄清，输入如何适合学习者语言加工

机制的要求。

话语分析--课堂话语分析



感 谢 观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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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误分析



分析句子

• 我快要毕业大学了。

• 我也回去沈阳。

• 虽然这么多年没见面过……

•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吃的东西很重视。



分析句子



偏误

由于目的语掌握不好而产

生的一种规律性错误，它

偏离了目的语的轨道，反

映了说话者的语言能力和

水准。

偏误 失误

• 偶然产生的口误或是笔误

• 没有什么规律，即使操本族

语的人也常常会发生

• 意识到可自己改正

• 不反映说话者能力



偏误分析
• 偏误分析是对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所产生的偏误进行

系统的分析，研究其来源，揭示学习者的中介语体系，从而了

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与规律。

• 心理学基础：认知理论

• 语言学基础：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

• 科德是偏误分析最早的倡导者



你觉得偏误分析有哪些作用？

科德：

偏误分析

教师可了解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掌握程度及所
达到的阶段

1

可了解学习者是如何习得目的语的，有助于了解
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采取的学习策略和步骤

2

学习者可以更好地检验对所学的语言规则做
的假设

3



偏误分析具体步骤

1

搜集供分

析的语料

2

鉴别偏误

3

对偏误进

行分类

5

评估偏误的严
重程度，是否
影响到交际

4

解释偏误产

生的原因
http://qqk.blcu.edu.cn/#/login
http://hsk.blcu.edu.cn/



偏误分类

整体偏误 涉及句子总体组织结构的错误，影响对整个句子的理解

局部偏误 句子的某一次要成分错误，不影响对整个句子的理解

对目的语掌握不全面或因错误推断造成

第一语言的干扰造成的偏误

理解偏误 对某一语言规则不了解

表达偏误 不一定是规则不了解，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

1.我从小一直学了钢琴。
l 局部偏误
l 语内偏误
l 理解偏误

2.我们正在公园散散步呢。
l 局部偏误
l 语内偏误
l 理解偏误

3.小红是美丽和可爱。
l 整体偏误
l 语际偏误
l 理解偏误

4.天气暖和，很多人
去河边或者去公园看
樱花。入学、参加工
作等，这个季节也是
新生活开始的季节
• 整体偏误



偏误分类
科德对于偏误的分类

显性偏误VS隐性偏误

显性偏误指那些明显的带有结构形式的句子

隐性偏误指语法虽然正确、但在一定的语境或交际情境中显得不恰
当的句子。

根据中介语的发展过程，将其分为三类

前系统偏误

系统偏误

后系统偏误

学习者无法解释，更不能自行更正

学习者不能自己改正，可作出一些说明

学习者能自己改正，也能说明原因



偏误的来源

文化因素负迁移

3

学习策略和交际

策略的影响

4

学习环境的影响

5

母语负迁移

1

目的语知识负迁移
过度概括
过度泛化

2



偏误的来源-母语负迁移
学习者不熟悉目的语规则的情况下，只能依赖母语

同一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往往出现同类性质的偏误

语音：

日本学生：不分p和f

韩国学生：f发成双唇音b或p

词汇和语法：

那个鸡很胖

他唱歌很好和他跳舞也很好

他想结婚她

你应该不走那么快



偏误的来源-母语负迁移

• 时候我开门，他走了（越南）

• 越南语中修饰语都必须置于中心语之后

• 我昨天买衣服你放在哪儿？（越南）

• 越南语中“cùa”（的）只表示领属关系，当定语和中心语之间不

表示领属关系时，中间不能使用助词。

• 来到我们的国家无数的游客从欧洲（西班牙）

• 西班牙语的语序依据人称和数的一致，语序非常自由灵活

• 今天他是病了。（欧美）



偏误的来源-目的语知识负迁移

学习者把他所学的有限的、不充分的目的语知识，用类推的方法不适

当地套用在目的语新的语言现象上，造成了偏误，也称为过度概括或

过度泛化

一般在学习者母语中找不到根源，而且是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常常

出现同样的偏误

我们每天两小时学习

我决定下周回去美国

这个天大家都休息



偏误的来源-目的语知识负迁移

• 我的汉语水平提高得多。

• 他终于被大夫救活下来了。

• 为了我们的友谊，这次我让步让步。

• 你应该把你的体会写。



偏误的来源-文化因素负迁移

由于文化差异造成语言形式上的偏误，或是语言使用上的偏误

原因：

受本国文化的影响

未能真正理解目的语文化造成的

称张大年先生为年先生



偏误的来源-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的影响

造成偏误的学习策略主要有迁移、过度泛化和简化

他气得不说话

他不高兴，他走了

她到学校了，她穿了新衣服

请给我你的衣服

太多了，我不能吃



偏误的来源-学习环境的影响

教师不够严密的解释和引导

不正确的示范

教科书的科学性不强或编排不当

课堂训练的偏差

• 他的孩子十五十六岁

• 我热爱我的男朋友



练习
• 1.大概有十个学生们去济南

• “们”的泛化

• 2.我和三个同学穿韩服唱了韩国传统歌，很精彩了

• “了”可以表示“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动作或变化已经完

成”，但是此例句中“很精彩”并不是一种变化，而是一种状态，

此处属于“了”的泛化。

• 3.他明天没和我们一起去。

• “没”或是“不”的泛化



练习

1.A：后天是我奶奶的生日，我要回家。 

  B：真的吗？你奶奶几岁了？

泰山，早上很冷，日出，我喜欢

简化策略，避免了连词的使用

2.你不高兴，我没考好。

简化策略。因为我没考好，你不高兴了。

3.我不吃饭在食堂了

4.这个故事我没听懂，所以我不能说

5.我把那么重的箱子搬不动

6.我朋友是德国的人

母语干扰

“把”字句的使用规则过度泛化

“的”过度泛化



练习

发音中的“发”读成/pa/

我好久考虑，终于自己克服了困难（日语）—

今天他是病了

我和我的妈妈去超市

母语负迁移



练习

指出偏误点，说明相关语法规则和形式分类，尝试解释偏误生成的原因

1.他把书本放在桌子（多种语言）

2.那条裙子有点儿好看。（韩语、英语）

3.昨天我见面了她（英语）

4.老师站讲课，我们坐听课（越南语）

5.院子里都种了十二棵树（日语）



对待偏误的态度

对偏误的本质有全面的认识

教师预先了解学习者可能产生的偏误及

来源，以便在教学过程中掌握主动

既不能有错必纠，又不能采取过分宽容的态度



偏误分析的意义与局限

是对比分析的继承和发展01

02

03

改变了人们对语言学习过程

中所出现的偏误本质的认识

对习得过程和规律的研究丰富

了二语教学理论，促进其发展

意
义



偏误分析的意义与局限
局限性

正确与偏误的标准

很难确定

研究不平衡，对语
用和文化方面的规
则研究不够

偏误来源陷于公式
化，来源模糊或不
能确定

只研究中介语的偏误
部分，是横切面式的
静态分析，并未研究
中介语正确部分



偏误的形式分类

误加
我和她在一起去
看奥运比赛

遗漏
她在广州住了六月

错位
小王比较跑得快

误代
小王通常迟到

杂糅
他们的日子过得
更加幸福多了



小组活动

请以小组为单位，结合HSK动态作文语料库或全球汉

语中介语语料库，搜集某一语言项目语料，进行偏

误分析。
1 2 3 4 5

搜集供分
析的语料

鉴别偏误 解释偏误
产生的原
因

偏误分类 评估偏误的
严重程度，
是否影响到
交际



小组讨论

试分析对比分析、中介语、偏误分析三者有何关系



感谢观看
Thank  you  fo r  wa tch 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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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材的编写和选用



教材
• 什么是教材？

• 狭义：指教科书

• 广义：除教科书以外，还包括教学参考书、讲义、讲授提纲、

图标、各种教学音像资料等。



教材
• 教材是否重要？

• 教材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所依据的材料，与教学计划和教学

大纲构成学校教学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

• 是总体设计的具体体现，反映了培养目标、教学要求、教学内

容、教学原则

• 是课堂教学和测试的依据

• 体现了语言教学最根本的两个方面：教什么和如何教

• 教材水平高低不仅能反映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研究的深度，

•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教与学的效果



教材
• 教材的依据

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是理论基础

语言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是直接理论依据

目的语语言学和文化是教材内容的源泉

教学计划和大纲是教材编写的直接依据



教材设计的类型

按教材的体例分 按遵循的主要教学原则分



教材设计的类型
• （一）按教材体例份

1

2

3

综合型和分科型

单课制和单元制

直线式和螺旋式



教材设计的类型
• （二）按遵循的主要教学原则分

适用于中
高级阶段

课文型

听说法教材
强调对句型
反复操练

结构型

交际法教材

功能型

以结构安排为
基础，同时考
虑结构所表达

的功能

结构-功能型

功能占支配
地位，在一
定功能项目
下教结构

功能-结构型

以话题内容
为纲

话题型

以话题内容
为纲

文化型



教材编写和选用的原则
• 汉语国际教育的基本教学原则

• 1.掌握汉语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 2.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重视感情因素，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创造性

• 3.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

• 4.强化汉语学习环境，加大汉语输入，自觉学习与自然习得相结合

• 5.精讲多练，在语言知识的指导下以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能力的训练为中心

• 6.以句子和话语为重点，语音、语法、词汇、汉字综合教学

• 7.听说读写全面要求，分阶段侧重，口语、书面语协调发展

• 8.利用母语进行与汉语的对比分析，课堂教学严格控制使用母语或媒介语

• 9.循序渐进，螺旋式提高，加强重现原则

• 10.加强直观性，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

结构是基础、功能是目的、文化教学为语言教学服务



教材编写的原则
• 以上教学原则也是教材编写和选用的原则，结合教材特点，可

概括为“五性”

针对性

A

实用性

B

科学性

C

趣味性

D

系统性

E



教材编写的原则-针对性

学习者的年龄、国别、文化程度特点

学习者学习目的不同

学习者学习的起点不同

学习时限不同



教材编写的原则-实用性
•教材内容要从学习者的需求出发

•有利于开展交际活动，使教学过程交际化

•语言材料必须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要有真实性

•要有利于贯彻精讲多练的原则

交际性

技能训练 考虑课堂的操作性

工具性

检索性

系统扩展性

便利性



教材编写的原则-科学性

利用拼音方案，使用简化字，教普通话

教授规范、通用的语言

顺序安排、题材内容、新词语和语法点分布、重现率

教材内容的组织要符合语言教学的规律

对语言现象的解释要注意准确性，避免造
成对学习者的误导

要反映出学科理论研究的新水平，及时更换陈旧内容

新成果进入教材，持慎重态度



教材编写的原则-科学性
01

根据难度等级安排语言点

02
典型语境出现语言点

03
语言点由易到难

04
限制内容含量

05
合理重现语言点

06
明确学习难点

甲:老张,你怎么了?
乙:没什么,有点儿咳嗽。
甲:你别抽烟了。
乙：我每天抽得不多。
甲：那对身体也不好。
乙：我想不抽，可是觉
得不舒服

开车、开门、开窗、
开灯、开电脑
开商店

着：表静态“门关着”
表动态：门外下着雨声母：先教zsc

再教zh、ch、sh
声调：先教一声，
再教三声



教材编写的原则-科学性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8822个词分4等级

•甲乙级词为初级词；丙级是中级词；丁级是高级词

•初级阶段越级词最好不要超过20%，超纲词不超过10%；中级阶段越级词

最好超过20%，超纲词不超过15%；高级阶段超纲词最好不超过40%

3部中级精读教材生词的层次分布

层级 A上册 A上册 BⅠ册 BⅡ册 C第1册 C第2册

甲级 1.2% 0.4% 0.2%

乙级 23.7% 0.9% 1.6%

丙级 35.2% 30.7% 55% 46% 79.7% 57.1%

丁级 19.7% 28.9% 30% 39% 7.6% 17.1%

超纲词 20.2% 41.2% 15% 15% 11.5% 23.9%

丙级平均 32.9% 50% 68.4%



教材编写的原则-科学性
• 生词量：初级阶段每课最好不超过30个；中级阶段每课最好不

超过60个；高级阶段每课最好不错过100个

3部中级精读教材的生词量

生词量 A上册 A上册 BⅠ册 BⅡ册 C第1册 C第2册 C第3册 C第4册

每课平均 60.6 77.6 47.8 51.4 45.8 50.5 52.6 49

一课最多 85 118 55 58 55 58 70 78

一课最少 44 47 25 40 42 44 39 38

单册词量 910 1165 956 1028 458 506 526 490

总生词量 2075 1984 1980



教材编写的原则-趣味性

教材内容要反映现实，是学习者所关注的话题2

趣味性与教材的实用性、交际性紧密相关1

3 教材内容要逐步加大文化内涵，多方面介绍目的语文化

4 多样化是形成趣味性的重要因素（内容、形式）

5 教材版式设计（外在形式）



教材编写的原则-系统性

教材内容在基本知识介绍
和技能训练的安排要平衡
协调，有一定章法

01 02 学生用书、教师手册、练
习册、单元试题各部分要
分工合理，相互呼应

03 不同阶段教材要衔接 04 综合技能课与专项技
能课教材要相互配合

05
考虑图片、幻灯、声、像、
电脑辅助教材的提供



小组活动
• 请分析你们组中的教材，分析该教材属于哪种类型，是否符合

以上原则？



有效使用教材
• 教材选定后，就应该有效使用教材，充分发挥教材的效能

•  （一）熟悉学习者和教材

•母语、年龄、来源国
•汉语水平
•学生性格、倾向

01 熟悉学习者 02 熟悉教材

•教材开头的介绍
•对教材主体进行了解
•了解教材的附录



有效使用教材
• （二）活用教材

01
分清主次

语言知识VS语言技能

教师讲解VS学生操练

完成计划VS提高能力

02
变换顺序

调整教学内容

生词、语法讲解顺序

03
内容增删与修正

与时俱进，反应社会发展

补缺救偏，增强教学效果

适当修正，确保质量和效益



有效使用教材

• (三)善用其他教学资源

01 主副搭配，取长补短

选定一本教材进行
教学，选择若干种
教材作为补充

02 利用其他教学资源

纸质资源
非纸质资源



存在的主要问题

教材的质量和品种都不能很好的满足教学的需求A

B 缺乏基础研究，影响到教材的科学性

C 教学法的大胆探索不过，教材缺乏多样化

D 利用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不够



发展
• 1.对外汉语教材的发展分为        个阶段

• 2.第一部对外汉语教材是              。   

• 3.比较经典的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教材是               。

• 4.第一套对外汉语教学分技能系列教材                 。

• 5.第一部完全以功能位纲的中级口语教材                 。

三

《汉语教科书》

《今日汉语》

《初级汉语课本》

《说什么和怎么说？》



大纲 •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等级大纲》

•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

• 《中高级对外汉语教学等级（词汇、语法）大纲》

•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

• 《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课程规范》

• 《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教学大纲（一）（二）》

• 《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

• 《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教学大纲（长期进修）》

• 《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教学大纲（短期强化）》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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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测试



u语言测试是根据一定的评估目的，以抽样方式通过有限试题来诱

导出受试者的言语行为，然后借助于定量描述来推断受试者掌握的

该语言的知识和能力。

语言测试



u语言测试的特点：

语言测试

A 间接性 B 片面性

C 主观性 D 偶然性



u语言测试的作用

语言测试

A 评估教学，提供反馈信息

B 评估人材，提供用人的重要依据

C 是语言教学研究和语言研究的重要手段

D 推广母语教学，扩大母语影响



u语言测试的种类
u（一）按用途分：

语言测试

A潜能测试或性向测试
预示性的测试
了解受试者学习二语的潜
在能力和素质

学能测试

B
课程测试
回顾性的测试
了解学习者目前所达到的
程度

成绩测试

C能力测试
回顾兼预示的测试
测量受试者现有的整体的语
言实际运用能力，以评定是
否达到胜任某项任务的要求

水平测试

D 回顾兼预示的测试
了解受试者在学习某一具
体内容或在较短的一段学
习时间里所存在的问题进
行的测试

诊断测试



u语言测试的种类
u（二）按评分的客观化程度分：

语言测试

客观性测试

答案是固定的

评分是客观的

多项选择题、正误判断

阅卷方便

命题较难，难以测试出表达技能

主观性测试
允许不止一个答案
评分主观
可测试受试者表达技能、
综合语言能力和运用语
言进行表达的能力
阅卷费时且评分不易遵
循一个客观、统一标准、
试题量小



u语言测试的种类
u（三）按命题方法分：

语言测试

分立式测试

对语言要素和语言

技能进行单项测试

大多采用客观题，

如填空、完成句子、

多项选择

1 2

综合性测试

对要素和技能进行

整体的综合性测试

完形填空、阅读理

解、听写

3

交际性测试

测定受试者在实际

生活中运用语言进

行交际的能力

面谈、应用性写作



u语言测试的种类

语言测试

按测试的制作要求分

标准化测试：由权威
机构和专业队伍研制
非标准化测试：任课
教师自行设计，成绩
测试、诊断测试

按分数解释的方法分

标准参照测试
常模参照测试



u语言测试的评析标准

语言测试

信度 效度 区分性

A B C

可行性 后效作用

D E



u效度：又称有效性，测试的有效程度，即测试的内容和方法是否

能测出预定要测量的东西。

语言测试

表面效度

是否测了它旨在测量东西，
有没有缺漏的部分，有没有
偏题怪题

01 02 内容效度

试题所包含的内容代表性、
准确度和覆盖面如何

03 结构效度（核心问题）

考试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
我们根据某种理论作出的预测

04 效标关联效度

确定一种能反映测试效度的
参照标准，然后考察某一考
试与该标准之间的相关程度



u影响效度的因素有：

语言测试

01
测试的目的不明确，需要考什么不清楚

03
组织管理方面的问题也会影响效度

02
命题方面的技术性问题会影响效度



u信度，又称可靠性，指测试的结果可靠程度或稳定性，也就是

考试成绩是否反映了受试者的实际水平

u从以下方面衡量信度：

语言测试

内部一致性

03

测试的等值性

02

测试的稳定性

01



u影响信度的因素

语言测试

评分的客观性

受试者水平的多样性

试题的区分性

试题的同质性

测试的题量（主要因素）



u信度和效度的关系

语言测试

效度不高，信度高也没有意义

信度高并不意味着效度一定高

信度是效度的前提



u区分性，指测试区分受试者知识和能力差别的性能，是试题质量的

标准

1.试题的难易度指试卷中应该包括适当比例的难易程度不同的试题

  难易度为0.3~0.7（30%到70%受试者都能作做对的题目）

2.试题的区分度指试题能区分受试者水平差异的程度，与难易程度

相关

u可行性指测试是否简便、经济、易于操作、便于管理，评分是否

容易

语言测试



u后效作用

u测试是用来检查教学效果的，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给教学以影响，

这就是测试的后效作用

u好的测试符合教学规律，能给教学以正确的引导，对学生的学习

其检查和督促的作用

语言测试



标准化语言测试的过程

设计命题
考试实施

阅卷评分
统计分析

1.考试设计
2.拟定编题计划，细目表
3.命题
4.预测
5.项目分析
6.按大纲进一步审查试题并编制正式试卷
7.建立试题库



u一般是先提出情景（称为题干），并提出四个答案的备选项，让

受试者选择其中一个（其余三个叫干扰项），故也称为四项选择题

u考查阅读理解和听力理解等语言技能的常用题型，可以考词汇也

可考语法

u题量可大，但不能测表达能力

语言测试的题型--多项选择题



语言测试的题型--多项选择题

C
C



u要编制多项选择题应当注意

语言测试的题型--多项选择题

1 试题本身要明白易懂

2 一个项目（问题）只测试一种语言项目

3 答案必须是唯一的

4 主干与四个备选项之间、各道题之间不
能给正确答案以任何暗示

5 设计干扰项是该类题型的最大难点



   远古以来，人们就一直想像鸟儿一样飞向蓝天，但今天却有一

些鸟儿失去了它们飞翔的天性。

   近来在美国，出现了一幕鸟随着人类学习飞翔的场景，然而，

这场景并非表演，也不是科研，而是美国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为挽救

一种濒临灭绝的鹤类所作的努力。

以上为阅读的部分内容，请根据此给出一道多项选择题。

语言测试



u综合填充题是完形测试的基本形式。即在一篇短文中隔一定的字

数删去一个词，让受试者补上

u编制综合填充题需要注意

u1.汉语综合填空一般应考虑以词为单位

u2.应选用原文，长度以300字为宜，要提供清楚的语境

u3.留空所测之处，应当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u4.文章的第一句与最后一句，涉及到提供完成的语境，不应留空

u5.注意题内上下文之间的关系，避免给答案留暗示

语言测试--综合填充题



u钞票上面的图案    (1)     明示或暗示一个国家文化的精华，

十分    (2)      。集邮能增长知识，其实多留意各时各地各种

各样的钞票，也能收到同样的     (3)     。

u(1)A 可能  B往往   C 不时    D 必需

u(2)A 奇怪  B明显   C 可笑    D 有趣

u(3)A 结果  B成绩   C 效果    D 局面

语言测试



u傍晚，金色染红了远处的山和一片片田野，夕阳下的大地显得格外

美丽，它们在安静地等待着暮色的降临，等到那一轮明亮的弯月。

u三元桥始建于1984年，初建时称牛王庙桥。至于后来改称为三元桥

的原因，如今已是说法各异。一说是因挨着三元庵，故名；也有说三

元桥临近水源八厂，在三条路的交会处，便叫“三元桥”了。

u每当群星灿烂之时，小院的主人或独自仰望星空，或在院中散步，

或呆呆地望着院中的两棵百年老树，仿佛在思忖着什么，或许他在会

议过去，或许他在感悟一种博大精深的人生意义吧

练一练



u编制各种题型的试题都应当注意：

u1.试题编制者对每道题要表达的目的应当十分清楚，要排除与测

试目的无关的因素。

u2.试题固然要针对学习者的难点，但也要照顾目的语常用的句型

和词汇。不应专挑难点和特殊点，甚至走向出偏题的歧路

u3.试题应在教学大纲或考试大纲范围之内，一般不应超纲

u4.除了考记忆能力外，还应当考思考能力和猜测能力

u5.成绩测试应当是客观测试和主观测试相结合

u6.题序的安排要体现由易到难，以排除受试者的心理障碍。

语言测试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