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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馄觜爨下的汉谲搬擎与激禽资濂研缝

□ 汉语教材词汇部分的一些问题
——以法语地区使用的教材为例

铫
“
已经

”
和

“
了1” 的异同及其跟越南语 d5的对比

蹰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和汉语外语师资培训本土化

婴 程度补语句的教学

鹬 2σ时纪90年代以来菲律宾华校华文教材使用情况考察

回 苯刂用真实语料进行凵语教材编写和教学
——勋褊刀gw犭砀tqf9oA/c9″ c助肋钌c作者陶红印教授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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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学习口语不能用想象的
语言进行教学

□　 陶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
访。该书是第一本全面采用真实会
话语料的汉语教材。这一创新背后
的理论思考是什么？

语言教学的终极目的是最大可能地
达到母语者交际水平。如何达到，不同
教学法有不同理念。传统办法就是通过
想象的语言材料来教学。然而想达到母
语者水平，必须让学习者知道母语者是
如何使用语言的。最大可能地接触真实
语料是最可能达到母语者交际水平的
捷径。

语用交际能力最好通过真实语言来
培养。真实语言并非针对学习者，而是
母语者用来传达信息、进行人际互动的。
语用交际能力包括对交际过程、语篇连
接、信息结构和交际文化这些方面的敏
感性，表达认识和情感立场的能力，在
具有挑战性的情境中开发语言资源的能
力。以表达立场为例，同一个格式“我
觉得”，所处位置不同，在会话中的认识
立场完全相反。位于表观点的谓语后，
如“这个不大可能吧，我觉得”，是降低
对观点的确定性；位于句首并重读，如
“我觉得你们家房子很好了”，则强调对
观点的确定性。该教材训练的能力有表
达同意和不同意，进行赞美，听话人提
问题、评价和提供类似例子支持说话人，
等等。不把这些编进教材，学习者就没
有机会通过课堂学到母语者说话的策略。

什么是汉语，教的对象是什么，归
根到底是语言哲学的问题。一直以来，
编教材考虑的语法点或常用句基本都是
想象出来的。观察自然语言就会发现，
想象的要么不存在，要么用在另一种语
境。举个例子，真实口语中存现句往往
不是完整的，而是片段的。如这本教材
中的真实例子： （１） “全部都住满，旅
馆。”（２） “每一间旅馆都住满。” （３）
“在那儿的宾馆也住得很满。”从实际语
料看，若需引出存现物作为新信息则用
完整句，如（４）“旅馆住满了人”。这时
下文往往会进一步说明存现物，如：“今
天晚上旅馆住满了人，都是来参加会议
的。”强调存现处所往往用片段的，如：
“Ａ：天津哪儿有二手自行车市场？Ｂ：
北安桥。”强调存现方式则可能会用倒
装，如（１）。各种格式各用在什么语境，
不观察真实语言很难了解。话语分析理
论注重的是语法的实际状况，也就是学
习者应该学习的对象。

□　 教材本身在不少研究问题上是对汉
语话语语言学的推动。用真实对话
怎么教词汇语法？

这本教材的词汇语法有的是传统教
材不关注的，有的虽也关注，但用法不
够丰富，或者并不是对话里常用的实际
用法。例如，“结果”，会话里大多数情
况下并不作为表“最后的状态”的名词，
而是作为连词，连接前后出现的两个事
件或阶段，推动语篇发展。如：“我们就
跑去另外一个城市。结果发现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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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叙述故事中“结果”和
“呢”连用（“结果呢”）有助于制造悬
念，如：“结果呢，就，嗯，所有的宾馆
也是爆满。”

□　 使用虚拟语料的教材有何局限？

第一，虚拟语料基于语感，有时与
实际脱节。语感可从某种程度判断符不
符合语法，但有时也不能，因为换一个
语境又合法了。第二，孤立句子，不能
反映篇章话语中连贯语言的真实特征。
第三，缺乏情感，不能表达个人立场。
语言并不仅仅为了传递信息，也传递情
感、态度等立场。传递信息最终还是要
达到某种人际互动目的。饭馆碰见熟人
用餐，问“吃饭哪？”，从信息传达角度
看就是一句废话，但它起到一种人际沟
通的作用。第四，语体不明。口语和书
面语不是媒介不同，而是部分不同的词
汇语法系统。有些词汇为口语独有，如
“没戏”。有些语法一般用于口语。如
“啊”在“枪战片啊，文化片啊”中表
列举。“那种窄的椅子……你可以在上面
休息”中的“你”并不是指听话人，而
是制造身临其境的效果，吸引听话人参
与。 “那年轻人她哪做衣服”中“她”
虽单数，却指代意义上复数的年轻一代。
一些实词在口语中成为虚词或语块，起
语篇连接作用或人际互动功能。如“知
道”在会话中常作为“你知道吗”出现。
“你看” （“你看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
……”）旨在引起听话人注意。选用什么
语料会带来教学法、评估等相关问题。
传统局限性也会体现在这些方面。

□　 对口语中所谓的错误，如重复、延
长、省略，您怎么看？

错误有不同类型。完全不合语法的
可以不选。但有些并不是真正的错误。
例如，“他其实也住满了。”脱离语境看
是不合语法的。但在语境里完全没问题，
指的是“他的宾馆其实也住满了”。原文
是：“有一次我们去威尼斯，然后，呃，
全部都住满，旅馆。每一间旅馆都住满。
……然后最后没办法，找到一家宾馆呢，
它那个经理正在，已经好像是一两点钟
的事情。我们也走不动了，就看着办吧。
……后来他呢，倒还挺好的，就把我们
带到他的餐厅，他其实也住满了。”

交际时错误不可避免。母语者也会
说错，怎样不让错误影响交际也是一种
技能。并不是说要教错误，而是要教出
现错误怎么处理。例如，母语者常见的
口误修复手段是重复。例如，“然后他就
打给我爸，就给他爸爸了”中，“我爸”
是口误，说话人因此重复“就”，重新引
出正确信息。还可以用“就是”纠正，
如：“从这样的这些标签来看，你都可以
推断出小孩子的心情，呃，就是性格。”
同样，听到“错误”怎么办？母语者往
往能根据语境推知意思。例如“工作今
年特别不好找，……我才毕业一个月嘛，
所以时间还不算特别。尽，尽管这个就
业机会少，但是，总有那么些，公司在
招人吧。”根据语境就知道“特别”说的
是“特别长”。如果因为有“错”就不
教，等于是剥夺了学习者的一个学习
机会。

还有一些所谓的“错误”其实是有
意要达到某种功能效果，那也是学习者
需要知道的。例如，口语有很多倒装，
如“一个沙漠地带，它。”脱离语境看显
得不合语法，但在语境中却很适当。原
文是：“对，那个是很高级，四星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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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数一数二的。一个沙漠地带，它。”这
段话是在感叹拉斯维加斯中某旅馆之高
级。为了制造“地处沙漠”和“高级”
的强烈对比，说话人将“一个沙漠地带”
前置，并去掉介词“在”，使原本内嵌于
介词短语中的宾语“沙漠地带”跳出来，
单独出现。若说成符合一般语法的“它
在一个沙漠地带”，这种效果就出不
来了。

□　 是否有学习者水平限制，零起点是
否可以？

从方法论谈，真实语料可以运用在
各个水平层次。因为各个年级，包括零
起点，要学习的语言现象在现实生活中
都能找到。例如打招呼，中国人也打招
呼，完全可以把最真实的语言引进去。
只要把学生的语言背景和能够接受的语
料两者关系弄清楚，并在选用编写时做
适当处理。这本教材是出自一个由美国
教育部资助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所在的
研究中心的目的是开发高级语言教材。
因此这本教材是中高级水平的。其实我
一直想出一本零起点的。这不是路子的
问题，而是具体操作的问题。

□　 以往的中介语理论强调线性习得顺
序，先学会语法点Ａ，再学会Ｂ。用
真实语料怎么处理？

研究清楚习得顺序的过程很有必要。
关键是这个顺序是怎么来的，会不会是
教学法人为的结果？假如Ａ操练多一些，
可能就会比Ｂ掌握得好。若教的真实语
料里有些格式在现代汉语根本就不用，
或者说只在极个别情况下用（如有些
“把”字格式），此时再去追究先Ａ后Ｂ

就是无关的问题。当然学习要循序渐进。
最佳顺序是什么，希望学界可以研究清
楚，然后用这种自然语言，发现哪些现
象应该先教。可以根据使用频率；或根
据学习难度，如周小兵关于不同国别母
语者习得难度的研究就可以提供这方面
的参考；或根据学习目的，区分大、中、
小学生、从商者等不同学习对象。

□　 Ｎｕｎａｎ提出的现代语言习得理论不再
认为习得只能是从Ａ到Ｂ的完全的
线性序列，而是一个有机过程，如
同一个万花园，各种不完美的事物
都在生长之中。您怎么看？

不同语言点习得过程可能不同。对
语言现象的假定，例如假定不同的“把”
字结构从简单到复杂，有时是有问题的。
一个很抽象的句法格式，背后其实对应
无穷多的语言现实。一个句法格式经过
具体组合后形成不同的子格式，它们的
意义、性质和常见性会不一样。如果假
定ＸＹ简单，ＸＹＺ复杂，那也不一定。
有的虽然很长（如“后来不知道为什
么”），其实大家都把它当作语块来用的
话，意义也很清楚。

□　 目前的口语篇章教学很大程度上还
是个空白点。请您谈谈大家对真实
语料的认识。

对真实语料的利用，并不是大家都
反对或不愿意做。有些国内学者，如孟
国，已意识到其重要性。不过一般多针
对书面语，如讨论阅读课怎么选用真实
语料。书面语教材很多，特别是高年级，
多取材于报刊、文学作品，因为容易收
集。口语由于收集处理较难，理解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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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才造成你说的某种意义的空白。但
也有人做过，像Ｃｙｎｔｈｉａ Ｎｉｎｇ的《中文探
索》、时钟雯的《多媒体交互中文教材》、
Ｊｉａｎｑｉ Ｗａｎｇ的Ｔｅｌｌ Ｉｔ Ｌｉｋｅ Ｉｔ Ｉｓ、孟国的
《原声汉语》。它们为真实语料在汉语中
的应用做了开创性贡献，值得赞赏。但这
些教材中真实程度最高的会话分量不够；
难度和话题控制加工不足；口语篇章分析
也显不足，缺少语言的形式和功能分析。

编写实践：旨在提供方法论上的一种示
例和演示

□　 该教材如何选用、处理真实语料？

语料来自６０个小时自然发生的母语
者会话录音。情景有餐桌谈话、参观校
园、娱乐活动、购物、评论电影等。话
题的选择主要基于话语特征，其次是连
贯性，选取的每个片段都是相对完整的
一个话语单元。语料的选择最重要的就
是多样性，覆盖不同场景。

处理环节很重要，因为很多材料不
可能直接拿来就用。这本教材有一些我
想做的处理还没有做到。例如，对原版
真实录音进行逐句剪裁，这样学习者若
听不懂某一句则可以反复听，也有便于
做练习部分听辨语调、重音、延长的题
目。除了原版录音之外，也可提供标准
版发音、慢速版发音。只要不改变真实
语料，进行其他的开发是完全可以的，
而且是很有必要的。

对语言程度的控制，除了可以在筛
选环节选取符合学习者水平的材料外，
还可以通过后期注解和扩充来实现。注
解针对的是真实语料中的难点和值得教
的语言现象。这本教材的网上配套资源
提供了对真实语料的逐句英文注解。注

解内容主要有两种：一是词汇语法解释，
如对“再上一层楼”的释义，对“就陪
他说了一个晚上的话”中“Ｖ ＋时间段
＋ Ｏ”的语法解释。二是话语语言学的解
释，说明说话人是运用什么语言形式来
达到什么样的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以
语篇功能为例， “有一次我们去威尼斯
……每一间旅馆都住满。在那边走了一
大圈（也没有找到没住满的宾馆）。好，
那我们就跑去（另外一个地方）……”
中的“好”作为一个话语标记，其作用
是标记前一个谈话内容单元的结束和新
的谈话内容单元的开始。扩充针对的是
真实语料中缺少的部分。例如《旅行奇
遇》一课语料中没有“飞机”这个常用
词。该教材于是另外列出“旅行”话题
的常用词，并将“飞机”纳入其中。

处理环节可以借鉴传统虚拟语料的
一些好的做法。在注解时，结合虚拟的
例子有时可以帮助说明问题。例如，该
教材对“就看着办吧”一句的注解是这
样的：“看着办”是一个惯用语。表面意
思是听话人可以自己决定，但言下之意
往往是暗示听话人其实没有太多选择。
例如，一个人欠了债但又不想还，可能
会说“我没钱，你看着办吧”。这里的
“我没钱，你看着办吧”就是一个虚拟的
例子。在练习部分，为了集中训练某个
语言点，这本教材也给出了许多虚拟例
子，如“今年公司的业绩很好，希望明
年能再上一层楼”。

□　 您能否谈谈内容编写的特色？

特色就是方法论的特色。它并不是
出于一个系统的编写计划，而是一个研
究项目。编写目的就是尝试用真实语料
这种思路来做一种探索，提供方法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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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示例和演示。如何把看起来杂乱
无序的真实对话，变成课堂里或者是学
习者自己可以用的教学材料———所有内
容设计都是体现这个思想。这本教材全
部是建立在自然对话基础上的口语篇章
教学。内容上注重口语实际的词汇和语
法格式，从言谈话语的特征引出语言结
构，提供话语语言学的解释。

教学运用：培养在实际语言环境中习得
语言的能力

□　 教学效果如何？

真实书面语的教学效果已在一些研
究中得到证实，包括英语、汉语、西班
牙语等。口语方面尚未看到和传统教材
的系统比较。主要原因是缺乏此类教材。
还有就是如何测试教学效果我们还不太
清楚。传统思路就是孤立地检查知道多
少词汇和语法。如何测试真正的语言交
际能力，还值得进一步思考。

□　 教师和学习者怎样利用这种新教材？

老师可作为主干或辅助教材使用。
教材有讲解说明和练习，可以引导学习
者如何去注意实际的语言规律。真实语
料教学的思路就是要培养学习者在实际
语言环境中去关注类似的语料和现象的
能力。任何教材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语
言功能，只能选最常见的、最重要的，
培养学习者从这方面去关注的意识。

展望寄语：传统教材语料和真实语料是
一种互补

□　 使用真实语料当前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问题是投入的人很少。这本教
材只是示范性的，各方面都很受限制。
需要更多人来投入研究和收集语料。语
料的话题、场景、语言层次、录音录像
等问题都要考虑。还要考虑如何选取、
处理语料，使之符合学生语言水平。长
远要考虑课程大纲、测试、标准、语言
程度、习得顺序、国别等问题。例如，
以前统计的词表语体不明，用区分语体
的真实语料统计将更可靠。

□　 您能否指出今后发展的一些方向？

理论方面要加强研究。理解口语里
的现象要有一个研究的背景。现在对利
用真实口语的认识很不够。说要利用真
实语料，都好像没问题，可是具体到了
口语，就觉得跟习惯做法完全不同，不
好掌握。这些顾虑有一定的现实性。但
不能在没有认真研究之前就把真实语言
都否定掉。真实语料也可以吸取传统的
一些优势，如控制语言程度、附加标准
版本等。知道了真实语言是什么样的，
再为了教学做一些修改，这就跟编写者
自己虚构一套汉语的语言的做法不一样，
而是一种有基础有理据的人为加工。

但也不能说真实语料就解决了所有
问题。我们提倡不同的思路。传统的教
材语料有它的好处，语言较简单。它把
所有因素都剔除掉，只剩下语言结构。
但现实就是这些虚构的太多，而真实的
太少。要增加真实的分量。传统缺乏的
是我们这方面，要加以弥补。大家现在
的做法就是，虚构出来的这个就是汉语；
而没有意识到其他更丰富的内容。但我
们现在也不能说有了真实语言，就替代
了一切，两者应该是一种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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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蔚（美国长滩加州州立大学亚
洲与亚美研究系中国研究教授、系主
任）：

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高级中文口语
教材。所有学习材料来自真实语境，没
有人工斧凿的感觉。网上提供的课文录
音真实。与电脑语料库连接，词汇解释
出现在各种语境中，不再是脱离情景的
注释。目前还少有这种以话语研究为基
础编写的教材，很值得教高端汉语的老
师一试。

吴伟平（香港中文大学雅礼中国语
文研习所所长）：

语言学习从课堂到课堂，从结构到
结构，学生上课时看着课本“假说话”，
为练习而“说假话”，离开课堂后一开口
给人的印象是“说话假”。这种现象的根
本原因之一是口语教材中的语料不真实。
这本书在口语教材编写方面开了一个好
头，让我们知道在教学中如何善用源于
生活的“真口语”。假如我们在华语二语
学习的全过程（水平评核、大纲设计、
教材编写和教师培训）都能注重真实语
料和语境因素，学生就更有可能做到真
说话、说真话、说话得体。

张丽华（伯克利加州大学中文部主
任，使用该教材的教师）：

这是汉语教学界首册采用自然口语
会话语料并采纳语料库学习词语实际运
用的教材。指导学习者了解真实话语中
的篇章语法特征和交际策略，并引导学
习者去发现、分析真实的语料中语音、

词语及语法的运用。以听说领先的多种
活动、练习设计使真实口语语料具有可
教性和可学性。不仅是提升学习者高级
口语能力的创新，而且为推进汉语口语
篇章教学提供了范例。

Ｒａｃｈｅｌ Ａｈｎ （伯克利加州大学汉语学
习者，该教材使用者）：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ｉ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Ａｓ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Ｓｏ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 ｍａｊｏｒ
ｉｔｙ ｏｆ ｗｈａｔ ｗａｓ ｇｏｉｎｇ ｏｎ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ｗｈｅｎ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ｔｏ ｎ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ｔａｌｋｅｄ ｔｏｏ ｆａｓｔ ｏｒ ｔｈｅｙ ｕｓｅｄ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ｄ ｎｏｔ ｌｅａｒ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Ｅｖｅｎ ｉｆ Ｉ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ｏｏｄ，Ｉ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ｅ ｕｐ ｗｉｔｈ ａ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ｑｕｉｔｅ ｄｉｆ
ｆｉｃｕｌ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ｔａｌｋｅｄ ｖｅｒｙ ｆａｓｔ ａｎｄ ｉｔ ｔｏｏｋ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ｍｅ ｔｏ ａｄ
ｊｕ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Ｉ ｆｅｅｌ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ｗ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 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ｒｏｏｍ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ｏｒｔ ｂ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Ｉ ｆｅｅｌ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ｖｅｒｙ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ｗｉｓｈ ｔｏ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ｈｏｌｄ 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ｒｅｇｏｒｙ （伯克利加州大
学汉语学习者，该教材使用者）：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ｈｅｌｐ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ｏｖｅ 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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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ｎｄ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ｂｙ ｇ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ａｎｄ ｃｏｍ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ｄ ｏｆ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ｄｅ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ｍｅ
ｄｉａｔｅ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ｙ，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ａ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ｉｇｏｒｏｕ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苏丹洁，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
ｄａｎｊｉｅ ｓｕ＠ ｕｃｌａ ｅｄｕ
（责任编辑　 洪　 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