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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语语法教学难点释疑》一书，几易其稿，已趋成熟，很快就要与读者见
面。
我读了后觉得很高兴。
应该说，这是当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中的一部有新意、有价值的新著。
　　新疆地处我国西部，地域辽阔，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
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随着经济建设的大发展、民族团结的不断加强，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热情不
断高涨，已形成了空前未有的“汉语热”。
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的提高，对加速新疆的现代化进程、提高新疆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以及
加强各民族的团结，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所以，研究新疆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问题，不单纯是语文教育问题，而是与民族的发展、进步、民族
团结等密切相关的一件大事。
我想，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部书的价值和意义。
　　吕叔湘先生说过：“第二语言教学要有的放矢”（见《汉语教学与研究》，延边教育出版社
，1980年），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
语言教学有它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规律，不同于其他科学知识的教学。
语言是人类活动的工具，人人都会语言，都使用语言，对语言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性、理性知识。
不同习得者由于母语状况不同，习得目的语的难点、重点也不相同。
所以，语文教学要有针对性，不能面面俱到，也不能平均用力，而要突出难点、重点，这就是“有的
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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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疆有十三个世居的操不同语言的少数民族，其中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占多数。
但目前尚没有一部针对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学难点的教学专著。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语语法教学难点释疑》试图以维、哈族汉语教学的难点为纲，以学生的偏误
为切入点，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对维、哈族汉语教学难点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并提出可操作
性的对策。
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够切实地帮助基层汉语教师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并能为培养汉语教师提供一部
实用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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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些偏误说明学生对动态助词“了”的位置了解掌握得还不够，因而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突
出“了”出现的位置与其相关的条件。
　　对策：结合偏误，讲清动态助词“了”位置“多变”的特点。
　　在偏误分析时，教师要举出具有典型性、易发性、普遍性的偏误例子分析，最好是将正确形式与
错误形式放在一起比较分析，因为正误比较分析会使偏误分析更加具有针对性。
　　进行偏误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学生理解掌握所学语法知识，并能正确运用，因此分析偏误一定
要注意“策略”。
首先应在“可懂”的基础上分析偏误。
教师要本着让学生听懂和理解的原则进行分析，否则，分析偏误分析了半天，学生却难以接受，以后
照样出错，这样的偏误分析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因此偏误分析一定要充分考虑学生汉语水平的高低和实际接受能力的大小，在学生听得懂的前提下分
析，这样的偏误分析才会有效。
其次偏误分析应是“可感应”的。
为此教师要精心设计语言情景，依据语言情景深入浅出地分析偏误，并让学生反复使用，在偏误分析
的过程中逐步获得正确、完整的语言知识。
教师在教学中还可将归纳总结与简洁清晰的板书形式结合起来，使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记住动态助词
“了”在句中的位置。
　　“了”出现在什么位置，除了同句子的语义指向有关外，还受动词谓语前的状语、宾语前的定语
、宾语后是否还有其他成分以及动词谓语自身相关条件的限制。
　　如果宾语前有定语或动词谓语前有状语，或宾语后另有动词或其他分句时，“了”可直接用在动
词谓语后，否则“了”就要用在句末。
例如：　　（66）最近格日勒买了不少参考书。
　　（67）昨天他跟我们一起看了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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