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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郑通涛主编的《国际汉语学报(2012年第3卷第1辑)》以“止于至善”为目标，以探讨世界各地的汉语
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交流最新的汉语研究动态，挖掘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多元特征，展示汉语研究的成
果，为汉语研究与国际汉语教学提供新的交流园地，以推动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健康发展。
就内容而言，我们主张“三个并重”，即本体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海外
汉语教学研究与境内汉语教学研究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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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语学习者获得语感有三种途径。
一是老师在课堂教学中通过讲授和练习所进行的有意培养，主要是老师说，学生听以及提问、对答、
讨论等练习。
二是直接到社区去听、说。
来华留学生走出校门听到的多半是南腔北调、芜杂粗糙的口语，在短暂、零散的随机对话中，很难得
到良好的训练；但在没有语言环境的国外，就连这样的渠道都没有了。
第三个途径就是阅读，当然也应该包括声像读物或收听、收看媒体的节目。
这个渠道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复杂多样的，很难选择到便于掌握语感的初阶会话和读物。
因此，有足够数量、可供各种需求选用的读物（含有声的）就成了初学者迅速获得第二语言语感的关
键。
眼下来华留学生除了薄薄的课本，坊间虽然也有各种读物出售，但是往往篇幅太长，内容太深，而且
形式单调，不配套，可供选择的品种不多，能向国外发行的更少。
一下课，接触本地人的机会太少；在境外学习的人，只是靠小薄本的课本，更是难以获得培养语感的
条件。
　　3.从可持续发展说，阅读是更重要的二语习得的途径。
　　语感的建立不只是初学时期的要求，中期之后依然有逐步扩大和提高的必要。
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语感的获得也必须与时俱进。
二语习得要达到与时俱进、应用自如，只能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之后，长期地坚持阅读，才能得到持续
发展。
在课堂之外的学习，最好是进入第二语言的交际圈，生活在国外的学习者没有这样的条件，最重要的
途径也就是阅读。
阅读是随时随地可以自主安排的，茶余饭后的浏览，入睡前的休憩，地铁、火车、轮船上的零碎时间
都可以用来阅读。
因此，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育和传播，为了可持续发展，编印广泛题材的、分为不同层次的、不同
形式的读物，是一个艰巨的长期任务。
英语的国际传播在这方面的许多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例如用通俗的现代语言改写、缩写历史上的文学名著，新编的人物、历史故事、反映民族文化特征的
通俗读物（包括民间文学、戏曲、武术、饮食文化等），各种人文学科的通论、通史的简编本，各个
行业基本知识和最新动态的介绍，新时代的新词语、新术语小词典等等，都会受到异国他乡的读者欢
迎。
我们不能把汉语的国际传播理解为只是在国内外设立教学班，办办展览会，开开讲座。
我们还应该想到：用汉语言文字编写的大量读物在国际上广泛散播之时，就是汉语和中华文化同步走
向世界之日。
　　二、汉语二语习得在阅读教学上的特殊困难　　和其他语言相比，汉语二语习得在阅读上有更多
的困难，造成这些困难的正是汉语异于其他语言的特殊性。
这些特殊性包括：　　1.汉字的障碍。
汉字是世界上于今尚存的表意为主的古老文字。
采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学会了数量不多的拼音字母和并不复杂的拼写法，就能拼读语词，只要理解了
音义之间的关系，就能辨识词语；掌握了不多的语法规则，就能通读句段、文本。
而汉字则表音度差，虽然大多数汉字有“声符”，但是声符表音很不准确。
周有光先生曾做过统计，不计声调，声符的有效表音率只有39%，含声调的表音率则只有17%（周有
光，2004，302、306页），难怪尽管是“形声字”“有边读边，无边读上下”，经常出错。
即使是表音度好的（如：青、清、蜻、鲭），声符本身也既多而杂，一符多音（青、情、请、菁）、
一音多字（情、晴、氰、擎），在词语里，一字多音（亲：亲人，亲家）和一字多义（清：清水、清
理.、清官、清朝）都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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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汉字的形体，虽然也可以举例说明若干“造字原则”，但因历时久远，字形和字音的变化很大，
大多已经很难说解。
说汉字可以“望文生义”，也多是靠不住的。
西方人学汉语时，通过汉语拼音学口语很快，通过汉字读书面文本，则难免望而生畏。
即使是使用过汉字、如今还在学、用的日本、韩国，许多字的字形、读音和意义也和汉语不同，要学
好，难度也不小。
　　2.字词无界。
西语的拼音文字是按词连写的，现代汉语的拼音读物大多分词连写，也提供了阅读的方便。
但不加注拼音的汉字读物则仍是逐字分写，词与词之间无从划界。
加以缺乏形态标志，词、语、句之间的语义关系就很难一目了然。
“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的不同读法所产生的笑话，就是抽去了标点和停顿造成的。
“咬死猎人的狗”可以读成不同结构的句子，便成了歧义句。
这种情况对于已经有了语感的国人来说并不会造成普遍的问题，对于西方人就会寸步难行，尤其是书
面语中的长句子，常常都断不开。
至于阅读无标点的古文就更是无从下手了。
面对这种情况，也有学者提议过，汉字书写的书面语也采取分词连写，但是响应的少，积习太久难以
落实。
现在看来，汉语二语习得的读物很需要有足够的拼音读物引路。
初、中级课本最好是先“全文注音”，再减少为“难字注音”；不注拼音的，不妨也试试先“分词连
写”，待到扩大语感后，在高级读物再恢复按字分写的老办法。
阅读课本如何有计划地从注拼音到注汉字逐步过渡，是个需要专门研究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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