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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初级汉语教学与文化内容初探

何 重 先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课中深化所含及的中国文化内容
,

同时专门系统地开设中国文化

课
,

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

但在初级汉语教学阶段
,

学生的汉语水平很低
,

如何适宜地扩展

语言学习中的文化内容? 就这个问题
,

本文着重从学习者的心态
、

方式和汉语语言文字的特

性两方面谈谈看法
。

学习语言
,

离不开该语言深层的文化背景和丰富的文化内容
,

母语的学习是如此
,

外语

的学习也是如此
。

从外语学习来看
,

这一文化背景和文化 内容不仅对 中
、

高级水平学习者十

分重要
,

对人门
、

初学者也十分重要
。

因为语言的习得有一 日渐感悟
、

逐步领会的过程
。

初

学者虽然听不懂
、

看不懂
、

不会说
,

但随时都在看
、

在听
、

在思维
。

特别是成年人
,

他们学

习外语时
,

常常是从已经掌握的语言和文化知识出发
,

由此及彼
、

由表及里地进行学习
。

不

论是进人初等
、

中等还是进人高等外语阶段学习的成年人都具备这一转移式的学习心态和方
·

式
。

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
,

大多是 20 岁左右的大学生
,

具有较好的语言和文化修养
。

进人

初级班学习的学生
,

正处在从不知到知之
,

从知之甚少到知之逐多的阶段
,

学习兴趣浓
,

求

知欲强
,

思维活跃
。

从母语到 目的语的学习转移更加明显
、

突出
,

语音
、

词汇
、

语法无一不

处在这种状态中
。

他们在学习语言的外在形式及表层意义时
,

常常伴随看对该语言文化背景

和文化内容的思索
、

探寻
。

而且因为汉语对他们如同一张白纸
,

所以他们的反应往往更敏感
、

更强烈
。

请看以下情形
。

“

你好 ! ” “

再见 ! ”
是初级汉语课本的开篇

。

学了以后
,

有的学生问
: “

我们对中国人都这

么说
,

为什么有的人不回答 ?
”

学了
“

你叫什么名字
” ,

学生问
: “

我们怎么说老师的名字 ?
”

学

了
“

您贵姓
” ,

有的问
: “

为什么只说姓 ?’’ 还有
, “

对女人
,

不知道结婚没有
,

怎么称呼 ?
”

“

在街上问路
,

怎么说 ?
” “

有的老师不教什么课
,

为什么也叫他 (她 ) 老师?
” “

我对一个正在

工作的缝衣工人打招呼说
: “ `

你累了吧 ?
’

他不回答
,

为什么 ?
” “

中国人过春节为什么放鞭

炮 ? ”

如此等等
。

他们虽然是初学者
,

但上述问题已经涉及到 中国人传统及现行的礼仪
、

习俗

和交际方式
,

其中提到最多的是人的称谓
。

见人称呼
、

招呼
,

是人与人 口头交际的第一声语

言
,

这
“

言之初
”

看来都不简单
,

何况其他
。

兴趣是学习最好的动力
。

我们应该抓住时机
,

因

势利导
,

在初级汉语阶段有计划
、

有步骤地介绍一些相关的文化内容
。

如果一定要等到学生

达到中级汉语水平以后再进行上述有关内容的教学
,

此时学生对许多问题已淡然置之
,

其教

学效果和意义恐怕也就事倍而功半了
。

其二
,

成人外语的
一

, 俗方式和儿童母语的习得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

儿童学习母语是从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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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
、

具体的
、

特定的语言现象出发进行学习
,

成人学习外语是从一般的
、

概括的
、

模式化

的语言现象出发进行学习
。

儿童对母语的学习是下意识的
、

日常的
、

暗含的
,

而成人对外语

的学习是有意识的
、

有局限的
、

有安排的
。

儿童获得的是大量新鲜
、

生动的语言材料
,

他们

会按照语言环境 自然地调节其素材
,

学可即用
,

而成人学到的大多是相对稳定而笼统化的语

言
,

从学到用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

这是因为语言的形成与社会诸因素
,

如文化
、

思想
、

民

族
、

历史等方面有关
,

语言的表达又与环境以及人的情感
、

意识
、

意志等有关
。

比如上面学

生提到的称谓问题
,

它关联到中国人的姓名意识及其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

中国人尊姓敬名
。

一般不能直呼别人的姓名
,

特别是名
;
同时也不轻易表露 自己的姓名

,

尤其是名
。

分析其原因
,

大致有二
:

其一
,

姓是代表氏族的符号
,

名是代表个人的符号
。

敬

人则敬其姓名
。

据 《礼记 》 记载
,

婴儿生下三月 由父亲亲自命名
,

仪式非常隆重
。

命名后遍

告家 中众人
、

属吏
,

然后将其姓名
、

生辰 日期逐一记下
,

一并收藏于州
、

间府 中
。

可见
“

名
”
的意义至关重要

。

命名即意味着赋予了此人以该氏族成员的地位和权利
,

有了
“

名份
” 。

“

名
”

也就和其
“

姓
”

一起成了终生代表他个人的符号
。

因此
,

人们敬人就和敬他的姓名连在

一起了
。

在中国常可听到
“

您贵姓 ?
” “

请问尊姓大名 ? ”
就是这个道理

。

其二
,

唯尊唯长是中

国伦理道德的重要准则
。 “

为尊者讳
” ,

也反映在对人的称谓上
.

敬则避之
。

命名之外还取字
,

就是为了表德
、

敬名
。

((t L记
·

檀弓上 》 云
: “

幼名
,

冠字
。 ”
注疏云

: “

人年二十
,

有为人父

之道
,

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也
,

故冠而加字
。 ” 《礼记

·

曲礼上 》 云
: “
男子二十冠而字

。 ”
注

疏云
: “

成人矣
,

敬其名
。 ”

对于帝王公侯等所至尊者
,

不仅在其生前须避其名
,

而且在其死

后也须讳其名
。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 避讳
。

从周期事庙讳亡君之名而追命

溢号
,

到对后世已故君王七世以上者仍须避名讳
,

日渐愈行愈广
,

愈传愈深
。

由此便可理解
,

既然别人的名不能直呼
、

随便打听
,

那么自己的名也不能轻易表露了
。

于是
,

现在在称呼别

人时
,

常在对方的姓后加上其官职
、

职业或辈份名
,

或在其姓前冠以
“

老
” 、 “

小
”

等字
。

而

且如果对方担任某副职
,

称呼时常去掉
“

副
”
字

,

以正职呼之
,

还有对作护士工作的人
,

病

人常以
“
医生

”

呼之
,

对在文化
、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的人常以
“

老师
”

呼之等等
,

这些

都是为了避其名而形成的种种表示尊敬的称呼
。

写到这里
,

本人深有感触
。

与人交际
,

见面称呼
,

本是一寻常礼仪
。

经旁人一问
,

细细

琢磨
,

确实还真有一番道理
。

看来两种语言的接触
,

带来的不只是两种文化的碰撞
、

交流
,

而

且交流的双方对自己的本族语言和文化都是一个再认识
、

再研究的过程
。

其三
,

学习语言需要大量语言材料的输人
。

特别是在初级阶段
。

在这点上
,

成人学 习外

语和儿童习得母语具有同理
。

儿童之所以能比较自然
、

容易地掌握母语
,

是因为他一生下来

就整 日受到周围语言环境的熏陶
,

长期感受和接触到大量生动
、

形象而丰富的语言材料
。

各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
,

语言环境大大优于国内
,

但由于我们提供的生活条件有限

(不居住在 中国人生活区内 ) 和方言的干扰 (特别是南方地区 )
,

他们对汉语标准语语言信息

的接收受到较大的限制和影响
。 “

课上学汉语
,

课下说外语
” ,

学生们大都如此
。

同时
,

从我

们的教学来看
,

学生从中获得的汉语信息量也不足
。

初级汉语教材基本上是纯语言型的
,

内

涵单一
,

与中级教材衔接不好
,

故而学生一旦升人汉语中级
,

面对纷纷而来的种种中国礼仪
、

习俗
、

历史典故
,

语言的
、

文化的一起扑来
,

感到难以适应
。

再看我们的教学手段
,

至今大

都仍停留在
“

一本书
,

一支粉笔
,

一块黑板
”

上
。

学生的笔记水平低
,

课堂上即使都听懂了
,

课后也难以复习
、

巩固
。

那么
,

学生的学习方法也只能局限于牙牙学语式的模仿和同一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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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机械地练习
。

这种单一的
、

口耳相传的传统教学法不但不能积极反馈
,

相反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我们的教学含量
。

我作过一个比较
,

同时是初级汉语班的学生
,

从零起点开始学了大半年以后
,

有的常说

的仍然是
“

你好
” , “

我去… …
” , “

天气… …
”

之类的短句
,

有的则可以用上介词
、

关联词和

固定格式
,

长句连篇
。

析其原因
,

他们的主要不同之处是
,

前者依然独来独往地保持着
“

课

上学汉语
,

课下说外语
” 的模式

,

而后者则象海绵一样吸收了来 自各方面的大量的汉语信息
。

水满则溢
。

因此
,

在教学内容上
,

我们应该从听
、

说
、

读
、

看几个方面对学生增加
、

扩充汉

语材料的输人
,

同时适当地调整课时量
,

大大改进教学手段
,

以充实
、

丰富他们的汉语贮存

库
。

日积月累
,

学生们的汉语水平和能力就会出现一个飞跃
,

一个逐步用汉语思维
、

表达的

飞跃
。

在这个贮存库中
,

文化内容是一个重要方面
,

这里有着十分广阔
、

令人探求的天地
。

我

说的
“

人
” ,

不只是外国人
,

也包括我们自己
;
我说的

“

文化内容
” ,

不只是相传悠久的中国

传统文化
,

也包括正在发展变化的多方位
、

多层次的现代文化
。

其四
,

也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点
。

汉字属表意文字
。

汉语语法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
。

因

而其表达重搭配
、

重语序
、

重色彩
、

重韵律
,

重语气
、

重意合
,

与表音文字有很大的不同
。

我

们如果从初级汉语阶段开始
,

有计划
、

由浅人深地介绍一些汉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知识
,

不

仅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信心
,

而且可以帮助他们从根本上逐步理解
、

掌握汉字书写
、

汉语表达的一般规律
。

汉字是 目前世界上唯一使用的表意文字
。

除 日本以外
,

其他国家的学生大都对它非常陌

生
,

甚至觉得不可思议
。

然而对此我们认识不足
,

准备也不充分
。

当学生一边正为汉字的声

调高低升降折腾时
,

一边汉字点横撇捺的描画也开始了
,

正所谓左右为难
。

渐渐地
,

他们学

习的汉字 日益增多
,

显见的错误也屡教不止
。

如
“
口

” 、 `

旧
” 、 “

目
”

部的字不分
, “

木
” 、

“

宁
”

部的字混淆
, “
六

”
和

“

穴
” 、 “

广
”
和

“

广
”

部的字误写等等
。

这些错误的造成
,

不单

是因为书写不熟练
,

重要的是因为不知其所以然
。

在教学时我们如将已学的同部首汉字
,

如

时
、

明
、

早
、

晚
、

昨
、

春
、

昏
、

暑
、

晒等归纳在一起
,

并点明
`

旧
”

部字的意义一般与太阳
、

时间有关
,

那么学生就容易记
、

也不容易错了
。

为此
,

我认为有必要从一开始就逐步向学生

介绍汉语文字方面的基础知识
,

如汉字的特性
、

声调的重要性
、

初文的象形表意
、

形声字的
’

表意表音作用等等
。

对此
,

也许有的人会质疑
:

这么深层的问题
,

怎样讲 ? 具有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学生都

难以掌握
,

何况初级 ? 中国学生对此都不甚了了
,

更何况外国学生 ? 第三个 }可题可不必细论
,

因为母语和外语学习的环境
、

条件
、

方式和要求有很大的不同
。

前两个问题
,

正是我们应当

重视
、

研究的课题
。

我进行过一番观察
,

来华后直接进人中级以上汉语班的学生
,

经过一年

的学习以后
,

语感和表达能力都有明显的进步
,

但常识性的错误
、

生硬别扭的句子仍屡见不

鲜
,

和我们期待的那种能举一反三
、

触类旁通的境界似乎还相差一段不小的距离
,

而这与他

们的汉语学历是不相称的
。

析其原因
,

学生们对汉语本身的规律
、

其文化渊源知之甚少或一

无所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

我和有的学生谈到过这方面的内容
,

他们听了以后说
:

这些知识

很重要
,

我们应该知道
,

可惜时间晚了
。 “

师者
,

所以传道
,

授业
、

解惑也
” 。

道者
,

治学的

道理和方法
;
业者

,

学业的各门类知识
。

道不传
,

惑难以解
,

业何以有大进 ?
`

在近四
、

五年的基础汉语教学中
,

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
,

我采取借题发挥式的方法
,

讲

授了一些相关的中国文化知识
,

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

我的体会是
,

讲与不讲大不一样
。

哪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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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点点滴滴
,

都会给学生带来一种感受
,

一种体会
,

乃至某种想象
,

如学
“

京剧
”
一词

,

我

介 绍了京剧唱腔的特点
,

有唱念做打的四种功夫
,

还讲述了 《白蛇传 》 的故事 ; 讲到
“

乐

器
” ,

我介绍了几种主要的中国民族乐器
,

并在课后联系
,

让学生观看了一场民乐音乐会
,

其

中琵琶和笛子的演奏给学生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
讲到民歌

,

我介绍了 《我的祖国 》 这首优美
、

动听的中国民歌
,

先讲解歌词
,

然后哼唱
,

学生兴趣盎然
,

觉得十分美妙
。

如此等等
。

在中

级汉语教学的 《古代汉语 》 课中
,

我以 70 %的比例讲解古代文选
,

以 30 %的比例讲授古代汉

语知识和有关的中国古代文化知识
。

古汉语知识
,

如汉字知识 ( 以
“

六书
”

为主 )
,

词汇知识

(以词的本义和引申义为主 )
,

语法知识 ( 以词类活用和宾语的前置为主 )
。

古代文化知识
,

如

中国古代图书的四大分类
, “

十三经
” ,

先秦诸子 (主要介绍孔子和孟子 )
,

《战国策 》 (此书选

文较多 )
,

蒲松龄和 《聊斋志异 》 等等
。

通过简要地介绍
,

重点地讲解
,

把学生接触过的
、

已

知的
、

零星的串了起来
,

明确了起来
,

不仅加深了学生对选文内容的理解
,

而且扩大了他们

的知识面
。

从考试状况来看
,

学生们基本上掌握了已学的内容
,

有的学生还能以此类推
,

举

一反三
,

达到了教学预期的效果
。

学生们对这种教法也比较满意
。

通过教学实践
,

我认为从

初级汉语阶段开始
,

配合语言教学
,

有计划地
、

由浅人深地将中国文化内容的教学组成一个

系统工程
,

是完全必要的
,

可行的
,

由此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也将会向深层次大大地迈进一
步

。

关于 中国文化内容的教学具体如何实施
,

我认为要做好三件大事
:

一是制定一个与汉语

词汇
、

语法等级大纲相配合的 《中国文化教学大纲 》 ; 二是根据 《中国文化教学大纲 》 编一套

图文
、

声像并茂和汉外文对照的中国文化教材
;
三是培养一支外语修养好

,

既能讲授普通汉

语
、

又能讲授中国文化课的教师队伍
。

前两件事的道理比较清楚
,

无须多论
。

至于第三件—
专门师资的培养

,

这不仅是我们在国内进行对外汉语及文化教学的需要
,

而且也是我们在国

外进行汉语及文化教学的需要
。

据了解
,

有两个方面的需求信息值得我们注意
:

一是国外向

我国高校聘请能用外语讲授中国历史等课程的教师
,

我们难以派出
;
二是希望我国派遣到国

外讲授汉语的教师用外语讲授中国概况
、

历史文化等内容
,

我们的教师很难承担
。

因为我们

没有注重培养外语和专业兼备的人才
,

这种状况应当改变
。

我们应该下决心做好这一师资培

训的工作
,

有了人材
,

其他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

进行以上三项工作
,

不仅会大大增强教师的

中国文化修养
,

而且对促进汉外语言及文化的对比研究
、

对外汉语教学规律的研究都会大有

帮助
。

(责任编辑 车 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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