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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健  

摘要：语言能力的核心是语感能力。第二语言的语感获得离不开自然语言实践和自觉语言实践。我国对外汉语的基

本模式是以语法教学为中心，没有完全从汉语特点出发，把学习者引向结构形式分析与语法知识方面，教学效率不

高。本文提出汉语语感培养的教学模式，并介绍了这种教学模式6年来的实践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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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汉语语感培养的理念  

      语言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而语言能力的核心则是语感能力。语感是对语言文字的敏锐感知，

是对语言的直觉，是一种心理图式结构。语感是具体的、生动的、丰富的、深刻的、综合的、完整的。但依据语言

感知的对象即言语要素和言语形式划分，语感也可以分解为语音感、汉字感、词汇感、语法感、语义感、语体感等

等。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例如语音感可以分为声母感、韵母感、声调感、节奏感、语调感等。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

专项语感的培养和训练。我们的言语经验也能验证语感可分，比如，"你以为我听不出来他在挖苦我"（语义

感）；"是’咸/鸭蛋’，不是’咸鸭/蛋’"（词汇感）；"这个人说话文绉绉的"（语体感）；"这句话不通"（语法

感）；"她叫饶楠，不是姚兰"（语音感）。语感一旦建立，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让我们具有汉语语感的人故意说

不合语法的错话，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其原因就在于语感在无意识地控制着我们的表达程序。  

      第二语言教学是一种面向意义的活动，语感的作用主要在于言语的理解和言语的表达。实现言语理解和言语表

达的目的是为了交流信息，沟通彼此所要表达的意思。在言语理解方面就是要辨识对方所说每一句话的实际含义，

在表达方面就是要通过选择适当的语言形式来传递自己真实的意思。所以语感的核心就是语义感。能否透过令人迷

惑的语言形式直接准确地把握语义是检验语感的一个重要尺度。  

      语感的获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然言语实践"，通过大量地接触言语，使语言本身的规则在主体大脑中积淀到

相对完整和巩固的程度，从而形成一种语言结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母语语感的获得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

第二语言语感的获得也离不开这种方式。另一种是"自觉言语实践"，即在教学理论的指导下，有意识地学习具有典

型意义的言语材料和语言知识，以及作为语言背景的社会文化知识，总结语言规律，并用以指导言语实践，直至成

为一种言语习惯。第二语言语感的形成要经历从逐字直译→按规则组句→汉语思维→直觉感知等四个阶段。  

      学习第二语言，目的在于培养学习者使用这种语言的能力，养成正确运用这种语言的习惯。语言课是技能课，

不是理论课或知识课。知识是可以传递的，但能力是一种非传递性的个体心理特征和素质结构，能力的生成必须通

过主体内部的活动，从而在主体内部形成一种牢固的神经联系。言语能力的这种非传递性和内在性决定了语言教学

方法必须以言语实践为最基本的方法。可以说，语言认识过程主要靠知识，语言运用过程主要靠语感。语言课当然

要讲语言知识，但知识讲解的重点应是在特定的交际语境中该"说什么"、"怎么说"和"限定条件是什么"。重点还是要

放在"知其然"上，至于探究某种说法的来源和内部语法理据的"为什么"和"所以然"，不应当成为教学的重点。对于第

二语言学习者来说，"知其然"往往比"知其所以然"更重要。我们认为语言知识不能自动转化为语言能力，仅仅依靠操

练也不能胜任。学生语言能力的形成，主要不是靠语言知识的积累，而是靠语言运用的实践，应该在听说读写的训

练和交际实践中，让学生通过感受-领悟-积累-运用的过程，不断提高语言意识，从而习得语言。正如王初明

（2006）所概括的，学好外语的五个必要条件是：1)真实语境，2)交际需要，3)交流互动，4)积极情感，5)大量接

触。语感培养教学模式正体现了对这五个条件的充分利用。  

      我国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已经五十余年了，在世界范围内汉语教学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检讨一下

我们已经形成和习惯了的汉语教学模式。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主要建立在以行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操练和强化

以及传统认知主义的语言知识的传授上。教学法的发展经历了翻译法→听说法→交际法→综合法的过程。从50年代

第一本教材《汉语教科书》开始，确立了以语法教学为中心的教学路子，延续至今。这种教学模式的特点是先确定

一定数量（100-200不等）的语法难点，围绕每课分配的1－3个语法点来编写课文，并以语法项目的操练为中心来设

计练习。这种教学模式虽然不无优点，如教师易于把握，学生容易适应，也培养了不少汉语人才，但总的来说，教

学效率不高，汉语难学成了定论。其弊端主要在于没有从汉语的特点出发来设计教学方法，而且突出语法教学必然

导致学习者过多关注语言形式分析和对语言结构理据的探究。这种"语法知识讲解＋操练"的教学模式强调的是知识

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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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而不是以人为本，过于注重外在的机械操练而忽视内在的信息加工过程，过于强调教师的灌输而忽视学习者的

主动建构。实际上学生知道一条规则是一回事，能否把这种陈述性的规则知识转化为程序性知识并用于表达思想是

另一回事。在交际中，具备显性的、有意识的知识不能保证自发的、自动的语言运用。只有完全内化的、隐性的、

潜意识知识即目标语的语感才能驱动自由流利的表达。汉语教学的核心任务，说到底，就是如何帮助学生实现这种

转换。    

      西方语法学是以句法学为核心的，因为句子是自足的。但汉语的句子往往不能自足，需要借助上下文、借助语

境甚至要借助语音才能理解。比如："我想起来了"是什么意思？就难确定，要看说话人重音在哪儿。"我跟他学英

语，你跟小李学法语"，其中的"跟"是介词还是连词？也无法确定，要听说话人怎么停延才能知道。"小张说小李知道

自己下午没空。"句中的"自己"是指小张还是小李，同样要看上下文才能确定。而下面两句：  

      ①王刚认为丽丽太狂妄，总是看不起自己。  

      ②王刚认为丽丽太自卑，总是看不起自己。  

      两句句式完全一样，但第一句的"自己"是指王刚；第二句的"自己"是指丽丽。如果用英文，就会分别用himself，

herself来区分，但汉语不是屈折语，没有词形变化，要靠语义理解。再如"差点"和"差点没"，"大胜"和"大败"，"真

巧"和"不巧"，"好容易"和"好不容易"可能说的都是一回事；"不是我说你"表达的却"正是我说你"……这些形式与语意

的矛盾单靠语法的分析都无法讲清楚。  

      学习第二语言不同于学习科学知识理论，不需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不需要问那么多"为什么"，在大多

数情况下，只要"知其然"就可以了，只要"跟着（操母语者）说"就可以了。这是因为汉语的道理很难说清楚，有些语

法"规则"不是太繁琐就是例外太多。更重要的是，明白道理和会使用语言完全是两码事。把过多的时间用于讲解语

言，就减少了接触语言本身的时间。正如加拿大语言学家史蒂夫·考夫曼所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语言家，只是传

统的以语法为基础的语言教育方式不是激发人们学外语的热情，而是消灭他们的热情。""大量听和读，让大脑逐渐

形成习惯，发现一种模式，这个力量比逻辑强得多。"①见2008年11月5日《羊城晚报》B5版“说法”栏。  

      以语法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没有从汉语的特点出发开展教学。汉语的字、词、句都有自身的鲜

明特点，一味按照印欧语的教学模式来教，效率必然低下。以词汇为例，汉语词义系统具有很突出的网络性，其显

性体现主要有单音节的同部首词、合成词中的各类同素词，包括同素在前的和同素在后的词族；隐性体现主要有联

想关系词群，在类义关系中就包括同义关系、对义关系、并列关系、上下位关系、整体部分关系、等级关系、亲属

关系、类属关系、源流关系、引申关系、联用关系等。例如仅用"牛羊猪鸡公母肉"七个汉字连同本身就能组成"公

牛、公羊、公猪、公鸡、鸡公、母牛、母羊、母猪、母鸡、牛肉、肉牛、羊肉、猪肉、鸡肉"等20多个词语，而这些

词语的英文对应词完全没有规律性，甚至连相同的语素也不存在。又如，由核心语素"树"构成的双字词：杨树、柳

树、榆树、槐树、松树、柏树、桂树、枫树……；树根、树干、树枝、树叶、树皮、树冠、树梢……前者是区别词

加中心词（树），是分类关系；后者是整体（树）与部分的关系。把"树"换成其他核心语素，如"鱼、马、车、船、

菜、花、门、桌、书、笔、房、屋……"都能组成同样的关系词群，而英文的对应词完全没有这样的网络系统标志。

显然，如果不从汉语的字词关系出发，不采用"字不离词、词不离句“的办法，教学效率就要大打折扣。   

      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指导下的，在某种环境中展开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

构形式。教学模式的地位和价值就在于它是连接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的桥梁。提高教学效率必须从改变教学模式入

手。教学模式的内涵包括3个部分：（1）特定的教学理念；（2）有体现特定的教学理念的教材；（3）有特定的教

学程序、方法和重点。 

      我们所提倡的语感培养教学模式的理念有三点：1）自然的语感培养与自觉的语感培养相结合。利用汉语的字词

网络扩大语言输入，鼓励沉浸式习得。2）以字词教学为核心，按照汉语特点和规律开展操练，主要学习时间用于听

说训练、熟读记诵汉语语块和精华短章。3）以意义功能表达为重点，适当兼顾结构形式分析。特别注重在真实语境

和任务式交际活动中领悟汉语的表达特点，培养汉语表达能力。    

二、语感培养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成效  

      早在2002年我们就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开始了语感培养教学模式的实验，在教学理论探讨、教材编写、课程设

置和课堂教学方法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首先我们开展了第二语言习得的最佳途径的探讨，检讨了以语法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严重弊端，确立了”充分

接触汉语，培养汉语语感“的核心理念。  

      在思想明确的基础上我们完成了面向初学者的《快捷汉语》系列教程的编写。该教程包括《基础汉语》2册，

《聆听与说话》2册，《汉字规律》1册，《阅读训练》1册。并编有配套的练习册和教师用书。系列教程由周健主

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课程设置方面，按每周22节主课加2－4节选修课安排。第一学期主课包括《基础汉语》每周14节、《聆听与

说话》每周6节、《汉字规律》每周2节。选修课包括”会话练习“、”书法绘画“、”太极拳“等等。第二学期主

课包括《基础汉语》每周12节、《聆听与说话》每周6节、《阅读训练》每周4节。选修课增加”中文信息处理

“、”广州话“、”HSK辅导“等等。  

      在课堂教学方法上，明确了按照汉语的特点教汉语，加大有效输入，保证语料的真实、自然、地道，培养交际

能力的教学理念。确立了以词汇教学为中心，兼顾语法教学的基本模式。  



      按照汉语特点教汉语，就要特别关注汉语词汇的构成特点、汉语”意合“的句式特点、汉字的形音义结构特

点、汉文化的特点等。做到”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强调汉语的字词网络关系和语块教学。  

      加大有效输入主要体现在教材和教学内容上。以词汇为例，目前通用的初级汉语教材第一册生词量为800左右，

而《基础汉语》第一册达到1500左右。这1500词分为1000左右的基本词和500左右扩展词，扩展词不做考查要求，

属于附带学习。例如，每课都有”字词扩展“的内容，选定本课出现的一个常用语素，前后扩展成若干词语（手机

－相机－电话机－电视机－洗衣机－时机－司机－危机－机－机场－机器－机会－机关－机构）；又如学生学了”

好看、漂亮、帅“三词后，就提供如下的”评价相貌常用语“，以拓展学生的词汇量和表达能力：  

评价词语近义词语英文适用性别    

      交际是语言学习的目的，也是学习的动力和手段。我们通过"信息差"等策略努力把真实的交际和接近真实的交际

引入课堂。  

      陈群（2007）对华文学院的普通班（A班，使用北语出版的以语法为中心的教材）和语感班（K班，使用《快捷

汉语》系列教程）进行了长达一个学期的跟踪调查，做了细致的对比研究。以下是她对两种教学模式的概括与统

计：  

表1：两种教学模式的特征差异    

表2：老师是如何使用教材的   

评价词语 近义词语 英文 适用性别 

美丽 měilì（书） 美  měi（书） Beautiful 女(F) 

漂亮 piàoliang（口） 好看hǎokàn（口） Good-looking女，男(F,M) 

帅   shuài（口） 英俊yīngjùn（书） Handsome 男(M) 

一般 yìbān（口） 普通pǔtōng（书/口 Ordinary 男，女(M,F) 

难看nánkàn（口） 丑  chǒu（书/口） Ugly 男，女(M,F) 

对比项

目 
以语法为纲教学模式 语感教学模式 

对语言

习得理

念的认

识 

把语言分成若干个结构形式和句式，严格按照语法难

易顺序排列，课文、词汇、汉字都成为其附庸，通过

对这些结构形式的操练习得语言 

实行常用优先原则，按照学生的需求安排课文；强调

在真实语境中通过使用目的语进行交际，形成习惯，

逐渐习得 

对语言

能力的

认识 

学生语言能力是由语言知识转化而来，因而语言教学

必须致力于语言知识（主要是语法知识）的传授并通

过训练促成向能力的转化 

语言能力的核心是语感，从内部言语转换到外部言

语，靠的是语感，而非语言规则 

语言认

知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知其然，不一定要知其所以然 

对汉字

的处理 

汉字没有独立地位，附庸于词汇教学。不进行专门的

汉字教学 

单独开设汉字课，按照汉字本身规律教授汉字，教汉

字就是教汉语。 

教材编

写 

以语法为课文编写的结构支撑，严格按照语法大纲的

规定，从易到难地编写语法点和课文；以语法为指导

去学习课文，通过朗读课文、背说、写话等教学手

段，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言语技能和运用汉语进行社

会交际的能力 

教材的编写符合汉语的特点，提供给学生学习模仿的

语料是典型的汉语；提倡扩大语言输入；教材中的语

言真实、自然、生动、规范而且实用；注重精讲活

练，以学为主；注重语言技能的综合训练；突出跨文

化交际意识 

课程设

置 

精读课为主，初上分别设置听力课和会话课，初下增

设阅读课和语言技能训练课 

加大汉语综合课比重，综合听说，单独开设汉字课，

初下增设阅读课 

教学重

点 

语法。突出语法点、语法结构形式、句型替换练习 

 

词汇。突出词汇的使用条件、词汇的网络系统、语

块、重视句型引导与自由扩展 

课堂教

学 

强调知识本位；注重认知和外在的机械操练；强调教

师的讲解；练习严格按照教材展开，希望学生呈现基

本一致的学习程度。 

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内在的信息加工过程；精讲活

练，重视学习者的主动建构；鼓励学生自由表达，扩

大输入，适应不同程度学生的需要 

评价体

系 

教师评价为主，依据测试成绩，只有横向排名的评

价。 

教师评价与学生自我评价相结合，横向评价与纵向评

价相结合。 

班级 老师全讲 

老师只讲难

点， 

其它自学 

主要自学，老

师 

解答问题 

除了教材以外，补充其它内

容 

初上A 60.00% 24.00% 12.00% 4.00%



 

表3：你们的课堂上以谁为中心   

表4：课堂交际环境是否真实   

      此外，陈群还从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教材的评价、自我总结、出勤率、学生跳级人数比例等30个方面做了细致

的对比统计，结果绝大多数项目都是K班优于A班，足以说明语感培养教学模式总体上明显优于以语法为中心的教学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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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下A 51.43% 37.15% 5.71% 5.71%

初上K 28.57% 42.86% 7.14% 21.43%

初下K 26.67% 40.00% 6.67% 26.67%

班级 以老师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 两者都是 

初上A 52.00% 12.00% 36.00%

初下A 42.86% 22.86% 34.29%

初上K 21.43% 42.86% 35.71%

初下K 20.00% 60.00% 20.00%

班级 基本上是 有时候是 不是 

初上A 24.00% 52.00% 24.00%

初下A 17.14% 62.86% 20.00%

初上K 64.29% 35.71% 0%

初下K 53.33% 46.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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