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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校本教材《初级汉语阅读读本》的几点突破 

【摘要】随着中学对外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教材编写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学对外汉语在没有正式教材之前，多使用大学教材。从依赖大学课

本到自编教科书，这是中学对外汉语教学走向独立、规范、合理的必然趋势。独立过程之初，离不开模仿和借鉴。也就是说，中学对外汉语教材

编写是在大学教材基础上的继承与突破。本文试以《初级汉语阅读读本·上》为例，谈谈我校教材编写思路、教材内容、教材模式、教材难度方

面的几点突破。 

【关键词】编写教材、校本教材、突破 

引 言 

教材是教学的凭借，是教学的中心环节，是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蓝本和依据，没有好的课本，教学的任何环节无从谈起。  

随着汉语全球热趋势加剧，来华学习的12-18岁小留学生越来越多。初期中学开放校，几乎没有正式统一的对外汉语课本，大部分使用的是

大学教材，教学当中感到存在明显的不适合，主要是针对性不强，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存在偏差。在编写适用教材的呼声中，我校的校本教材应

时而生。 

编写校本教材的首要宗旨是针对外籍中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写内容和形式力求符合学生的需求。鉴于我校外籍学生预科后进入中国学制班，

毕业后升入中国大学的目的，校本教材借鉴对外汉语课本和国内中小学教材的长处，特别是吸收大学教材的优点，力图集各路版本精华为我所

用。同时，又能体现自我特色，成为继承与革新的产物。校本教材首先从阅读入手，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一部教材如果能在传统的编排项目中有某一项遵循客观规律，开拓编写思路，突出特色，表达了一种新的趋向，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给学

习者以启迪，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就是一部出新的教材。[①] 

教材的总体创新往往是从局部突破开始的。[②] 

一、编写思路的突破 

中学对外汉语教材应该怎么编？套用大学模式，还是靠拢小学版本？是突出对外特点，还是侧重中国特色？应该如何把握？ 

1、突破学龄，跨越学制 

对于汉语初学者而言，无论年龄大小，起点都一样。但是拼音过关后，识字和阅读的能力明显不一样，因为人的知识、年龄、阅历导致理解

力、感悟力、认知力、经验积累等存在差异。儿童与成人不同；中学生与成人不一样。从识字角度看，年龄低，理解力差，而记忆力好；年龄大

（成人），理解力高，但记忆力相对差。 

汉语作为语言门类，学习者有不同的优势，中学生年龄上的优势决定了其具有儿童和成人双重优势，即记忆力好，理解力也不差。因此，校

本教材编写之初徘徊于小学和大学教材之间，出现 “低不成，高不就”状态，也就是说，既不能幼儿化，又不能学府气。同时，学习者从年龄

和心理上又具有儿童和成人的双重性。因此，我们以学生接受能力为准把握教材难度，做一尝试性的跨越 — 小学  中学  大学，三合一的实验

版本。  

2、对外教材模式与国内教材特点相融合 

考虑教学对象为外籍群体，教材模式应归为对外种类；考虑到预科结业后学生将继续读中国学历，课本应具有中国特色。即对外汉语教材与

中小学语文课本相糅并用，以达到近期学习目标和远期学习目的。思路指导行动。2005年我校运作编写教材，率先从阅读入手，为预科班编写

浅谈校本教材《初级汉语阅读读本》的几点突破 



校本教材。2006年出台《初级汉语阅读读本·上》。 

首本自编教材较之熟用的高校课本，尚属稚嫩。但从教学对象的特点出发，从内容到形式更符合外籍中学生的需求，易教易学，得心应手，

体现了校本教材的特点。 

二、教材内容的突破 

1、题材的突破 

70年代－90年代初，占据高校对外汉语教材的主要篇幅是文学作品。 

以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教材为例：1979年北京语言学院使用的《文选》14册，1987年出版的《中级汉语教程》，19901992出版的《高级

汉语教程》，其课文和阅读课文几乎都是文学作品。以文学为主体的中高级对外汉语教材一直沿用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 

1996年《桥梁－实用汉语中级教程》（北语出版社）在课文的题材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课文围绕着教育、职业、婚姻、家庭、经济、法

律、道德、交通、环境、健康十个现代化生活话题进行选编。 

1997年《汉语普通话教程》（北语出版社）从实用性、广泛性、连续性三项原则出发，制定了一个话题大纲，有20个总话题，80个分话

题。包括衣食住行、学习娱乐、运动休闲、交际交往、参观旅游、医疗保健、音乐艺术、文化商贸等。 

2004年《发展汉语·中级汉语阅读》（人民大学编 北语出版社）课文题材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环保、旅游、国际交流等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大学课本选材丰富广泛，但有些领域对中学生，特别是对低龄的小留学生来说，难度很大，不易理解，没兴趣，不适合。比如：婚姻家庭、

经济法律等。 

校本教材《初级汉语阅读读本·上》从题材上，尽可能选择适合外籍中学生的文章，课文短小精悍。内容分为：风景物产、名胜古迹、中外

名人故事、成语故事、校园作文、中国文化故事、生活常识、科普知识、汉语趣味活动等。例如：第十一单元五篇课文，有《秦始皇陵兵马

佣》、《国花》、《机器人》、《和时间赛跑》、《走在中国》，包括了中国古代名胜古迹、世界文化知识、科技常识、名人故事、中国生活方

面的内容。 

2、体裁的突破 

早期大学课本体裁选择相对偏窄，90年代以后有所拓展。 

1996年《桥梁－实用汉语中级教程》（北语出版社）有议论文、知识短文、口语辩论、法律案例、新闻报道，传记、小说、话剧等文体。 

《发展汉语·中级汉语阅读》（2004北语出版社）选用了小说、散文、评论、新闻报道、科普论文及生活常识的应用文体。 

校本教材在体裁的选用上，注意吸收高校课本的广泛性，力求宽面，注重趣味。有散文、诗歌、说明文、歌词、故事、成语、相声、笑话、

绕口令、格言、谚语、歇后语（小说除外，因考虑到字数限制）。应该说，体裁不拘一格。例如第十单元，有《幽默与笑话七则》、《绕口令四

则》、《格言、警句、谚语、歇后语》、《说相声》，学习内容是带有趣味性的汉语活动。每篇只有十几到几十个汉字，从内容到形式，从语音

到语义，从民俗到哲学，从思想到文化，一应俱全。 

三、教材模式的突破 

新编教材的特点是：大中小学课本相借鉴，中外教材特点相结合。基于中学生的心理特征和接受能力，校本教材体例采用大、中、小三学历

段相兼容的编写手法，即选材小学化，练习中学化，体例大学化。 

鉴于教学对象为外籍，汉语水平有限，所以，大部分课文篇幅不长，内容兼顾中外文化，生词量不大，（前一部分课文配有汉语拼音）语法

点不偏难，练习模式不单调。并且参考海外中小学汉语教材特点，引进大学对外汉语的长项，吸收国内课本的训练优势为新编教材所用。 

考虑到外籍学生将在中国中学继续深造，读学历，考中国的大学，教材编写尽可能体现中国特色，即应试能力的训练与培养。应该说校本教

材《初级汉语阅读读本·上》是特色综合的课本。 

四、教材难度的突破 

1、选文难度 

《初级汉语阅读读本·上》课文选择有三个层次：小学、中学、大学。不但从题材上、体裁上考虑到使用者的身份、年龄、心理、兴趣、文

化特征，还从篇幅上进行了大胆实验，课文字数从几十、几百到上千不等，具有跳越层进的特点。比如第一单元第一课《秋天到》是一首诗，只

有50个字，第二课《香山红叶》是散文，字数是诗的10倍，尽管都是写景的，内容相近，但从生词量数，词义辨析、文体知识，修辞知识上增

加了几倍。突破了一般大学课本每篇课文字数量相差无几的规则。（以《发展汉语》为参照物） 



2、能力训练难度 

1）、字词运用能力 

① 近义词辨析：例如（第二课第四题）“观赏、欣赏/  暖和、温暖/  色泽、色彩、颜色/  鲜艳、艳丽、浓艳”，要求学生了解使用范围和

对象，用造句的方式区别词义。            

② 多义字辨析：例如“足”的义项用下列句子表示： 

A、画蛇添足（脚/名词）         B、这些事有三个小时足能完成（完全/副词） 

C、他是足球运动员（脚/名词）   D、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满，充足/形容词） 

③多音字辨析：例如“圈”（quān juān juàn） 

A、大家在操场围成一圈儿做游戏。（ quān/名词）  B、他没有什么朋友，生活圈子很小。（quān/名词） 

C、把这个错字圈起来。（ quān/动词）            D、小孩子总圈在家里不好。（juān/动词） 

  E、羊圈里养着五只羊。（juàn/名词） 

④ 造句：造句是每课必练题型。造句词汇多为常见常用实词、虚词，还有成语，造句对外籍学生来说较难，但只要能造对句子，字词的掌

握就扎扎实实落实了。不但要求造单句、复句、还练习造群句，几个词在一起，组成一段话，既要设语境，用上规定词，又要使句群前后连贯，

语义清楚流畅。有的造句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例如：    春天，树木抽出新的枝条。 

夏天，树木长得郁郁葱葱。（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 

模仿造句：秋天，                。 

          冬天，                。 

2）搜集积累能力 

例如：成语课文《叶公好龙》，附加课文《龙的传人》，让学生回答“你还知道哪些与‘龙’有关的成语和寓言故事？”让学生作为课外作

业，寻找、搜索和积累新知识。学生不仅学会课内成语，课外还扩展了“龙盘虎踞”、“龙凤呈祥”、“龙飞凤舞”、“龙腾虎跃”等词。 

3）联想分析能力 

思考题的设置，不仅提问课文内容，还要求发散联想。例如课文《一枚金币》思考题：“这个故事讲了一个什么道理？”需要学生在读透课

文的基础上，分析概括，发散思维，才能得出结论。 

4）概括对比能力 

课文学完后，把重点词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串词成句，连句成篇，巩固课文内容。并用一句话或规定字数概括课文。 

对比训练：例如第二单元《儿子们》、《一枚金币》、《为了他的尊严》三课，主题上有相似处，让学生比较相同与不同点，写读后感。 

5）写作能力 

中学阅读与写作不分家，校本教材阅读与写作训练既分又合，阅读促进写作。从模仿入手，写景、写人、记事。 

例如：学习课文《大熊猫》以后，要求学生写一篇“你们国家有名的动物”或“你喜欢的动物”，要求按照课文特点，从动物的皮毛、形

体、生活习惯和喜欢它的原因等几方面介绍动物，要求使用表颜色，动态，情感等词进行描写。 

总之，从能力训练的难度上考察，《初级汉语阅读读本·上》的难度已经超出汉语补习教学阶段（预科班），达到对外汉语基础教学阶段

（初一至高一各年级，参考《世青中学对外汉语教学大纲》），而题型难度达到大学对外汉语阅读教材水平。 

3、校本教材适用范围 

校本教材本着以阅读为主的基本训练原则，从课文出发，设计了多种练习，以达到对初学汉语学生的字、词、句、篇的综合训练，尤其注重

词的运用，分量比较重，平均每课生词3035个，本册词汇大约700多个，属于汉语水平考试大纲甲、乙、丙三级范围，有个别超纲词汇，如成

语。但是，从对外文化角度看，成语量不算超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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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15种，训练模式糅合了对外汉语和中式语文的双重特点。使用实践证明，新编校本教材不仅适用于有3个月以上汉语学历的中学生，同

时也适用于初中学历班留学生使用。 

结 论 

校本教材是针对中学留学生编写的首本阅读教材，从课文的范围，篇幅的长短，题型的设置，训练的难度，书风趣味，尽可能全面

顾及到使用者的年龄特征，身心发展、认知能力，留学目标、文化差异诸多综合因素。校本教材的独特之处在于：汲取了大、中、小

学教材优势，同时又跨越了大、中、小学三级对外汉语的等级；融入国内初中语文和大学对外汉语的特色，形成了既有继承又有突破

的教材模式和体例。经过初步使用，效果不错。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编写者水平有限，涉足尚浅，编写工作难以避免出现纰漏，因

而，需要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加工修改，使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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