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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语序教学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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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序是汉语重要的语法手段
,

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内容
。

在对外汉语汉语语序的教学过程中
,

重视认

知
、

语用
、

文化等因素的阐释以及语感能力的培养
,

能有效地提高留学生理解和运用汉语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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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简单地说
, “

时间顺序原则
”

就是指汉语中语言

吴为章 指出
“

狭义语序一般指语素
、

词 符号的排列顺序与所表达的实际状态或事件发生

的排列次序 广义语序通常指各个层面
、

各种长度 的时间顺序基本一致
。

比如
“

他在马背上跳
”

与

的语言单位和成分的排列次序
。

狭义语序是包含
“

他跳在马背上
” ,

前者是指
“

他
”

先在
“

马背上
“ ,

然

在广义语序之内的
。 ” ①本文所研究的语序

,

是指广 后
”

跳
“

后者是指他先跳
,

然后在
“

马背上
” 。

这两

义上 的语序
。

众所周知
,

汉语是一种意合性的语 句话如果用英语表示
,

则分别是
“

言
,

没有严格意义上 的形态变化
,

因此
,

语序是汉语
”

和
“ ” 。

虽然在

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
。

由于对外汉语的教学对象 语义上英汉两种表达相差不大
,

但是在英语中却没

大多是外国留学生
,

这一教学对象的特殊性使得汉 有明显地体现出语言单位的顺序象似性原则
。

再

语语序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

然而传统的语序教学方 比如
,

英语 中
“ , 。 。

法比较单一
,

教师只是简单
、

机械地讲解汉语语法规
”

翻译成汉语只能是
“

培

则
,

致使留学生难以真正理解和掌握汉语语序的特 训一结束
,

他就收到了派驻 日本的任命
。 ”

而不能是

殊性和复杂性
。

笔者认为要解决该问题
,

除了讲解
“

他收到了派驻 日本的任命
,

培训一结束
。 ”

如果对

汉语语序的基本规则 如 动语在前
,

宾语在后 修饰 外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对汉语语序的这一

语在前
,

中心语在后等 以外
,

还应从认知
、

语用
、

文 理据性做相应的阐释
,

那么留学生就能更深人地理

化等方面对汉语语序的内在规律和 自身特点加以解 解
“

他开门进去
”

和
“

他进去开门
”

的区别
,

并能更好

释说明
,

并重视对留学生汉语语感的培养
,

从而更好 地将
“ ”

准确地

地帮助他们提高理解和运用汉语的能力
。

译成
“

我打算明年去上海旅游
”

而不是生硬地将其

一
、

重视理据性的阐释 翻译成
“

我打算旅游去上海明年
” 。

认知语言学认为
,

人类的语言不是任意的
,

而是 二
、

重视语用 因素的分析

基于现实和自身体验产生的
,

是有理据可寻的
。

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
,

焦点信息 即 新信息
“

现代符号学之父
”

皮尔斯于 世纪末提出
“

象似 直接影响到语言单位的排列次序
。

从语言类型学

性
”

这一术语
,

并将其定义为
“

语言符号在语音
、

语 的角度观察
,

一般认为 型语言中
,

自然焦点位

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 于句末
,

而在 型语言中自然焦点则位于动词之

象
” 。

②简单地说
, “

象似性
”

就是指语言中所反映的 前
。 日
汉语是典型的 型语言

,

通常遵循由旧信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描摹
。

沈家煊 总结归纳 息到新信息的排列顺序
。

比如 妈妈对我说
“

村子

了汉语句法中所存在的三种象似性原则
“

顺序象 里又 出 了一个博士 生
”

在这句话里
, “

村子里
”

是

似性原则
” 、 “

距离象似性原则
”

和
“

数量象似性原
“

妈妈
”

和
“

我
”

已知的旧信息
“

又出了一个博士生
”

则
” 。 「

对比英汉两种语言的语法规则之后
,

可 以发 才是未知 的新 信息
。

然而
,

正如 张伯 江
、

方梅

现
“

顺序象似性原则
”

在汉语的语序中表现得尤为 所说
“

在简短紧凑的对话里
,

要求说话人在

突出
,

这一结论印证了戴浩一 所提出的
“

时 最短的时间里把最重要的信息明确地传达给对方
,

间 匝序原则
” 。 , 。 ,

简 重要的信息成为说话人急于说出来的内容
,

而次要

称 是汉语语法中最普遍的语序原则
。

信息就放到了不显要的位置上
” 。

③所以在现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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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
,

为了突出焦点信息
,

人们常常会对句法成分

的顺序进行调整
,

从而产生 了语用上的
“

易位句
” 。

郭琳 通过对 口语中大量易位句的研究
,

得出

了
“

常式句的主语
、

状语最容易发生易位
”

这一结

论
。

④对此结论
,

笔者深表赞同
。

举个最简单的例

子来说
,

对外汉语教师在课堂上教给留学生 的句子

语序是
“

你吃饭了吗
” “

她也许不来了吧
”

… …但

是在实际 口语中
,

中国人所说句子语序却通常是
“

吃 饭 了吗
,

你
” `

她不来了吧
,

也许
”

早在 年就已经注意到语言有两种

语序 自然语序 也叫
“

常规语序
”

和凸显语序 也叫
“

超常语序
” ,

前者立足于时间顺序
,

后者则立足于

焦点
,

受说话人兴趣
、

心绪
、

态度等的影响
,

是典型

的语用语序
。 「〕
常规语序是语言基本的句法结构规

则的概括反映
,

它是稳定而抽象的
,

所呈现的是一种

语言中语序的静态面貌 如 你吃饭了吗
。

然而汉

语语序又具有灵活性的一面
,

因此在实际生活中
,

人

们常常根据表达需要对句法成分的顺序进行调整
,

从而产生 了语用语序 如 吃饭了吗
,

你
。

因此
,

在

对外汉语语序教学中对语用因素的分析就显得尤为

重要
,

它不仅能够使学习者更好地在语境中理解变

式句的含义
,

而且还有助于学习者体会汉语语序的

灵活性特点
,

从而更加自如地进行语言交际
,

在最短

的时间里将最重要的信息传递给听话人
。

三
、

重视文化因素的渗透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
,

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载

体
,

同时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任何一种语言

都具有民族性特征
,

都是该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折

射
,

汉语 当然也不例外
。

美 国语言学家
·

曾说
“

语言表达着
、

承载着
,

也象征

着文化现实
,

两者不可分
。 ” ⑤由于我 国是一个古老

的农业大国
,

长期 以来在政治上 以等级制度为基

础
,

在思想上以儒家道德规范为核心
,

在宗教上以

祖先崇拜为主要信仰
,

所以中国文化尤为注重等

级
、

崇尚礼仪
,

特别强调
“

尊卑有别
、

长幼有序
” 。

这

一文化心理在汉语语序中具体表现就是 由大到

小
、

由尊到卑
。

汉语中表时间
、

空间概念的语序都是从大到小

如 年 月 日 、星期天下午六点 、明年五一 、四

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师大路 号 汉语中表身份
、

称

谓概念的语序都是由尊到卑 如 文学院党委书记
、

副书记及辅导员等出席了此次晚会 给爷爷
、

奶奶
、

叔叔
、

阿姨
、

哥哥
、

姐姐们拜年了 除了句子中的语

序是由尊到卑
,

联合关系的合成语也同样遵循由尊

到卑的顺序 如 父子 、母女 、男女 … … 由此可见
,

文

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是对外

汉语教学内容的一部分
。

因此
,

汉语语序所体现出

来的汉文化精神
,

也应在语序教学中有所渗透
。

如

果教师在平常的教学当中能适当地引人反映中国

人典型民族文化心理的例子
,

不仅可以提高留学生

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汉语学习的积极性
,

还能减少

语言接触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冲突
,

从而达到跨文

化交际的 目的
。

四
、

重视语感能力的培养
“

语感是语言使用者对特定语言系统的形式
、

意义和功能之间所具有的特定内在联系性的高度

自动化的判断意识
,

是语言使用者把握
、

使用这种

特定内在联系性的纯熟的语言行为的表现
。 ” ⑥在

日常生活中
,

人们往往不假思索便能完成语言交

际活动
,

并能及时理解到
“

言外之意
” ,

靠的就是语

感
。

由于汉语是一种以意合为主的语言
,

语序相

对比较灵活
,

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仅要细化

汉语语序基本规则的讲解 如 主语在前
,

谓语在

后 修饰语在前
,

中心语在后 … …
,

更为重要的是

培养留学生 的汉语语感
,

提高他们对汉语的感知

和领悟能力
。

作为对外汉语教师
,

一方面要尽量利用现代化

教学手段
,

通过视频
、

音频等教学材料
,

从听
、

说
、

读
、

写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刺激
,

并精选一些表达

力强
、

使用频率高的短语和句子
,

鼓励学生大量地

朗读和背诵
,

循序渐进地
“

输人
”

各种汉语材料 另

一方面还要积极创设各种语言实践的机会
,

组织学

生进行情景会话
、

强化交际性练习
,

逐步建立形式

多样的语言
“

输出
”

系统
。

由于第二语言语感的形

成并非从零开始
,

而是在母语语感的迁移下经过类

推
、

比较
、

修正而形成的
「司 ,

所以除了鼓励学生朗读
、

背诵和进行各种语言实践以外
,

我们还应积极引导

留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对母语和 目的语进行理性地

分析和比较
,

并通过句子转换
、

病句修改
、

语言翻译

等实践练习
,

提高其对于汉语的感知
、

理解和运用

能力
。

结语

在以往的对外汉语语序教学中
,

教师往往只按

照传统方法大讲特讲汉语语法知识
,

而忽视了对语

用
、

语义以及文化要素的阐释和学生语感能力的培

养
,

因此留学生们普遍认为汉语语法是艰涩
、

枯燥

的
,

学习效果也不甚理想
。

通过本文的分析
,

笔者

认为 如果对外汉语教师能够重视语用
、

语义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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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要素的渗透
,

并注重对留学生汉语语感能力进

行培养
,

那么学生不但不会觉得汉语的语法是枯

燥乏味的
,

反而会认为汉语是有趣的
、

易学的
。

这

样
,

不但能更好地解释汉语语法规律
,

而且还能提

高课堂教学效果
,

从而更好地实现对外汉语的教

学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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