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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摘 要 ]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传统的 《古代 汉语 》 教材 的弊端

性
,

并提 出笔者的一点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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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汉语
”

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

之一
,

承担着培养学生古代汉语素养和古代典籍解

读能力的教学任务
。

然这门课自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

开设至今
,

在教材建设方面相对薄弱
。

尤其是最近

十多年来
,

新编的教材比较少
,

所以很多学校仍然使

用上世纪五
、

六十年代编写的 《古代汉语》教材 。 然

而
,

这些教材在 内容上
、

在学时容量上已不能适应当

前的教学实际
。

因此
,

为了适应现代化的课堂教学
,

教材的改革与创新成为了高校教改的核心问题
。

本

文作者就目前高校《古代汉语》教材存在的弊端和改

革思路谈谈 自己的一些观点
。

一
、

传统教材的弊端

自从高校开设古代汉语这门专业课以来
,

各大

高校普遍使用的教材主要有以下几种
: 王力先生主

编的《古代汉语》(四册本 )
、

郭锡良先生主编的《古代

汉语》 (三册本 )
、

许嘉璐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 (三

册本 )
、

荆贵生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 (二册本 )等
。

我校也不例外
。

这些教材在过去几十年的高校教育

中
,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然而
,

在如今这样一个

高度网络化
、

信息化的时代中
,

这些教材已经不能更

好地适应高校教育 (尤其是我校 )
。

这可以从以下几

点体现出来
:

1
、

不能适应我校由专科学校向本科学校转型

的新形势

我校刚从一所专科学校升格为一所本科院校
,

这一转型的新形势
,

不仅要求我校教师要改变教学

观念
,

而且也要求教材要有所改革
。

我校 以前使用

的教材主要有以下两种
:
荆贵生先生主编的《古代汉

语》 (二册本 )
、

许嘉璐先生主编的 《古代汉语》 (三册

本 )
。

从总体上来说
,

这 两 种 教 材 各 有 优 劣

。

荆 先 生

主 编 的 《古 代 汉 语 》教 材 内 容 讲 解 非 常 详 细
,

尤 其 是

文 选 部 分 设 计 了 今 注

、

古 注

、

标 点 三 项 内 容

〔` ]
,

非 常

有 新 意

,

有 特 点

,

同 时 常 识 部 分 也 很 全 面

。

然 笔 者 认

为 这 本 教 材 相 对 来 说 比 较 简 单

,

更 适 合 作 为 自 考 教

材

、

专 科 院 校 教 材

。

而 许 先 生 主 编 的 《古 代 汉 语 》教

材 呢
,

内 容 博 大 精 深

、

见 解 独 特

,

然 所 选 文 选 篇 目 值

得 商 榷

,

同 时 难 度 较 大

,

更 适 合 作 为 本 科 生 教 材

,

对

于 专 科 生 而 言

,

这 本 教 材 难 度 大 了 一 些

。

而 我 校 是

一 个 专 科

、

本 科 兼 有 的 院 校

,

所 选 教 材 要 能 够 兼 顾 两

者

。

很 显 然

,

这 两 种 教 材 都 不 太 适 合

。

2
、

不 能 适 应 高 校 课 程 改 革 的 要 求

目 前 国 家 推 出 了

“

新 世 纪 高 等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工

程

” ,

要 求 各 大 高 校 进 行 课 程 改 革

。

在 这 一 新 的 教 改

方 针 下

,

各 门 课 程 实 行 学 分 制

,

课 时 量 大 大 削 减

。

这

就 使 我 们 面 临 一 个 新 问 题

:
在 减 少 课 时 量 的 同 时

,

怎

样 保 证 教 学 质 量
? 笔者认 为 要解决 这一 问题

,

就 必

须 对 教 材 进 行 改 革

。

传 统 的 《古 代 汉 语 》教 材 往 往 由

文 选
、

常 识

、

练 习 三 部 分 内 容 组 成

,

知 识 涵 盖 量 非 常

大

,

即 使 在 不 削 减 课 时 量 的 基 础 上

,

都 只 能 由 教 师 选

讲 经 典 文 选

,

讲 解 重 点

、

难 点 理 论 知 识

。

那 么

,

在 新

的 教 改 方 针 下

,

再 使 用 传 统 教 材

,

就 会 更 加 难 以 完 成

教 学 计 划

、

更 加 无 法 保 证 教 学 质 量

。

因 此

,

必 须 对 传

统 教 材 进 行 改 革

。

3
、

不 能 适 应 现 今 社 会 信 息 化

、

网 络 化 的 多 媒 体

教 学 要 求

当 今 社 会 是 一 个 高 度 信 息 化

、

网 络 化 的 社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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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电 脑 的普 及
,

学 校 教 学 工 作 也 日 新 月 异

,

走 上

了 多 媒 体 教 学 之 路

。

这 一 变 化 也 冲 击 了 传 统 教 材

。

现 今 高 校 使 用 的 教 材 多 数 是 十 几 年

、

几 十 年 前 编 撰

的

,

如 许 嘉 璐 先 生 主 编 的 《古 代 汉 语 》 (三册本 ) 是

19 9 2 年 6 月 出版 的
,

荆 贵 生 先 生 主 编 的 《古 代 汉 语 》

(二册本 )是 19 95 年 8 月 出 版 的
,

而 王 力 先 生 主 编 的

《古 代 汉 语 》 (四册本 )是 1962 年 n 月 出版 的
。

这 些

教 材 在 过 去 的 十 几 年

、

几 十 年 的 时 间 里

,

虽 然 也 经

过 了 多 次 修 改

、

校 订

,

但 是

,

在 面 对 现 今 这 样 一 个 日

新 月 异 的 社 会 时

,

这 些 教 材 的 不 足 之 处 渐 渐 地 凸 显

了 出 来 (如新观点的吸收问题 )
,

而 且 已 经 到 了 不 容

忽 视 的 地 步

。

因 此

,

我 们 非 常 有 必 要 对 传 统 的 《古 代

汉 语 》教 材 进 行 改 革
,

将 这 一 学 科 的 一 些 新 观 点

、

新

发 现

、

新 见 解 纳 人 教 材

,

更 大 限 度 地 拓 宽 学 生 的 知

识 面

,

让 学 生 更 好 地 了 解 这 一 学 科 的 发 展 状 况

,

从

而 提 高 古 代 汉 语 的 教 学 效 果

。

4
、

不 能 让 学 生 学 以 致 用

高 校 培 养 学 生 的 最 重 要 的 目 的 是 适 应 社 会 的

需 要

。

而 我 们 在 教 学 过 程 中

、

在 教 材 的 编 写 上 往 往

忽 略 了 这 一 目 的

。

目 前

,

不 仅 是 高 校 在 轰 轰 烈 烈 地

实 行 教 改

,

中 学 也 在 紧 罗 密 鼓 地 实 行 教 改 (尤其是

教材的改版 )
,

而 高 校 教 改 和 中 学 教 改 却 南 辕 北 辙

,

没 有 统 一 起 来

。

在 中 学 教 改 中

,

新 教 材 扩 大 了 文 言

文 的 知 识 量

。

以 前 的 中 学 教 材 文 言 文 所 占 的 比 例 相

对 少 一 些

,

一 般 一 册 书 有
1 至 2 个 单 元

。

而 新 教 材 中

增 加 了 文 言 文 的 篇 目

,

如 高 中 语 文 教 材 (试验修订

本 ) 第一册文言文知识 占了 3 个 单 元
,

共 选 了 12 篇

文选
,

其 中 有
4 篇 还 是 必 修 篇 目

,

甚 至 有 些 实 验 教

材 一 册 书 全 是 文 言 文

。

由 此 可 见

,

在 中 学 的 教 改 中

,

文 言 文 知 识 所 占 的 比 重 越 来 越 大

,

同 时 所 涉 及 的 知

识 面 也 越 来 越 宽

,

所 选 文 选 的 类 型 也 越 来 越 广 泛

。

过 去 的 高 中 教 材 也 有 文 言 文 知 识

,

但 所 涉 及 的 文 选

一 般 比 较 简 单

,

如 《过 秦 论 》
、

《鸿 门 宴 》 等 散 文 性 质

的 文 选
。

而 改 革 后 的 高 中 教 材 所 涉 及 到 的 文 言 知 识

却 非 常 多

,

包 括 了 论 说 文

、

序 跋

、

奏 议

、

书 说

、

传 状

、

墓 志 铭

、

辞 赋 等 多 种 文 体

,

而 且 也 有 一 定 的 难 度

。

如

高 中 语 文 教 材 (试验修订本 ) 第二册增加的王勃的

《滕 王 阁序 》
,

这 是 一 篇 骄 体 文

,

对 于 中 学 生 来 说

,

难

度 较 大

。

而 像 这 样 的 文 选

,

在 高 校 教 学 中 却 是 不 讲

的 (因为课时关系
,

骄 体 文 一 般 不 列 人 教 学 计 划

,

只

是 由 学 生 自 己 进 行 自 学 )
。

这 实 际 上 反 映 出 一 个 问

题

:
高 校 教 育 和 中 学 教 育 的 脱 轨

。

高 校 和 中 学 都 在

积 极 地 进 行 自 己 的 教 改

,

然 而 两 者 却 没 有 统 一 起

来

。

试 想 一 个 高 校 教 育 出 来 的 准 教 师

,

他 自 己 都 没

学 过 的 知 识

,

怎 么 能 系 统 地 教 给 自 己 的 学 生 呢 ? 从

这一 点上 来说
,

这 也 是 传 统 教 材 的 失 败

。

所 以 我 们

必 须 对 传 统 教 材 进 行 改 革

,

使 之 不 仅 能 更 好 地 适 应

高 校 教 改

,

而 且 也 能 更 好 地 适 应 中 学 教 改

,

让 两 者

统 一 起 来

。

二

、

改 革 传 统 教 材 之 我 见

基 于 以 上 几 点

,

笔 者 认 为 传 统 的 《古 代 汉 语 》教 材

已不 能 适 应 现 今 的 高校 教 育
。

必 须 对 《古 代 汉 语 》教 材

进 行 改 革
。

那 么

,

应 该 怎 样 进 行 改 革 呢 ?在 经 过 长 期 的

思 考 后
,

笔 者 提 出 几 点 意 见 和 建 议 以 资 大 家 参 考

:

1
、

重 编 立 体 化

、

多 媒 体 教 材

编 写 两 套 教 材 同 时 使 用

。

一 套 教 材 作 为 课 堂 教

材 (内容难度系数稍大一些 )
,

并 且 编 人 大 量 的 附 录

(这是考虑到学生的课外参考书很少
,

附 录 就 是 扩

充 性 的 资 料 )
,

用 来 介 绍 当 今 这 门 学 科 在 某 些 领 域

的 新 进 展

。

这 不 仅 可 以 扩 展 学 生 的 知 识

,

而 且 也 是

增 加 学 生 学 习 兴 趣 的 重 要 途 径

。

教 师 在 讲 课 过 程

中

,

对 不 同 的 附 录 可 以 作 不 同 的 要 求 (一般在课堂

上进行指导阅读
。

这 可 以 省 去 学 生 查 找 资 料 的 麻

烦

,

并 且 资 料 和 教 材 合 二 为 一

,

大 大 提 高 了 资 料 的

使 用 率 和 效 果 ) :
如 有 的 可 以 要 求 所 有 的 学 生 都 要

阅 读

,

有 的 可 以 要 求 学 习 好 的 学 生 阅 读

。

而 另 一 套

教 材 应 该 是 网 络 教 材 (内容难度系数小
,

适 合 自

学 )
。

课 堂 上

,

教 师 使 用 课 堂 教 材

,

采 用 多 媒 体 课 件

进 行 课 堂 教 学

,

讲 授 重 点

、

难 点 知 识

。

课 外 就 安 排 学

生 自 学 网 络 教 材

。

这 网 络 教 材 相 当 于 一 个 自 学 题

库

,

可 包 括 自 学 文 选

、

练 习

、

考 试 模 拟 题 等

,

由 学 生

自 行 安 排 课 余 时 间 进 行 学 习

。

这 样

,

既 可 以 解 决 教

改 中 出 现 的 问 题 (在课时减少的同时
,

充 分 利 用 学

生 的 课 余 时 间 来 填 充

,

这 就 不 会 影 响 教 学 进 度 和 教

学 质 量 )
,

又 能 发 挥 学 生 的 主 体 作 用

,

培 养 学 生 的 自

学 能 力

。

2
、

针 对 性 的 选 取 经 典 文 选

在 高 校 教 改 这 一 大 形 势 下

,

《古 代 汉 语 》这 门 课

的课 时 大 量 削 减
,

文 选 的 讲 解 时 间 非 常 有 限

,

而 要

学 好 这 门 课 就 必 须 要 有 大 量 的 文 选 基 础 知 识 作 铺

垫

,

这 就 要 求 我 们 在 选 取 文 选 的 时 候 要 选 择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

经 典 的 文 选

,

让 学 生 能 够 举 一 反 三

。

同 时

,

还 应 该 选 入 中 学 教 材 中 的 一 些 较 难 的 课 文

,

为 学 生

将 来 步 人 教 师 这 一 行 业 打 下 坚 实 的 基 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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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加 大 课 后 练 习

高 校 开 设 《古 代 汉 语 》这 门课
,

目 的 是 要 让 学 生

能 够 读 懂 古 书

,

继 承 古 代 的 优 秀 文 化 遗 产

。

而 真 正

要 达 到 这 一 目 的

,

课 后 练 习 就 必 不 可 少

。

目 前

,

市 场

上 的 《古 代 汉 语 》教 材 有 的 有 课 后 练 习
,

而 有 的 则 没

有

。

从 总 体 上 来 说

,

课 后 练 习 题 的 量 是 不 够 的

,

起 不

到 巩 固 课 堂 知 识 的 作 用

。

因 此

,

我 们 在 编 写 新 的 教

材 时

,

应 该 加 大 课 后 练 习

,

教 师 在 课 堂 上 讲 解 重 点

、

难 点 知 识

,

让 出 多 余 的 时 间 让 学 生 自 己 动 手

、

动 脑 去

解 决 练 习 中 所 遇 到 的 实 际 问 题

。

这 样

,

才 能 达 到 培

养 学 生 主 动 学 习

,

读 懂 古 书 的 目 的

。

4
、

力 求 趣 味 性 与 实 用 性 相 结 合

《古 代 汉 语 》 这 门 课 相 对 于 文 学 课 来 说
,

更 加 注

重 理 论 知 识

,

因 而 也 更 加 枯 燥

。

那 么

,

在 重 编 教 材

时

,

一 定 要 考 虑 到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

,

考 虑 到 这 门 课 的

实 用 性

。

如 选 取 故 事 性 较 强 的 文 选 来 吸 引 学 生
;
编

排 理 论 知 识 时

,

注 重 与 现 代 汉 语 知 识 相 结 合

,

注 贡 培

养 学 生 的 应 用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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