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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成书缘由

教材是教学活动的四大环节之一，它既是总体设计的具体体

现，又是教师组织课堂教学活动和学生进行日常学习活动的基

础，还是测试的依据，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教材可以被看做

是教学理论研究和第二语言学科发展的前沿阵地和突破口”①。

随着教材编写工作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如何针对不同类型的

学生编写适合其使用的对外汉语教材，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的话

题。

自２００７年３月起，我们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从事医

学留学生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由于目前国内没有针对临床医学留

学生的对外汉语教材，最初我们为其选择了杨寄洲主编的 《汉语

教程》。由于医学留学生课时量少，此套针对长期学习汉语的留

学生编写的教材显然不适合他们使用，教学效果不明显。其后，

我们为医学留学生选择了适合短期培训使用的由康玉华、来思平

编著的 《汉语会话３０１句》。经过使用，我们发现该教材在日常

交际方面成效比较突出，但所教汉语知识与临床医学专业完全脱

① 刘珣： 《迈向２１世纪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载 《语言教学与研究》

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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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留学生在专业学习活动中需要汉语的时候，不能将其所学汉

语充分应用到专业学习中。

目前，来华学医已成为一种潮流，医学留学生成为对外汉语

教学不容忽视的一类人群。随着学医热的到来，对医学留学生的

汉语教学逐渐受到重视，医学专业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教育模式

及管理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与不分专业的对

外汉语教材编写相比，针对临床医学专业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及

相关的理论研究几乎为零。医学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受重视与针对

医学留学生的汉语教材编写受冷落，两者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多

数高校一般采用通用的对外汉语教材教授医学留学生，与医学专

业完全脱节，教学效果不明显。能否结合对外汉语教学、教材编

写的相关理论以及医学留学生自身特点，编写一部针对医学留学

生的对外汉语教材呢？我们对对外汉语教学主要刊物和有关论文

集中涉及医学留学生教材编写的论文做了初步的查找，发现只有

少量针对医学留学生的教学实践和管理的讨论，在教材编写方面

还是空白，这就为本书对医学留学生的汉语教材编写的探讨提供

了较大的空间。

本书结合教材总体设计、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学习者认知规

律、语言习得理论以及语言自身规律等诸多理论，对公共医学汉

语教材编写中词汇的选取、情景的设置、语法项目的编排、练习

的编写等四方面作了浅显的论述，这将会丰富教材编写和设计的

基础理论，同时也会为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择提供理论依

据。

随着学医热的出现，针对医学留学生的对外汉语教学及相关

的汉语教材的编写，势必成为业内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对

公共医学汉语教材编写中的词汇的选取、情景的设置、语法项目

的编排、练习的编写等四方面的全面论述，本书为公共医学汉语

教材的编写大体设计了一套最基本的雏形，这为今后针对医学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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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汉语教材的编写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同时对相关的汉

语教学工作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书分为五部分：

绪论，简单总结对外汉语教学及教材编写现状，对公共医学

汉语教材的几个概念作了界定。

第一章，将公共医学汉语教材中的词汇分为通用词汇和医学

相关词汇，确定这些词汇的选取角度，并举例说明。

第一章，结合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理论，探讨公共医学汉语教

材情景设置的四点原则；通过问卷调查，对上述四点原则从实践

角度加以验证。

第三章，概述教材编写的语法研究成果，同时结合医学留学

生的实际情况，指出公共医学汉语教材语法部分的编排应该注意

的四个方面；通过 《实用医学汉语》第一册和第三册要素配合表

的分析，提供一个情景设置和语法安排的典范。

第四章，本章是本书重点着笔的部分，共选取四套高级口语

教材，从题量、题型、内容、编排等四个大方面对教材中的练习

编写进行了考察，并进一步总结了练习设计应遵循的原则。在此

基础上，借鉴高级口语教材编写经验，提出公共医学汉语教材练

习编写应具备的特点，并简单构设其练习编写框架，最后提出应

当注意的问题。

二、对公共医学汉语教材几个概念的界定

（一）医学

本书中的 “医学”特指临床医学专业，非中医专业。

（二）公共医学汉语
“公共”是相对 “专业”而言的，旨在说明此教材是针对医

学留学生的公共汉语课程的设置而编写。“医学汉语”指的是针

对临床医学专业的留学生开设的汉语课程，不包括学习中医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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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留学生。公共医学汉语是指此汉语课程并非医学留学生的专业

课，而是医学留学生学习日常汉语会话的汉语课程，其主要教学

目标是学习汉语，并非临床医学知识。

（三）公共医学汉语教材

首先，公共医学汉语教材是对外汉语教材，也是语言教材。

它不是为医学留学生学习医学专业课程而编写的专业教材，其编

写的主要目的是对医学留学生进行汉语教学。其次，既然此教材

是针对临床专业的医学留学生而编写的，那么在汉语会话的学习

过程中，与临床医学专业知识相关的，或者与医学留学生专业学

习和日常生活相联系的内容，教材必然会有所涉及，以便医学留

学生运用汉语为其专业学习及日常生活服务。

三、公共医学汉语教材与专业医学汉语教材的区别

（一）编写目的不同

第一，公共医学汉语教材在着重培养留学生日常交际能力、

满足其在华生活方面的语言需要的同时，还力求培养留学生的医

用汉语交际能力，辅助其学习专业知识，满足其临床实习的需

要。

第二，专业医学汉语教材是为了满足医学留学生专业知识学

习的需要。教材的编写主要是围绕临床医学专业，通过汉语表

达，传授医学知识。

（二）教材的性质不同

第一，公共医学汉语教学是语言教材，通过汉语情景会话，

教授医学留学生如何运用汉语进行交际。

第二，专业医学汉语教材是医学教材，通过汉语表达，传授

临床医学专业知识。

（三）编写的侧重点不同

第一，公共医学汉语教材编写的侧重点放在医学留学生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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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交际上。在保证医学留学生能自如地进行日常生活交际的

基础上，才进一步向医学生活常识或医学专业知识靠拢。

第二，专业医学汉语教材编写的侧重点放在医学专业知识

上，教材要有助于医学留学生专业知识以及业务能力的巩固和提

高。

（四）教材适用对象及阶段不同

第一，公共医学汉语教材适用于初到中国的没有汉语基础的

医学留学生。

第二，专业医学汉语教材适用于已经具有一定汉语基础的医

学留学生，可以以汉语为媒介，学习医学专业知识。

（五）难易程度不同

第一，公共医学汉语教材的编写只是为满足医学留学生日常

交际需要。根据 ＨＳＫ 大纲要求，学生达到三级即可。无论情

景、语法、词汇的设置，还是课后习题的安排，均从最基础的知

识点开始。

第二，专业医学汉语教材的编写是为满足医学留学生学习专

业知识的需要，这就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汉语基础。学习的重点

由汉语知识转为医学知识。其中所涉及的语法、词汇、表达等方

面的内容，相对于公共医学汉语教材难度有所提高，体现出语言

的专业性。

四、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现状及教材编写现状

（一）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对世

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一种语言学习和传播的广度，可以说在很

大意义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目前，全世界已有

１０９个国家、３０００多所高等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这一切都得归

结于中国国力的增强。各国人民非常看好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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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学习汉语能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合作机遇，所以他们不

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汉语。汉语在政治、经济、外交、文

化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外汉语教学在中国发展起步较晚。１９５０年７月，清华大

学正式成立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进修班，可以看做是新中国对外

汉语教学的开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

席位，日、美等国纷纷与中国建交，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北京

语言学院 （北京语言大学曾用名）１９７５年试办、１９７８年正式开

设了外国留学生汉语本科教学。到了９０年代，全国已有近４００
所大学开展长期和短期的对外汉语教学。进入２１世纪，随着全

球迈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外汉语教

学也真正步入了它的蓬勃发展时期。

国家汉办 （全称中国国家汉语对外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成

立于１９８７年，是由国务院１１个部门领导组成的日常办事机构，

设置在教育部内。国家汉办成立的初衷是希望以语言作为桥梁，

以民间文化语言交流的方式传播中华文化，达到宣传中华民族价

值观的目的。２００２年，中国开始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

从２００４年上半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建孔子学院。此后，全球
“汉语热”持续升温，学习汉语的人数显著增长，汉语的价值也日

益提升和凸显，对外汉语教学成了国家一项重要的事业。中国政

府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将原有的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更名

为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以加快汉语走向世界的步伐。

从２００４年开始，我国在借鉴英、法、德、西班牙等国推广

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在海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

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取名为 “孔子学院”。自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１日全球第一所 “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

截至２０１１年８月，全球已建立３３８所孔子学院和２７６个孔子课

堂，共计６１４所，分布在９４个国家 （地区）。孔子学院设在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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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共有３３８所，其中，亚洲３０国９３所，非洲１６国２４
所，欧洲３１国１０６所，美洲１１国１０３所，大洋洲２国１２所。

孔子课堂设在２８个国家共２７６个，其中，亚洲１０国２７个，非

洲４国４个，欧洲７国３８个，美洲６国２０５个，大洋洲１国两

个。目前，仍有５０多个国家的近３００所机构提出开办申请。①

孔子学院在全球开设的速度引发了世人包括中国人自己的惊叹。

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许琳曾指出，在全世

界，孔子学院正以每４天诞生１所的速度增加。

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

作，所提供的服务包括：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以及提供

汉语教学资源；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提供中国教

育、文化等信息咨询；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这样，首

先，孔子学院为热爱汉语或对汉语感兴趣的外国友人提供了一个

学习和交流的平台，让他们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地道的汉语、了解

中国悠久的文化和现代文明。其次，孔子学院促进了教育的国际

化。孔子学院主要采取 “大学对大学”的办学模式，中国大学与

国外大学向国家汉办申请共建孔子学院，充分利用自身诸如资

金、师资、生源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实现在教育领域的国际合

作。再次，孔子学院成为对外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的使者。以语言为依托，各国不同的文化和思想在交流磨合中碰

撞出火花，更多的外国人通过孔子学院了解到中国真正的文明与

进步。最后，孔子学院的建立与发展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一国

语言的国际化是国家之间软实力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或象征，在

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加快汉语国际化的推广进程，增

强世界对我国的了解、认识与认同，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

① 洪晓楠、林丹：《孔子学院的发展历程与文化意蕴》，载 《文化学刊》２０１１
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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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扩大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孔子学院在传播语言的同

时，展现了一个新的现代中国，扭转了国外民众对中国的错误认

识，全面树立了中国新的国际形象。孔子学院教授中国京剧、中

华武术、中华医学、中国艺术、中华烹饪等内容，充满浓厚的中

华文化气息，极大地激发了外国民众的兴趣和好奇心，使中国的

文化吸引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的竞争力得到增强。中国

借助孔子学院的发展，也形成了一些类文化事业，促进了文化事

业的产业化和国际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二）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现状

１．通用对外汉语教材现状
随着第一批东欧来华留学生的到来，第一部铅印对外汉语教

材 《语法教材》应运而生。对外汉语教学几经波折，对外汉语教

材也开始在摸索中寻找发展之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受国内

政治局势、经济发展和国际苏美争霸的局限和影响，我国的对外

汉语教学事业从教师结构和留学生结构上看，远远没有形成规

模，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外汉语教材种类少，形式比较单一。５０—

７０年代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主要依据是汉语的研究传统和西

方结构主义理论，注重语法结构的传授，忽视语言交际功能和文

化交流功能。在内容选择上比较政治化，尽管强调了实践性原

则，但是实际上只能做到训练留学生一定的听说读写技能，难以

达到真正培养交际能力的目标。① ８０年代后，改革开放带动了中

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

教材建设在数量、种类上也随之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据赵贤州
《建国以来对外汉语教材研究报告》统计，各类对外汉语教材有

１６大类２１０种②，刘珣等的 《实用汉语课本》 （商务印书馆，

①

②

杨小彬：《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成就与问题》，载 《湖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李泉：《对外汉语教材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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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胡裕树等的 《今日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鲁

健骥等的 《初级汉语课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华语教学出

版社，１９８６）等都是这一时期教材的代表。９０年代，对外汉语

教材编写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平均每个月都有十几种教材面

世”①。陈灼等的 《桥梁———实用汉语中级教程》（北京语言文化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杨寄洲等的 《汉语教程》（北京语言文化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９）、白崇乾等的 《报刊语言教程》（北京语言文化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教材体现了交际

教学法，强调教学过程交际化的教学路子，并逐渐注重中国文化

的介绍和中外文化的对比，体现了当时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的

思路和特点。这一时期的教材编写思路已具有中国特色，奠定了

对外汉语教材日后的编写方向。进入２１世纪，“汉语热”席卷全

球，对外汉语教学和教材编写事业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刘珣主编的 《新实用汉语课本》（１—５）（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鲁健骥的 《初级汉语课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李晓琪主编的 《博雅汉语》 （初级起步篇、准中级加速

篇、中级冲刺篇、高级飞翔篇）（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康玉

华等的 《汉语会话３０１句》（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李禄

兴主编的 《发展汉语》（初级、中级、高级）（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５）、马箭飞等的 《汉语口语速成》（入门篇、基础篇、中

级篇、高级篇）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周小兵主编的
《阶梯汉语》（初级、中级）（华语教学出版社，２００７）、杨寄洲主

编的 《汉语口语教程》（初级、中级、高级）（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等一批优秀教材的出版使用，使话题教学成为教材编写思

路的共识。《新实用汉语课本》、《快乐汉语》、《长城汉语》、《阶

梯汉语》等教材也被广泛运用到海外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教学

① 程相文：《对外汉语教材的创新》，载 《语言文字应用》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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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到海外汉语学习者的欢迎。

由上可知，随着全球汉语学习需求的与日俱增，对外汉语教

材作为教师教学的有效工具，作为学生学习的指导与规范，在对

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不断受到重视。现已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数

量繁多，种类不断丰富，初步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教材体系。

其中不乏精品，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

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教材数量和种类迅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关教材编写的

经验总结和理论探讨研究的加强和深入。教材的编写出版及理论

研究一直是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据李泉 （２００６）估算，有关教

材编写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的论文有４００余篇。这种教材编写

理论的研究水平直接反映了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理论发展水

平，显示了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发展的丰硕成果。

在看到教材事业繁荣的同时，我们也应发现教材编写中反映

出来的诸多问题。如通用型教材居多，针对性、专业性教材很少，

教材雷同度较高。吕必松曾指出：“同一类型的教材，大部分是大

同小异，真正有创新价值的教材数量有限。这些大同小异的教材，

大部分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内容和形式都比较呆板；有些教

材的练习不是数量太少，就是练习的内容和方式与教学目的不一

致；有些教材的外文翻译不太理想，国外反映比较强烈；专门针

对国外汉语教学的特点编写的教材很少，大部分教材对国外不适

用。从总体上说，我们的理论研究还不能满足教学发展的需要，但

是也有大量适用于教学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及时吸收到教材中来。”①

国别化教材较少，多数教材只是在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内部使

用，还处于摸索阶段，没有达到公开发行的程度。多数教材都是

① 《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语言教育问题座谈会纪要》，载 《世界汉语教学》

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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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编写而成，很少考虑外国人的具体

学习情况，中外合作编写教材的情况少之又少。

２．面向医学专业的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与使用现状

在各种教材之中，多数都是不分具体专业的通用的汉语教

材，针对具体专业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则是少之又少。现在编写

较多的专业汉语教材是商务汉语教材。但据不完全统计，商务汉

语教材也不超过１０种，且各个版本在词汇、话题、语法等各方

面的侧重点上也有较大的差别。

面向医学专业的汉语教材数量少之又少，几乎没有比较通行

的版本。我们目前能找到的针对医学专业留学生的汉语教材主要

有以下几套：１９８５年定稿、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医汉语》（王砚农、阎德早主编）、１９８６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

版的 《汉语———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上海中医学院编）、

１９９７年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中医现代汉语》（姜敏杰、宗媚

娟主编）、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医学汉

语———实习篇Ⅰ》。其中，前三本是针对中医编写的，第四本是

针对临床医学专业的医学留学生到中国的医院见习、实习编写

的。《医学汉语———实习篇Ⅰ》要求医学留学生有一定的汉语基

础。这些教材有的出版时间较早，内容已与现实生活脱节；有的

发行量很少，甚至已停止再版，在市面上很难找到；有的要求使

用者具备一定的汉语基础，所以未能得到广泛使用。一言以蔽

之，迄今为止，尚未有一本专门为零起点的来华学习临床医学专

业的留学生设计的公共医学汉语教材。

五、教材编写的相关理论

教材编写的理论依据有：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是理论基

础；语言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是直接理论依据；目的语语言学和

目的语文化是教材内容的源泉；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是教材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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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依据。

教材编写和选用的原则：针对性、实用性、科学性、趣味

性、系统性。

教材设计的类型：按教材的体例分为综合型和分科型、单课

制和单元制、直线式和螺旋式；按遵循的主要原则分为课文型、

结构型、功能型、结构—功能型、功能—结构型、话题型、文化

型。①

六、医学留学生情况简介

随着我国医疗水平和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自２０００年以来，

我国医学留学生人数持续增长，在所有学科中排名第二，仅次于

文科类专业。其中，南亚的医学留学生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学生

主要集中在国内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武汉大学、厦门大

学、南京医科大学、苏州医学院等二三十所大学。他们的年龄一

般都为１７～２０岁，在本国高中毕业后来中国继续大学本科的教

育，其文化程度相当于中国的高中毕业生，母语纷杂，英语为官

方语言，但是发音时带有浓重的方音，汉语水平均为零起点，在

中国留学学医的过程中，专业课为英语授课。汉语学习分五个学

期，前四个学期每周六个学时或八个学时，第五个学期每周两个

学时或三个学时。汉语课堂学习时间较少，课后也没有充分的与

中国学生交流的机会，汉语实践范围狭窄。学成之后，多数学生

又将回国从事与医学相关的工作，汉语仅仅是他们在中国日常生

活及实践学习时的交际工具。除了少数对汉语极感兴趣的学生

外，大多数学生都是被动学习汉语，学习积极性不高。

① 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１３～
３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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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虽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相应的教材编写工作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但针对具体专业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尚

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发展较为缓慢；临床医学专业的蓬勃发展与

针对该专业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教材编写的严重滞后，形成了巨大

的反差，对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公共医学汉

语教材的编写进行更为科学系统的深层研究。本书将结合语言

学、心理学、教育学、语言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目的语语言学

和目的语文化、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教材编写的相关理论，根

据医学留学生的实际情况，从词汇、情景、语法、练习等四个角

度入手，全面探讨公共医学汉语教材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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