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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朱耀顺、杨林伟等编写的 《农学汉语》教材，感到

学者的一种认真和对专业追求的深切情感蕴含其中，本书即

将出版，我为之由衷地高兴。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播和文化共识建构

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为了发展与我国日益提高的经济实

力相匹配的软实力，国家积极将汉语国际教育及推广作为民

族的复兴事业来推进，从对外汉语教育到汉语国际教育，再

到汉语国际推广，多年来，中国的汉语国际推广事业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截至２０１５年，已建设了４７５所孔子学院和８５１

个孔子课堂，涉及１２６个国家和地区。但其中出现的一些问

题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比如教材的编写如何适应汉语国际

推广的国别需求；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以语言和文化为

主要内容的国际汉语教材的编写瓶颈怎么解决；中国幅员辽

阔，各地均有自身吸引留学生的优势，但汉语教材如何突出

“地域文化”特色等，上述这些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我国汉语国际推广的特色发展。

目前，随着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推进，云南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政治地位凸显，而云南的汉

语国际推广则是考量其软实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云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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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东盟十国或毗邻，或接壤的省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

优势。据调查，缅甸有华人２５０万人，以云南籍华人数量最

多，腾冲北、西北与缅甸毗邻，与缅甸克钦邦山水相连，

“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就是通过腾冲进入缅甸的，所以腾冲

被喻为 “极边第一城”；越北老街与云南仅一河相隔。同时，

２０１３年随着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１０年的圆满发展，中

国与东盟的合作已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典范。国家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构２１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１０＋１”框架下的澜沧

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等。２００９年第二届 “中国—东盟教

育交流周”提出的 “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２０１１年就完成

了该计划的目标，比预期提早了八年，这表明中国—东盟之

间的教育交流合作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２０１４第十七次中国

—东盟 （１０＋１）领导人会议、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４日国家领导

人出访缅甸、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２日印度尼西亚亚非领导人会议

等重要国际会议和外交场合，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和对方政府

都把提升人文交流纳入了双方未来要积极推进合作的领域，

我国更承诺了 “中国未来５年内将向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１０

万名培训名额” “邀请１００名缅甸青年赴中国访问。中国政

府还将增加对缅政府奖学金名额，给缅甸学生赴华留学创造

更多机会”。越来越多的东盟学生热切希望了解中国语言、

文化和历史，中国政府也积极支持此项工程的发展。

农业是东盟地区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之一，也是东盟各

国政府优先发展的领域。同时，东盟国家农业资源虽然比较

丰富，但也存在问题，一些国家土地资源丰富，但由于农业

科技落后和资金不足等原因导致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不

高。云南省是我国拥有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且气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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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条件、生态环境丰富多样，充满魅力，在农业技术、资

金和管理方面也具有相当的优势。鉴于地缘优势，相似的地

理条件、耕作物种、环境气候和时区等使得云南农业领域的

研究成果非常适用于南亚、东南亚的农业发展，也使云南省

成为与 “一带一路”多个沿线国家农业交流优势突出的省

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等国留学生和有关人

员都急切地希望学到有针对性的农学汉语知识，以便到中国

云南等地区学习相关农业知识和技术。

《农学汉语》教材的编写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该教材

是云南农业大学农学汉语系列教材之一，在培养长、短期留

学生二十余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留学生选择的优势专

业内容和东盟国家农业领域发展所需求的知识进行编写，以

有一年以上汉语学习经历及ＨＳＫ四至五级水平的留学生为主
要对象，目的在于普及农业学科的相关知识，为其专业学习

打好语言基础。此教材特色突出，针对性、趣味性强，难度

适当，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推广的可能性。其主编、副主编

和各位编委都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

为该教材的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我为教育同仁的学科敏锐

度和积极工作的态度感到高兴。希望该系列教材能在实践中

不断完善，越编越好。

原一川

２０１６年７月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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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代农业

课文一　云南特色产业

烟草产业是云南省最大的支柱产业。云南烤烟种植面积

和产量居全国第一，约占全国总量的３０％。
茶产业是云南除烟以外的传统骨干产业。云南是世界茶

树的原产地，种植茶树和利用茶叶的历史有１７００多年，在
云南茶叶生产上应用最广的是大叶种茶，它的有效成分含量

高，具有显毫、味浓、回甘等特点。目前，云南茶叶种植面

积占全国茶叶总面积的１９％以上，居全国第一。
云南橡胶产业已有相当规模，已建成仅次于海南的天然

橡胶基地。目前，云南橡胶种植面积已超过８４４万亩，产量
４３８万吨，居全国第一。

花卉产业是云南新兴产业。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云
南花卉生产特别是鲜切花生产发展迅猛。２０１３年鲜切花产量
已达８０５亿枝，居全国第一，出口量占全国的５０％，云南
已成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出口基地。

生词表

１烟草 ｙāｎｃǎｏ ｔｏｂａｃ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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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产业 ｃｈǎｎｙè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茶 ｃｈá ｔｅａ
４甘蔗 ɡāｎ·ｚｈｅ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５糖分 ｔáｎɡｆèｎ ｓｕｇａｒ
６历史 ｌìｓｈǐ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７橡胶 ｘｉàｎɡｊｉāｏ ｒｕｂｂｅｒ
８花卉 ｈｕāｈｕì ｆｌｏｗｅｒｓ
９新兴 ｘīｎｘīｎɡ ｂｕｒｇｅｏｎｉｎｇ
１０出口 ｃｈūｋǒｕ ｅｘｐｏｒｔ
１１基地 ｊīｄì ｂａｓｅ
１２普洱茶 ｐǔěｒｃｈá Ｐｕｅｒｔｅａ
１３亚洲 ｙàｚｈōｕ Ａｓｉａ

词语搭配 （用连线进行词语搭配，下同）

支柱　　　　　迅猛
种植　　　　　基地
发展　　　　　产业
出口　　　　　面积
相当　　　　　规模

阅读理解

（一）阅读选择

１云南最大的支柱产业是 （　　）。
Ａ茶产业 Ｂ橡胶产业
Ｃ烟草产业 Ｄ花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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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的出口量达到亚洲第一。
Ａ普洱茶 Ｂ烟草
Ｃ花卉 Ｄ橡胶

（二）判断正误

１云南在茶叶生产上应用最广的是大叶种茶。（　　）
２云南的橡胶基地规模已经超过了海南。（　　）

（三）造句练习

１……具有……的特点
普洱茶具有　　　　　　　　　　　　等特点。
２……产量居……

①云南橡胶产量居　　　　　　　　　　　　。

②云南花卉产量居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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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二　农业信息化

农业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一部分，它首先是一种社会

经济形态，是农业经济发展到某一特定过程的概念描述。它

不仅包括计算机技术，还应包括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光

电技术、遥感技术等多项技术在农业上普遍而系统应用的过

程。农业信息化又是传统农业发展到现代农业进而向信息农

业演进的过程，表现为农业工具以手工操作或半机械化操作

为基础到以知识技术和信息控制装备为基础的转变过程。

农业信息化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１）农业信息技术在其他技术序列中优先发展；
（２）信息资源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的作用日益突

出，农民更注意用信息指导生产和销售；

（３）信息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
展，并优化了农业内部结构。据某些预测标准，当一个国家

信息产业在农业中的附加值达到或超过农业总产值的５０％
时，就认为农业实现了信息化。

计算机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可以及时、准确地预报病虫

害的发生期和发生量，做到及时防治，既节省农药，又减少

粮食损失。计算机在饲料配制、优化施肥、作物产量预报、

渔业捕捞以及农业经济结构优化等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利

用遥感技术调查农业资源，预报自然灾害，有速度快、效率

高的特点。准确的气象预报也是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其

中气象卫星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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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理解

判断正误

１农业信息化指的是农业现代化。（　　）
２从传统农业发展到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农业工具也从

手工操作转变为半机械化操作。（　　）
３当一个国家信息产业在农业中的附加值达到或超过农

业总产值的５０％时，就认为农业实现了信息化。（　　）
４计算机运用于农业生产，可以有效地消灭害虫，减少

粮食损失。（　　）
５气象卫星在气象预报中是不可缺少的，起着重要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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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三　生态农业

所谓生态农业，是指在农业生产中，以生态科学和原理

为指导，利用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应

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培植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防止和

减少环境污染，形成农、林、牧、副、渔良性循环，保持大

农业稳定发展。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生态环境问

题，人口的增加、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加剧了问题的严

重性。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 ＢａｒｂａｒａＷａｒｄ（１９１４—１９８１年）很早

以前就认为美国现代化农业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他对中国南

方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将种植水稻和养畜、养鱼结合，

充分利用土地和生物资源，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做法十分欣

赏，而且提出一个十分有价值的观点：“唯一能够生产足够

粮食，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的方式，是将所有适合耕作

的土地，实行双作和三作。”由此可见，中国长期以来实行

的间作、套作、混作、轮作，施用粪肥、厩肥、绿肥，实行

生物防治、充分利用土地、精耕细作等似乎落后，但是保证

了农业长期持续发展，实际上是先进的生产方式，应该作为

今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战略方针。

为了创造一个生态平衡的农业，就必须抛弃原有的以大

量消耗石油、化肥、化学农药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的模式，

取而代之的是以遗传工程、生物技术为主的高技术方法。当

今时代由于分子生物学和细胞遗传工程等学科的飞快发展，

在分子水平上探明生物机能已经成为可能。因此，人们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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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物遗传工程技术的研究成果，解决农业生产领域中存在

的诸多问题，寄予很大希望。

遗传工程开始了人类首次涉足动植物机体内部的活动，

通过改变基因结构，可以使植物生长得更好、产量更高，并

具有内在的抗虫、抗病、抗逆、抗旱和自肥能力；也可以使

作物更有效地进行光合作用。在动物方面，运用遗传工程，

可以增加产量，提高品质，缩短生长期、妊娠期及增进家畜

的各种性能。例如，将美洲驼和骆驼的基因互相移植，使新

种具有两者的优点。

遗传工程还可以根据需要，使农牧产品产生某种特殊的

品质 （风味、色泽、酸甜度、营养价值等）。科学家们已经

预见到，将来可以用遗传工程技术育成超级瘦肉型的肉猪、

带有鹿肉风味 （鹿肉在西方被视为 “野味之王”）的牛肉。

人类目前主要粮食只有 ６种，科学家们预见，到 ２０２５

年，由于遗传工程的应用，可以增加到３７种。这对于丰富

人类食物的来源，解决人口不断增加、耕地日益减少的严峻

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一、讨论题

１什么样的农业可以称为生态农业？试举几个例子。

２遗传工程在生态农业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二、对话练习

学生：王教授，最近 “现代农业”是一个很热门的词

汇，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王教授：现代农业是指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

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的社会化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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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它的主要优点是什么呢？

王教授：一整套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农业科学

技术的形成和推广，使农业生产技术由经验转向科学，如在

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发展的基础

上，育种、栽培、饲养、土壤改良、植保畜保等农业科学技

术迅速提高和广泛应用。

学生：它有些什么基本类型？

王教授：它的基本类型有：绿色农业、物理农业、休闲

农业、工厂化农业、绿色农业、观光农业等。

学生：现在投资观光农业的人非常多，观光农业有什么

优势呢？

王教授：观光农业就是旅游农业或绿色旅游业，是一种

新型生态旅游业。农民利用当地有利的自然条件开辟活动场

所，提供设施，招揽游客，以增加收入。旅游活动内容除了

游览风景外，还有林间狩猎、水面垂钓、采摘果实等农事活

动。现代人工作生活压力大，所以很多人选择这样的休闲娱

乐方式。

学生：谢谢王教授！和您聊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王教授：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多交流。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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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一　茶学概况

中国是茶的故乡，历史悠久。中国茶文化底蕴深厚，糅

合了中国佛、儒、道等诸派思想，独成一体；中国茶文化博

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

全世界有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喜爱品茶，有的地
方把饮茶、品茶作为一种艺术享受来推广。国人喜茶，以茶

交友，以茶会友，以茶雅志等。中国素来就有 “客来敬茶”

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

我国制茶历史悠久，制作出的茶叶种类繁多，主要有绿

茶、红茶、乌龙茶、黑茶、黄茶等。茶作为三大无酒精饮料

之一，不仅对人体能起到消除疲劳、振奋精神、促进新陈代

谢和提高思维活力等多种作用，而且还成为人们进行设计的

媒介及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佳品。我国历来对选茗、取

水、备具、佐料、烹茶、奉茶以及品尝方法等都颇讲究，因

而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雅俗共赏的饮茶习俗、品茶技艺

等。各国的饮茶方法不同，各有千秋。

·９·



生词表

１故乡 ɡùｘｉāｎɡ ｈｏｍｅｔｏｗｎ

２悠久 ｙōｕｊｉǔ ｌｏｎｇ

３底蕴深厚 ｄǐｙùｎｓｈēｎｈòｕ ｄｅｅｐｉｎｓｉｄｅ

４糅合 ｒóｕｈé ｂｌｅｎｄ

５博大精深 ｂóｄàｊīｎɡｓｈēｎ ｂｒｏａｄａｎｄ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６推广 ｔｕīɡｕǎｎɡ ｅｘｔｅｎｄ

７繁多 ｆáｎｄｕ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８新陈代谢 ｘīｎｃｈéｎｄàｉｘｉè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９修身养性 ｘｉūｓｈēｎｙǎｎɡｘìｎɡ ｂｅｈａｖｅ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ｏｎｅ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１０陶冶情操 ｔáｏｙěｑíｎɡｃā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ｏｎｅｓ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１１茗 ｍíｎɡ ｔｅａ

词语搭配

历史　　　　　修身

养性　　　　　悠久

繁多　　　　　精深

陶冶　　　　　情操

博大　　　　　种类

阅读理解

（一）阅读选择

１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是 （　　）。

Ａ大家都认为中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
·０１·

农学汉语



Ｂ中国茶文化只糅合了中国佛、儒两家思想
Ｃ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Ｄ中国茶文化受世界茶文化的影响
２下列理解和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是（　　）。
Ａ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居民都喜爱喝茶
Ｂ饮茶、品茶是一门艺术，值得推广
Ｃ我国历来就有以茶待客的礼仪
Ｄ我国人民喜爱喝茶，常以茶交友
３根据文中的信息，以下推断不恰当的是（　　）。
Ａ我国茶叶品种繁多，制茶历史悠久
Ｂ茶对人体有百利而无害，因此我们大家都应该喝茶
Ｃ我国对泡茶的要求颇有讲究
Ｄ世界各国的饮茶习俗、品茶技艺丰富多彩

（二）判断正误

１我国茶文化底蕴深厚，博大精深，与诸派思想糅合，
历史悠久。（　　）
２全世界的居民都喜爱喝茶，因为茶不仅是一种艺术，

更是一种物质精神文明。（　　）
３我国素有以茶待客之道，充分反映了我国是一个文明

礼仪之邦。（　　）
４茶作为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对人体能起到消除疲

劳、振奋精神、促进新陈代谢等多种作用，而且还成为人们

以茶交友，以茶会友，以茶雅志的佳品。（　　）
５世界各国的茶文化都差不多，品茶、奉茶和烹茶等差

不多。（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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