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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我们编辑出版了 《孟加拉国汉语教学研究 （Ⅰ）》。其内容
主要是云南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写的学位论文。这些

学生受国家汉办的委派，以汉语志愿者的身份赴孟加拉进行教学实习，为期１０
个月。在一线的教学实践中，她们以年轻人特有的敏锐，发现了孟加拉国汉语

教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借撰写学位论文之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总体而言，这些论文是有现实意义的，贯彻了本专业国家教指委①对学位

论文写作的基本精神，也切中了孟加拉国汉语教学中的突出问题。文集出版后，

在孟加拉国汉语教学界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不仅因为这是对孟加拉国汉语教学

研究进行总结的开山之作，更重要的是，文集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对教学产生了

实际的影响，促进了教学的改革，也鼓励了后学在此基础上继往开来，我们为

此深感欣慰。

此次编辑出版的 《孟加拉国汉语教学研究 （Ⅱ）》是在第一辑的基础上，
将新一届志愿者的学位论文、上次漏编的几篇论文以及本辑第一编者根据实际

教学情况撰写的三篇论文汇集成册，作为 《孟加拉国汉语教学与孔子学院管理

论丛》系列丛书的第二部予以出版，以表再续前事之志。

在本辑即将付梓之际，再一次衷心感谢孔子学院总部、云南大学和孟加拉

南北大学；感谢我的合作者云南大学教授张高翔博士；感谢我的第一个合作伙

伴、前任外方院长、尊敬的伊利亚斯 （Ｅｌｉａｓ）博士；感谢云南大学留学生院院
长袁焱教授；感谢我的好助手———孔子学院海外志愿者屈志伟老师和马加奇

（Ｍｕｇｎｅｅ）老师；感谢所有指导过这些学生的导师们；感谢我的学生鲁白亚
（ＳＭＲｕｂｙａｔ）、刘百恒、胥芳容、张晋和张入月；感谢南北大学全体师生；感
谢所有关心和支持孟加拉国汉语教学的朋友们。

·１·

编者的话

① 国家教指委指 “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是在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教育部指导下的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专业化组织，负责指导、

协调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活动。



由于本人庶务缠身且能力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出现错误和纰漏，恳请各

位专家和学者及同仁们批评、斧正，并提出宝贵的意见。谢谢！

周铭东

（现任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３日于孟加拉　达卡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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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汉语教材适用性调查研究

刘百恒

（
)*+,

届云南大学留学生院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毕业生）

引　论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汉语教材适用性是针对对外汉语教材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出现的 “水土不

服”现象，从教和学的角度对教材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现有的对外汉语教材设

计之初的思想，都有一定的针对性，但由于编者局限于国内汉语教学编写的实

践经验，缺乏对海外本土学习者应用环境的透彻了解，也很难兼顾海外各个地

方本土学习者学习环境的复杂性，造成了目前很多教材几乎都以通用型教材为

主的 “尴尬”。尽管目前已有许多对外汉语教材纷纷推出其多语种版本，但由

于国外学习汉语的需求多种多样，普遍反映个性化的教材仍然缺乏。这种状况

不仅难以满足不同国家、不同母语、不同学习者的多样需要，而且越来越难以

适应国际汉语发展的趋势。① 孟加拉国的汉语教学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随
着中孟关系与合作的不断加深，学习汉语的需求越来越普遍，为了满足孟加拉

国汉语教学的需要，同时在国家汉办的汉语国际推广和海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双

重背景下，要想获得研究孟加拉国汉语教学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优势，在汉语教

学中具有示范性，就必须要考虑和讨论孟加拉国汉语教材的适用性。

孟加拉国的汉语教学主要在首都达卡，达卡是孟加拉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国家间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都主要在达卡进行，而且达卡的大学数量较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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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汉语教学的机构也基本集中在这里。目前主要有４家汉语教学机构开展专
业化的汉语教学，包括南北大学孔子学院、达卡大学中文系、ＢＲＡＣ大学汉语
教研室和山度玛丽亚姆广播孔子课堂。其中，南北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于２００６
年，是南亚第一所孔子学院，而且是唯一一所为南北大学本科学生开设学分课

程 （选修课）的汉语教学机构。七年的发展过程中，南北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

教学陆续面向社会、院校、中小学开设形式多样的汉语课程，其下属教学点主

要有ＢＩＴ、ＢＵＰ。达卡大学中文系和ＢＲＡＣ大学所开设的汉语课程都是非学历教
育。山度玛丽亚姆广播孔子课堂是２００９年由 ＣＲ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建立
的，目前汉语教学开展的态势很好。此外，还有牛津国际学校及其他开设汉语

课程的教学机构。笔者以汉语教师志愿者和实习生的双重身份在孟加拉国从事

汉语教学近一年，发现上述各个教学点在教材使用方面虽说是不尽相同，但却

存在着相同点。学习汉语的学生，不管是在校学生还是在职学生都使用同一种

教材，这些教材能不能满足汉语学习者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学生，他们需要什

么样的汉语教材？在实际的汉语课堂教学中，现有的教材具不具有适用性？这

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解决这个问题，笔者选择这个题目作为本人硕士论文的研究课题。目前

就海外汉语教材编写研究而言，海外汉语教材中针对孟加拉国的汉语教材及孟

汉教材对比研究相对薄弱。因此，在国家汉办汉语国际推广和海外汉语教材编

写的双重背景下，考察和讨论孟加拉国汉语教材的适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和

迫切。

二、文献综述与回顾

笔者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发现，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对外汉语教材，尤

其是海外汉语教材在使用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些论文研究方法不尽相同，研

究的国别十分广泛，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关于孟加拉国汉语教学及孟加拉

国本土化教材方面的调查研究较少，鉴于此，为了更好、更有效地完成本篇论

文的写作，对相关文献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梳理与分析。

笔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借鉴了不少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此笔者对这些研究作

出如下综述。

（一）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研究概述

刘繤 （２００３）指出，近几年来，借助于汉语国际推广，对外汉语教学逐渐
走向世界，汉语教材也衍生出了专门在海外使用的海外汉语教材，但是目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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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海外汉语教材都不具有 “海外性”，只是国内对外汉语教材的多语种译

本。① 我们认为由于编者局限于国内汉语教学编写的实践经验，缺乏对海外本

土学习者应用环境的透彻了解，又很难兼顾到海外各个地方本土学习者学习环

境的复杂性，造成了目前的很多教材几乎都以通用型教材为主的 “尴尬”，尽

管目前已有许多对外汉语教材纷纷推出其多语种版本。

海外汉语教材的适用性，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对于汉语教学及

教材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赵金铭 （２００３）就认为，教材编写要先了解市场的
需求，既要摸清学汉语的需求，又要摸清外国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教材，要先做

好调查。要了解现行教材的使用情况，才能解决前面教材没有解决的问题，才

能有所进步。② 吕必松先生 （１９９８）在语言教育问题座谈会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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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教材编写

者往往以国内的视角去进行编写，势必不能满足海外学习者的学习需要，笔者

认为，海外汉语教材的编写，更多的要以海外的视角去进行教材编写，甚至要

以地区的角度、国家的角度去考虑教材编写的需要。

有关海外汉语教材适用性的问题已经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刘繤、赵金

铭、朱志平均在自己的文章中论述了相同的观点。李泉 （２００２）在 《近２０年
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述评》一文中将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推进

了一步，对近年来教材编写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作出评述，他认为：迄今为止，

我国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不下上千种，基本上能够满足国内教学的需求。而面

向国外的汉语教材所出现的 “水土不服”、不具有 “海外性”等一系列问题，

应该引起教材编写者的高度重视。④

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对近年来的海外汉语教材研究进行了展望，指出海外汉

语教材适用性的重要性，肯定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指出不足，提出自己的见

解和建议，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

杨德炎 （２００５）在世界汉语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近年来，世界汉语教材大
幅度增加，然而还存在针对性、适用性不够，缺乏时代性、趣味性、创意等很

多问题。要充分关注世界汉语教学对象的变化及其多元需求。学习需求、学习

目的各不相同，以往的通用教材及单一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新的需求。编写适

合教学对象的语言特点和社会特点的世界汉语教材，加强教材的针对性和适用

·３·

孟加拉国汉语教材适用性调查研究

①

②

③

④

梁焱海外汉语教材 “文化意识”的考察与思考［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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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目前教材创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①

延慧 （２００９）在其硕士论文 《以学习者为中心对泰国成人汉语教材的分析

与设计》中对如何编写适合海外学习者的汉语教材进行了思考，她以自己在泰

国的汉语教学实践为基础，区分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材和汉语作为外语的

教材，指出后一种教材更符合海外汉语学习者的需求。

笔者近日在网上看到一篇名为 《专家指海外汉语教材要注重 “本土化”》

的文章，其中陈绂 （２００９）表示，适用性是对外汉语教材，特别是海外汉语教
材的生命线。他认为，汉语教材应该是一种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的工

具，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并最终以促进学生语言知识增长和语言技能提高

为目的的教学工具。陈绂说，既然是 “工具”，就要求 “好用”，要求教师容易

操作、学生容易掌握，要能够使学习者在熟练地掌握教材所提供的语言知识的

基础上，通过反复操练进一步掌握真实的语言事实。②

李红印 （２００９）在汉语国别化教材国际研讨会上指出，以往的教材编写者
并不了解海外汉语学习者的实际情况，仅以编写者的母语思维编写教材。③

另外，国家汉办对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也非常重视，设有专门的教材

处，从汉办主任许琳的几次公开访谈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教材编写的问题。早

在 ２００７年，许琳就曾明确指示对外汉语教学的教材要重新编写，新教材要贴近
外国人的生活、思维和习惯。同时，编写新教材也要考虑到一些非英语国家学

习者的需求。④ ２０１０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 “孔子学

院的发展情况”专题采访中，许琳再次重申，教材经过市场检验才是根本，教

师要脱离本体，要贴近外国人的思想、贴近外国人的习惯、贴近外国人的生活

来编写教材，组织教学。要把中国式的教材变为当地本土式的教材，出发点是

“他们要学什么”，而不是我们 “让他们学什么”。她认为，目前国内输出的汉

语教材都不可避免带有母语的痕迹，如果有大批外国人来编汉语教材，那才是

产业化的成功，汉语推广才大有希望。对此，向全世界推广英语的英国人深有

体会：作为一门外语，一国的语言作为外语来教时，别国的语言教材好过母语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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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炎新形势下的世界汉语教材建设———在世界汉语大会上的讲话［ＥＢ／Ｏ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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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ｎｅｗｓｃｈ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４／２７９７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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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１００２５６

中国设立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对外汉语成独立学科［ＥＢ／ＯＬ］新华网，２００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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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材，才是母语发达的标志。①

（二）南亚地区汉语教材方面的研究概述

由于孟加拉国的汉语教学起步较晚，在孟加拉国汉语教学、教材等研究方

面，基本属于空白。笔者在查阅资料时还没有发现专门讨论孟加拉国汉语教学

教材适用性问题的文章，以及关于对海外汉语教材与孟加拉国本土化教材两者

进行对比研究的文章。笔者通过文献检索搜集到的关于孟加拉国汉语教学的论

文和期刊只有几篇，这些研究主要涉及孟加拉汉语教学现状的调查研究、文化

教学研究和针对孟加拉学习者学习汉语的偏误分析。考虑到地区语言的相通和

类似性，笔者还查阅了部分针对南亚地区国家的关于教材本土化开发、编写问

题等方面的研究论文，以此作为参考。

崔晓飞 （２００８）在 《巴基斯坦国立现代语言大学中文系的汉语教学》一文

中指出，至今没有一套具有南亚地方特色的，内容涉及巴基斯坦历史、文化的

教材。

赵丹 （２０１１）结合自己在尼泊尔的汉语教学实践，针对教材编写问题也给
出了建议，她在 《尼泊尔汉语教学情况调查报告》一文中指出，尼泊尔的各汉

语培训机构大都选用全日制的教材，影响了教学效果，学员也很难满意。文中

进一步指出：“例如 《新实用汉语课本》（刘繤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是

套很好的教材，对全日制学生尤其适用，但对学习时间较少，更重视口语和听

力，不愿学习汉字的尼泊尔成人学院学生来说，又显繁杂冗长。”② “另外，现

在的汉语教材大多是适合西方国家的，对尼泊尔学生来说这样的教材缺乏亲切

感。”③ 不难看出，尼泊尔多数成人需求导游汉语，而青少年需求带拼音读物，

针对目前尼泊尔汉语教学的特殊情况，显然没有这样的教材。

杨刚 （２０１２）在 《斯里兰卡汉语教学与推广的现状、问题及前景》中提

道：“课本里设置的一些情景练习与斯里兰卡本地实际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多

元化的姓名组合问题，斯里兰卡没有大型住宅区，大部分是平房，没有栋、单

元、层 （楼）的概念。又如 《长城汉语》专章练习怎么坐地铁，但斯里兰卡没

有地铁，很多学生对这个事物一无所知。”④

关于印度汉语教学问题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杨文武 （２０１１）发表在 《南

·５·

孟加拉国汉语教材适用性调查研究

①

②

③

④

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 “孔子学院的发展情况”专题采访

［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０６－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ｎｍｍｃｃｎ／ｈａｎｙｕｃｂ／ｈｙｙｗｈｃｂ／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Ｄ＝５０

赵丹尼泊尔汉语教学情况调查报告［Ｄ］长春：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１１
赵丹尼泊尔汉语教学情况调查报告［Ｄ］长春：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１１
杨刚斯里兰卡汉语教学与推广的现状、问题及前景［Ｊ］东南亚南亚研究，２０１２

（４）：６５－６９



亚研究季刊》上的 《印度汉语教学发展状况、问题及对策思考》，介绍了印度

尼赫鲁大学的汉语教学情况。另一篇是印度留学生阿西 （２０１２）的硕士论文
《印度汉语教学历史与现状分析》，指出了教材方面存在的问题，汉语教材老

化，而且更新比较缓慢；文章进一步提出运用对比法增强教学的针对性；指出

中印汉语学界交流有限，是由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饮食文化、宗教文化、社会

文化等一些文化冲突所导致的。① 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调查孟加拉汉语教材适

用性的情况提供了旁证基础，千篇一律的汉语教材由于未考虑学习者的特征，

不能满足其特有的需求，也就不具有 “适用性”。

笔者经过综合分析认为，当前的海外汉语教材，大多数是以编者理念、方

式、方法为主导本位编写而成的通用型教材，很多教材只起到简单的翻译作用，

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要，教材编写要与海外一线的教学实践经验结合起来，

以海外的视角去探寻汉语学习者的真正需求是什么，应依托各国的孔子学院和

孔子学堂，深入了解当地语言、文化和社会情况，加强汉语与不同语种之间语

言和文化的基础研究，并加紧调查各国汉语学习者的实际需求，分析他们的实

际需求。以此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编写出贴近外国人的思维和生活习惯的汉语

教材，才能使教材在具备了真正的 “海外性”的基础上，朝着本土化、国别化

的方向发展。

三、概念说明与界定

下面对本文提及的概念作以下说明与界定，有些概念被看作是可相互替换

的，有些严格地来说是有区别的。本文为避免发生混淆，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

加以区分。

（一）关于对外汉语教材

海外汉语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有很多本质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区域

的不同，区域的不同造成文化、教育体制等方面的不同。海外汉语教学无论从

理论上、教学上，还是实践上多属第二外语教学，而不是一种纯粹的语言教学

或是纯粹的文学教学。即便是纯语言和纯文学教学，也是在使用非汉语语言下

完成的教学。同理，由于教学制度、教学大纲、文化的不同，造成了教学方法

的不同、教师的不同、学生的不同。这些种种的不同，必然造成教材的不同。②

从笔者所在国孟加拉的汉语教学情况看，南北大学孔子学院及其他汉语教学点

的汉语教学区别于国内院校的留学生汉语教学，就目前使用的国内编写的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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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而言，现有教材大多为通用型，其所针对的学习者多是面向国内的外国留

学生，而忽视了海外汉语学习者的需求。

吴勇毅 （２００６）比较深入地揭示了国内编写的教材到国外出现 “水土不

服”的症结，即我们不区分汉语作为外语教材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材。① 赵

金铭明确指出，“对外汉语教学在国内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在国外 （境

外）是汉语作为外语教学”②。第二语言是在目的语环境下学习、习得和使用的

语言，例如，外国人在中国学习汉语就是第二语言学习，针对这类学习者的教

学就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如果学习者在其本国母语环境中学习外国语

言，我们就称之为外语学习。因此，我们在海外所推广的汉语教学严格地来说

属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③ 笔者在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进行了一些思考，

比较倾向于上述学者提出的在海外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说法。按使用教材的学

生群体因学习环境不同而区分，我们把对外汉语教材分为国内和国外两种情况：

（１）国内：本文称之为国内对外汉语教材，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材
（ＴＣＳＬ教材），是国内编写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主要用于在国内的留学生
群体。

（２）国外：指海外汉语教材，即汉语作为外语的教材 （ＴＣＦＬ教材），包括
本土化汉语教材 （本文提及的 《长城汉语》改编版）、中外合作编写教材 （《达

卡大学３００句孟汉》）以及国别化、地区化汉语教材。
其关系如下图所示：

对外汉语教材

→国内对外汉语教材 ＴＣＳＬ教材

海外汉语教材

本土化教材

中外合作编写教材

国别化教材



















地区化教材

ＴＣＦＬ
{

教材

图１　对外汉语教材划分图解

（二）汉语教材适用性的内涵

什么是教材的适用性？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汉语教材适用性是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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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勇毅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ＴＣＳＬ）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 （ＴＣＦＬ）［Ａ］
汉语教学学刊［Ｃ］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赵金铭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推广 （代序）［Ａ］对外汉语教材研究［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

延慧以学习者为中心对泰成人汉语教材的分析与设计［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



对国别化汉语教材编写的初衷与成功的关键。① 适用性是教材编写普遍应遵循

的一个原则，这也是评价一部教材优劣的一个宏观标准，即务求教材 “适

用”②。根据前人研究和词典解释，结合教学和教材编写实践及我们现有的认

识，笔者把对外汉语教材的适用性概括为：它是汉语教材在实际教学中的效果

反馈，是教材编写内容在教学实践中所反映的学生群的适应程度，是对教材评

估标准、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原则的一种检验。适用性检验是评估根据不同国家、

地区的经验，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教育制度、宗教等特征而编写的

汉语教材在目的国的效果反馈是否与其编写的原则实用性相一致，即编写的汉

语教材是否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是否符合该学生群学习汉语时的实际需要和

实际水平，适用性检验对于海外汉语教材的编写评估与筛选是不可或缺的。简

言之，适用性是对教材评估标准、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原则的一种检验。只有满

足了特殊学生群其特有的需求，才能具有适用性。

四、研究总体方案

（一）研究方法

（１）文献研究法：笔者通过文献检索查阅了教材编写、需求理论等相关资
料，以此作为本文写作的理论依据；同时还搜集了大量关于孟加拉汉语教学的

论文和期刊；考虑到地区语言的相通和类似性，笔者还查阅了部分针对南亚地

区国家的关于教材本土化开发、编写问题等方面的研究论文，为本文提供参考。

（２）问卷调查法：我们对达卡的主要汉语教学点 （包括中小学、短期培训

班、大学、合作项目）进行了调查问卷的发放。从学生、教师及使用教材方面

对学生和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问卷结果的统计和分析得出孟加拉汉语

教材的使用情况及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而进行相关分析。

（３）访谈法：对受访教师进行访谈，采用口头回答并录音的方式。对问卷
中涉及的选项和一些更具体的问题进行交谈，访谈结束后，笔者对录音材料进

行转写，做到尽量客观，以保证材料的信度和效度。

（４）教学实践：通过在孟加拉近一年的教学实践，笔者了解了孟加拉汉语
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和教材的使用现状，并将教学实践中获得的认识与汉语教师

们进行了经验交流，这为本文写作做好了铺垫。同时结合需求理论和 ＴＣＦＬ理
论，对编写孟加拉本土化教材提出建议。

（５）数理统计法：运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和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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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思路

（１）先对各汉语教学点的汉语教材使用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同时结合前人
的研究成果，依托汉语与孟加拉语之间语言和文化的基础性研究，从适用性的

角度，探讨汉语学习者的实际需求。

（２）在对学习者需求和摸底调查结果的分析基础上，总结出具有代表性的
汉语教材，同时研究设计相关问卷。

（３）随后以问卷和访谈的方式对各教学点进行逐一调查、走访。
（４）在回收调查问卷期间，结合教学实践，综合汉孟对比。
（５）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缩小调查样本的范围，在有效问卷中进一步确

定第二阶段的问卷样本，以探讨汉语教材适用性不强的原因。为客观地呈现调

查结果，数据都以表格和图形的形式呈现出来，如用Ｅｘｃｅｌ等创建图形等。
（６）利用教材编写理论、需求理论进行分析验证，以此为基础对如何编写

孟加拉国本土化教材和开发适合他们的具有真正 “海外性”的汉语教材提出

建议。

（７）对改编教材进行个别实验，为编写本土化改编教材提供参考。

（三）研究内容

本文的核心内容是对孟加拉国汉语教材适用性的调查研究，因而论文从深

入达卡各汉语教学点的实际调查来探寻孟加拉汉语教材的适用性。以南北大学

孔子学院为主要平台，以达卡各汉语教学点为研究样本，综合分析了孟加拉国

汉语教材的使用情况；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学生、教师、教材等方面进行

调查研究；然后结合教学实践总结经验，综合汉孟对比，为本土化改编教材提

供参考；运用教材评估理论、需求理论去分析调查结果；最后为编写孟加拉国

本土化教材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第一章　理论基础及问卷设计说明

自国际汉语教学推广以来，中国编写和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之多，可以说

是空前的，这些教材都在某种程度上渗透着编者的教学理念和教学经验，都是

很好的教材。而这些教材在面对非目的语环境下的汉语学习者时，为什么就不

适合他们使用了呢？大多数学者对于教材定位问题没有争议，而且都认为应把

学习者的需求作为定位的依据。还有一些学者从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对海外汉语教材适用性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了便于对孟

加拉汉语教材的适用性进行研究，我们需要了解学习者是谁，他们需要的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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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首先，我们需对教材评估标准进行划定，再根据需求理论进行探讨。同时，

在本章我们也会对调查问卷的设计进行相关说明。

第一节　教材评估与需求理论

一、教材评估原则

教材评估的原则如果借用语言测试的概念来说明的话，应该是：信度原则

和效度原则。信度原则 “要求评估的标准应该具体明确，并且是教材编写必然

要涉及的内容，这样的评估标准才能反映出教材编写的实际情况”①。效度原则

“要求评估的标准不但应该具体明确，而且应该有针对性，是教材编写必然要涉

及的内容及其应有的评估标准，这样的评估标准才能反映出教材的实际水

平”②。为了满足效度原则，“评估听说类专项技能训练的教材与评估综合技能

训练的教材，其评估体系和具体标准应该有所不同；而同是综合类教材，基础

阶段和中高级阶段的教材其具体的评估标准也应该有所不同，这样评估结果才

可能更可信更有价值”③。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结合孟加拉汉语

教学实际情况，将主要参考赵金铭的评估一览表和钱瑗设计的第二语言教材评

估模式，最终确定评估项目。

二、教材评估方法及工具

关于教材评估，通常认为分成两个部分，即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内部评

估指就教材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等进行分析和评估。外部评估指的是从使用

者的角度出发进行评估，评估此教材对于某一学生群的适用性。④ 本文的调查

问卷中很多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评估。

（一）对照法

钱瑗 （１９９５）介绍了Ｔｏｍ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和ＡｌａｎＷａｔｅｒｓ（１９８７）设计的需求分
析框架，它对后人进行具体的需求分析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她指出，评估教材

实际上是一种对照过程。评估者先列出课程的教学目的及对教材的要求，这可

称为 “自身需求分析”。同时列出某一候选教材的特点，也就是作 “客观对象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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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泉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思考［Ｍ］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李泉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思考［Ｍ］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徐莹适应不同学习者需求的对外汉语教材比较研究［Ｄ］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１０
程晓堂英语教材分析与设计［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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