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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语教学的三大分野
＊

郭 熙

汉语教学问题一直是个热门话题 。 从对外汉语教学 、华文教学 ，再到汉语国际教育 ，名称 、

性质 、类别等等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 笔者曾在相关讨论进行过分析 （ 郭熙 ，
２００４ａ 、 ２００４ｂ 、

２００７ 、２０ １２ａ ）
，
随着事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人 ，

我们觉得有必要对相关问题做进一步梳理 ０

１ ． 以往对汉语教学的分类

１ ． １ 早期的分类

语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① 这一区分是从国家角度进行的 。 上个世纪 ７０ 年代前 ， 中国

的语言教学主要是母语文教学 ，
通常称为语文教学 。

７０ 年代开始 ，
随着外国 留学生的增加 ，

“

对外汉语教学
”

应运而生 。 虽然
“

对 内
”“

对外
”

的分法遭到包括笔者在内 的质疑 （ 郭熙 ，

２００４ａ
） ，但它毕竟使我们开始明确认识到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汉语教学

——

它们各有 自 己 的教

学对象。 它推动了作为事业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
，
推动 了汉语语法的描写 ，也促进了汉语研

究的深入 ，
成果如 吕 叔湘 （

１９８０
） 、刘月 华等 （

１９８３
） 等 。

民族语言教学和国家通用语言教学 这是从民族的角度区分的 。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

家 ，需要一种国家通用语言 。 在这一点上 ，历史选择了汉语。 于是
，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教

学也逐步兴起 。 民族地区的汉语教学不单单是另
一个民族的语言教学 ，它更是国家通用语言

教学 。 因此 ，既需要把它跟汉语为第
一

语言学习者的语文教学加以区分 ，也需要把它跟外国人

学习汉语进行区分 。 这些区分也促进了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发展 。 例如 ，
从这个角度开展的少

数民族汉语水平考试 （
ＭＨＫ

）研究和实践 ，就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

第一语言教学和第二语言教学 这是从语言习得的角度 ，也是个人的角度进行区分的 。

这一划分促进了不同教学对象所采用的教学方式的分化 。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 ，学界进行了大

量的调査和分析 ，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教学模式 。 同时 ，这一区分促进了语言习得理论的引

人 ，提升了对汉语和汉语学习 的认识 ，对汉语描写和解释方面大有推进 。

母语教学和非母语教学 人们对母语这一概念的认识并不一致。 有时用来指第一语言 ，

有时候用来指民族语言 ，
也有的兼而有之。 在海外华人社会的汉语教学中 ，母语教学和非母语

教学的划分常常见诸报刊 ， 但含义并不清楚 ， 更多的情况下是用来指 民族语言 。 李宇明

（
２００３

）从理论上对这一概念及相关问题进行了阐释。 他认为 ，母语是指 向民族共同语的 。 王

＊ 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项 目
“

华语研究与华文教育的对接与互动
”

（ＷＴ１ ２４
－

５２
） 。 教育部重大攻关

项 目 ：新形势下国家语言文字发展战略研究 （批准号 ：
１〇ＪＺＤ００４３ ） 。

① 近年来 对外汉语教学
”

这个名称有被
“

汉语国际教育
”

取代的趋势 。 有关部 门设立了
“

汉语国际教

育
”

专业硕士学位 ，
本科的

“

对外汉语
”

专业也做了 同样的改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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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
２００５

）则区分了个人母语和社会母语 。 社会母语这一特征把华人社会跟非华人社会明确

区分开来 。 如新加坡有两个华人社会 ，

一个是英语的华人社会 ，

一

个是华语的华人社会。

１ ．２ 早期分类引发的困惑

前述各种分类形成于不同 的时期或阶段 。 它们各有 自 己的贡献 ，
也引起一些问题 。 例如 ，

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中外国人情况并不相同 。 如许多马来西亚华人的第一语言是华语。 他们

从小就上华文学校 ，
直到中学 ，

甚至学院 。 中 国高校因为他们是外国人以 ＨＳＫ 成绩作为录取

标准显然不合适 。 简单区分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也有同样的问题 。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
常

常有人质疑
，
为什么要用教洋人的方法去教华人孩子的母语 （ 民族语言 ） ？ 因为不少人往往简

单地认为只要是本族人就要用第
一语言的教法 ，外族人就要用第二语言的教法 ，而没有从教学

对象的不同而调整教学模式 （郭熙 ，
２０ １ １ ） 。

传统的种种区分还导致了对海外华人社会汉语教学定性的困难 。 不得已时 ，人们只好说 ，

海外华人社会的汉语教学 ， 既是母语教学 ，
又是第二语言教学 ，或既是母语教学 ，

又是外语教学

（林蒲田 ，
１ ９９８

 ） ，甚至出现所谓是带有母语基因 的第二语言教学 （李方 ，
１９９８

） 等等 。

对汉语教学分类的思考并没有停止 。 李宇明 （
２００９

：
６
－

１ １ ）从宏观的角度把现有的汉语教

学分为 ５ 类 ：
１

）作为第
一

语言的母语教学 ；
２ ）作为第二语言的母语教学 ；

３
）少数民族的国家通

用语言教学 ；
４ ）东南亚的第二语言教学 ；

５ ）纯粹的第二语言教学 。

１ ． ３ 海外华文教育影响下的对
“

对外汉语教学
”

的 内部区分

我们 曾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 ，提出区分华文教学和汉语教学 （郭熙 ，

２０ １２ａ
） 。 汉语教学强

调的是交际工具 ，而华文教学在强调交际工具的同时 ，还强调认同 目标 。 华文教学和汉语教学

的区分 ，在母语传承教育和汉语传播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教学上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

简单地区分华文教学和汉语教学也逐渐显露一些缺陷 ：
１ ） 尽管已经认识到华侨的华文教

学和华人的华文教学有不同 （郭熙 ，
２０ １２ａ

） ，但仍简单地因为都在海外同样对待 ，显然不合适 ；

２
）在汉语教学中把华文教学分出后 ，就出现了两个

“

汉语教学
”

，形成了
“

汉语教学
”

同名异指 ；

３ ） 没有进
一

步区分国外的汉语教学和 国内 民族地区的汉语教学 。

２ ． 重新认识汉语教学的类型

语言不只是符号系统 ，不只是交际工具 ，它还是身份的标志 。 应该充分重视语言在不同层

面的认同作用 ，例如 ，国家认同 、 民族认同 、文化认同 、地域认同和群体认同等 。 中国历来有通

过语言实现群体认同的意识 。

“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

的依据主要是乡音 ，不少地方至今仍

然会有人对那些因为常年在外地工作而丢了 乡音的
“

撇洋腔
”

者表露出愤慨和蔑视 。 最能体

现语言认同建构的是客家人 。

“

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
”

（郭熙 ，
２０ １２ｂ

：１３
－

２ １ ） 。 客家话是现

代汉语方言 中唯
一以人群命名的方言 ，从中可以看到认同的力量 。 认同需要建构 ，通过语言进

行认同建构应该是语言教育的一个重要 目标 。 从不同的 目标看 ，
汉语教学有不同层级的类别 。

按照这
一思路 ，我们把汉语教学分为三个大类 。 下面分别讨论 。

２ ． １ 国家通用语言教学

以国家通用语言教学 （ 国语教学 ） 为 目标的有以下三类 。

汉语民族群的国语教学 汉语民族群在这里指中国说汉语的民族 。 回族的形成就是以采

用汉语作为民族共同语为标志的 （ 郭熙 ，
２０ １３

：
１ ８５ ） ，

满族转用 了汉语 。 还有一些民族如畲族

大多数人使用汉语 ，壮族 、羌族 、蒙古族和土家族使用汉语的也不少 ，而在内地或大都市中的各

民族成员差不多都使用汉语。 汉语民族群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学通过语文教学来实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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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非汉语民族群的国语教学 这里强调民族地区的非汉语民族群的汉语教学 ，是

因为内地中心城市内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已经以汉语为第一语言 。 民族地区通行民族语言 ，

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对他们而言是第二语言教学 ，应该采用第二语言教学的方法和模式 ，但它跟

以往所说的对外汉语教学 （今所谓汉语国际教育 ）有重要的不同 。

华侨子女的国语教学 以往把华侨子女的母语教学和华人的华文教学统称为华文教学 ，

是从母语教育角度考虑的 。 然而 ，对华侨子女的母语教育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 即国家认同教

育 ，对他们的母语教学同时还是国家通用语言教学 ，所以 ，应该把它从华文教学中分离出来 。

２ ．２ 华文教学

华文教学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国外 。 国 内上个世纪 ８０ 年代逐步开始使用这
一名称 ，但其含

义并不明确 。 笔者早期的一些讨论也反映了这种认识 （ 郭熙 ，
２００４ｂ ） 。 今天看来 ，华文教学的

“

华
”

标明 了语言的民族及文化传承性 ，它是
一

种
“

祖语
”

（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ｌａｎｇｕａｇ

ｅ
） 教学 。 事实上 ，

正

是家长、社会对下一代语言文化传承的关注 ，才有了通常所说的华文教育 。

２ ＿ ３ 中文教学

从汉语教学中减除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和华文教学 ，剩下的就是狭义的汉语教学 ，也就是通

常所说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 。 我们主张称之为 中文教学 （ 或称为华语／中国话教学 ） ，

正如我们也把英语教学称为英文教学一样 。 称中文教学反映了国别和国家属性 。 过去很长一

个时期里 ，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都常以

“

中国话
” “

中文
”

等来称说汉语。 采用
“

中文教学
”

的

名称 。 国外如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现在还称中文教学 （姚道中 、刘月华 ，
１ ９９７ ） 。

表 １ 汉语教学分类表


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华文教学中文教学

性质、 环境 汉语民族群
｜

非汉语民族群
｜

华侨华人非华外国人

母语教学＋—＋＋—

第一
■

语目＋－＋／
－＋／

－

－

国家认同＋＋＋－－

教育 目标中华民族认同

—

＋＋＋＋



中华文化认同＋＋＋＋

技能目标


交际工具


＋


＋


＋


＋


＋


３ ． 再分类的意义

３ ． １ 社会政治文化意义

国家通用语言教学长期以来多停留在普通话推广上 ，对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强调不够 。 在

各民族、各个方言区提出 国家通用语言教学
，
不仅有助于培养国家意识 ，

也有助于提升民族语

言和方言的保护意识 。 在民族地区把国家通用语言教学称为汉语教学在客观上让人感觉是让

少数民族学习汉族语言 。 如前所说 ，汉语并非汉族所独有 ； 同时 ，历史和现实已经把汉语推向

了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 。 不称汉语教学而称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其意义是重大的 。

把华侨的母语教育纳人国语教育的范畴 ，
有利于对华侨子女母语教育 目标的确定的认识 。

华侨是中 国公民 ，有享受母语教育的权利 ，国家也有对他们进行母语教育的义务 。 既不能把华

侨子女的母语教育等同于国内的语文教育 ，
也不能等同于海外华人的母语教育 。 要通过教育

使他们热爱祖国 ，
心系祖国 ，掌握祖国 的语言 ，有利于他们的发展 。

２０１５ 年第５期． ４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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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２ 语言教学上的意义

汉语民族群的语文教学
一直颇多争议 。 首先是对

“

语文
”

的解释各种各样 。 作为语文教

学的创始者的解释是 口头为语 ，书面为文 （郭熙 ，
２００７

：
６

） 。 这一解释是从
“

语文
”

的来源进行

的 ，常使人想到它诞生前的
“

国语
” “

国文
”

。 其次是语文教学的 目标 。 中 国九年义务教育《语

文课程标准》提出了所谓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
一

。 但我们对语言教育尤其是语言 国情教育 、

语言文明教育重视不够 。 本世纪初轰轰烈烈的语文课改几乎没有听到语言学界的声音 。

民族地区的非汉语民族学习者的国语教学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 ，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为

民族沟通 ，也为民族地区的各方面发展作出了贡献。 称非汉语民族群的汉语教学为国家通用

语言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把民族地区语言教学简单理解为二语教学的不足 。

华侨子女生活在国外环境中 ，
语言背景各异 。 新华侨的子女多会说普通话或家乡方言 ，语

言教学的主要任务是读写 。 将他们区别对待有重要的意义 。

初步调查显示
，
全世界华语学习者中非祖语生 （

ｎｏｎ－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 约为学习

者总数的三成 ，而祖语生 （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则多达七成 ，且多是学龄儿童 。 这跟通常

所说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形成了明显区别 。 他们的教学大纲 、教科书 、教学方法等等

都需要有大量的研究作支撑 ，如各地华裔华语习得的特点 、 不同环境下语言习得规律的观照

等 。 另一方面 ，
华语在各地的变异 ，华人文化在各地的特色也应在教学中得到体现 ，这就需要

描写各地华语事实 ，分析各地华人文化特点等 ，其语言学等意义也不难想见 （郭熙 ，
２０ １２ａ ） 。

■

目前海外非常重视祖语教学研究 ，华文教学研究将会大大地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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