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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文秘方向现代汉语“分层”教学浅探

唐余俊
(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普通高校文秘方向现代汉语课程实施“分层”教学，是因材施教教学原则的要求，人才培

养目标、专业发展前景的需要使“分层”教学具有必要性。“分层”教学体现于课程设置、教学内

容等的合理安排。“大一”‘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服从于人才培养目标，重在传授“理论性”基础

理论和基本知识，强化“应用性”专业技能；高年级“现代汉语专题”与“现代汉语讲座”服务于专

业发展前景，重在拓展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内容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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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课程性质明确、教学任务具体，搞好

本课程教学似乎易如反掌。然而，现代汉语课程

教学现状却存在诸多不如人意之处。

“一是在培养目标上很少考虑本专业的特

点，忽视社会需求。二是过分强调知识的系统性，

理论知识所占比例过大，没有突出本课程实用性

的特点⋯⋯”¨扣只注重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忽

视理论知识的传授。”【2J“现行现代汉语课程的能

力目标混乱，既要求是一门‘基本理论知识课’，

又要求是一门以提高听、说、读、写能力为目的的

‘基本技能训练课’。两种能力目标‘相距甚远’，

带来矛盾。前者要求知识的系统性，后者却强调

针对性，必定是非系统的，这就形成‘在教学中两

种能力目标相互牵制、彼此抵牾，理论既不到位，

实用也不如人意的局面’。”H
3

李进立、梁世红分别批评了现代汉语课程教

学中存在的“没有突出本课程实用性的特点”及

“忽视理论知识的传授”两种不良倾向。谋求兼

顾者，又出现了如刘大为、巢宗祺所指“形成‘理

论既不到位，实用也不如人意’的局面”。

导致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上述乱象的因素很

多，没有做好“分层”教学是一重要方面。笔者所

谓“分层”教学，并非如某些中小学校那样将学生

分为“快班”、“慢班”，而是根据文秘方向人才培

养目标，根据专业发展前景需要，结合课程教学实

际，兼顾“理论性”与“应用性”，分层次进行语言

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安排，以求良好效果。

当前，专题研讨现代汉语课程“分层”教学的

论述尚不多见。黑龙江大学精品课程“现代汉

语”负责人杨华教授曾主张分出“1．研究层教学

与应用层教学⋯⋯2．通用层教学与专用层教学

⋯⋯”不同层次【4J。杨教授有关“研究层教学与

应用层教学”观点，与笔者拙见部分重合，但适用

对象不尽一致。杨教授论及对象为现代化综合性

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各方向学生，笔者主要论及

普通高校文秘方向学生。杨教授所言“通用层”

与“专用层”分层教学，是为了强调“针对不同学

生的兴趣专长进行的特色教学”．不在拙作主要

论及范围之内。杨教授“现代汉语课程基本情

况”也未提及“分层”教学的具体举措。

文秘方向现代汉语课程“分层”教学是因材

施教教学原则的要求，具有必要性，其有效性也可

体现于恰当的课程设置、合理的内容安排。

一、“分层”教学是因材施教教学原则

的要求
‘

“因材施教”教学原则始见于中国古代教育

家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学生个体而言，“因材

施教”就是根据教学要求，从学生个体的实际出

发，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使学生各显其能、各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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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才，也正是前文杨教授“专用层”教学致力目

标。而就不同办学层次、不同专业方向而言，因材

施教原则要求现代汉语教学在课程设置、内容安

排等方面有所区别。 一

王洪杰、王新平把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内容大

体分为3个层次，即“理论层次(包括基础理论和

基本知识，简称‘双基’)、技术层次(即应用‘双

基’这一认识层次所形成的技能技巧)和应用层

次(通过掌握的技能技巧所形成的语言运用能力

和识别、改正语言错误的能力)⋯⋯竹【副这里的

“技术层次”似可归人“应用层次”。而“理论层

次”又可细分为两个层次，即“‘双基’层次”与

“深化’层次”。“双基”层次重在讲授基础理论

和基本知识，“深化”层次重在引导学生分析、论

述语言现象。“深化”层次类于前文杨教授所言

“研究层”。

综合性重点高校如北京大学，作为研究型大

学，“给中文系的定位是以培养有较高的语言文

学修养，偏于研究型的人才为主”【6】。现代汉语

“课程除要求学生掌握必要的基础性知识外，还

将培养学生具有初步的观察、分析和解释汉语语

音、词汇、语法现象的能力。”【71因此，北京大学及

黑龙江大学等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代汉语教学

重在传授“深化”层次的现代汉语理论，为学生将

来从事汉语言文字研究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

普通高等学校如笔者所在“本二”高校尤其

是一些职业学院，则定位于培养应用性人才。在

搞好现代汉语“双基”教学的基础上。各专业方向

又有所侧重：师范方向侧重培养学生口头输出现

代汉语基本知识等技能，对外汉语教学方向侧重

培养学生解释现代汉语语言现象的能力，而文秘

方向则侧重培养学生将现代汉语基本知识和技能

应用于文秘实务的能力。

+同是文秘方向学生，其发展定位不同，对现代

汉语课程教学内容的需求也不尽相同。

二、人才培养目标、专业发展前景的需

要使“分层”教学具有必要性

(一)“分层”教学是文秘方向人才培养目标

的要求

文秘方向人才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成为综合素

质高、专业能力强的应用性、复合型人才，能胜任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各类企业的各项文秘实务。

对于一个称职乃至优秀的文秘工作者而言，较强

的语言能力主要指具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与书

面表达能力。前者重在“说”——展示高超的交

际艺术；后者重在“写”——精当拟写各种应用文+

书等。文秘方向现代汉语课程“双基”层次的理

论教学首先应向学生讲清语音、文字、词语、语法

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如“声母”、“定语”等，还要向、

学生讲清语言规则，如“辅音声母的发音部位和

发音方法”、“中心语前的多重定语的正确排序”

等；现代汉语课程“应用层次”的教学应向学生讲

清相关语言规范要求，如要求学生弄清并掌握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

规范》等，同时，要求学生完成适量而精当的语言

技能练习，学会运用语言要素“双基”解决文秘工

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要而言之，现代

汉语“双基”教学重在“广”而不在“深”，技能训

练强调学以致用。

(二)“分层”教学是专业发展前景的需要

尽管近年来硕士研究生报考热有所降温，但

减轻就业压力的客观要求与深入学习汉语言学专

业知识的内在动力，仍使文秘方向的莘莘学子热

衷于报考硕士研究生。再者，就普通高校汉语言

文学专业发展前景而言。文秘方向属于长线专业

方向。面对综合实力明显不如重点大学的现实，

帮助尽可能多的学生考取硕士研究生，成为此类

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获得良好发展前景的一条必

由之路。从(zoos年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招

生简章》相关信息可知，以“现代汉语”作为初试

考试科目之一的专业有“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专业把“现代汉语基

础”作为同等学历考生加试科目哺J。其他高校“招

硕”初试考试科目设置情况大抵如此。因此，现

代汉语课程应实行“分层”教学，真正做到重视现

代汉语(含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深化”理论的

教学，使之服务于文秘方向专业发展前景的需要。

文秘方向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现代汉语课程

不能开成考研“专业辅导课”，而要求教者在并不

富余的现代汉语教学总课时内兼顾“双基”、“深

化”与“应用”两大层次三小层次，显然不切实际。

这就需要现代汉语教学恰当设置课程，合理安排

内容。

三、有效的“分层”教学主要体现于课

程设置、教学内容的合理安排

有效的“分层”教学可体现于课程设置、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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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等诸方面的合理安排。

其中，恰当的课程设置、合理的教学内容安排尤为

重要。

(一)体现有效“分层”教学的现代汉语课程

设置

表1是笔者所在单位近两年汉语言文学专业

(普通高校文秘方向)本科培养方案中所设置的

有关语言学的课程。

表1

学期 课程 课时学分 课程性质

袭2

从表1可以看出，“现代汉语”课程总共开设80

课时，跨“大一”全学年。这样的课时安排，用于

讲授“双基”及提高学生专业技能是可行的，但再

兼顾“深化”层次专业知识的解析，显然有所不

足。自“大二”到“大四”上学期学生参加考研的

两个半学年中，除了“汉语修辞学”、“交际语言

学”及“汉语文字学”3门系(院)任选课程分别与

现代汉语“文字”、“修辞”内容相关(可理解为强

化学生“应用性”技能而设)，学生少有学习“深

化”层次现代汉语理论的机会。

更为紧要的是，学生在“大一”时，尚未明确

的考研志愿，即使有深造愿望，但由于对本专业各

主要课程情况、个人学习兴趣和能力不尽明了，很

难一步到位确定报考汉语言专业。等到了高年

级，学生决定报考该专业时，才发现自己“双基”

并不牢靠，“深化”层次的现代汉语理论更是缺

乏。而此时已无本专业课程可学。对此，笔者有所

思考。见表2：

表2是笔者对表l课程设置所作的改进设

想。表1原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

概论”课程设置学年及学时不变。新设“现代汉

语专题”、“古代汉语专题”、“语言学(概论)专

题”3门系(院)级任选课(拟报考汉语言专业硕

士研究生的学生必修)。考虑到总课时不能增加

太多，建议“交际语言学”相关教学内容并入现代

汉语课程“修辞”章及“演讲与口才”等课程；“汉

语文字学”相关教学内容并入现代汉语课程“文

字”章及“古代汉语专题”等课程；“汉语修辞学”

归人现代汉语课程“修辞”章及“现代汉语专题”

等课程。“大四(上)”利用课余时间开设“现代汉

语讲座”，不计算学分，可理解为考前专业指导，

·82·

突出针对性。

如此，教者在“大一”的“现代汉语”课堂教学

中，可着重抓好“双基”与技能教学，为多数直接

就业的学生打好专业基础；在高年级“现代汉语

专题”课堂及“现代汉语讲座”上，着重抓好“深

化”层次的理论教学，使拟考研学生不再或少显

临考尚不尽知“双基”、更谈不上“深化”论析语言

现象的尴尬局面。

(二)体现有效“分层”教学的现代汉语教学

内容安排

从“大一”到“大四”的现代汉语课程的恰当

设置堪称宏观布局，而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内容的

合理安排，则算得上微观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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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伯荣、廖旭东先生编写的《现代汉语》(以

下简称“黄廖本”)适用性强，国内多家高校用作

“现代汉语”课程的优选教材。“黄廖本”涉及的

现代汉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及修辞等教学内

容很丰富，技能要求很全面。笔者以“黄廖本”

(增订四版)教学内容为据，联系文秘方向人才培

养目标，并结合南京师范大学2002年汉语言文字

学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

试(以“黄廖本”为参考书目之一)试卷(B)(以下

简称“B卷”)真题，探析如何合理安排现代汉语

课程的教学内容。．

按所占分值比例分析，“B卷”“双基”题比重

最大，约占60％，如填空题中的“现代汉语7大方

言区的代表点”及“现代汉语的5个后响复母”．

还有选择题中的“对辅音[p1的发音部位与发音

方法的描写”等；其次是“深化”题，约占30％，如

论述题中“下列句子有两类，分析它们的结构差

异，以此为例，阐述辨别这两类句型的方法”、“根

据以下例句，论述现代汉语补语的语义指向”和

“以／a／的四种常见变体为例，论述语音链中语音

间的相互影响”等；“应用性”题只占10％左右，如

选择题“‘母’的笔画”和组合举例题的第二小题

“分别按音序、笔画排出‘桌、珠、殉、捂、桓’等字

段顺序”等，因为文秘工作者应能按姓氏笔画给

相关人员正确排序。也就是说，“B卷”涉及的考

点，“大一～‘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中应已讲授

70％，高年级“现代汉语专题”及“现代汉语讲座”

重在巩固已学的70％考点，新授或拓展难度较大

的30％考点。

这里需要理清一个思路，即如何合理安排现

代汉语课程(尤其是“大一”时的“现代汉语”)的

具体教学内容。以“文字”章为例。该章总体教

学要求是“讲述汉字的性质和作用，汉字的结构

参考文献：

和形体，汉字的整理和文字规范化问题，以及国家

关于文字的方针政策，使学生正确地使用汉

字”【9】。其中，可作为“双基”来讲授的有第一节

中的“文字的性质、产生、特点、作用”，第二节中

的“现行汉字的前身”与附录“汉字形体的演变”，

第三节中的“结构单位”、“笔顺”、“造字法”，第

四节中的“汉字改革问题”、“汉字的整理”与“汉

字的标准化”等；可视为“应用性”技能训练的有

第二节中的“现行汉字的形体”，第三节中的“正

’确计算汉字笔画数”、“正确写出汉字的笔顺”，第

四节中对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现

代汉语通用字表》等的掌握；可略作介绍留待日

后“深化”的。如第一节中的“如何看待仓颉造字”

与“为什么说汉字是表意文字”，第三节中的“为

什么说汉字形体演变是朝着简化易写的方向发展

的”与“为什么说汉字的构造有音化趋势”等；而

使学生知道什么是规范汉字什么是不规范汉字，

掌握附录《常见的别字》、《容易读错的字》、《常见

的多音字》等，就既是“双基”，也是“应用”。

行之有效的普通高校文秘方向现代汉语课程

教改思路还有很多，实施“分层”教学只是其中之

一。综上所述，文秘方向现代汉语课程实施“分

层”教学，既具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大一”所设

“现代汉语”必修课程应服从于人才培养目标，高

年级时所设“现代汉语专题”和“现代汉语讲座”

则服务于专业发展前景的需要。现代汉语必修课

程教学内容又可分为“理论”(“双基”、“深化”)、

“应用”两大层次三小层次，确保“双基”、“应

用”，顾及“深化”，选修课程与讲座则宜巩固“双

基”，着重“深化”，以使文秘方向现代汉语课程教

学既具系统性又重点突出。笔者所言现代汉语课

程“分层”教学之浅见，形成于教学实际，实践于

教学过程，有待方家与同行进一步指正使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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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eth．odology of Teach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on Different

Levels for the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Secretary

’TANG Yu-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of Yane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iangsu Yancheng 224051。China)

Abstract：It i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principle that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that makes tIle cOllrg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taught on different levels for the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secretary．The necessity of the practice of this

methodology，which embodies in the layout of the can'／ca／am and the arrangement of teaching contents．is consil}tent with the tar．

get of training students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alty．The coup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or freshmen should focus

On basic theory and fundamental knowledg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students7skills for their application of specialty．The lee．

tures and the reports of special topic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for juniors and seniors mainly sel've the development《the spe-

cialty and try to deepen and enlarge the teaching scope．

Keywords：Major of Secretary；the cour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teaching Oil different levels；necessity：me鹊ur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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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emantic Connotation of¨tui¨a Chinese Dialectal Adverb

TANG Jing—pu，SHANG 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Abstract：For a long time，”tui”being merely a dialectal adverb。has not drawn too much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瓢s paper on

the basis of su伍cient llnguistie material encompassing quotations from ADream ofRed Mansions，modem dialects of southern re—

g疏s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dialects in Xuzhou city．highlights the analyses of”tui”from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q[1 meanings

and contexts．The semantic connotation of”tui”being a Chinese dialectal adverb mainly falls into two categories：one signifies”

over”，characterized by derogatory and negative sen∞，the other signifies”appropriate”。implying appreciativeness and aflirma．

tlveness．Different semantic connotations of“tai”delimit its diversified semantic collocations．In view of the different character-

ized by complimentary and positive sense．Different semantic connotations of”tui”delimit its semantic eollocatio脑．The senlan．

tic connotation of”mi”，contexts function∞vital factor in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emotive tendellcy it expresses．

Keywords：”tui”；semantic connotation：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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