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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几年，随着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学习汉语。一部分学习者选择到中

国留学，在目的语环境中学习汉语，但这只是少数。更多的学习者是在本国学习汉语，旧有的对外汉语教材难

以适应这些学习者的需要。因此，基于针对性原则而兴起的汉语教材本土化研究开始受到关注。本文就对外汉

语教材本土化的现状、方式和问题及建议四个方面来对 2006 年之后的对外汉语教材本土化研究做一简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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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知网的搜索栏中输入“对外汉语教材本土化”
这一关键词，总共可以搜到 8076 篇学术文章，其中 2006
年之前的有 833 篇，2006 年之后的有 7243 篇。2010 年以

后，每年都有 500 篇以上的相关学术成果，2013 年最多，

为 1027 篇。少许改变关键词的输入后，如输入“汉语教

材”“本土”，虽有论文数目上的改变，但总体趋势保持一

致，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许多著名学者如陆俭明、赵金

铭、周小兵、李泉、吴勇毅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由

此可见，对外汉语教材本土化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

视，极具研究价值。
第一，对外汉语教材本土化的现状。
李泉在《汉语教材的国别化问题探讨》一文中提出，

事实上，早在 20 年前就有国内的学者针对海外汉语教学缺

少教材，可当时国内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主要是通用型，

没有对使用对象进行深入了解和观照使用的具体环境而进

行探讨。现在，虽然出现了研发本土化的对外汉语教材的

呼声，却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支撑，研究多数为讨论具体的

实施方法，成熟完善的本土化教材也比较稀少。［1］

吴应辉在《关于国际汉语教学 “本土化”与 “普适

性”教材的理论探讨》中提到，2000 至 2009 年这 10 年间

全国的各个有关出版社一共出版了 294 种用于对外汉语教

学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但是具有“本土化”教材特征的

只有 7 种，仅占据对外汉语教学教材总数的 2． 4%左右。［2］

由此可见，“本土化”汉语教材的编写还十分稀少。
第二，对外汉语教材本土化的方式。
目前，对外汉语教材本土化方式主要有一版多本和中

外合编两种方式。
一版多本就是把一套教材翻译为不同语言的版本，并

结合所在国家的情况进行小幅度的改编。如根据《使用汉

语课本》改编而成的《实用汉语教科书》，就是一版多本

的例子。
除此之外，有些对外汉语教材采用了国内外合作编写

教材的方法，并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吴勇毅在《汉语

作为外语环境下的教材编写———以〈汉语入门〉为例》中

提出，由国内外人员共同合作形成团队，这样就使教材的

编写者对当地的社会环境和教学环境有所了解，不仅能够

保证目的语语言的真实性，又能使学习者可以更好地理解

目的语。［3］

赵金铭在《教学环境与汉语教材》一文中也提到，应

该大力提倡中外合作编写供给海外教学使用的汉语教材，

并以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的外国学习者编写的 《新思维汉

语》为例子，说明了中外合作编写的汉语教材符合外国学

习者的思维方式，有利于学习者接受目的语，所以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4］

还有一些由中外合编的本土化汉语教材也受到了外国

学习者的喜爱。如针对泰国学习者而编写的《泰国人学汉

语》和针对美国学习者而编写的《中文听说读写》等。
一些学者还针对具体的对外汉语教材本土化的方式提

出了一些想法。
周小兵在其《汉语教材本土化方式及分级研究》中通

过对比外语教材在中国的本土化和汉语教材在海外的本土

化，对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提出了一些建议。他从词汇、
语音、语法、文化、教材背景和话题选择等角度，提出了

根据学生母语的特点来选择教学的内容和讲解的方法。其

中谈到教材编写时，特别强调了要选择本土化的词汇，并

将学生的母语与汉语进行对照释义。汉语中与学生的母语

存在相似内容的，可以使这部分内容形成正迁移，不同的

内容则要多进行对比，加强学习者的理解，避免偏误的产

生。［5］

吴应辉在《关于国际汉语教学 “本土化”与 “普适

性”教材的理论探讨》中提出教材名称本土化、教材内容

本土化、部分词汇本土化、注释语言母语化、语言难点对

比化五个方面。［6］其中注释语言母语化和语言难点对比化都

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汉语教学的方法。
第三，对外汉语教材本土化的问题。
本土化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的兴起，究其原因，是因为

通用型的对外汉语教材不能很好地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

缺乏针对性。佟秉正在其《初级汉语教材的编写问题》一

文中曾提出过，国内的汉语教材多为通用型教材，很少针

对学生母语与汉语之间的关系进行编写。［7］其实本土化的对

外汉语教材的最大优点就是具有针对性，比较贴近学习者

的真实生活。但是，本土化的汉语教材在具备优势的同时，

也在教材编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周小兵在《一版多本与海外教材的本土化研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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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一版多本虽然想要尽量贴近外国学习者的生活，

但是仍然存在改编的内容浅显不全的现象。所以可能达不

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8］

郑通涛等人在《国别化: 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趋势》
一文中写到了李雪梅在 2009 年汉语国别化教材国际研讨会

上提出的观点。她认为国别化教材的编写之所以陷入僵局

存在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外派的汉语教师缺乏国外教学经

验; 另一方面，国外的本土教师又对专业的知识和汉语本

体不够了解。只有从外国人的本土文化、语言和他们的表

达习惯入手，对汉语教材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才能使所编

写的教材具备实用性，从而达到一个良好的教学效果。［9］

第四，对外汉语教材本土化的建议。
虽然汉语教材本土化研究正在升温，但是有些学者却

对此持反对的意见。如陆俭明先生在《汉语国际传播中一

些导向性的问题》中提出，本土化不应体现在汉语教材上，

而是应该体现在具体教学上，汉语教材应体现普适性。［10］

我认为，汉语教材的编写应该多元化，不仅有普适性

的、通用型的，也要有针对性的、本土化的。本土化的汉

语教材可以作为海外的教材，编写要做到简单生动、贴近

学习者的实际生活，学习内容也不能太多，要培养起学习

者的学习兴趣。而普适性的教材则作为国内对外汉语教学

的教材，对学习者进行一个进阶的提升，更多地加入中国

特色的内容。两种教材相辅相成，从而形成一个由简到难，

由针对到普适的教材体系。海外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对象选

择合适的教材，而一些没有经过系统学习的海外汉语学习

者也可以买到通俗易懂的、简单实用的自学教材。国内的

教师则可以使用普适化的教材，同时对不同国家的学习者

进行教学。

对外汉语教材本土化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但汉语教

材本土化已经成为推广汉语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关

注的增加，对外汉语教材本土化的进程将会不断加快，汉

语国际教育事业也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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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迫在眉睫需要整改的项目。
因此，应集中资源优先完善此区域服务，尤其针对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提升，更是提高整

体满意度的关键点。

图 3 控制变量对满意度测评结果影响的差异性分析

三、总结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作为重要的人才储备方式，

对培养高层次应用人才需求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只有及时

搜寻并定位培养体系中的不足及欠缺之处，才能保证全日

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

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求。本文基于

学生视角，以学生的切身感受为基准，借助相关分析软件，

形象直观地表述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诸

多问题，为后续针对性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佐证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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