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 (11)2022,4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281

试论中古近代汉语对汉语国际教学的意义

汤蓉俊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605）

摘　要：汉语国际教学，主要为第一语言非汉语的人群提供汉语语言教学，相较于母语为汉语的教学活动存在一定的差别，这是由于在国

人面前进行汉语教学时很难出现理解困难的问题，而若在汉语非母语的学习人群中教授汉语，则容易因汉语中的语音、词汇或者语法等内

容的不理解而出现教学困难。由于现代汉语使用的诸多语言、词汇以及语法等内容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古近代汉语时期，具有悠久的历

史，因此，若在汉语国际教学中遇到理解困难的问题，可以对汉语知识进行追溯，帮助学生了解中古近代汉语中的语言、语法以及词汇的

渊源以及转变历程，以此可以增进学生对汉语知识的掌握，提升教学质量。本文就中古近代汉语对汉语国际教学的意义进行分析与探讨，

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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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当前，汉代民族所应用的语言称为现代汉语，主要包括汉民

族通用语言以及地方方言。另外也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国家法

定语言。我国的汉语渊源流畅，有先秦口语基础的上古汉语书面语

言以及历代作家的仿古作品中的语言，简而言之是来源于文言文的

语言。还有的来源于古白话，是以口语为特点的中古近代汉语。近

年来，汉语国际教学中，现代汉语的教学地位得以提升，但对于母

语非汉语的人士而言，存在一定的理解难度，这就需要教师对中古

近代汉语中的语言、词汇以及语法等方面的知识向学生进行传授，

以此可以引导学生追溯渊源，增进对现代汉语的了解，从而提升汉

语国际教学水平。

1 关于汉语史的分期

对于汉语国际教学需要认识到我国汉语史的分期，主要包括

上古时期、中古时期，近代时期、现代汉语时期，具体分析如下 ：

在我国的语言学范畴内，诸多研究学者基本确定了汉语史分

期由以下四期组成 ：（1）上古时期，主要指先秦两汉（或者自东汉

为过渡期属于下）

（2）中古时期，主要指魏晋南北朝

（3）近代时期，主要是唐宋元明——清初时期

（4）现代汉语时期，清代中叶——至今

一般而言，我国现存的汉语史料记载或语言类型多以文言文

以及白话两个系统为主。而中古以及近代时期处于白话系统萌生的

时期。在此过程中，汉语语言、词汇等的面貌产生了较大的转变。

但由于各种历史因素或者古人对汉语史的重视程度不够，在成汉语

词汇史研究出现了空档期。在我国近代汉语史上，诸多研究学者毕

生都致力于汉语史的研究，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在汉语国际教

学中，通过对汉语语言、词汇、语法等内容进行追根溯源，能够让

学生更加了解汉语史，并能够学好现代汉语 [1]。

2 中古近代汉语对汉语国际教学的意义

2.1 知悉中古近代汉语中的语音变化规律，改善汉语国际教学

中形声字的发音困境

中古到近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语音等多方面内容都会不

断发生变化，比如明末的语言学家对这一变化有相关的记载 ：“字

有变革，音有转移”。并说明这种变化是形势所趋 ：“亦势所必至。”

在历史变迁中，语音的转变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迹可循，在汉语

国际教学中，只有掌握了语音自上古 -- 中古 -- 近代 --- 现代的

发展规律，才可以明确当前较为困难的汉字读音，这一点在形声字

的教学中尤为显著，例如形声字中“悲”，其声符是“非”，但在现

代汉语中二字的声母发音具有极大差别，“悲”的声母是“b”，而“非”

的声母是“f”，这对汉语非母语的学生而言，是难以掌握的，教师

可以向学生说明二字在上古时期都读“帮”母，在中古时期，“非”

的声母出现变化，成为了轻唇音，但“悲”依然停留在上古重唇音。

在中古时期，声母读音变成“非”母的还有“补、拨、板”等字。

而这种声母读音的演变，清代语言学家提出了“古无轻唇音”的理

念 [2]。

2.2 明确中古近代汉语构词内容，辅助掌握现代汉语词汇的结

构及内涵

 汉语国际教学过程中，一些汉语词汇的构词法仍然能够追溯

至中古近代汉语时期，所以，通过让学生明确中古近代汉语构词内

容，方便学生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词汇结构和字义。例如最常见的

叠词“爸爸妈妈”，可以追溯至中古时期，当时的字形是“波波摩摩”，

来自于梵语音译，出自《佛本行集经》：“时

毕钵罗耶那童子白父母言 ：‘波波摩摩， 我心不乐娶妻畜妇，

我意愿乐，欲修梵行。’”，发展至今，“爸”字代表“父亲”的意思，

最早始于三国时期，而“妈”代表“母亲”的意思也在宋代就有使

用先例。

通过简单的叠词举例可以得知，若在汉语国际教学中，单纯

地用现代汉语知识进行注释，理解较为浅显，若能够对其追根溯源，

则可以提升教学成效，增加汉语的内涵价值。

3 汉语国际教学现状

3.1 教学现状

汉字是表意文字的体现形式，特点在于拼音和字形存在关系。

汉字蕴含了汉字的内涵、价值，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点，当

前汉语国际教学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教师侧重于让学生掌握汉字

的字形结构，没有重视挖掘汉字所涉及的故事以及蕴含的价值等，

难以让学生体会汉字独特魅力。

汉字作为一种符号，记录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历程，汉字具

备了深刻的表意得到了传承，体现了华夏民族古代文明，古人创造

汉字时会融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教学中教师没有重视挖掘汉字

的内涵，影响了汉语国际教学的有效开展和实施，同样也影响到了

汉语学生的学习质量效果。

3.2 文化渗透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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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渗透则是汉语国际教学中重要的内容，也是有效的教学

方式方法。汉语学生学习汉语知识不只是学习字、词、句等知识，

而且还应学习并感受汉语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所以在汉语国际教

学中，教师应以文化渗透作为教学切入点和突破点。汉字所呈现的

信息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通过结合汉字与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古

代社会以及古代文化，使得汉语学生不但学习到了汉字知识，而且

也领略到了中华民族文化 [3]。

4 中古近代汉语对汉语国际教学的有效对策

4.1 基于形声字，注重阶段性教学

在汉语国际教学中需要认识到汉字表意特点，这是和其他语

言文字区别的显著特点，汉字表意特点主要根据汉字外在特点而体

现，所以培养汉语学生形态意识极其重要。在基于中古近代汉语国

际教学过程中需要学生书写汉字字形，应培养学生形态意识，应基

于形声字开展教学，让学生以较短的时间认识形声字声、旁的局限

性，借助汉语学生对于汉字旁的敏感性辅助学生验证字词，使得学

生对于字词有一定的认识。

结合中古近代汉语开展教学，针对初级阶段学生举出一些有

代表性的字词，让学生归纳总结，而这有助于学生学习和掌握 ；对

于一些中高阶段的汉语学生，教师可以让学生区分汉字的声旁和形

旁，培养学生形态意识，从而使得学生能够全面掌握字词义知识。

4.2 设计完善教材内容和教学大纲

对于汉语国际教学，应设计完善教学内容和教学大纲。对于

初中高等阶段的教学需要认识到其字词量存在的差异，如果对于初

级阶段的汉语学生设计的教材内容量较大，对于学生要求较高，那

么会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而且学生难以在学习中发挥自身主观能

动性和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影响学生对于字词笔画笔顺的学习 ；

对于中高阶段汉语学生如果设计的教材内容量较小，教学难度较低，

对于学生要求不高，那么会使得学生产生懈怠心理，难以调动学生

学习主动性，而且学生也会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 [4]。

结合中古近代汉语开展汉语国际教学，需要教师认识到中古

近代汉语的特点以及认知规律，以此有针对性地设计完善教材内容。

对于笔顺方面应有一定的要求，制定相应的要求，这就需要优化教

学大纲内容，侧重于知识内容质量而不是侧重于知识内容数量。

教师通过开展阶段性教学可以使得初级阶段学生规范书写笔

画、笔顺，比如对于“天、人”等汉字让学生以基本的笔画、笔顺

练习 ；对于中高阶段学生，由于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汉语基础，对

于汉字的书写也能够掌握正确有效方法，因此可以有针对性改变学

生的学习侧重点和学习方向，比如开展针对性教学，满足学生学习

需要，符合学生学习能力水平，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突破了传统

教学模式的局限 [5]。

4.3 正确看待繁简字教学

中古近代汉语中存在一些繁简字的转换，教师在教学中尤其

是在汉语国际教学中需要确保教学的针对性、目的性和有效性，对

于汉语教学需要基于汉语学生学习需求而落实。如果汉语学生所处

在的语言环境主要是简体字，那么教师可以侧重教授学生简体字方

面的知识，比如可以应用部首法实施教学，应用“ 讠”、“氵”替

代相关的一些汉字，可以加深学生对于字词的认知，有助于学生掌

握知识。对于一些日本学生、泰国学生、马来西亚学生等以繁体字

为主的国家，针对学生应尽量使用繁体字与简体字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教学，进而满足学生学习需求，符合学生学习习惯，不但引导学

生结合中古近代汉语正确读出汉字，而且还应正确书写汉字 ；对于

简体字为主的学生，需要学生能够正确读出即可，不会做其他的要

求。

另外，由于学生需要具备层次性和个体差异，那么可以开展

针对性教学，需要汉语学生认识到简体字无论是在书写方面还是在

认知方面都更加简单明了以及便利，而这也顺应了汉语发展趋势，

和繁体字相比较简体字更加能够得到国际教学学生的认可和肯定以

及接受，而这更有助于汉语推广到全世界范围内。

4.4 借助科学技术，提升汉语教学趣味性

汉语国际教学中汉语学生对于汉语学习往往会感觉到困难和

吃力，如果学生不能掌握有效的学习法，不能够体会到汉语学习的

趣味性，那么学生会逐渐失去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以及学习动力。

通过分析具体原因，得知主要是由于汉字结构较为复杂，对于学生

而言则是较为抽象难懂的图像，学生也不能掌握其规律。所以，教

师则可以借助科学技术降低汉语教学难度，简化教学内容，提升汉

语教学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让学生对于汉语学习产生浓

厚热情和学习动力 [6]。在汉语教学中，一些教学软件可以将复杂的

汉字拆成不同的笔画、笔顺。依据笔画的顺序则可以生动形象地呈

现给学生，使得学生感觉到汉语得更加形象直观，而且有助于学生

掌握写字的方法、顺序、技巧等。学生可以借助计算机中的学习软

件练习部首、偏旁、读音等知识，进而使得学生摆脱汉语学习的畏

惧心理和被动心理，而且也能降低汉语教学难度，提高教学效率和

教学质量，将中古近代汉语中的汉字知识结合到计算机教学软件中

则有助于学生更加有效地掌握知识，对于中古代汉语产生浓厚学习

情趣。

结语 ：综上所述，在汉语国际教学中不但需要学习掌握现代

汉语知识，而且还需要了解并掌握中古近代汉语知识，进而能够突

破汉语国际教学观念、教学模式的局限，能够有效地解决汉语中汉

字的读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问题，不但可以传播汉语知识，而

且能够传承汉语文化精神。对于此，需要认识到关于汉语史的分期

以及汉语国际教学现状，教学现状则包括了教学的现状以及文化渗

透的现状。所以，需要采取有效的对策结合中古近代汉语优化汉语

国际教学，比如基于形声字注重阶段性教学、设计完善教材内容和

教学大纲、正确看待繁简字教学、借助科学技术提升汉语教学趣味

性，进而有助于促进中古近代汉语应用到汉语国际教学中，提高汉

语国际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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