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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学汉语》为例，浅论“中文+职业技能” 

教材的编写与使用 
拓欣桐 

（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  734000） 

摘要：“中文+职业”是未来汉语教学的重要方向。针对此方向的 《农学汉语》是这 一 教学方向的教材编写新探索。教材以创
新性地融合地域特色，采取 从大到小的结构编排，基于农业领域特定内容进行汉语教学，对未来教材编写实践有着很强的启发性。 
关键词：汉语教材；职业教育 “中文＋职业技能”；地域性 

 

一、中文+职业技能 
1.中文+职业技能背景 
随着中文教育的发展，单独推广语言文化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单独进行语言的推广和文化传播一方面会因为受到其他国家的猜忌
和误解，另一方面太过单一的语言学习不能给学生提供充分的外部
动机，故而要实现“合作共赢”，才能更好的让中文走向世界，加速
中文的国际化。换言之，国际汉语教育在重视汉语教学的同时，还
应扩大汉语学习者的专业技能学习，这不仅满足了学生学习汉语的
工具性动机的需要，而且也满足了中国企业对会说汉语、懂技术、
促进经济发展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和文化
交流，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 

2. 中文+职业技能发展历程 
20 世纪八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初期学者们就根据

英语教学中的”专门用途英语”这一术语提出了专门用途汉语，这
算是中文+职业技能的发端。北京语言学院和北京外贸学院于 1982
年合作编写的《外贸洽谈 500 句》是新中国 早的商务汉语方面的
教材，商务汉语教学从此逐渐成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几乎每个汉语教学机构都开设了商务汉语
课程，商务汉语教学成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中的第一热点。
明确提出汉语要和职业特色结合起来的，是在《孔子学院发展规划
（2012—2020 年）》中，该规划建议孔子学院应满足学生的多样化
需求，鼓励建立以商务、中医、武术、烹饪、艺术、旅游等教学为
主要特色的带有职业特色的学院。2018 年，国务院总理孙春兰在第
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上表示：“我们要实施‘汉语+’项目，因地制
宜开设技能、商务、中医等专业课程，搭建务实合作的支撑平台。”
这是“汉语+”概念的首次正式出现，即以汉语教学为中心，辐射相
关产业和领域。2019 年国际汉语教育大会提出，国际汉语教育应以
语言为主业，积极融入当地社区，积极推进“汉语+职业教育”。近
两年来，国家提高了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中文+职业教育” 的概念
也在中文教学中越来越常见。 

二、实例教材分析 
职业汉语学习作为推广“中文+职业教育”的必修课之一，旨在

培养高职学生的实用汉语技能，尤其是运用汉语处理职业日常。选
择科学的职业汉语教材，科学地使用教材，可以帮助汉语教师更好
地实现教学目标。 

1.教材编写背景 

云南大学出版社于 2015 年出版的《农业汉语》是一部专门用于
职业性汉语教学的教科书。这本教科书由杨林伟，朱耀顺，刘娟合
编，它是云南农业大学中文农业系列教材之一。该教材的编写基于
20 余年来从事中职和短期工作的教学工作，并将其所选的优势专业
与东盟地区的农业发展需求相融合，为学习汉语一年或者一年以上
的外籍留学生提供培训，目的在于推广与农业有关的知识。 

这套教科书的编写依据东盟地区 具潜力的产业之一、东盟各
国政府的优先领域——农业。东盟地区的农产品资源十分丰富，但
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有的地区拥有大量的耕地，但是农业科技水平
和资金水平都很低，导致了耕地不能有效利用。基于上述背景，大
量东盟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农业技术，而我国云南地区因为独特的地
理位置和与东盟地区相似的气候，吸引了大批留学生，因此这本教
材的编写及时地为云南大学农业专业的留学生们提供了学习的依
据。 

2.《农学汉语》编排体例分析 
《农学汉语》主体教材一共九章，前八章按照不同农业领域划

分， 后一章是总复习，前八章每章再细分为三课，每课的内容都
是对章节主题的细化方向研究内容的介绍，前八章的每一篇课文一
包含主题课文、生词表、词语搭配、课文的阅读理解三部分，每一
篇课文二包含主题课文、生词表和课文理解，每一篇课文三包含主
题课文、讨论题和对话练习，有些较难的课文在课后配了术语解释。 

《农学汉语》在整体设计遵循从宏观到微观到小、从容易到困
难的顺序，循序渐进。以第一章《现代农业》为例，章节主题是“现
代农业”是一个过于宏大的话题，在此章节之下的三篇课文分别将
其细化为“云南特色产业”“农业信息化”“生态农业”三个主题进
行讨论，并且在第一课《云南特色产业》课后给出了生词表、词语
搭配练习、选择题形式的课文理解，一方面给出了基础语言材料，
让学生得以替换掌握更多句子，另一方面练习形式比较简单，学生
容易掌握所学；在第二课《农业信息化》课文篇幅较第一课更长，
并且练习也只有阅读理解一项，没有句子练习；第三课《生态农业》
是一章三课中 长的，课后练习变成了更具有功能性的讨论题和对
话练习。 

在 后的总复习中，本教材集中体现了语言功能与形式的结合，
采取讨论题的形式，一方面让学生掌握了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让学
生捅咕讨论提高了语言水平。 

表 1：《农学汉语》第一章结构示例 

章节主题 课文题目 课文篇幅 练习形式 练习起到的作用 主题定位 

课文一：云南特色农业 330 字 

一、 词语搭配 
一、 阅读理解 

（1. 选择 
（2. 判断 
（3. 造句 

积累词汇和语块，增加语言输入量。 
 

凸显地域化

课文二：农业信息化 515 字 阅读理解（判断正误） 提高阅读理解能力 凸显实用性

现代农业 

课文三：生态农业 964 字 
一、讨论题 

二、对话练习 
利用任务加大学生语言输出 凸现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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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学汉语》体现出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原则 

学界关于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原则进行了很多讨论，成果颇丰。

赵贤州（1988）提出了“四原则”、吕必松（1993）经典的六原则”、

刘珣（2000）给出的“五原则”、李泉（2004）提出了教材编写的十

项通用原则等。但就《农学汉语》来看，职业性、功能性和地域性

应该是《农学汉语》编写时体现出来的 大特色。 

3.1 职业性： 

适应海外工作场景，以职业为需求的汉语课程及相关配套教材、

教学资源是目前市场急需的。而《农学汉语》这本教材在编写的时

候职业针对性很强，从教材名称就能看出来，它就是一本用于农学

领域汉语学习的教材，它无疑是非常符合“中文 + 职业技能”教育

未来发展方向的，农业汉语的各类专业知识涉及到的词语包含大量

专业术语，如 “ 橡胶、糖分、职能、水土流失” 等，在通用汉语

大纲中属于初级阶段的超纲词，但在某个农业生产领域属于常用词。

因此，本教材中涉及到语言知识能尽快在专业实践使用，体现出较

强的职业性，综合考虑了使用者的知识需求和语言需求。 

3.2 功能性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汉语教材都是“功能——结构”相结合，学

界也越来越重视语言的功能性，学有所用学生才能有更强的语言学

习动力，而《农学汉语》第三课讨论题和语言交际练习的设置，提

供了大量讨论的话题和交际的主题，学习者通过任务式讨论和交际，

从而将农学汉语付诸实践。人类思维能力产生于实践，通过教材中

的课文学习、词汇学习和交际练习等，不断实践促使学生从基础汉

语思维向专业汉语思维的转变。 

3.3 地域性 

目前形势下的对外汉语教材发展集中凸显了区域性概念﹐具体

就是“本土化”"国别化”的问题。而 体现“本土化”、“国别性”，

要求教材编写要针对来自不同的国家民族汉语学习者的文化背景，

体现实用性和跨文化思维。强调区域性旨在让中文走出去，让海外

学习者更容易的接理解和接受中国语言文化。如果说针对海外学生

的汉语教材要突出“本土化”"国别化”﹔那么针对中国国内的外国

留学生的教材，我们要尽可能做到对教育资源进行优化细化。即利

用他们周边的生活环境进行汉语教学，让留学生们有更强的文化体

验感。赵金铭（1997）在对外汉赵金铭（1997）就曾指出对外汉语

教材的分类中特别指出有一类是“带地域性的乡土汉语教材”。虽然

有一部分学者关注到了地域性在汉语教学中起到的作用，但是很少

有针对留学生的对外汉语教材体现出了地域性，《农学汉语》则做到

了将专业知识和地域文化结合起来，例如在第一章《现代农业》中，

教材中着重介绍了云南的特色农业，第二章《茶学》则选取了云南

有特色的“茶叶”这一农业形式作为主题，这些内容都体现了较

强的地域性，可以说是“因地施教”。它一方面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

另一方面强调了学习者在理解接受之后具体实践，结合所在的地域

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利用地域性的教学资源提高学习者的生

活体验感和学习效果。 

三、对职业汉语教材编写的启示 
1.专业化 

众所周知，专门用途汉语教材建设面临着以下一些问题：一是

难以参照现有的通用汉语的各类词汇、语法大纲，难以订标准。 

二是当前职业汉语教材教材的建设要改变以往语文教材建设以

教育为参考的标准，转而以职业为逻辑参考。职业汉语教材不是定

位于在系统知识的掌握，而是作为学生学习专业课的基础课程用书，

传统教材并未考虑到职业汉语教材教材与专业课之间的相关性，因

此新编整的职业汉语教材的定位要明确“职业化”，书是为谁编写的。

系列教材的编整工作往往较为繁琐，因此需要专业化的作者来完成

一系列的工作，相关作者不仅要具有教材设计的经验，对多种行业

的认识要具有全面性，更要有相当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这样才能

从专业化的角度综合学生需求和语言教学规律编写出一本有较强专

业性的对外汉语教材。 

2.国际视野与地域性相结合 

教材具备国际视野是符合教育国际化这一时代发展趋势的，尤

其是对外汉语教材，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具备相当的国际视野，

针对国际学生。但作为传播中国语言文化媒介的对外汉语教材不能

排斥教材的地域性。在新形势下的对外汉语教材发展问题更加集中

在区域性概念，凸显在“本土化""国别化"问题上。所谓“本土化"、

“国别性"是针对来自不同的国家民族汉语受教育者的文化背景﹐分

别进行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跨文化交际方式去编写教材， 

让中文走出去，让海外学习者更好更容易的接触、理解、接受

的一种方式。如果针对海外学生汉语教育学提出"本土化""国别化"；

那么针对已经来到中国国内，居住在祖国各地的外国留学生，特别

是短期或者刚来中国不久的外国学生，我们可以进行对教育资源进

行优化细化。即利用他们周边的生活环境进行汉语教学。所谓周边

生活环境，是所在的地区地域，或所属的文化圈。汉语教材要针对

不同情况的外国学生﹐不仅教会他们汉语﹐而且要把汉语以及中华大

地上优秀文化，民俗传统等传播出去。向世界诉说中国故事，让世

界听得懂中国故事。 

3.职业针对性 

职业中文教材 具特色的是职业化。根据“中文+职业教育”形

势对职业教育阶段教材建设的要求，教材应突出工业语文与职业标

准和岗位需求的对接，强调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的

对接，“以工作引领专业知识，以核心技能引领工作任务”，符合职

业教育的特点和规律。 

四、教材使用建议 
每一本教材都不是完美的，也不是万能的，在使用时要根据具

体情况进行分析，结合笔者的教学经验和上文中总结的教材特点，

笔者就教师在使用《农业汉语》这本教材进行教学时给出了如下建

议： 

1）对于教材中的课文，尤其是第二、三课中的难句，要通过分

析句子成分和找出主干进行解释，并教会学生简化和重写句子，然

后根据简化的句子模仿写和说，以增加句子的实用性。 

2）对于课后的练习，教师要根据学生水平及需求进行调整，例

如每章第三课的讨论题和对话题的顺序可以进行调换，先让学生通

过对话掌握句子，再通过讨论加大语言输出量。 

3）根据教材各单元的主题，整合本国的农业知识，例如，根据

现代农业信息技术使我发展，拓展不同国家农业现代化情况，让学

生能通过对比对目前所学专业知识有更清晰的认知，同时提高学生

语言水平。 

4）教师通过参与农业文化实践，了解和掌握更多农业技术和文

化知识，并将其融入汉语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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