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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代汉语”课程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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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代汉语”课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一门主干课程，教学目的是培养扎实的汉语基础知识、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着教材、教学内容不符合培养方案要求、教学方法单一、课时少等问

题，亟需改革。文章结合教学实践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几点改进措施，希望能够对促进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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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高校都开设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也大都开

设有“古代汉语”课程。但是，由于专业设置时间短，在

古代汉语教学方面产生教材、教学内容不符合培养方案要

求、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分析教学现状，

思考解决方案，充分考虑如何将专业实践性和课程理论性

相结合，从而改进“古代汉语”课堂教学。 

1  “古代汉语”教学现状 

1.1  没有权威专业教材 

目前古代汉语教材众多，但还没有一套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学生用的古代汉语教材，大多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共用

一套教材，常见的是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如王力

“古代汉语”，这样虽然可以减轻教师备课负担，但是毕

竟是两个不同专业，各有其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因此共

用一套教材并不合适，需要编写一套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适

用的古代汉语教材。 
1.2  教学内容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特点不符 

由于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共用一套教材，教学内容自然

也就大同小异，这样虽然节省了教师备课的时间和精力，

却也忽视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特点。因为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古代汉语在教学内容上除了讲授《左传》《战国策》《论

语》《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传统典籍，还要

涉及唐诗、宋词，而诗词教学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基本上

不讲的。 
1.3  课时较少与知识讲授矛盾突出 

对比古代汉语，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更注重现代汉语、

社会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西文

化交流等课程以及太极扇、剪纸、民族舞、书法、中国结

等技能训练。我们认为古代汉语课同样重要，甚至还要重

要，需要进行系统学习。但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代

汉语”，课时设置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基本相同，即每学期

三课时，共开设两学期，这就导致课时较少和古代汉语知

识讲授之间产生了尖锐矛盾，即古代汉语知识讲授不系

统，讲什么不讲什么以及讲多讲少，都由教师说了算，比

较随意。 
1.4  重知识灌输，轻实践能力 

古代汉语文字、词汇、音韵、语法等知识理论性强，

教材也大多采用繁体字印刷，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难度，

而“古代汉语”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又多，教师如果一味灌

输，文选也只是一般串讲，而不考虑学生实际情况，不注

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养成，久而久之，导致古代汉语课堂索

然无味，学生兴趣低下，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2  “古代汉语”教学改革 

2.1  编写一套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适用的教材 

第一，必须和专业培养方案紧密联系。对于应用型院

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来说，其专业培养方案自然有别于

汉语言文学等专业，而有其专业特点。这就要求必须和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紧密联系起来，针对

性地编写“古代汉语”教材。第二，必须明确教材编写的

指导原则。教材的编写除了要紧密联系专业培养方案，还

要有明确的指导原则。首先，精品原则，要确立以“质量

为主”的理念，编写高质量、具有学科与课程特色的教材；

其次，创新原则，坚持理念创新、方法创新、内容创新，

将教材与学科前沿的发展相结合，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

再次，实用原则，既要坚持一定的学术价值，也要坚持实

用原则，要有一定的推广空间，符合教育实践的需要和学

科自身发展的需要；最后，坚持文化原则，古代汉语是古

代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教材编

写要充分体现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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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坚持OBE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 

OBE 教学理念要求我们要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活

动，以培养学生能力为教学目的，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学

习兴趣，最终为主动学习打下良好基础。对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古代汉语课程来说，在教学内容上就要充分考虑其专

业特点而实施针对性的教学，如汉字部分，由于汉字是表

意体系的文字，造字之初，字形往往承载着词义，因此“六

书”理论作为分析汉字结构的传统理论，要作为重点讲，

包括其来源、发展、优缺点及后人的改进等。而汉字的使

用（包括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部分，由于不是以培

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为目标，所以可以不讲或者略讲。

再如词的本义和引申义一章，重点是探求词的本义的方法

以及词义引申的方式和类型，应该先把世界文字的类型简

单介绍，然后重点介绍汉字的性质，使学生明白古人在造

字时往往寄义于形，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字形来探求

本义，这是探求词的本义的理论基础。要让学生明白，汉

字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分析字形探求本义必须以古文字

字形为依据，给学生介绍一些常见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

字资料，结合《说文解字》，既可以开阔学生视野，培养

学习兴趣，加深对汉字性质的认识，更能够加深对汉字的

历史的了解，懂得汉字的前世今生，增强学生正确使用汉

字的觉悟和意识。 
2.3  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实行混合式教学 

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代汉语课也

要与时俱进，坚持 OBE 教学理念，探索一条科学高效的

教学模式。在 OBE 教学理念指导下，我们采取混合式教

学方法，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将线上和线下、课堂与课

外相结合，转变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混合式教学通过优化、整合课堂

学习和网络学习优势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已成为互联

网+时代高校课程建设的一个新方向。具体来说，首先充

分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备课。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

和古代汉语相关的网站和资料不断出现，主要包括“汉典

网”“汉字字源”“国学论坛”“中国语言文字网”“东方语

言学”等网站，以及各类教学课件、教案、授课视频、网

络题库、常见问题解答、电子书以及文献资料等，可以通

过下载或购买的方式获取。其次，课堂教学也要利用最新

的研究成果、动态及社会热点问题，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介绍和本课程有关的前沿动态、热点问题。另外，注意把

社会生活中各种相关现象与专业课内容紧密结合起来。例

如，在讲古今词汇变化时，把网络流行语、年度热点词语

等当今社会比较流行的现象与旧词的消亡、新词的产生等

词汇发展知识联系起来。 
2.4  多读多背，坚持熟读与背诵相结合 

任何语言的学习都要重视语感的培养。培养语感的最

好途径就是熟读和背诵。熟读乃至背诵大量语料是掌握该

种语言的重要方法，古代汉语的学习也是如此，既要大量

熟读、背诵古代典籍，增强感性认识，也要学习一些文字、

词汇、语法、音韵等理论知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是

汉语和中华文化的使者，熟读和背诵相结合有助于古代汉

语语感的提高，而养成良好的古代汉语语感对于提高古文

阅读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作用还是很大

的。当然，考虑到学生学习任务繁重，多读和多背也要掌

握一定量，不可不顾实际盲目加量而适得其反加重学生负

担。 

总之，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形势下，我国和其他国

家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开设汉语课，国

际上“汉语热”热度不减，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身负传

播汉语、汉文化的大任，必须认真学好古代汉语课。坚持

OBE 理念，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手段，熟读与背诵相结

合，是我们根据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特点和近年来的教育

实践所进行的有益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希望能引起

大家的关注和思考，从而推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代汉

语”教学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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