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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现状及策略
张淑云

临河区河套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015000

摘　要：语法教学近几年从被淡化的现象又转变到重新确定其地位的现状，首先，通过在“中国知网”搜索引擎中收集到一

些关于语法研究现状的文献，以及在中学语法实际教学中，语法教学存在的问题以及研究现状，针对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笔者提出了自己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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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视野的“放”与“收”“放”是指研究界限的

拓展，从词法、句法到篇章、语体研究等。新世纪以来，现

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对象不单局限于具体的词类和特定的句法

结构，

而是逐渐扩展到对语体语法、篇章语法等的深入研究。

此外，新世纪以来的语体语法研究也逐渐关注语体在对外汉

语教学中的作用，如李泉（2003 年）提出建立基于语体的对
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构想，即建立一个由共核语法、口语语

法和书面语语法三个方面内容构成的教学语法体系等。

（2）新理论成为最基本的驱动力量无论是描写还是解释，
都是理论驱动下的研究。各种新兴的语言理论都为现代汉语

语法研究注入了活力。生成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

学、语言类型学、韵律语言学等在汉语研究中都有了比较多

的成果，一些新兴的理论（如构式语法）引发了研究的新热

点。新世纪以来生成语法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通

过调整生成语法下的某些原则来更好地解释汉语事实。如胡

建华等（2006）对经典约束理论作出局部修正。二是在句法
分析中更多地引入轻动词理论，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在生成

语法背景下分析汉语中一些比较灵活的论元结构组织，如黄

正德（2007）在讨论非宾格假定与汉语动词的题元结构的基
础上，对汉语中包含三元述词的两种双宾结构（给予类和偷

抢类）的句法结构做了探讨。

（3）走向多层面互动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过去汉语语法
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某些语法现象的解释，不单单要

从语法体系内部寻找原因，同时也要注重语法与词汇、语法

与韵律、语法与修辞、语法与语体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

发现，新世纪以来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到不同

层面之间的互动。

一、基于语法的多视角研究

（1）语义视角——语法中的语义
（2）语义视角——语法结构模式及其语义基础
（3）语法本文视角——句型及语序规则
（4）语法的认知视角解释
（5）语用视角——语境和语篇对语法结构的制约

二、基于中学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现状

（一）教师方面

（1）教师对语法作用理解的不准确
因为学术界在一段时间内主张注重语文的人文性，忽略

语文的工具性，忽略语法教学，所以教师对于语法知识的教

学不重视。所以教师不能寻找合理的渠道去发挥语法教学的

作用，有些教师把语法教学的作用还停留在考试内容上，所

以不能切实体会到语法教学对于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价值。

（2）教师自身语法知识储备不深厚，语法素养低
很多教师自身对语法知识没有过多的了解，自身语法能

力不高，所以在教授语法知识时会有所困难，所以很多教师

避而不谈。

（3）语法教学机械化，导致课堂教学效率低下
有的教师自身就认为语法是很枯燥的知识，加上教学方

法老套，按照传统的老师讲理论，学生记笔记或单纯地背诵

理论知识和术语，达不到语法能力的提高，还会对语法知识

产生厌恶心理，所以教师应该改变教学方法。

（二）教材方面

（1）教科书对语文语法教学的淡化
由于受到淡化语法的影响，所以在教科书中也有所体现，

教科书中的语法知识几乎没有，只有在课后练习里出现“小

练笔”，“小练笔”虽然属于写作教学的范畴，但是语法知识

的获得对于写作表达的严谨具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课后的

“小练笔”看似是写作训练，其实也是语法知识综合运用的一

种体现。除此之外，部编本教材几乎没有专门的语法知识与

能力的训练。

（2）辅导书
辅导书中对应每节课会有很多的练习，相比以往，现在

市面上的辅导书对于语法训练的呈现却大大的减少，可见学

术界对于语法教学的忽视，所以体现在辅导书里也是这样的

现象。

（三）学生方面

（1）考试制度对语法教学淡化的影响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在“评价建议”中明确指

出：“语法、修辞知识不作为考试内容”只有在“附录”里附

有“语法修辞要点”所以教师觉得语法不作为考试内容就不

教了，只教考试中会考的。

（2）学生缺乏语法运用的自觉性
知识有陈述性和程序性之分。人们学习知识的规律是：

先获得陈述性知识，而后经过进一步的加工消化，成为可灵

活熟练应用的程序性知识。语法知识首先属于陈述性知识，

若要将其转化为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程序性知识，还需要学

生在实践中不断地应用。一些学生虽然储备了相当的语法知

识，对语法的一些概念、规律说来头头是道，但是，真正到

了应用的时候，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语法教学

除了让学生记住概念、规律外，还要让学生在实践中加以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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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学语法教学的教学策略

（一）明确教学内容

明确教学内容是语法教学的首要步骤，有助于教师确定

自己的教学方法。许多教师对语法教学存在畏惧心理，与其

教学内容的不确定也有关系。因为目标不确定，也就找不到

解决的途径。其实，语文教材的文章中有许多内容可供我们

进行语法知识教学。这里以《紫藤萝瀑布》为例，寻找语法

知识教学的相关知识点：词：名词：藤萝、瀑布、人、喜悦；

动词：见、开、赏、挂、想、遇；形容词：辉煌、灿烂；数

词：一；量词：片；副词：仿佛、不停等。通过对《紫藤萝

瀑布》梳理，我们发现，这篇课文可给学生讲解的语法知识

点有：词、短语结构、句法成分等内容。在对这些概念与特

征进行讲解时，可以结合文章中梳理出来的具体例子进行。

（二）语法教学与阅读教学相结合

阅读非常重要既可以培养学生搜集、检索信息的能力，

还可以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学习和掌握知识。语法也一样，

学生既可以利用语法来提高阅读能力，也可以通过大量的阅

读学习语法知识。语法教学与阅读教学的结合，可从以下几

方面着手。

《紫藤萝瀑布》是宗璞的一篇代表性的作品，它的词语经

过了作家的精心锤炼，因此文章中的语言非常值得推敲。关

于文章语言的推敲，可采用词语的替换和增减来进行。如：

文章的开头“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这句话中，用“不由

得”三个字表明作者的心境。“不由得”说明没有经过犹豫，

对此情此景是一种由衷的喜欢，由此表现出紫藤萝美得令人

陶醉。若将“不由得”三个字去掉，再读时就读不出作者的

那种陶醉，整个句子也就索然无味。可见，三个字便给文章

增添了无限的韵味。所以，在阅读教学中可以经常进行这样

的增减练习，让学生在阅读时有意识地关注关键词，从而体

味词语的美，养成推敲语言的习惯。

（三）语法教学与作文教学相结合

写作是一种综合能力，不仅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逻辑思

维能力和写作技巧，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现代汉语语法知识。

一方面，语法知识有助于学生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真实

意思和真实情感；另一方面，语法知识有助于增加文章的文

采。语法教学与作文教学相结合，主要是通过作文讲评与

修改：

（四）进行语法知识的练习

练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知识完成一定的操

作，或解决某类作业与习题，以加深理解和形成技能技巧的

方法。通过对语文语法教学问题的研究，我们发现，现在中

学生语法素质较低，还与其缺乏定量的作业练习有关。现在

的语文教学，非常注意语文的“人文性”，在作业的布置中也

更多地体现“人文性”，缺乏对于“工具性”知识点的训练。

语法知识的训练，更是少之又少。

总之，语法教学虽然是目前中学语文教学的一大难题，

但是，随着人们对语法教学的研究和一线教师的努力探索，

中学语文语法教学一定会逐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也会得

到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