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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外语/第二语言教学界对于语法教学的认识，产生了从“focus on forms”

向“focus on form”的转变(Pienemann1984，Long1991，Hinkel2002)。前者强调语法

教学以形式-结构的展示、练习为核心，后者则是把形式-结构的学习融入到交际情景中，

以交际活动促使语法知识的内化，形成对语法结构-功能的认识和掌握。 

在对外汉语语法教学领域，“淡化”语法教学、课堂上语法讲得越少越好、方法越

间接越好，也逐渐成为一种主导性认识(陆俭明 2000，赵金铭 2002，杨惠元 2003)。在

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寻求突破旧有语法教学理念和方法的探讨，如“词汇-语法”

教学模式(杨惠元 2003，李晓琪 2003，吴勇毅 2004 等)、语篇功能教学(屈承熹 2003、

2006，Wendan Li2004 等)、累进式教学(邓守信 1997、2003)、以情景-主题为导向的“定

式”教学(靳洪刚 2004、2005，梁新欣 2004、2005)等。 

这些讨论对于探索建立对外汉语教学语法(Pedagogical grammar)体系、对于明确

课堂语法教学的原则、方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1)语法教学的目的不是教语法知识，

而是培养学习者语言使用的能力；(2)语法教学必须建立在对语言使用规律、语言学习

规律的科学认识基础上；(3)语法教学要考虑教学活动中的多种因素，因地制宜，摆脱

僵硬、死板的教学模式。 

当然，这些认识要真正转化为系统化的教材语法、转化为适宜的课堂语法教学，仍

需要不断总结和探讨(刘月华 1998、2003，李英哲 2003)。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转化

并非易事。课堂语法教学往往只是整体课程教学的一个环节，语法教学的内容、方法、

途径等都必须与特定的课程教学(如汉语课、口语课、听力课、翻译课等)相适应，为课

程教学目标服务。同时，课堂语法教学也要充分考虑学习者的特点，由课程教师根据具

体情况加以实施。因此，课堂语法教学更具动态性和选择性。课堂语法教学的这种特点，

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对教学语法体系合理性、适用性的考验，同时，也可以为构建真正

面向课堂教学、面向语言学习的教学语法体系提供参考。 

本文主要探讨汉语课的语法教学问题。学习者对于汉语课的语法学习和教学有较高

的期待(高彦德等 1993，王晓钧 2000)，希望尽可能系统地学习、掌握汉语语法，以利

于汉语水平的提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习者希望汉语课成为纯粹的语法课，或者汉

语课的语法教学成为抽象语法规则的传授和操练。实际上，汉语课语法教学的目标、原

则、方法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应该放在以交际为中心的课堂环境背景下来思考。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打算围绕汉语课语法点的解释问题，进行以下讨论： 

(一)理解“语法点”的实质，简化解释方案(minimization) 

(二)让学习者发现语法，优化解释途径(maximization) 

(三)让语法自己“说话”，促进知识内化(modularization) 

(四)让语法成为“问题”，带动能力转化(mas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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