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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Methods in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贺天舒女士 美国杜克大学 (Duke University)     提要提要提要提要：：：：    中国的古汉语是现代汉语的基础，至今仍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古汉语教学对于汉语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杜克大学近年来的古汉语教学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教学设计及讲授方法上做了许多新的尝试。根据美国学生的文化背景和基础状况，杜克对于古汉语教学设计上更多地强调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联系，强调古为今用，教材内容采用由浅入深的编排原则，以《龙纹墨影》所选文本为主要教材，并且插入成语故事、古汉语笑话、三字经、古典诗词、铭文等许多古今趣味性的内容，这样做不仅丰富了教材内容，而且能够诱导学生对中国文字的起源、造字规律、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有更深入形象的理解。在教学方法上，博采众长，按照“精讲活练” 的模式， 注意掌控教学语言节奏，了解学生的语言“受限性”即了解学生已经习得的词汇语言，找准语言的“拓展点”即在已经习得的语言基础上寻找词汇文字上的延伸之义；在文本上，寻找与所学字词内容相关的现代汉语阅读文本作为补充阅读的资料和讨论的话题；在讲解词汇时，注重在新词汇与已经习得的词汇之间寻找可以贯穿的主题，采取主题贯穿文本、主题贯穿词汇、主题贯穿例句的讲练结合的模式，强化对古文的理解和诵读练习，培养学生阅读的节奏感、韵律感等。这些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中国的古汉语是现代汉语的基础，至今仍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古汉语教学对于汉语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高年级汉语教学课程设计中，古汉语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旨在以杜克大学近年来开设的古汉语课为例，探讨美国汉语教学中古汉语教学的一些设计及方法，与大家分享，抛砖引玉， 求教于方家。  一一一一、、、、        教学目的教学目的教学目的教学目的    在美国等非汉语环境国家的汉语教学与中国本土的对外汉语教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学生来源上说，美国高校学生主要群体是来自于非汉语背景，可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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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起点的学生，其所学专业也是五行八作。由于学生专业有别，他们对古汉语的学习也是各取所需，所以在美国高校的汉语教学中一般注重学以致用 ， 教学中实际操练的成分居多，力求收到立竿见影的学习效果。 学生的求学动机是直接影响课程教学目的一大因素，古汉语教学也不例外。杜克选修中文课的学生中非中文专业的学生大约占百分之八九十，即使是以中文为专业的学生，大多也同时拥有其它例如政治、经济或者东亚文化等第二专业。因此，杜克给学生开设古汉语课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现代汉语，进而更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及其价值观，为学生将来走入现代的中国社会进行语言文化交际 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二二二、、、、课程设计课程设计课程设计课程设计        １１１１．．．．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杜克大学的古汉语课程是四、五年级的高级汉语课，学习古汉语的学生可分为华裔学生与非华裔学生两类。非华裔学生一般在本校学习了三年中文，华裔学生则根据基础不同，学习时间长短不一。根据美国学生的背景和基础状况，我们在古汉语课的教学设计上更多地强调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联系，强调古为今用，教学内容采用由浅入深的编排原则，所以选择了姜贵格先生编写的《龙文墨影》为主要教材。 《龙文墨影》语法讲解清晰，选文多以成语故事为主，是非常适合古汉语入门的一本教材。为了让学生熟悉各种文体并增添古今趣味性的内容，我们还选择了经典的古汉语笑话、三字经、古典诗词、铭文《陋室铭》等，作为补充阅读材料，这样做，不仅丰富了教材内容，而且能够诱导学生对中国语言的韵律感、书面语的对称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有更深入形象的理解。 例如在古典诗词上，我们以故事性强的《木兰诗》作为第一首介绍的古诗，以一个甚至美国人都家喻户晓的故事作为切入点，减轻学生们对材料的陌生感，并且以古喻今，通过比较、联想等方法，增强学生对中国关于男尊女卑这一传统观念的认识。另外，我们也会选择附录一篇在内容上和词语用法上与所学古文有一定关联的现代短文或新闻作为补充阅读资料，以提高学生的现代汉语阅读水平。 在材料编排上，我们注意了内容的由浅入深和形式的多样性丰富性。课外阅读则多以现代白话文为主，包括新闻消息、时事短评、 随笔小品等。  2222．．．．课程内容课程内容课程内容课程内容    1111））））成语成语成语成语    现代汉语中的成语主要是由古汉语演化而来的，许多成语典故已成为现代汉语语汇的一部分，现代人无论说话或写文章往往会用许多成语典故，这通常被视为一个人颇具中国文化修养的表征。学习成语对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及中国文化水平都是十分有益的。因此，我们把学习成语作为古汉语课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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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文墨影》主要篇章即为成语典故。例如第一篇是《磨杵作针》，讲的是李白少年悟学的故事；第二篇《精卫填海》，讲的是锲而不舍的精卫精神。这些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内容，对美国学生却是突兀和陌生的。学习这些四字结构的词汇对没有语感的学生来说 绝非易事。古汉语课通过讲解这些成语典故的由来讲解词汇，好处有三：一是成语故事生动形象，比之干巴巴地讲词汇，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是学生通过小故事而学习词语，可以非常容易地理解这个词的含义；三是在学习词汇本身含义的同时，也了解了中国的文化背景，便于对词汇的深入理解。 从古汉语文本中的一个字、一个词拓展到现代汉语中去，而最能体现这种古今字词之间联系的莫过于成语故事 。除了课文本身的故事外，通过文中的重点字词而衍生出来的成语也是学习的重点。例如在《磨杵作针》中第一句话：李白少读书。在学习“少”字的语义的同时，也可以学习与“少”字有关的常用成语或者四字结构的词语如：少年老成、少不更事、男女老少等。     ２２２２））））虚词虚词虚词虚词    虚词是古汉语学习的一个重点，而许多重要虚词如“以”“于”“所”“之”等一直沿用到今天， 也恰恰是现代汉语学习的一大重点。  我们的做法是，对于带有常用虚词的成语分类总结处理，例如与“其”有关的成语有“顺其自然、自圆其说、其貌不扬、趁其不备”等，在设计例句或者练习时也可以多使用“其”字句型加深记忆。如：“张姐，我看他其貌不扬，而且说话也漏洞百出，常常想方设法自圆其说，其居心何在呢？这件事我们还是暂缓决定，顺其自然吧！”而对于某些古汉语不同的语序差异也可以通过学习虚词加以强调。例如“于”在古汉语及成语中常常是以壮语后置的形式出现：老于世故、重于泰山、无济于事等，理解这些词语显而易见有助于学生理解“于”的用法。  3333））））名言名句名言名句名言名句名言名句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包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古汉语中的许多名言名句，承载着浓厚的文化内涵，至今仍有着非常活跃的生命力，影响着现代人的观念与生活。在以字带词这样的拓展原则下，我们尽量选择名言名句作为例句，并且要求学生背诵一定的佳句，这对于培养语感、增强现代白话文写作的庄雅度都是有好处的。 例如：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以上几个例句，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事的准则与精神追求，通过这样几个例句的学习，学生不仅学习了“则、修、之”几个字词的某些义项，而且了解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和文化心理。  4444））））重点字词的本义与引申义重点字词的本义与引申义重点字词的本义与引申义重点字词的本义与引申义    中文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它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在产生之初便有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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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指事、会意三种形态，而后又有了形声造字法。在学习词汇时，我们会对某些重点字词追根溯源，即讲解一下某些字词的本源，这样有利于学生理解词汇含义及掌握运用。例如：“涉”字本意为“涉水”，因而会引申出“涉猎”、“牵涉”等相关含义；“及”本意就是一只手去拿一根棍子，有“到达”之意，这也是“来不及”“及格”这些词的由来。  ５５５５））））    侧重古语今用的词汇侧重古语今用的词汇侧重古语今用的词汇侧重古语今用的词汇    由于我们的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古汉语，提高学生的现代汉语水平，所以我们首先把古汉语文本中的词汇分类分等：一类为古今通用重点词汇，需要重点讲解学习，如“少”、“弃”、“未”等；二类为古汉语常用词，现代汉语不常见，只需要了解它的基本意义和常见组词即可，如“曰”、“乎”、“哉”等；三类为古汉语中也不常见的特有名词，只在课文里出现，如地名、器具名等，这些只需了解它在课文中的意义即可。对古为今用的第一类词汇重点讲解、练习，以字词为线索，串联古今，并扩展其现代汉语的用法及组词，例句也采用古今结合，现代汉语为主的方法。例如：未，组词为“未必、未知、未能如愿、未雨绸缪”，例句有古汉语的“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也有现代汉语的“未知父母近况如何”等。  三三三三、、、、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由于学生的条件限制，古汉语的教学易流于“听讲座”的模式，而在美国汉语教学中这恰恰是最避讳的一点。因此如何控制教学语言、掌握操练模式是对教师的一大考验。  1111．．．．课堂讲解注意语言的限制与拓展课堂讲解注意语言的限制与拓展课堂讲解注意语言的限制与拓展课堂讲解注意语言的限制与拓展。。。。        在了解学生现有的语言水平的基础上，使用浅白易懂的解释，是其限制性所在；而在课堂上持续使用已然习得的新词汇，尤其是成语，则是教学语言的拓展性。教师在课堂语言中应尽量增加已学成语或词汇使用的频率，以强化学生的记忆，使学生更熟悉其语法使用的环境，了解一些使用的规律。这时候课堂上使用的口语虽然不是最自然的呈现，但是却有自然语境所不能给予的迅速强化的效果。例如在开始介绍新课时可以使用“众所周知、尽人皆知、闻所未闻、相提并论”等，而总结时也可以用到“一言以蔽之、综上所述、显而易见”等。  2. 2. 2. 2. 主题贯穿文本主题贯穿文本主题贯穿文本主题贯穿文本，，，，主题贯穿词汇主题贯穿词汇主题贯穿词汇主题贯穿词汇，，，，主题贯穿例句主题贯穿例句主题贯穿例句主题贯穿例句。。。。        以某一古汉语文本中的字词带动现代汉语的扩展，可想而知，纵线性强而横线性不足，特别是又夹杂了大量的古今例句，如果不强化整理，一定会造成学生理解、掌握以及使用上的难度。为此我们采取了主题贯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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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文本上，寻找与所学字词内容相关的现代汉语阅读文本作为补充阅读的资料和讨论的话题。在设计课堂活动或者讨论时尽量也囊括所学的成语和词汇。例如在三、四年级常常遇到的讨论中国教育的话题中，不妨设计这样一个辩论题目：中学教育应该选择文理分科还是全方位教学？或者角色扮演，一方是逼迫孩子学医的华人家长，一方是自愿学习绘画艺术的子女。而辩论双方可以采用劝学、求知、立志，甚至孝顺等方面的成语，如“废寝忘食、孜孜不倦、揠苗助长”等。 成语在表达各种感情方面是极其丰富的，甚至在商业话题的讨论中也可以用到各种各样的成语。例如可以请学生设计一个推销员的演讲，他可能会用到各种赞美的成语，表达自己诚恳心情的成语，也会用到贬低竞争对手或讽刺对手言过其实的内容的成语。  2) 在新词汇与所学词汇之间寻找可以贯穿的主题，例如用形容人容貌的词汇去形容一个女孩子：亭亭玉立、闭月羞花、如花似玉等。在讨论教育、读书等问题时可以使用“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半途而废”等“劝学”类成语，而“一见钟情、见异思迁、白头到老”等可以归为“爱情”“婚姻”类。这不但有助于成组记忆，而且也有利于教师组织课堂讨论。   3) 在例句的选择上，尽量找同一个文本的作品或与某件事、某个人物相关的资料作为古汉语的例句。而现代汉语则可以用类似话题作为不同的例句。 例如在古汉语例句的选择上，我们多选用《论语》《史记•廉颇蔺相如传》《史记•陈涉世家》等名著名篇中的句子，在读例句，熟悉字词结构用法的同时，也对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简单的梳理。这样在学习了一篇成语故事，学习了“之”“而”“释”等字词后，也从老师提供的古汉语例句中了解到一些其它有趣的古人故事，在这种分散的古汉语例句之间找到一定的主题。  3. 3. 3. 3. 课堂讲练结合课堂讲练结合课堂讲练结合课堂讲练结合，，，，练习形式多样化练习形式多样化练习形式多样化练习形式多样化。。。。        文本分级别对待。对于难懂、与现代汉语差异性较大的文本采取先讲解、后操练的方式。而有些易猜的文本则可以请学生先试着解释、讨论，而后由教师总结、订正。对于不同类型的词汇，特别是成语，练习时也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于某些成语或四字结构的词语，一味做替换式的操练并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成语或其它四字结构的词语一般都言简意赅，真正使用时往往并不是长句，因此在引导学生操练时往往有一蹴而就，意犹未尽之憾。所以我们特别提出要以情景带词汇，要求学生们学会掌握最合适的“场合语”。例如在送礼的场合常常用到的“不成敬意”、“敬请笑纳”、“略表心意”、“微不足道”等，在提供别人帮助时常用的“区区小事，举手之劳，何足挂齿”等，这些都是在操练情景对话时，学生模拟特定语境中人物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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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4. 诵读结合诵读结合诵读结合诵读结合，，，，体验韵律感体验韵律感体验韵律感体验韵律感    。。。。        背诵名篇或者名言名句是古汉语教学中必要的一环。我们并不期望“读书千遍，其义自现”，而是期望学生在理解内容之后进行回忆和总结。刚开始背诵时可以参照现代汉语的文本，回忆古文原句，然后可以渐渐抛弃参照文本，以古文作最后的思绪梳理。在诵读声中，学生们也可以逐渐细心体会出汉语阴阳顿挫的韵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