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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语言教育一议#

李 宇 明

提 要 目的语环境在语言学习中占据异常重要的地位。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教育，过去 

多是在目的语环境下进行的，随着“ 对外汉语教学 ” 向“ 汉语国际教育” 的发展，域外开展的汉语 

教育越来越多，亟需对非目的语环境中的汉语教育进行研究。本文认为，非目的语环境中的汉 

语教育，关键是语境补偿和激发学习兴趣，其中有微观层面的诸多技巧，但更需重视宏观层面 

的谋划，例如：阳性教育问题，促进汉语教育的 “ 边学边用 ” 问题，处理好中外文化的同异问题， 

教育内容 “ 两贴近” 问题，促进汉语教育 “ 本地化 ’ ’ 问题，提升汉语的学习价值问题等。这些方面 

的谋划不仅关乎汉语教育，也关乎汉语的国际传播，乃至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等大问题。

关键词汉语；第二语言教育；语境补偿；兴趣激发

汉语在历史上曾是东亚的“国际语言”，在东亚一些国家的历史发展和文化成长中，发挥过 

甚至仍在发挥着重大作用。汉语也曾经以书面语的形式传至西洋，形成独特的汉学，历史上的 
西洋汉学与当今的“新汉学”、中国学结合，在西方乃至世界学坛都有一定的地位，产生了新的 

活力。汉语也曾随着华人船只游向南洋等地，并在华人华侨聚集地立足发展，成为今天的海外 

华语。

语言在非母语人群中传播，似乎从来就与国力密切相关。汉、唐与明朝，国力强盛,文化先 

进，中土礼制、文物对周边具有巨大魅力，他们纷纷来朝来学，汉语也随之远播。清末以降，国 

势日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淡化汉文”竟成一时之趋。越南废除一度使用的汉字，创制、推行 

拉丁字母式的越南文；日本虽然仍在假名中夹用汉字，但是减少了汉字字量；朝鲜和韩国用谚 

文代替了汉字，虽然韩国现今还夹用一些汉字。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一批批新华人走到世界各地，为世界各地唐人街的汉 

语注入了新活力，并逐渐使唐人街由汉语方言流变为普通话，同时也有了举办汉语学校或汉语 

夜校的需要与行动，以期在华人子弟中保存汉语和汉文化之根。与之同时，中国经济以世人始 

料不及的方式持续发展，汉语对世界重新具有了吸引力，世界对东方巨人刮目而视之时，也在 

逐渐关注汉语、学习汉语，就连曾经“淡化汉文”的邻国也在重新审视汉语，加强汉语作为外语 
的学习，日文还增加了使用汉字的数量。关注汉语、学习汉语的世界大潮方兴未艾，就目前趋 

势看,汉语可能比历史上走得更远，能为世界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孔子学院(包括孔子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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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这滚滚大潮中的一支洪流。

孔子学院现象，孔子学院事业的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多种角度进行观察研究，本文只对 

它的语言教育问题稍作一议。

―目的语环境与非目的语环境

1.1语言学习、语言教育、语言教学

在讨论问题之前，需要对“语言学习、语言教育、语言教学”三个概念稍加解说。

语言学习与语言教育是大致相近的概念，语言学习侧重于从学习者的角度看，语言教育侧 

重于从教育者的角度看。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但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大体相似。研究对象 

都是与语言学习相关的各种因素，研究目的都是要最大可能提高语言学习质量。它们探索的 
都是语言学习规律，换言之，语言学习规律是语言学习者、语言教育者应共同遵循的规律，语言 

教育是以语言学习规律为理论基础的。正因如此，本文在使用语言学习和语言教育这两个概 

念时，并不做刻意区分。

但是语言教育与语言教学却是不同的概念。语言教学主要是教师、学生、教室、教材、教 

法、教学评估等若干教学因素的互配互动，当前的语言教学现状，是以课堂教学为主，外加一些 

课外活动。而语言教育的外延相当宽泛，一切对语言学习能够发生积极影响的人与事，都会纳 

入语言教育的视野。如此说来，语言教学只是语言教育的一部分，虽然它是重要的甚或是主要 

的部分。如果教育者把注意力只集中在语言教学上，忽视其他教育因素，那将是狭隘而有害 

的。故而本文非常注意区分语言教学和语言教育两个概念。语言教学主要指课堂教学。语言 

教育都包括哪些内容，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追究。当今之时，当今之世，教育正在发生革命性 

的变化，我们必须深入思考:哪里是语言课堂？什么是语言教材？谁是语言学习的帮助者？

1.2第二语言教育的两种类型

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分类都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分类是有特定目的、用一 

定标准操作的。语言教育可以进行多种分类，能够得出各种类型。本文分类的根据是“学习是 

否在目的语环境中进行”，据此可将第二语言教育分为两类:一、目的语环境下的第二语言教 

育;二、非目的语环境下的第二语言教育。

学习是否在目的语环境中进行，对语言教育的影响巨大而深刻。儿童第一语言发展模式 

公认是人类语言学习中最有效的，当然也是语言科学的难解之迷。儿童心智尚未充分发展，无 

专门的语言教师和语言教材，语言学习条件远不如成人第二语言学习“科学”，但却能够在不长 

的时间里熟练掌握一门口语，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第一语言发展的内部机理，不同学派有不 

同解释，相关著述颇丰，然而都难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儿童是在语言的汪洋大海中习得语言的，父母、幼儿教师等的语言帮助固然有效，但并不 

起决定性作用。近几十年来，曾经发现多个“狼孩”的案例，这些从小由狼抚养、在狼群中长大 
的孩子，学会了狼的许多习性,但没能掌握人类的语言。即便后来回到了人类社会，并接受专 

业人员的语言教育，其语言发育仍不理想，甚至很不理想。有学者曾经幽默地感叹，儿童就是 
上帝造来专门学习语言的小机器;但是狼孩的事例表明，当这个“小机器”离开了汪洋大海般的 

语言环境，也难以习得语言。

第二语言学习，学习者的心智都比儿童发达，并有获得一种语言的经验，甚至还掌握了不 

少语言知识，语言教育的条件都是“科学”配置的，使用着专家编写的教材，教师养之有素，还有



辞书、网络等学习工具可以利用。尽管如此，其学习进度和语言水平罕见达到第一语言水平 

的。其因众多，两种语言学习的环境不同是其要因。

第二语言学习囿于课堂之弊端，业界已有不少讨论。第二语言学习需要课堂，但更需要课 

堂之外的语言生活，为此不少学者把第二语言学习也径称为第二语言“习得”。中国的外语教 

育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外语教育，可谓“社会重视、教师专业、学生努力”，但却责难不断，教育投 

入与产出不成正比，批评所学外语是“哑巴外语、聋子外语”。外语教育的窘况也可作多因分 

析，但“中国没有外语生活”、中国人是在非目的语环境下学习外语的，这肯定是其中最为重要 

的一个原因。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等近邻的外语教育，可为此佐证。

1.3语言环境对语言获得的影响

语言环境对语言发展的影响为何如此之巨？

第一，语言学习，学习的不是语言学知识，而是语言运用能力。语言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存 

于语言生活中，用于语言生活中。语言不是词语的堆砌和句子的串合，词语、句子、句群的组合 

需要在语境中实现，需要依据语境来理解其意思，明确其指称，消解歧义，把握各种言外之意， 

体会语言之妙之美等。语言研究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对于语言的认识，特别是对语言与语 

境的匹配关系的认识，还相当有限。教科书因各种限制，不仅不能把语言学的已有认识囊收无 

遗，反而是挂一漏万。因此，语言学习必须依赖语言实践，必须在语言生活中获得语言运用能 

力。
第二，话语如人，说话都表现出一定的风格。语言风格本无优劣，就看是否与语境匹配。 

比如“设问句”，并非一般教科书所述“无疑而问、自问自答”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社会 

语言学上称之为“权势关系，，的特点，基本上用于“上对下”；如果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使用 
设问句，就不合适。〔李宇明1993〉

语言还是行为，需要遵循语言伦理。比如“谎言”，是语言伦理学的批评对象，但若出自童 

稚之口，若是医生出于病理需要对绝症病人隐瞒病情，若是军事双方斗智斗勇，谎言则不仅不 
违背语言伦理学，还会看作是道德的、聪慧的。

语言风格、语言伦理等等，虽然可以通过学习得其大要，但要时时用妥、事事用妥，非得大

量的语言实践不可。
第三，语言与文化密如漆胶。语言运用离不开其所依存之文化。举三个方面的例子：

甲、词语构造与组合深蕴着文化，比如可说“上京、下乡、下厨房、南下、北上”，但不说“下 

京、上乡、上厨房、南上、北下V ‘上、下”的使用蕴含着民族文化的“上下观”。

乙、语言中有许多在特定环境中使用的“话套子”，比如见面打招呼、分手告别、节日问候、 

赔礼道歉等等，都有成套的话语模式。这种话套子是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民族风俗的一部 

分。

丙、语言负载着各种文化信息，不管是口谈还是笔谈，都是为了交流文化信息，传递生活情 

趣。理解这些信息与情趣，需要了解文化。

所以，学习语言，用好语言,必须在环境中体验文化，把握语言与文化的微妙关系。
第四，语言学习需要足够量的输入和输出。不管何家何派的语言习得学说，都无法否认语 

言输入、语言输出对语言学习的重要性。输人和输出必须有足够的量，其意并不仅仅是在强调 

量，而是有了足够的量，才能遇到各种各样的语言交际状况，从而体验、学习到语言交往的各种 

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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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历史上早就存在,但外国人学习汉语古来就是到中国来，他们是 

在目的语环境中学习。当然，历史上也有海外教授汉学的，甚至有汉语学校，但为数不多，影响 

不大。我们关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的经验、模式、教材、理论等，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目的语 

环境基础上的，适应的是“X#外汉语教学”。但是，自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外汉语教学快 

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孔子学院的设立和发展，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由外汉语教学”阶段发 
展到了 “汉语国际教育”的新阶段，非目的语状态下的汉语教育也就提上了事业发展的日程。

孔子学院有诸多文化教务，但语言教育是其基本的教学业务。孔子学院的语言教育，基本 

上属于非目的语环境下的第二语言教育。因此,教学中首要考虑的，就是千方百计给学习者以 

目的语环境补偿。语言环境补偿可从三方面考虑：

1.虚拟语言文化环境

校园、教室、宿舍、饭厅等学生生活之处，尽量设置一些中华文化元素。中华文化元素的设 

置，既要多用可触可感之实物，还要尽量开发利用视频、网络、智能手机等现代信息技术途径。 

虚拟环境的设置，要有互动性，强调体验性。若有可能，还要利用周边的中华文化中心、华人社 

区、华人家庭等，来增加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切身感受。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环境虚拟、角色 

扮演等方式进行语言教学和语言交流。

么教育内容“两贴近”

教育内容也可看作语境的一部分,要首先注意贴近中国当代生活。让学习者更多了解当 

代中国，多谈论中国的文化、制度、生活、风光等等;鼓励学生通过“中国之声”以及中国的电视、 

电影、网络、微课来学习语言。这种“贴近”，学生所见之人、所触之物、所听之事都更接近于当 

代中国;从长远看，学习者一旦来华，就能够情景再现，迅速融人中国生活，参与中国事务。目 

前的情况是，情景布置和教育内容都较为重视“古代中国”和“民俗中国”，这种情况应逐步改 

进，增加对“当代中国”的关注。
教育内容的第二个“贴近”，就是贴近学习者的现实生活，帮助学习者用汉语来谈论当地的 

人人事事及其历史文化。韩国有所孔子学院，指导学生用汉语排演《春香传》,还到中国高校演 

出，效果很好。澳大利亚的汉语教师，在研究如何让学生用汉语表述澳洲生活。这种贴近，使 

学生可以学而能用,学而即用，把课堂汉语带人现实，并可能通过有效引导在一些地区形成“汉 

语生活”，为学习者“新创”目的语环境。英语在世界的传播，其实就是不断在世界各地发展英 

语生活，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等，都是英语不断“本地 

化，，的结果,也是英语不断世界化的前车之辙。学习内容的这第二个“贴近”，发展下去就要求 

汉语教科书的“本地化”，进而是汉语生活的“本地化”，这是非常值得探讨和实践的。

1 重视文化的同与异

世界文化丰富多彩，丰富多彩的文化之间既有同也有异。第二语言教学往往强调异而忽 

视同，因为文化差异容易产生交际障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的历史，大约也多在强调文化 

之异。过分强调异，可能会使外国人觉得中国什么都跟他们不同,长此以往,可能会扩大中外



的文化鸿沟。

共同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的人类，应有很多共同或共通之处。在中国立志走向世界的当今， 

在讲文化差异的同时，也要重视讲“同”、讲“通”，比如爱好和平、相互帮助、男女平等、公平正义 

等等。古代儒家的进取精神，老庄的天人一体观念，墨家的“兼爱”思想，都与人类思想有共通 

之处。特别是《礼记^礼运篇》，主张“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 

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大同”理想，更 

体现了人类许多共同的追求，应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

第二语言教育中处理好文化的同异关系，能够在更高层面达到“目的谱补偿”。同时，这也 
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课题，是通过孔子学院平台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措施。

在讨论语言学习环境补偿时，人们关注较多的是第一种补偿,其实第二种、第三种补偿，更 

为深刻，更为长远。这两种补偿所改进的不仅是教学方法，而是涉及汉语国际传播的战略，涉 

及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

三激发学习汉语的兴趣

兴趣是最为巨大、最为持久的学习动力。而在非目的语环境下学习汉语，兴趣极易衰减; 
激发学习兴趣并使之持久不衰，十分重要也十分不易。

3.1把汉语教得有趣

汉语的许多字和词语的背后，都往往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比如“人、言”为“信”，二人相 

“从”，三人成“众”,“小、土”作“尘”，水  ̂ 〉出眼（目）为“泪”等等，都是教字理、教文化之有效 

方法。但是，也常见不按字理、乱解汉字的，如“自大多点”就是“臭”的说法，便属此类。“臭”乃 

“嗅”之本字，上为“鼻”之省,狗的嗅觉最为灵敏，故会意成字;“臭”与骄傲自大不沾边。

有些成语典故，也能讲得有趣，传播出文化正能量，如“同舟共济、完璧归赵”和“流水不腐， 

户枢不蠢”等。不过讲成语典故也要注意文化差异，比如“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掩耳盗铃”之 

类，显得蠢笨；“凿壁偷光”本是鼓励人勤奋好学，但外国学生往往会觉得奇怪，他们会认为，为 

了自己读书而凿穿邻家墙壁，太不道德了。
语言课容易讲得枯燥，汉字常为学习者的“拦路虎”。怎样把汉语讲得有趣，需平时勤奋积 

累，比如讲送气与不送气在汉语中有别义作用，就可举“肚子饱了”和“兔子跑了”的例子;讲“多 

少”的歧义,可用“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的例子。当前的网络、短信、微 

信中，有所谓的“汉语托福”题，不少例子都可选用。

3.2讲究阳性教育

阳性教育就是使学习者有成就感。西方社会重视个体发展,对待考试成绩的态度也与我 

们有别。在我们看来，门门90分以上才能满意，而在西方人眼里，只要孩子有进步、有特长就 

值得称赞。他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多是感觉良好的“成功者”；而我们的教育，常使学生感到 

“挫败”。在教育理念、教育态度、教育方式等方面，都要用阳性教育的眼光重新审视。

保持学习兴趣，使学生有成就感，与教育难度密切相关。理论上讲，教授知识的难度应在 

“1^+1”的水平上。~ 是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乂+ 1 是学生学习上的最新发展区，知识上的 

最新生长点，因而也是学习的兴趣点。

寻找1^+1，是教师的本事，其实也是人类的“天性”。父母与孩子的交谈称为“儿向言语”， 

儿向言语基本上都在孩子语言发展水平的1^+1处。当孩子还不会说话时，父母总爱使用重



叠词，如“爸爸、妈妈、糖糖、帽帽、鞋鞋”之类。这些重叠词，有些是成人语言中有的，有些则是 

自造的。成人的称谓系统有许多重叠词，如“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爷爷、奶奶”

等，这其实就是儿童期“遗留”给成人的语言财富。成人向呀呀学语的孩子发问，最常用的格式 

是“名词十呢?”，比如“爸爸呢？妈妈呢？帽帽呢？糖糖呢?”。随着孩子语言的发展，儿向言语 

的水平随之发展，始终与孩子的语言水平保持着乂+ 1 的距离。即使没有做过父母的成人，顷 

刻即可用乂+ 1 的水平与孩子交谈。儿童能够用五六年的短暂时间习得母语，与成人语言的 

步步引导应有重要关系。

但是，一进入教学状态，教师就似乎丢失了“天性”，教学的依据主要是语言学和文化学。

这些知识结构当然有利于教学，但也可能产生误导，使教师忘记寻找，或是干扰寻找学生8 + 1 

最新知识发展区。及时寻找学生的最新知识发展区，会使学生学有所得，保持着学习兴趣。这 

是一种更高水平的阳性教育。
3.3边学边用

学习语言的目的是使用语言，是“以言行事”。儿童学习语言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边学边 

用”。而外语学习最常见的情况是“学成才用”，甚至学成了也不一定派上多大用场。学好一门 
语言需要三年五载，甚至是十年八载，若无特定的学习动机，若无巨大的学习动力，实难承受如 

此之长的时期而不中途辍学。中国是英语学习大国，但却是英语使用小国，学校之外几乎没有 

外语生活，除了升学晋职、出国留学、阅读一些专业文献之外，罕有用到外语的地方。学而无处 

用，浪费何其大！而香港、新加坡、印度等地的英语学习就不同，那里有英语使用环境，可以在 
学中用，学一点就能用一点。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能够做到“边学边用”至关重要。比如学了 500字，就能阅读一些 

中国时政要闻;学了 1000字，就能阅读不少中国历史文化故事;学了 2500字，就能参与一些与 

中国相关的事务等等。这需要进行专门研究，需要有专门机构对中文原文献进行改写，需要有 

关方面通力协作。学多少就能用多少，是保持学习兴趣的最佳途径，也是语言教育效用的提前 

发挥。

3.4提升汉语的学习价值

语言的学习价值与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关系密切。外国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千差万别:有 

理性的，有感性的;有文化的，有经济的;有学术的，有求奇的……这些动机，直接或间接地反映 

着汉语的学习价值。注意了解学习汉语的动机，善于肯定学生的学习动机，并要不失时机地将 

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向理性方向转化。

学习一种外语，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很大，人们为何要花如此之大的成本来 

学习汉语？清朝末年，甚至到1949年前后，全世界已少有外国人学习汉语，应当说那时的汉语 

已不具有太大的学习价值。今天那么多人愿意学习汉语，是汉语有了较高的学习价值。汉语 

的学习价值是怎么增减的？汉语当今有哪些学习价值？这需要进行调査分析，更需要全面扩 
大汉语学习价值，设法创造新的汉语学习价值。

任何语言都有价值，即便是今人已经不用的拉丁语，也有研究价值。语言有价值，就有人 

去学习，于是便产生了学习价值。只具有研究价值的语言，其学习价值是有限的，只有学者去 

学习它;而社会应用广泛的语言，才具有较大的学习价值。弱国之语言，尽管可能有悠久的文 

化历史，但学习价值并不大。国家强盛，其语言便具有了潜在学习价值，但要把潜在学习价值 

开发出来，成为显性的学习价值，则需要有全局性的谋划，需要有与之配套的有效举措。就汉



语而言，扩大其学习价值的谋划与举措，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争取汉语作为更多的国际组 

织、国际会议的工作语言;签署各种国际协议应要求有效的汉语文本；中国的出口商品要有汉 

字标示和汉语说明书;多用汉语招待外国记者;外国学生攻读中国学位，应逐渐要求用汉语撰 

写学位论文和进行答辩;要帮助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寻找较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等等。

不同年龄、不同国度的人，汉语学习动机可能有明显差异。一般来说，成人比较实惠，更关 

心生活和就业；儿童则天真烂漫，中国文化的神秘、中国教师的漂亮，都会成为儿童学习汉语的 

动机。有着华人血统的人群，日本、韩国等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家，对汉语学习有着特殊的 

兴趣和热情。此外，在扩大汉语学习价值的过程中，舆论也很重要。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不 

少国家的父母都感到或从舆论中感到，不学汉语，后代就可能减少竞争力，所以汉语逐渐成为 

很多国家的主要外语之一。

四结语

孔子学院的汉语教育，是在非目的语环境下进行的第二语言教育，教育难度较大，积累经 

验较少，理论准备不足。语言学习同其他科学门类的学习有很大不同，它对于目的语环境具有 

极强的依赖性。所以，要提高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效率和水平，进行目的语 

的语境补偿、激发与保持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就显得异常重要。

语境补偿、兴趣激发，有微观层面的诸多技巧，但更要重视宏观层面的谋划。比如阳性教 

育问题，实现汉语教育的“边学边用”问题，处理好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同异问题，教育内容 

“两贴近”、进而促进汉语教育“本地化”问题，充分提升汉语的学习价值问题等。
当然,学习环境的补偿，还有更重要的一条，那就是鼓励外国学生来华进修或体验，了解真 

实的中国和真实的汉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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