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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高汉语言教学效率必须改变传统的以语法分析为核心的教学模

式，本文倡导语感培养的教学模式，并对这一理念的确立、语感教学法的基本原则、

语感教学法的教例和近年来的教学实践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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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grammar-analysis-centered teaching model 

should be changed if we want to promote �fficient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This paper proposes a teaching model for developing language intuition, explains 

the idea, the principle, examples and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this modeL 

[Key.words] fostering language intuition; teaching method; teaching model 

—、汉语语感培养教学模式理念的确立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制约汉语传播发展的瓶颈是汉语师资不足和教材的匮乏，经过中国

政府和国内外的汉语教学机构近年来的努力工作和积极采取措施，如培训了大批汉语教师，

派出了大量汉语教师国际志愿者，建立了300多所孔子学院，出版了大量的各级各类汉语教

材和工具书。 虽然还有不少缺口，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两个矛盾。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

更突出的问题是：汉语教学如何做到义好又快？怎样才能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全世界的

汉语学习者似乎在异口同声地抱怨
“

汉语难学”。 西方人更是普遍把学汉语视为畏途，因为

学会汉语要比学会一门印欧语多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 据美国国防语言学院的统计，美国

学生学会（指达到中等水平）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所需的时间为875小时；而学会中文

则需2205小时！最近，美国国会下属的“ 政府审计总署 “ 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交了《美国

国务院外语绩效评估报告》。 该报告把汉语、韩语、日语、阿拉伯语等四种 语言列为
“

超高难

度语言 ＂，把匈牙利语、缅甸语、芬兰语等50多种语言列为“高难度语言＂，把西班牙语、法语、

意大利语等十几种语言列为“

世界语言 ” 。 并指出在使用汉语的外交人员中，有40％都没有

达到标准。

我们当然不认同
“

汉语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 ”这种说法，我们也不相信一种世界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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