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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是一 门理论性
、

系统性和实践性很强 的基础学科
�

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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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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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规律 出发
，

帮助 学生找到适应 自己的积极有效的 学习方法
，
以便进一步提高学生理解

、

分析和运

用现代汉语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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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课是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
，

它通过系统讲授现代汉语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

识
�

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
，

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
、

分析
、

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
。

因此
，

这门课对师范学校的文

科学生来说尤为重要
。

近年来
，

随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

高校扩招后学生素质遂年下降
，

学生学习专业课

程的能力也在减弱
。

据有关资料显示
，
现代汉语自学考试的及格率只有 ��一���左右

。

有的学生打开书本似

乎全懂
�

关上书却不知所云
，

在校学习时似乎全明白
，

毕业后去教书却感到茫然
。

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学 习现代

汉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

因此
，

在现代汉语的教学过程中
，

怎样运用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去提高学生的学习

成效
�

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能力
，

是摆在教师和学生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

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

那么
，

怎样才能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能力
，

学好现代汉语课呢� 下面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并

结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

来谈谈 自己 的一点认识
。

要学好现代汉语
，

首先应从思想上积极重视
，

并不断更新学习观念
。

现代汉语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
，

学生从小学到 中学从理论上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
，
因此

，

在学习态度

上就出现两种不同的认识
。

有的学生认为学不学现代汉语
，

同样也能用好现代汉语
，

在思想上就难以重视
，

上

课时就很不认真
，

不仔细听讲
，

认为汉语教材中的内容大都是浅显的
，

一看就懂
，

没什么困难
，

因而对一些问题

往往知其然
，

不知其所 以然
。

比如
�

拼写规则 中关于大写字母 �
、

� 的使用
，

教材解释得很清楚
，

但如果问学

生
，

汉语拼音方案为什么要规定 �
、

� 的使用
�

它的作用和 目的是什么
，

它与隔音符号的使用有何异同
，

很少

有学生能准确回答出来
。

这说明看懂书本和真正理解
、

运用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
，

我们应该加以重视
。

而另有

一些学生则认为现代汉语的学习的确很重要
，

应刻苦钻研
，

结果又产生一种畏惧心理
，

觉得要彻底弄懂又太

难
，

因而在学习方法上就有一种被动心态
，

对什么知识都以书本为主
，

死记硬背
，

这种消极的重视
，

同样也会影

响学 习的效果
。

如学习
“
声母的发音

”
这一节

，

一再强调应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两方面人手来分析
，

只要张

嘴一读
，

仔细感觉就能归纳出来
，

但大部分学生还是不愿开 口
，

总要去背
，

学得很累
，

效果也往往很差
。

因此
，

对现代汉语的学习不仅要认真对待
，

同时这种重视也应该是积极的
，

否则学 习起来也难有成效
。

除此之外
，

要学好现代汉语还应该扫除过去对现代汉语认识的一些固有的旧观念
，

树立新的正确的学习

观念
，

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习事半功倍
，

取得好的成效
。

因为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

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和分

析也在不断的变化
。

但学生在学习上往往很难做到这一点
，

他们过去所形成的思维定势
，

一下子很难打破
，

这

种思维定势常常又会成为学习上的障碍
。

比如汉语拼写中有关音节的连写和大写的规定
，

过去没有严格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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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过
，

现在学过后
�

对学生作了严格的规定
，

但在做练习和考试时
，

学生还是没有按要求做
，

这就是习惯起了作

用
。

在进行句子分析时
，

一再强调要更新知识观念
，

过去对句子的一些分析方法现在已经不用了
，
要求用新的

方法去分析
，

如
“
这些人我认识

”
中的

“
这些人

”
是句子的主语

，
不再是宾语前�

， “
我认识

”
是主谓短语作谓语

，

不再是过去分析的是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厂台上坐着主席台
”
是存现句

， “
台上

”
是主语

，

不再是过去分析的无主

句
。

但学生上课虽然都听位了
，

最后还是按老办法去做
。

所以学生常常有这样的体会
，

明明是世的东西
，

但到

用时却错了
，

这就是因为旧的观念未清除
，
而影响了学习效果

。

因此
，

只有不断更新学习观念
，

掌握科学有效

的学习方法
，

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

第二
，

掌握学科特点和规律
，

选择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
。

现代汉语学科的本身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
，

要能够全面深人的理解和运用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
，

再加

上这个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
，

它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

要掌握和运用好现代汉语的确很不

容易
。

因此很多学生在课堂上和看书时
，

觉得理论上的知识其实学起来很简单
，

一看就住
，

但到做作业和考试

时又觉得这门课很复杂
，

变化多端
，

很难学难考
�

比如
，

在句子分析中一会儿说
“
屋子里有两个人

。 ”
是主谓句

，

一会儿又说
� “
在屋子里有两个人

。 ”
又成了非主谓句

， “
他走过去打开了门

”
是单句

， “
他走过去

，

打开了门
”
又变

成复句
。 “
许多教练员和运动员

”
是歧义句

� “
教练员和许多运动员

”
又不是歧义句

，

一个字一个标点之差
，

语序

的不同
，

就变成了不同的句子
。

因此
，

学生感到难以掌握
。

这些认识都说明了学生没有真正了解现代汉语学科

的特点
，

从中摸索出一定的语言规律
�

因而才在学习上感到困难吃力
。

现代汉语学科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理论性—现代汉语是理沦性很强的学科
，

这种理论是从大妞的语言事实中总结归纳出来
，

经过分析

研究而形成的对语言的认识
，

同时这些理论对人们的认识
、

分析和运用语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要学好现

代汉语
，

必须从理论的高度来掌握这些基础知识
，

这样才能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真正掌握
。

但是许多同学往

往忽视这种理论知识的学习
，

不去认真钻研教材
，

理解一些基本概念
，

结果学得不扎实
，

理解不全面或缺少深

度
。

很多学生常常弄不清语素与词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

自由语素
、

半 自由语素和不 自由语素的区分等等这

样十分简单的问题
。

曾有学生问
“
思考

”
的反义词是什么

，

这在书本上早有解释
，

在课堂上都反复讲过
，

可学生

还是想不出答案
。

当知道
“
思考

”
一词没有反义词 �因为并非所有的词都有反义关系�

，

还感到很意外
。

这些主

要是因为学生对基本概念缺乏本质的理解而造成的
。

二
、

系统性—语言是一个大的系统
。

语言中的三个组成部分语音
、

词汇和语法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积在

一起的
，

而是相互协调
、

相互制约
，

处在合乎规律的关系之中
，

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

要学好现代汉语
，

就必

须了解这个系统中各成分之间的关系
，

如语素与词
，

词与短语以及句子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等等
，

要多角度多层

次地去理解现代汉语这个大的体系
。

例如音位这一节
，

是许多学生感到头疼难学的一节
，
它与前面的各节之

间�声母
、

韵母
、

声调
、

音节 〕看起来没有多少关联
，

但如果把音位与语音的性质联系起来分析
，

就能了解到音位

就是从语音的杜会属性这个角度来分析语音的构成单位
。

它与音素的分析共同构成对语音的全面分析
。

它们

的关系表现为
�

�
�

物理属性

语音的性质一�� 生理属性〕
一 “ 然 ‘ 性

�
音’

�
�

社会属性一社会属性“ 全竖逆�音位

任何一个音节都可以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分析出不同的音素和音位
。

如
�

天 ���� 能分析这个音节是

由 �
、
�

、 � 、 � 几个音素构成的
，
是由 �、

�
、 � 、

�
�

�� 这五个音位构成的
，

因为这五个音位都能决定这个音节的愈文
，

改变其中任何一个
，

都会改变这个音节的意义
�

住得了这种地音节的音位分析方法
，

也就能逐步理解对词听

进行的义素分析
。

因此
，

学习现代汉语
，

不能孤立地去理解某个概念
，

要把它放在一个大的系统中去认识
，

这

样学起来就比较轻松了
。

三
、

实践性—现代汉语的实践性很强
，

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

一方面现代汉语的理论知识来源于实际

运用
，

这些理论都是从人们的语言交际过程中总结归纳出来的
。

因而学习汉语必须要有大童的语言材料作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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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基础
，

否则学习起来就感到很困难
。

比如人声字的问题
，

在普通话和贵州话中都没有保留人声
，

因而学生

不会发音
，

也就无法读人声的实际调值
，

这样学习人声字就只能停留在对概念的理解上了
。

另一方面汉语知

识的学习 目的是在于能指导我们的语言运用
。

理论知识学得再好而不能运用
，

那就是无用的纸上谈兵
，

没有

多大的意义 了
。

现在的学生打开书全懂
，

关上书遇到实际运用的语言问题却一无所知
，

就是死读书不求甚解
，

缺乏实践的结果
。

比如
，

在分析多义词时
，

曾要求学生注意区分多义词与同音词中的同音同形词
，

多义词中的

各个义项之间有意义上的联系
，

而几个同音同形词的各词义之间没有联系
，

以这个为标准
，

就可 以在语言运用

中分析哪些词是多义词
，

哪些是同音词
。 “
花朵

，

一盆花
，

花衣服
，

眼看花了
”
中的

“

花
”
彼此之间有意义上的联

系
，

所以它们是一个词
，

具有几个不同的义项
，

而
“
花钱

”
中的

“
花

”
是

“
用掉

”
之义

，

与前面的
“
花

”
没有词义上的

联系
，

因此
，

它是另一个单义词
、

与前面的花
，

就构成了同音同形关系
，

上课时学生都认为 自己已全傲了
，

但在

做练习时
，

说
“
发火

”
是单义词他们就弄不懂 了

，

非说这个词有两个意思
，

应是多义词
，

而不去分析这两个意义

之间是否有联系
。

刚学过的同音同形字的概念马上就糊涂了
。

因此学习汉语必须通过大量的练习来巩固课堂

上的学到的理论知识
。

因此
，

学习汉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只有真正掌握了这个学科的基本特点
，

才能摸索出适应 自己学习的有

效方法
。

才能取得好的学习效果
。

第三
，

突出重难点
，

点面结合
，

进行全面深人的理解
。

现代汉语的理论知识涉及的面很广
，

从语音文字词汇到语法修辞
，

包含的内容很多
，

有的知识点的内容还

非常的复杂
，

非常灵活
，

如多义词的分析
，

同义词的辨析
，

句子结构的分析等等
。

因此学生学起来往往很困难
。

平时叫学生认真看书时
，

要求知道 自己什么地方看懂了
，

什么地方不谧
，
不懂的地方要弄明白

。

而学生的回答

往往很笼统
，

常常只说似乎懂了或不懂
，

再问及是什么问题不傲
，

往往说不清楚
。

有时只是一两个地方不明白

却误以为所有的问题都不懂
，

畏惧心理由此而生
，

渐渐就失去了学习的信心
。

这些同学都是因为没有真正静

下心来梳理一下
，

自己到底什么地方不懂
。

因此
，

要学好这门课
，

必须要做深人细致的工作
，

把每一章每一节

中的每一个知识点拿出来仔细揣摩理解消化
�

直到完全弄懂
。

这就要求学生能针对 自己的实际
，

找出重点难

点
，

自己分析
，

集中解决
，

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

懂与不懂总是说不清楚
。

例如
，

有关
“
声母

”
这个概念

，

绝大多

数同学都能弄清楚
，

也能在具体的音节中指出其声母是什么
，

但要谈到零声母的概念
，

大多数学生都感到很茫

然
。

所 以
，

零声母的理解就成了多数同学学 习难点
。

上课时除对这 个概念作重点分析外
，

还要求学生把能出现

的零声母音节全部列举出来
�

学生经过几次反复的练习后
，

就会懂得零声母音节就是指四呼韵母 自成音节时

的音节
，

就不会像 以前那样片面地认为是 以 � 或 � 开头的音节
�

对这个概念就有 了明确而全面的认识
。

四
、

要善于归纳总结
，

综合理解
，

做到举一反三
，

融汇贯通
。

现代汉语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开放性语言系统
，

系统内各成员之间的关系 比较复杂
。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

化
，

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和分析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

不断在深化
，

而学生所学的书本知识大多是对语言进行的静

态描写和分析
，

学习起来似乎还不算太难
。

因此
，

在学习过程中
，

大多数的同学都有这样的体会
�

书本上 的东

西明明是看懂的
，

而做作业和考试时却变得很难
。

这就是因为语言处在具体使用的动态环境要比书本里的静

态分析要复杂得多
，

对它的理解必须与语境相联系
。

因而要全面掌握好汉语是不容易的
。

我们必须以发展的

眼光
，

站在理论的高度来综合全面地理解和掌握语言系统中的各种概念以 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等等
�

做到

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
，

举一反三
�

融汇贯通
。

因此学习汉语必须善于总结归纳
，

把所学到的各章各节的

零散的
、

片断的知识按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集中起来
，

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有机的结构整体
，
以便真正理解和掌

握现代汉语的语言系统
。

这一点往往是同学们重视不够的
。

例如
�

当我们学过了词的构成与词的分类等知识

后
�

在黑板上看到
‘ ’

高兴
、

石头
、

群众
、

书本
、

桌子
、

看见
、

红
、

宽广
”
这些词时

，

就应该懂得这些词即使在静态环境

中也有着种种的联系
� “
石头

、

群众
、

书本
、

桌子
”
是名词

� “
高兴

、

看见
”
是动词

， “
红

、

宽广
’ ‘

是形容词
， “
石头

、

桌

子
”
是附加式合成词

� “
群众

、

看见
”
是复合式中联合型合成词等等

。

而多数同学却不能从不同角度来进行分

析
。

再如
，

做下面这个练习
�

需要学生把所学过的语调
、

词与短语
、

句类与句型
、

标点符号以及语境等有关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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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起来
，

才能正确分析
。

例
�

给下面的句子加上标点
，

使之成为语意和语气各不相同的九个句子
。

李平王红考上了大学

这道题能做对的人很少
，

有的把句子写成—李平王红考上了大学
。

�李平�王红�考上 了大学� �李平
，
王红

考上了—大学 里—等等
，

错误较多
。

多数同学不能按要求做出九个句子
，

觉得很难
，

主要原因一是基础知

识学得不扎实
�

二是不善于进行归纳总结
，

做综合练习
。

当老师把这道题解答后
，

学生们又仿佛觉得这样的题

实在太简单
，

自己为什么就不会做呢
。

由此看来
，

现代汉语中的许多难题都与学生们综合知识的能力有很大

关系
，

我们必须多在这方面下功夫
。

第五
，

理论联系实际
，

在实践中加以体会
，

使学到的知识全面深化
。

现代汉语课程有其身的特点和规律
，

这就决定了现代汉语的学习不同于一般学科的学习
，

书本上的知识

不通过大量的实践 �在教学过程中表现为做练习 �
，

是无法真正掌握的
。

学生必须通过大量的练习才能加深对

理论知识的认识
，

并且这种对知识的吸收和消化还需要有一定的过程和运用环境
。

同一个理论问题如果换不

同的形式出现
，

有的同学就茫然不知所措了
。

因此
，

在学习现代汉语时不能忽视做练习的作用
，

不能有偷徽的

想法
，

考试时临时抱佛脚式的突击复习是很少有效果的
，

我们必须克服这种不良的倾向
�

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

次练习
，

以此来巩固 自己学到的理论知识
。

例如
，

对有的词语的分析理解
，

只能在具体的实践运用中�即具体的练习中�才能确定
。

“
老

”
是一个语素

，

又是一个词
。

作为语素有时
“
老

”
是 自由语素

，

如在
“
老人

” 、 “
老房子

”
中

�
有时

“
老

”
又是不

自由语素
，

如在
“
老乡

” 、 “
老虎

”
等司中

。

所以对
“
老

”
一词的分析要视具体语境而定

。

“
担子

”
一词有两个常用义

�①一挑儿东西 �②比喻担负的责任
。

它在一个句子中到底是什么意思
，

必须结

合具体的语境来确定
。

在
“
他肩上的担子很重

，

把扁担都压弯了
”
中

， “
担子

”
只能是第一个意思

。

在
“
当了局长

，

他感到 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 ”
中

， “
担子

”
只能是第二个意义

。

而在
“
他肩上的担子很重

”
这个句子中的

“
担

子
”
兼有两个惫义

，

这个句子就成了歧义句
。

因此
，

对汉语的学 习必须注重理论联系实践
，

在实践中补充和强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

如果脱离了语言

运用环境
，

孤立地看待语言
，

分析语言
，

所得到的认识将会是片面的
，

有的甚至是错误的
�

因为语言是一种社

会现象
，

它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

我们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
，

真正掌握和运用好现代

汉语
。

综上所述
，

我们不难看出
，

现代汉语是一门理论性
、

系统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

它与我们的学习
、

工作和

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

学习和掌握好现代汉语对我们有着重要的作用
。

特别是师范专业的文科学生
，

肩负着

未来的语文教学的重任
，

对这门学科的学习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考试时是否有个好成绩
，

而是应该扎扎实实地

学好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
。

要做到这一点
，

就必须认真分析现代汉语的学科特点和规律
，

根据自己的学习基

础
，

选择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
，

多实践
，

多运用
，

就一定能全面深人地掌握现代汉语的基础理论知识
，

为将来的

语文教学打下 良好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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