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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学非汉语专业汉语课堂教材使用建议

――以北大短期班汉语教材《走进中国》系列为例――

中 岛 一 树

一、引言

　　随着世界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本汉语学习人数在逐渐增加。学习

人数的增加带来了对汉语教材需求的扩大，而教材在语言教学中起到很重要的

作用。关于汉语教材的重要性，刘珣教授认为，在教学活动中，教材占有很重

要的地位。教材水平的高低不仅能反映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研究的深度，而且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教与学的效果1。但目前为止日本汉语教学界还缺少较公认的经

典教材或具有代表性的教材，且各个级别教材之间的衔接也不完善，有些教材

没有中级或中级以上的级别，这些都是日本汉语教学界所面临的问题。石汝杰

教授也曾提到过，日本各大学使用汉语教材，多数是由任课教师自行选定，使

用统一教材的学校不多。日本没有所谓的“统编教材 2”。以上是整个日本汉语

教学界所面临的问题，毋庸赘言，非汉语专业的汉语教材使用方面也存在这些

问题。

　　为了尽可能地改善这个问题，本文将对中国大陆出版的汉语短期班教材进

行分析，在其基础上尝试提出日本大学非汉语专业汉语课堂可用中国的短期班

汉语教材这一设想并提出使用上的建议。下面，首先整理一下日本的几家出版

社的汉语教材出版情况。

1　参见刘珣（2002）《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简论》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第 120页

2　参见石汝杰（2004）《日本的汉语教科书及其出版情况介绍》世界汉语教学，第 2期

摘要：不少学者曾指出日本汉语教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认为日本汉语教材有待进一

步的改善和提高，也有人认为需要编写精品教材。但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较具体的

改善方案和建议。本文在对走进中国系列短期班汉语教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尝试着

提出把中国的汉语短期班教材用于日本大学非汉语专业汉语课堂的设想以及使用方面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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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汉语教材的出版现况与若干问题

2.1 日本汉语教材的出版现况

　　日本汉语教材数量非常多，这应该是在日本的汉语教学界共通的感受。就

数量而言，每年白帝社、朝日出版社、骏河台出版社、白水社等几家规模较大

的出版社所出版的汉语教材会有几百种，再加上金星堂、光生馆等出版社的汉

语教材，其数量惊人。比如以 2017年为例，几个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教材种类

和数量分别为：白帝社 204册（初级 114、初中级 10、中级 57、汉语考试等辅

导教材 23）、朝日出版社 202册（初级 134、准中级 46、中级 22）、骏河台出

版社 59册（初级 28、准中级 9、中级 13、汉语考试等辅助教材 9）、白水社 35

册（初级 23、准中级 6、中级 6），光生馆 32册（初级 12、中级 11、辅助教材 9）、

金星堂 48册（初级 26、准中级 9、中级 13）。

　　综上可见，日本汉语教材数量已经非常多，尤其是初级教材。并且有些出

版社还出版了针对 HSK 考试或中国语检定等汉语考试的辅导教材。所以日本汉

语教材不仅数量多，种类也较为丰富。但值得注意的是各个出版社都没有真正

意义上的高级教材，这是日本汉语教学界所面临的问题之一。笔者在日本学习

汉语时也曾有切身体会：汉语教师们都无奈地说教材数量多，不知道该怎么选

择。其实关于日本汉语教材种类繁多这点，早在 1985年时，李培元先生就曾

提到过，他指出日本各个大学所使用的教材都是由任课教师自编或自选的，所

以教材种类繁多 3。李先生提到该问题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十几年的时间。迄今

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可见这是一个不容易解决，且根深蒂固的问题。

2.2 日本汉语教材的若干问题

　　关于日本的汉语教材，许多学者讨论过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且其内容

涉及到多个方面。较早期石汝杰教授 1991年就提到过，有些课本中，基本的

语音、语法现象也没有交代清楚 4。到 2000年之后，有许多专家继续讨论与教

材相关的问题，如郭春贵教授指出，在教学目标不统一不明确的情况下 ,许多

大学教师都各自编写适合自己使用的教材，市面上可见的教材真是五花八门，

3　参见李培元（1985）《日本汉语教学见闻》汉语学习，第 1期

4　参见石汝杰（1991）《日本的汉语研究概况》载石峰（1995）编《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北
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第 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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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内容随意性大 ,缺乏科学性 ,水平参差不齐 5。岗部秀也，张晶磊（2007）

指出，书店出售的初级汉语入门教科书及参考书很多，但中高级教材却极少。

苏婧（2009）也提到日本汉语教材初级、中级多，高级少，这与日本汉语专业

人才少、优秀专业教师匮乏有直接关系。专业教材和高等教材的不足，会进一

步阻碍高水平汉语人才的大量培养。杨晓安（2012）指出，日本每年新出及修

订的汉语教材不少于 50种，有些教材使用几年后就不再发行。胡兴华（2013）

认为，日本汉语教材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精品，尤其缺乏各水平间有良好连续

性的精品系列教材。郑新培（2007）、侯仁锋（2012）等学者也提到过同样的问题，

其内容有些重复，这里不再赘述。

　　从以往的研究可见，日本汉语教材数量多、初中级多、没有高级或很少有

高级、无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等问题已经可以说是公认的问题。本文认为，初级

教材多，中高级少的现象与日本大学开设汉语专业的学校数量不多有着一定关

系。古川裕教授指出，日本的大学里所开设的汉语课基本上都是所谓的“二外

中国语”，像大阪大学外国语学部以及东京外国语大学等学校所开设的“专门

中国语”的情形并不多6。再者，达到高级水平的学生多对中国、中国文化感兴趣，

很多人在达到高级水平前就到中国留学，或者说是到中国留学后达到高级水平。

因此即使编纂了高级教材其销量也可能不会太好，或许出版社也不太愿意出版。

　　关于日本汉语教材存在的问题，津田量教授进行了很好的概括。他提到一

些日本汉语教师表示“每年各个出版社送我一堆新教材，可没什么特别好的，

我也只能随便选一本 7”。可见，根本问题是课堂用汉语教材缺乏精品。本文也

认为，他所指出的汉语教材缺乏精品是目前日本汉语教学面临的一大问题。那

么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编出一套具有代表性又有影响力的教材并非易事，

需要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探讨。其实，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很多高质量的汉语教材，

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把那些教材拿到日本来使用？接下来本文将探讨在日本使

用中国的短期班汉语教材的可行性。

5　参见郭春贵（2008）《日本的大学汉语教育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 4期

6　参见古川裕（2008）《日本“中国语”教学的新面貌——中学汉语教学和大学汉语教学的衔
接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 6卷第 2期

7　参见津田量（2010）《日本汉语教材综合研究及分析》汉语学习，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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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大陆出版的汉语教材在海外的使用

　　之前已有许多学者思考过日本汉语教材的问题，也有学者讨论过日本和中

国汉语教材的不同。如王顺洪教授表示，日本与中国对外汉语教科书有所不同

是因为各自的教学对象、教学要求不一样。在中国学习汉语的日本人，学习目

的非常明确，汉语是他们的主课。为此，中国的汉语教学，课时多，要求严，

时间集中，连续性强。因此要求汉语教科书必须有充足的内容，否则，很难达

到教学目的。而日本，除少数中文专业外，汉语在大学均为第二外语，一般只

学一至两年。这样有限的时间，不可能安排更多的内容 8。

　　朱瑞平（2006）提到，有些日本大学使用中国出版的教材，但他认为，虽

可能适用于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却未必能适应脱离了汉语环境的日语环境中

的汉语教学的特点与需求。还有学者探讨过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国家很少使用

中国出版的汉语教材的原因。如张英教授就指出，国外很少使用中国出版的汉

语教材，这并不是中国教材的质量问题，而是使用的对象不对。中国的对外汉

语教材，大都是以来华留学生为对象，属于强化教学，容量和难度远远超过国

外大学的公共外语，教材的水平等级定位与国外也不一样。在日本，中级汉语

课本的难度只相当于中国国内初级的水平。所以，国外教师很难使用中国的对

外汉语教材来教学 9。笔者非常赞同张教授的看法，毕竟中国大陆汉语长期班教

材是以长期在中国学习汉语的人为对象，但同时笔者也认为，日本还是可以尝

试使用中国的对外汉语教材的，但要使用的不是长期班教材，而是短期班教材。

长期班教材的话，就如张英教授 10所说的那样，虽然它的质量没问题，但由于

对象的不同，容量和难度同日本的汉语课堂很难匹配。那么如果我们使用短期

班教材的话，情况会如何呢？通常来说，短期班教材的容量和难度没有长期

班的那么大，对日本非汉语专业汉语课堂而言负担也不会那么大。因此下面本

文将对中国大陆的汉语短期班教材《走进中国》系列进行分析，在教材分析的

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使用方法上的建议。

8　参见王顺洪（1991）《近十几年来日本的汉语教科书》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3期

9　参见张英（2016）《日本汉语教材及分析》汉语学习，第 3期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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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材分析与使用建议

4.1 走进中国系列概貌与整体分析

　　中国大陆已经有几种汉语短期班教材，笔者认为其中一套教材值得在日本

非汉语专业汉语课堂里使用。那一套教材就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短期

班教材《走进中国》系列。

　　据笔者所知，该系列教材质量很好，且评价颇高。该系列教材的作者或

编者均为中国大陆的对外汉语教学专家。教材分为综合课和口语课两个系列，

每个系列中包括基础、初级、中级以及高级四个水平，教材的基本信息见表

1。每册教学建议时间为 40到 60学时，这个教学建议时间和日本大学非汉语

专业一学期的汉语课的课时相近。教材的选择和使用上，赵金铭先生认为，学

习者所能付出的有效学习时间决定着教材的容量 11。汉语教师选择教材时的基

本原则也是如此，这也是本文选取《走进中国》系列教材的原因之一。通常来

说，日本大学非汉语专业的汉语课每周有两三节课，一学期（十五周）就是 45

到 67.5小时。理论上讲，一年至少可以上完一册，不会出现容量和难度过大

的问题。

　　教材内部结构方面，每套都设有十二课，每一课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课

前热身、生词与专有名词表、词语练习、课文、课文练习、语言点以及综合练习。

表 1 教材基本信息

教材名称 作者 出版时间 出版单位

走进中国：基础汉语 汲传波，刘晓雨 2011 北京大学出版社

走进中国：初级汉语 杨德峰，王添淼 2011 北京大学出版社

走进中国：中级汉语 刘立新，王玉 2011 北京大学出版社

走进中国：高级汉语 刘元满，王文龙 2012 北京大学出版社

　　以上是教材的概貌，为了进一步了解该教材的情况，在此对该教材系列进

行整体分析。教材分析时，需要一个标准或依据。对外汉语教学界也有不同学

者们提出的几个教材分析原则，本文想要了解该教材较全面且综合的编写情

11　参见赵金铭（2009）《教学环境与汉语教材》世界汉语教学，第 23卷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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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何，因此采用涵盖范围较全的刘珣（2002）提出的原则，其原则包括：一、

针对性；二、实用性；三、科学性；四、趣味性；五、系统性 12。

　　首先是针对性方面，《走进中国》系列所选的话题都是学习者急需的，例

如，基础篇第五课《周末的安排》、初级篇第四课《肚子有点儿不舒服》、中级

篇第三课《堵车的“快乐”》等，这些话题都是贴近生活的，而且课文呈现方式

基本上以对话为主，这体现了该系列教材的主要使用对象（短期班学生）的需求。

其次是实用性方面，整体而言，所出现的词语、语法、表达都是常见的。比如，

初级篇第三课课文中的一句“小明，昨天收到一条短信，我看不懂，你能帮我

看看吗？”这种表达显然是学习者以后可以直接用于日常生活中去交际的。对

学习者而言，所学到的内容是否有用处是至关重要，而这方面该教材系列一定

可以满足实用性的问题。第三点是科学性方面，内容是否准确是教材科学性当

中的关键，如果语法、词语等的解释说明不清楚或不准确，其教材满足不了科

学性的原则。而该教材系列的话，虽然它充分体现短期班教材的简明性，但依

然维持较高的准确性。例如，初级篇第三课的语言点“要是”的解释为如下。

　　「“要是”表示假设，经常和“就”搭配使用，组成“要是……，（就）……”

这样的复句。“要是”可以出现在主语前，也可以出现在主语后；“就”只能出

现在主语后。」

　　另外，语言点附有几个例句 13。从语言点的解释来看，它虽然很简明，但

必要的内容都在里面，这种简单明了的解释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它是短期班教

材，这种简明又准确的解释也是该系列教材的亮点之一。

　　第四点就是趣味性，趣味性也是教材当中不可缺少的。练习形式非常多样，

从简单的选词填空、词语替换到采访形式的练习，就不会让学习者觉得练习太

枯燥。版面设计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每篇课文会配一幅插图，帮助学习者想

象课文中故事发生的情景。

12　教材编写的五个原则（刘珣称它“五性”）如下，一、针对性，要适合使用对象的母语和
文化背景、学习目的、学习起点及学习时限等；二、实用性，内容要从学习者的需要出发，
语言材料必须来源于生活；三、科学性，要教规范、通用的语言，内容组织要复合语言教学
规律、解释要准确等；四、趣味性，教材内容和形式要生动有趣、题材多样化等；五、系统性，
内容介绍和技能训练要平衡协调，初中高不同阶段要衔接等。见刘珣（2002）《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教学简论》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第 122页至 126页。

13　附有三个例句（1）要是明天不下雨，我们就去长城。（2）要是有事，你就请假。（3）你要
是看不懂，我的语伴就帮你看看。请见杨德峰，王添淼（2011）《走进中国：初级汉语》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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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点是系统性，该教材是系列教材，需要各个级别间的良好衔接。如前

所述，《走进中国》系列有基础、初级、中级、高级的四个层级，这四个层级

无论是在课文长度上还是生词数量上，都较自然地做到了连接，即教材之间实

现了生词量或课文长度逐级增加。例如，基础篇每课的生词量大致为十五个、

初级二十个、中级三十个左右，到了高级篇为三十个以上，这样逐级增加的方

式就不会有落差太大的问题。

　　总之，《走进中国》系列的短期班教材比较全面地满足了教材编写上的原则，

并且它还充分地体现出短期班教材的特色。结构简明清楚，课文生动活泼，题

材也广泛多样，以中国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为主要选取内容，让学习者在学习汉

语的同时，加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接下来探讨一下各个级别教材的内部结构

情况。

4.2 走进中国：基础汉语

　　基础篇共有十二课，每一课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课前热身、生词与专有

名词表、词语练习、课文、课文练习、语言点以及综合练习。

　　课前热身基本上是以“读一读”的形式来设计，即教材上有几个图片或词

语，把这些读出来熟悉一下汉语的单词。也有游戏性质的活动，例如第二课课

前热身的任务是老师给每位同学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别的同学的名字。然

后询问周围的同学“你是……吗？”去找自己手里拿的那位同学 14。笔者认为这

个活动设计得很好，因为基础篇所面向的对象是刚开始学汉语的学生，如果在

日本大学的非汉语专业汉语课堂里，一年级的前期，大家不熟悉自己与彼此的

中文名之外，学生也互相还熟悉，因此这种热身活动应该会有很好的调整课堂

气氛的作用，并且还可以让学生互相认识。

　　每一课的生词量大致在十五到二十五个左右，数量最多的是第九课的

二十七个。词语练习主要是连线题，有汉字与拼音的连线，也有词语连线。

　　课文形式主要都是对话，唯一不是对话形式的为第十二课《欢送会》，这

里是独白形式。课文篇幅大概为八十至一百四十个字，每一课的话题都跟日常

生活相关，每一课的主题见表 2。课文练习主要是要根据课文完成对话以及介

14　第二课课前热身的任务提示如下：寻找你手里拿的那个名字是谁。用简单的问句，“你
是……吗？”“……是你的名字吗？”。当找到那个同学的时候，把他 /她介绍给大家。参见
汲传波，刘晓雨（2011）《走进中国：基础汉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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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某件事情（例如：李娜周末的安排、大卫的一天等）。

　　语言点部分，首先是重现它在课文中的句子，然后进行用法解释，最后给

出三到四个例句。综合练习部分，由提问题、选词填空以及汉字练习构成。

表 2 基础篇每一课主题

第一课 我是第一次来中国

第二课 我的班级

第三课 这是我的房间

第四课 我的一天

第五课 周末的安排

第六课 我也想骑自行车

第七课 住处的麻烦

第八课 我每天都跑步

第九课 昨天晚上我们去酒吧了

第十课 今天的香蕉便宜

第十一课 汉语很难

第十二课 欢送会

4.3 走进中国：初级汉语

　　初级篇共十二课，每一课的结构跟基础篇一样：课前热身、生词与专有名

词表、词语练习、课文、课文练习、语言点以及综合练习。

　　课前热身部分有两到三个简单问题，如第三课“你住在哪儿？”“你房间

里有空调吗？”“你的房间有问题吗？”。

　　每一课的生词和专有名词大概二十个左右。词语练习的部分，由读短语、

单词和量词的填空练习组成。

　　课文形式跟基础篇略不同，从这一套开始，除了对话之外，还有简单说明

文方式的课文。课文篇幅大概在一百五到三百字之间，每一课的话题较贴近实

际生活，主要从几个人物角色的大学生活去展开。每一课的主题见表 3。课文

练习，主要是要根据课文回答几个问题。例如：大卫怎么了？大卫为什么拉

肚子？大卫什么时候开始拉肚子？等。

　　语言点呈现的方式跟基础篇相同，首先重现它在课文中的句子，然后进行

用法解释，最后给出三到四个例句。最后综合练习较丰富，有语法和词语的练

习（例如：“能”和“可以”的识别练习）、看图说话、汉字练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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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初级篇每一课主题

第一课 我想找个语伴

第二课 你能帮我看看吗？

第三课 空调坏了

第四课 肚子有点儿不舒服

第五课 我想锻炼锻炼

第六课 一起去喝茶吧！

第七课 钱包丢了

第八课 我想去长城

第九课 你想买什么礼物

第十课 是友谊饭店吗？

第十一课 坐火车很累吧？

第十二课 别忘了给我发邮件

4.4 走进中国：中级汉语

　　中级篇共十二课，内部结构包括：课前热身、生词与专有名词表、词语练

习、课文、课文练习、语言点以及综合练习。

　　课前热身部分有简单问题，如第三课“什么时候堵车最厉害？”“你常常

遇到堵车的情况吗？”“堵车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从这些问题可见，

跟初级篇相比难度有所增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式的热身题。例如第二课

的“下边有三个人的中文译名，猜一猜，他们是谁？”1.歌德、2.阿姆斯特朗、

3.丘吉尔。“你对这三个人了解多少？请简单说说。”。对于这种世界著名的人

物，学习者也可能知道他们的日语名，但中文名不一定知道，让学习者接触一

些著名人物的中文名既有趣，又有意义。

　　每一课的生词和专有名词为大概三十个左右。词语练习的部分，有与生词

有关的问题（例如：“请说出几个中国政治家的名字”“你喜欢看小说吗？为什

么？”等 15）。除此之外，也有动词和名词的连线题。

　　课文形式跟初级篇略有不同，从这一套开始，除了说明文之外，还有广告、

通知等形式的课文。课文篇幅大概为三百到六百字左右的文章，每一课的话题

除了有较贴近实际的生活的内容之外，也有名胜古迹、俗语等跟中国历史文化

有关的话题，每一课的主题见表 4。课文练习，主要是根据课文回答几个问题。

例如：这些说法中，哪一个和中国的说法最像？从各种说法中可以看到什么

15　下划线为生词，请参见刘立新，王玉（2011）《走进中国：中级汉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 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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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等。

　　语言点呈现的方式跟初级篇大致一样，首先重现它在课文中的句子，然后

进行用法解释，最后给出三到四个例句跟造句练习。最后综合练习的形式跟基

础篇、初级篇也有所不同，除选词填空和连线题等语法和词语的练习之外，还

有口语和书面语说法的不同比较、简单的写作练习等。

表 4 中级篇每一课主题

第一课 日志一篇

第二课 回答

第三课 堵车的“快乐”

第四课 俗语

第五课 宠物店的告示

第六课 天下第一行书

第七课 一封电子邮件

第八课 约会

第九课 启示、通知与广告

第十课 看标牌学汉语

第十一课 永远的茉莉花

第十二课 颐和园

4.5 走进中国：高级汉语

　　高级篇共十二课，内容包括：课前热身、生词与专有名词表、词语练习、课文、

课文练习、语言点以及综合练习。

　　课前热身部分有两到三个简单问题。例如：第九课“上语言课时，你喜欢

座位不变还是经常变化？”“在大教室听报告，坐在哪里的人比较多？”等。

　　每一课的生词量基本上控制在三十个左右（最多为第八课的三十五个）。

词语练习的部分，有用自己的语言解释生词、回答与生词有关的问题（例如：

在什么状态下人会产生心理问题？）等。

　　课文形式主要为说明文与叙事文，课文篇幅大概在六百字左右，每一课的

话题较贴近实际生活，也有社会议题以及价值观方面的话题。每一课的主题见

表 5。课文练习，主要是根据课文回答几个问题。例如：这个大型调查的目的

是什么？为什么这个调查“给整个社会敲响了警钟”？等。

　　语言点呈现的方式是，首先重现它在课文中的句子，然后进行用法解释，

最后给出三到四个例句以及四五道练习题。综合练习总体的难度略高于中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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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讨论形式的练习。例如：造成婚姻不稳定的因素有哪些？等。也有讨

论后写出一篇小作文的练习，当然还有跟中级篇以下一样的基本语法和词语的

练习题。

表 5 高级篇每一课主题

第一课 都市“流行病”

第二课 我的大学生活

第三课 关机的生活才正常

第四课 喂还是不喂？

第五课 关于异性的看法

第六课 有些东西可以“偷”

第七课 管理中的故事

第八课 孔子研究在国外

第九课 你会坐在哪里？

第十课 幸福婚姻的条件

第十一课 “大熊猫”的由来

第十二课 既遂还是未遂？

　　以上是教材分析与内部结构的探讨。综上所述，《走进中国》系列的短期

班教材比较全面地满足了教材编写上的针对性、实用性、科学性、趣味性以及

系统性的原则，并且它还充分地体现出短期班教材的特色。从结构层面来看，

简明清楚。课文方面生动活泼，题材广泛，以中国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为主要选

取内容，让学习者在学习汉语的同时，加强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下面基于这些

分析和探讨，提出一些教材使用上的建议。

4.6 使用上的建议

　　由于这系列教材是针对来华短期班留学生而编写的，因此如果把它使用在

日本非汉语专业的汉语课堂上，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或补充。当然实际上所需

要的调整并不多，在此主要提两点，第一点是关于汉字练习问题，基础篇与初

级篇中带有汉字练习的环节，然而日本学生在汉语学习上，拥有汉字的优势。

赵金铭先生认为，对于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如日本、韩国的学生来说，汉字

并不陌生，在汉字认读与书写方面可省却一些时间16。因此，我们可以把它跳过，

16　参见赵金铭（2009）《教学环境与汉语教材》世界汉语教学，第 23卷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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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时间用在其他的练习或活动上。第二点是补充日本地名问题。这些教材

是针对来华留学生编写的，所以里面所出现的地名以中国城市为主。学习者到

中国旅行或留学时，首先一定要自我介绍，而且聊聊日本各地情况的机会也一

定很多，不能不知道日本地名的中文怎么说。当然这方面也不需要太大的调整，

现在网络资源很丰富，我们上课时可以跟学生们一起查一查自己家乡的中文名

是什么？而且这也可以当作一种课堂活动。

　　另外，在本文的前半部分也提到过，这套系列教材的每册教学建议时间为

40到 60学时，这个教学建议学时和日本大学非汉语专业一学期的汉语课的课

时接近。通常来说，日本大学非汉语专业的汉语课每周有两三节，一学期（十五

周）就是 45到 67.5小时。因此理论上讲，一年至少可以上完一册，不会出现

容量和难度过大的问题。

　　教材的选择和使用方面，赵金铭先生认为，学习者所能付出的有效学习时

间决定着教材的容量 17。因此本文想再次强调，选用这系列短期班教材的好处

除了它的质量之外，还考虑到教学时间上的匹配问题。

　　当然使用这种中国大陆出版的教材对学习者来说有一定的挑战性，但学生

学完中国出版的纯汉语教材以后，说不定会有一种成就感。教材里不会出现任

何日语解释，虽然这个条件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经过适当的调整和补充之

后，一定会有利于激发学生们继续学习汉语的动机。

五、结语

　　不少学者指出日本汉语教材有待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也有人认为需要编

出精品教材。但到目前为止，还缺乏具体的改善方案或建议。在海外使用中国

大陆出版的教材方面，之前也有学者讨论过长期班教材的适用问题，但长期班

教材的容量和难度问题还是很难解决。因此本文在对《走进中国》系列短期班

教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把中国的汉语短期班教材用于日本大学非汉语专

业汉语课堂的设想和使用上的一些建议。虽然这个议题还有很多需要讨论的部

分，但本文认为中国短期班教材不管是在难度方面还是在容量方面，都较符合

日本大学的非汉语专业的汉语课堂，并且从教材编写的原则层面来看，这套教

17　参见赵金铭（2009）《教学环境与汉语教材》世界汉语教学，第 23卷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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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系列的质量相当不错，因此认为至少值得一试。

　　本文提出了一些使用建议，将来如果真的在日本非汉语专业汉语课堂中使

用这种短期班教材，在实际的课堂教学当中应该会存在目前意想不到的一些问

题，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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