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通论课程教学大纲

第一部分 大纲说明

一、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汉语通论》是国家开放大学教育学科教育学类小学教育专业（专科起点本科）一门专

业必修课。这门课程既讲授汉语的基础知识，也讲授与汉语应用有关的知识。《汉语通论》

要研究汉语的历史及其形成，研究现代汉语语音、文字、语汇、语义、语法的性质、特点等

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诸如汉语的规范化、汉字的整理、汉语教学、汉语的调查、汉语

修辞等有关汉语应用的问题。

通过各个教学环节，使学生对汉语特别是现代汉语的要素及构成有较清楚的认识，逐步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即对语言现象的“别同异，辨正误”的能力，并通过“别同异、

辨正误”能力的培养，最终使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有所增强。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1、语言学是一门形式科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对现代汉语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理解和分析语言问题，使学生在充分了解语言科学性质的基础

上，树立正确的认识观和方法论，为以后科学地认识语言，学习语言打下基础。

2、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要详细讲解作为母语的现代汉语的内部结

构，结构特点，使学生对现代汉语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增强学生使用现代汉语的能力，并能

将这种能力运用到日后的教学活动中去。

3、改变以往在语言学科的讲授中重视基本理论，轻视实际应用的做法，教材的编写上

注重汉语的应用。让学生在详细了解到汉语应用的种种问题后，促使学生将所学的基础理论

运用到实际中去，并在运用中进一步提高对现代汉语的学习和研究的能力。

三、教学要求的层次

1、了解汉语的形成历史，了解现代汉语的历史承继，理解现代汉语的特点。

2、理解现代汉语各个部分语音、文字、语汇、语义、语法的结构和特点，了解各个部

分内的问题，并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

3、了解与现代汉语应用相关的问题，理解汉语应用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原

则以及相关的背景知识。

上述三个教学要求的层次，规定了本课程考试的基本要求。教学中要求了解的内容，是

考试的基础部分；要求识记、理解的内容，是考试的主要部分；要求掌握的内容，是考试的

重要部分。考试的题型与教材中的练习题大致相仿。



四、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建议

1、本课程以远程教学形式进行教学，各教学点应以“自学和辅导”相结合的方式实施

教学，有条件的教学点可以适当地组织学生进行讨论。

2、本课程面授辅导应以讲授基础理论，讲授基本原理为主，重在帮助学生理清思路，

掌握学习的方法。

3、要求学生在学完主要教学内容之外，尽可能地学好教材中的拓展教学内容部分，这

对于学生提高自学的能力，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很有帮助。

4、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必须安排好实践教学环节。建议在面授辅导之外，

可以安排两次习题辅导课，由面授教师讲解习题中的难点。

五、与相关课程的衔接

在小学教育专业的教学计划中，《汉语通论》是一门基础课。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

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通论》又是一门工具课。学好这门课程，了解汉语的结构，

掌握汉语的知识，提高运用汉语的能力，可以说是学好一切其他课程的基础。

本课程为 4学分。

第二部分 媒体使用和教学过程建议

一、总体说明

1、根据远程开放教育的要求和开放大学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教材由文字教材和录像

教材组成。

2、文字教材由主要教学内容和拓展教学内容两部分组成。主要教学内容是课程的基本

内容，是教和学的主要依据；拓展教学内容是课程的延伸内容，是对主要内容的加深理解。

3、文字教材中配有大量的思考题和练习题，帮助学生对教学内容作进一步理解。并通

过适当的讲解，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

4、录像教材由主编文字教材的教师主讲，除了讲解文字教材中的主要教学内容外，还

要在学习方法和解题思路上作适当讲解。

二、教学内容各环节课时安排

教学内容 教学环节 课内学时 录象学时 习题学时

1 引 言 4

汉语基础
2 语 音 8 2

3 文 字 4 1



4 语 汇 8 2

5 语 义 12 2

6 语 法 16 4

汉语应用

7 汉语的规范化 4 2

8 汉语的调查 4 1

9 汉语修辞 4 1

10 古代诗文的阅读 4 1

11 辞书的查检 4 1

学时总数 72

三、教材说明

本教材从教育类学生知识构成的需要出发，立足于现代汉语学科的发展，立足于语言学

科操作性强的特点，遵行基础知识和实际运用并重的原则进行编写。文字教材按教学内容分

为两个教学单元，即“汉语基础”和“汉语应用”，分别为 52 课时和 20 课时。每个教学单

元都按照知识的内在联系分成若干章节，每个章节都包含对学习的建议及教材内容中重点知

识的提示，备有思考题或练习题，以便学生对学习难点的了解和掌握。文字教材中有主要教

学内容和拓展教学内容两部分，后者以不同的字体标示，有利于学生对教材内容的加深理解

和进一步提高。教材内容由两部分组成，将教学指导融合于文字主教材中，是本教材的主要

特色，目的在于方便学生自学。

第三部分 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

引言

（一）教学要求

1、了解汉语和现代汉语学科的构成

2、了解汉语发展的历史

3、理解学习汉语知识和汉语应用的意义

（二）内容要点

1、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

2、现代汉语的特点

3、现代汉语的现代化和汉语课程的学习

重点: 现代汉语的特点

难点:现代汉语发展的历史

http://hebei.ouchn.cn/mod/page/view.php?id=6267


第一章 语音

（一）教学要求

1、了解现代汉语语音的性质

2、理解现代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构成和特点

3、熟悉现代汉语的音节结构

（二）内容要点

1、现代汉语语音的性质及记音符号

2、现代汉语声母、韵母

3、现代汉语声调及古今声调的变异

4、现代汉语音节的分析

5、现代汉语的音变现象

重点：现代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构成和特点

难点：现代汉语音节的分析

第二章 文字

（一）教学要求

1、了解汉字的特点

2、了解汉字的形体及发展

3、理解并分析汉字的结构

（二）内容要点

1、汉字的特点

2、汉字的形体

3、汉字的构造

重点：汉字的形体

难点：汉字结构的分析



第三章 语汇

（一）教学要求

1、了解语素、词、词汇的类别

2、理解词的构造

3、了解词汇的构成部分

（二）内容要点

1、语素和词的辨析

2、词的构造

3、词汇的构成

4、固定词语

重点：词汇的构成

难点：词的构造

第四章 语义

（一）教学要求

1、了解词义的性质和词义的变化

2、了解词义的聚合，熟悉同义词的辨析方法

3、理解歧义现象产生的原因，熟悉分化的方法

（二）内容要点

1、词义的性质

2、词义的变化

3、同义词和反义词

4、现代汉语中的歧义现象

5、歧义短语的类别及分化

重点：同义词的辨析



难点：歧义短语的分化

第五章 语法

（一）教学要求

1、了解各级不同的语法单位

2、了解词的分类标准，熟悉不同词性的词的辨析

3、了解短语的构造及分类，熟悉不同类别短语的差异

4、了解句子的不同分类，对句子的理解因素有一定的了解

（二）内容要点

1、各类实词的语法特点与用法

2、各类虚词的语法特点于用法

3、短语的结构类别和功能类别

4、复杂短语的分析

5、与句法成分有关的问题

6、句型、句类和句式

7、复句的特点和复句的分析

重点：实词、虚词的辨析

复杂短语的分析

难点：句子成分和词类的关系

第六章 汉语的规范化

（一）教学要求

1、了解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意义

2、理解汉语规范化的标准

3、理解语音、汉字、词汇和语法规范化的内容

（二）内容要点



1、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标准和意义

2、现代汉语语音的规范化

3、正字法和简化字

4、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化

5、现代汉语语法的规范化

重点： 语音、词汇、语法规范化的内容

难点：汉字的规范化

第七章 汉语的调查

（一）教学要求

1、了解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布

2、了解汉语方言的调查方法

3、理解田野调查的重要意义

（二）内容要点

1、语言研究中田野调查的方法及意义

2、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布和一般的调查方法

3、田野调查的其他运用场合

重点：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布

难点：调查方言运用的方法

第八章 汉语修辞

（一）教学要求

1、了解修辞与语法、逻辑的关系

2、了解不同语体的风格

3、了解常用修辞格的特点，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方式

（二）内容要点



1、修辞学的对象、任务及修辞与语法、逻辑的关系

2、语体风格

3、常用修辞格的运用

重点：语体风格

难点：常用修辞格的辨析和运用

第九章 古代诗文阅读

（一）教学要求

1、初步解决古代诗文阅读中字、词、句、篇带来的问题

2、初步了解古今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中的异同

3、了解古代汉语常用词汇的意义，熟悉古代汉语常用句式的用法

（二）内容要点

1、古代诗文中一些字的读音

2、古代诗文中常用字的意义

3、古代诗文中的常用句式

重点：古代诗文中常用字的意义

难点：古代诗文中的常用句式

第十章 辞书的查检

（一）教学要求

1、了解汉语辞书的编纂方法

2、熟悉汉语辞书的种类

3、熟悉汉语辞书的查检方法

（二）内容要点

1、字典和词典的分别

2、比较通行的字典和词典



3、字典词典的查检方法

重点：通行字典和词典的熟悉

难点：字典和词典的查检方法

附：教材编写人员及编写分工

齐沪扬：主编，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陈昌来：副主编，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

任 鹰：国家开放大学教授，博士

朱 敏：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在读博士研究生

姚占龙：延边大学副教授，在读博士研究生

引言 4 齐沪扬

汉语基础

第一章 语音 8 朱 敏

第二章 文字 4 陈昌来

第三章 语汇 8 任 鹰

第四章 语义 12 陈昌来

第五章 语法 16 齐沪扬

汉语应用

第六章 汉语的规范化 4 齐沪扬

第七章 汉语的调查 4 姚占龙

第八章 汉语修辞 4 姚占龙

第九章 古代诗文阅读 4 陈昌来

第十章 辞书的查检 4 陈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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