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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learn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Thailand. Because of not 

all of the school has Chinese lesson, there is no proper control from the Thai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ny textbooks are being used in the schools but no standards have 

been formulated. Teaching Chinese well in Thailand needs not only good teachers, 

but also good textbooks which suit the Thai students.  

This thesis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ree primary Chinese textbooks, Chinese 

Communication, Chinese Communication (practical usage), rudiments of Chinese 

language in vocational college in Thailand. The comparison focuses on the content,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vocabulary, grammar, exercise design and Chinese 

culture to find out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 of each textbook. Questionnaires are 

used for Thai students to know their need of textbooks and expectation of Chinese 

learn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textbook complication in 

Thailand and to offer some suggestions in writing and redacting Chinese textbooks in 

Thailand so that better Chinese textbooks will be compiled for the users in Thailand. 

 

Keywords: Teaching Chinese Integrated Textbooks,  Comparative Study,  Styles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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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统职业学院初级汉语教材对比研究——以《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 、《汉语入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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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教学中，教材建设很重要。教材的质量影响初级阶段学生学习汉语

的积极性。随着“汉语热”在泰国的蓬勃发展，汉语的教学在泰国发展十分迅

速。由于并不是所有学校都开设汉语课，泰国教育部对于汉语教学也没有统一

规划和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本文以泰国职业学校使用的具有代表性的初级汉

语教材：《交际汉语》、《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和《汉语入门》为例，

进行教材对比研究。从课文、生词、语法、练习、汉字、文化等方面，总结它

们的优点和不足。另外也对泰国学生和汉语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了他们

对汉语教材的需求和对教材内容的评价，希望为泰国汉语教材的编写提供一定的参

考，促进泰国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 

 在三本教材的课文对比分析中，本文将会通过或对比《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和《汉语入门》的题材，题材以及编排形式，

分析三套教材在课文编写方面的异同点。在教材生词部分，本文将会对三套教

材的生词数量，生词等级和生词的注释进行比较分析。关于语法点的对比分析

部分，本文将从语法点的数量和语法点的编排方式两个方面分析三套教材语法

部分的不同。有关习题的分析对比，本文将从习题量和题型两个方面对教材进

行比较。 

 总而言之，本文将对分析的结果及教材各自特点提出编写建议，并结合

问卷调查的结果和实践说明建议的合理性。希望能够对今后教材的编写提供一

定的帮助，让更多的泰国学生喜欢上学习汉语。 

 

关键词: 汉语教材  对比研究  职业学校课文  生词  语法  练习  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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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1.研究目的和意义 
汉语教学在泰国已经有超过三百年的历史了。泰国的汉语教学与推广自从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就进入了繁荣时期。因为学习汉语的热度在国际上面得到了迅

速的提升，以及 近这么多年来汉语学习以及教学方面的事业又有很大的发展前

景，所以，汉语学习所要用到的教材的各种类型以及范畴都有了很大范围的一些

提高。李泉先生（2004）以前说过：“教材方面的开发在学科的开发当中以及教

学的实践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泰国学生的汉语学习需求，逐渐出

现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了学习目标向着实用，交际性强发展。随着学习主体

的不断多元化和低龄化，汉语学习的内容也变得逐渐简单和有趣味性。汉语学习

的方式也变得更加多种多样。泰国的职业学校学生和普通高中学生的课程设计有

所不同。教材编写者能够写出比较实用的，汉语教材，针对不同学生的认知方式

和心理特征进行教材设计，是现在汉语教学领域的重要问题。笔者是一名在泰国

工作的本土汉语教师，感触很深。当今泰国众多学校采用的汉语教材中有很多问

题。比如说：没有让学生进行大量的口语训练，对学生发音的刺激不够；只是进

行书面作业，听说作业欠缺。教材设计的词汇进度没有系统性；拼音的处理也有

可商榷之处等问题。众所周知，教材当中存在缺陷是非常容易限制老师汉语课堂

教学的发挥的。这也无疑让泰国学生的汉语学习难度增加不小。长久以来，是不

利于保持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的。 

汉语的课是不是成功的，这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由教授汉语的老师采用了什

么样的教材来决定的，毕竟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对于一堂课的教学效果以及质量是

有径直的影响的。一本好的汉语教材对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有着深远和深刻的影

响。由于，缺乏融合以及较成体系的教学上的纲领以及教材方面的统一的要求，

因此，在泰国中的一部分学校当中，和汉语相关的一些课程的对教材要进行挑选，

这种选择有很大一部分的随意性。基本上是教授汉语的老师来选择以及一所学校

当中的校长来进行 终决定的。然而这些被学校选择的教材对于泰国的一些在校

学生来说是否适合，这仍是一个要继续探究的问题。所以，本文欲将佛统职业学

校所使用的《交际汉语》、《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和《汉语入门》这三部

泰国国家的职业型的学校所使用的，较为典型的，处于初级的一个阶段的有关汉

语的教材来进行一定的对比和分析。希望可以通过对三本教材当中每个方面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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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一些优缺点来进行总结，通过找出三者在生单词、语法以及文化等诸多角度

的不一样，来为和汉语相关的初级类型的教材编写者提供改进和完善的应用建议；

对在泰国工作的教育者，针对不同学校，不同学生，合理选择高质量、实用性强

的教材；正确处理教材，起到一些帮助。 

 

2.研究对象与研究资料来源 

此文的研究的对象之一是，三套和关汉语相关教材；二则是和三套教材有关

的问卷调查。 

三本应用在泰国佛统府职业学院的初级对外汉语教材为《交际汉语》、《交际

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和《汉语入门》。 

《交际汉语》是 2013 年教育部针对泰国职业学校课程大纲设计的教材，共

十课。《交际汉语》一书的编写目的：让学生通过系统学习与练习，能够拥有基

本的和汉语联系密切的普通话的听说读写上的能力。可以了解一些较为基本的中

国文化。培养学生用汉语进行口语交际的能力。 

  

图 1《交际汉语》教材封面 

 

《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共七课，是由泰国人编写，2006 年通过泰国

朱拉隆功大学亚洲文化研究院的汉语研究中心的研究，配有 CD，包含教案，大

纲，录音，练习，答案，内容由易到难。包含注释，用法，成语，文化的介绍。

本书主要提供学习的学生来做一些听说读写上的综合性的练习，把培养学生的读

写方面的能力作为主要的内容。同时为进一步的学习口语表达课奠定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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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教材封面 

 

《汉语入门》共七课，是一套大量采用泰语注释与翻译的语言教材。在每一

课课文的后面有介绍中华文化内容的阅读课文。本书主要用于培养学生的中文听

说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本书的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来对此书中关于汉语的地方

进行一定的学习和练习，以便可以更加的深入的学习汉语以及更好地来理解一些

中国的文化。 

 

图 3《汉语入门》教材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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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汉语》以及《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以及《汉语入门》在运用

上的情况的一些调查问卷的呈现基本上是以这三本以汉语为基础的教材在泰国

学校当中的运用的情况为主要内容的。佛统职业学校隶属于泰国教育部职教教育

委员会。全校学生一共 744 人，共 20 个班。下设专业有 10 个，其中包括会计专

业、酒店管理、烹饪、平面设计专业、电子商务专业、手工艺专业、美术专业、

秘书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和零售商业管理专业。每周，每个班汉语课有两节。目

前所使用的汉语教材为《交际汉语》。这个学校的一些必修的课程当中有关于中

文的一些课程。进入调查的一些学生差不多都是佛统职业这个学校当中的中专在

读的一些学生。加入调查的这些老师有中国籍的汉语方面的老师一个人以及泰国

籍的汉语方面的老师有七个人。问卷研究了佛统职业学校的学生对三本教材的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评价和需求。发给学生的问卷一共有 96 份，收回来

的有 90 份（有 6份不能用）；发给老师的问卷一共有 8份，收回来的有 8份，全

部收回。 

 

3.研究方法 

文献方法——第一，先收集、理清、探究每一种当前有的并且和汉语的教材

的编写有关系的一些文献。第二，以论文的题目为基础，进行相关的一些期刊论

文、硕士的学位论文和一些著作的查找。然后阅读，把文献当中和此论文有关联

的一些内容找出来；结合研究的三部汉语教材， 后整理分析，得出结论。 

对比分析方法——也称为比较分析方法，此文把教材方面的设计以及在其编

排上作为着手点，以生词、课文以及语法等此类为基础对这三部教材来进行一种

比较全面的，且具有数据性的探究和分析。概括出来这三本教材当中有的好的和

不好的地方。希望可以提出一些比较好的建议来促进关于汉语的教材的制定。 

访谈方法和问卷调查的方法——运用了问卷的调查的方式方法，得到老师以

及学生对于这三本教材的一些态度等方面的一些内容以及信息。 

数据统计方法——从对调查问卷和对这三套教材来进行的一个总体上的分

析可以得出一些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来进行一定的统计，更加一步的探究这三

者在制定过程当中的长处以及有待提高的地方，能够呈现出一些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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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相关研究综述 

现在，有关汉语的教学则是发展的欣欣向荣，进行汉语学习的教材的类型以

及范畴增长迅速。李泉先生（2004）以前说过：“教材上的开发在学科的开发当

中以及教学的实践当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一种地位。关于汉语的课是不是成功的，

这基本上是由进行汉语讲授的老师采用了什么样的关于汉语的教材来决定的，毕

竟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对于一堂课的教学效果以及质量是有直接方面的影响的。因

此，汉语方面的教材的制定一直都是非常的被重视的。”汉语初级教材是学生汉

语学习的入门教材，并且对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有深远的影响，对于老师角度和

学生角度的教的过程和学的过程的一些质量和效果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对于各

个不同的国家的这些学生，关于汉语的教材的类型也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探究的

发展变得很快。关于汉语的教材的探究基本上是两个比较大的方向：其一乃是对

于汉语教材的一个专项的探究、其二是教材和教材之间的一种比较性的探究。这

里面，汉语方面的教材的专门的这种探究是多一些的。其基本上是由五个部分来

组成的：第一是教材上的制定的较为理论性的一种探究，第二是教材当中的课文

的制定与开发、以及教材的词汇方面的制定与编辑、还有教材的语法方面的的制

定与编辑以及在教材的练习上的一种制定。 

关于汉语教材编写上，一些学者提出了他们的看法。首先在关于课文的制定，

有一些学者认为在教材当中一定要有一部分的能够进行背诵的一些材料。胡明扬

认为：“汉语教师完全靠自己编写教材是非常困难也是不可取的。在课文题材的

选择上，应搜集各种可以用作课文底本的文字材料。” 李绍林在《〈等级大纲〉

与汉语教材生词的确定》认为：教材编选生词时应该重视重现率的情况。刘珣觉

得：“课文要把对于中国的文化的介绍以及现在的社会的生活作为主要的部分。

教材中课文的趣味性是非常重要的。在教材的词汇编写方面，生词的重现率很重

要。这一点和李绍林一致。在语法的制定编辑方面，吕文华说到“按照语法其自

身有的不一样的难易程度，依据结构、语义和用法来进行难易的区分，然后在此

基础之上，和语法方面的项目来进行顺序的一个排列”。对于教材的练习和编写

这方面，李绍林先生（2003）在《对外汉语教材练习编写的思考》这篇文章当中

说到“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目标需要保持相同”；“在练习的内容上一定要把泛

化以及分化这两个角度都照顾到”。杨翼先生（2010）则认为汉语方面的教材中

的练习题的制定既要有数量也要有质量。他详细的说明了怎么样来测试练习题的

各种有效性，他呈现出来了非常多的理论方面的一路来制定练习题。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泰国的汉语教材研究开始。教材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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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的种类也随之增加，汉语方面的教材的数量也得到了很大的增加， 初只有

几十种教材，而如今则有了一千多种的教材。学习者拥有的目的以及兴趣等需求

都有所不同，所以对应的这些教材也就都不相同，教材所具有的理论性则变得愈

加的强。因为教授汉语的老师的教学方面的经验越来越多，因此对于教材上的一

些教学的实践和理论也就紧密的进行结合了。但是，针对泰国汉语教材的研究还

是相对较少。王宇轩先生(2009)探究了泰国的中小学现在运用的有关汉语的教材

《体验汉语》，对于教材的词汇、汉字、文化和练习等方面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

然后再和笔者现在有的实际的经验进行一定的结合来进行讨论。对于《体验汉语》

这本书进行了深层次的调查以及评估，说明了这本教材所存在的一些优点以及有

待改善的部分。张瑰舰(2006)则对《汉语教程》以及《新实用汉语课本》这两本

教材作了对比分析。对于汉语方面的教材的制定的理论以及练习等等这些方面来

仔细的对比和分析。张瑰舰用问卷调查了运用这两本教材的教授汉语的老师以及

学习这本教材的学生对于这本教材的一些态度以及看法。他还概括出了这两本和

汉语相关的教材的优缺点，为后来者提供借鉴。周蕾(2009)则探究了不一样类型

的两本关于汉语精读课所运用的教材。也就是《汉语教程》（国内引进的通用性

教材）以及《基础汉语》（泰国教师编著的国别性教材），对教材编写理论依据、

课文、练习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并提出建议。孙静雅(2009)以前选用泰国的乌

汉府的中学运用的一种中国人自己编定的，专门提供给泰国的学生们的进行汉语

学习的教材。其从这本教材概括出了专门为泰国的学习者编写制定的有关汉语的

教材的一些规律。通过问卷调查，结合调查结果,对汉语教材做了分析总结。徐

静(2009)则就探究出了五套针对于泰国的中学生所制定的和汉语相关的教材。她

对于教材当中的中国知识文化内容进行了较为整体的一种分析。同时，她也说明

了这五套关于汉语的教材在中国的知识文化等的内容的编写排版上的一些相同

之处以及一些特征。之后，她用问卷调查泰国中学生的满意度，对教材所所编选

的中国知识文化内容提出评价与建议。冯芳(2009)研究目前通行的汉语教材，对

比教学对象、内容、方法等的异同。冯芳对泰国的一些学生进行了问卷上的调查。

探究这些学生对于和汉语相关的教材的需要以及教材的内容和教学的方法等的

一些期望。陈美英(2010)探究了六套泰国的高校所使用的初级的有关汉语的综合

性的教材，想要探究出在一些语法的内容上，每一套教材所具有的优缺点。 

关于泰国汉语教材的使用情况，根据教材的来源，现在泰国运用的和汉语相

关的教材能够分成三大种。第一种则是从中国的大陆选取的和汉语相关的一些教

材，例如《汉语教程》、《体验汉语》。其他教材，如：刘珣 2002 年主编《新实用

汊语课本》可以在学校使用，且能在书店买到。此外吴小洲 2001 年等主编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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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汉语》和吴叔平 2008 年主编《说汉语》以及刘富华 2008 年等编著《汉语乐

园》。还有李晓琪 2009 年等主编《快乐汉语》等。此外还有中国与泰国进行合作，

以及中国进行编写与出版的教材。例如徐霄鹰、周小兵 2006 年主编的《泰国人

学汉语》等。第二种则是从中国的台湾省选择的和汉语相联系的一些教材，这些

教材基本上是由台湾的“侨务委员会”送给每一个华校来运用的。比方说：2005

年的《华语课本》等。2009 年的《现代华语——泰国版》是正式在泰国推广并

且比较有针对性汉语教材。第三种是泰国本土教材，也就是泰国自己出版的一些

关于汉语的教材。既有泰国的本土的汉语教学的老师以及在泰国教学的中国的老

师编写的，也有受邀的一些中国的专家在泰国进行编定的教材。例如 1997 年谭

国安编的《汉语五百字》、2008 年的《汉语入门》；李滋珉在 2007 年编写的《汉

语高速路》；任景文在 2001 年编写的《初级汉语》等。 

在泰国研究汉语教材的文献里面，多数为硕士研究生的论文，这里面有教材

和教材之间的整体性的对比和分析。探究给泰国汉语教材的编写与改进提供了许

多宝贵的意见。张珑舰《〈汉语教程〉与〈新实用汉语课本〉比较研究》、周扬关

于《博雅汉语》和《发展汉语》初级的阶段的一个比较型的探究。主要的是有林

升奎《中韩汉语教学大纲对比研究》、徐蔚《美国两部汉语教材的对比分析——

〈中文天地〉和〈新实用汉语课本〉》，还有崔晓玉在 2010 年的时候对于两本针

对于韩国的学生们的教材《汉语会话 301 句》以及《JRC 快乐汉语》进行的中国

和外国的在汉语上的教材的一种对比以及探究。孙娴做的教材专项对比研究是

《初级阶段对外汉语教材习题设置的考察与思考》的论文。探究当中对于六本汉

语方面的教材当中的习题来综合的分析。比较两套不同教材的课文、生词、语法

以及词汇四个方面，并提出各个方面的建议是以上文献的特点。 

以上文献的总数主要是描述泰国汉语教学情况，泰国汉语教材使用情况以及

关于汉语的教材的一些制定的情况。经过探究，对泰国的教材进行总的分析，提

出不同版本的的问题。同时也指出了现在泰国在教材、师资等方面存在的优点与

不足。可以看出，以往研究的汉语教材使用对象局限于泰国普通高中学生课本。

针对泰国职业学校学生的汉语教材分析并不多，并且对于三本教材的分项对比研

究，结合使用调查问卷的研究也比较少。本研究希望取长补短，研究泰国职业学

校使用的三本教材《交际汉语》、《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汉语入门》，并

从课文，生词，语法，练习，汉字书写等方面进行对比，并对泰国佛统职业学校

的学生和汉语老师进行教材使用的问卷调查，结合调查结果分别提出编写建议，

希望为今后的教材编写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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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三套教材对比分析 
 

第一节 课文 

 

在编写目的上，《交际汉语》、《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汉语入门》大

致。即为：让学生们具有四种基本的能力，也就是听说读写的能力。使学生们学

会汉语方面的交流的一些能力。这三本和汉语相关的教材在很多方面又有着不同

的特色。本研究欲将《交际汉语》、《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汉语入门》

的语法、课文、汉字，文化以及练习等等这些来进行一定的对比和分析。对以上

的这些方面进行分析对比研究，来反映和了解汉语学习者和教师的难点。学习者

理解和接受什么样的汉语学习方式，教师如何使用起来更加方便。通过对汉语学

习者和教师的调查，以及对比研究，意图总结三本教材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发现

学习者和教师的对于教材上的需要，能够为泰国的职业学校的和汉语相关的教材

的制定以及运用呈现出一些的参考。 

 

图 4《交际汉语》教材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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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教材前言 

图 6《汉语入门》教材前言 

 

课文就是教材的正文。课文是教材的主题，是 精华的部分，内容十分重要。

是学习汉语的人所要明白的 重要的内容。赵金铭曾经说过课文乃是教材当中非

常重要的一部分，学习者喜不喜欢这本教材的，和这本教材中的课文的内容上以

及语言上有着很大关系。1杨寄洲认为课文要每一个字的来进行推敲琢磨。2要是

课文无法经受推敲，那这就是要影响教材的整个的质量的。初级的学生要求课文

内容生动有趣并且难易适中。有些研究者认为，很多课本课文内容对话枯燥无聊，

一问一答像是审讯犯人，不像是常人的沟通交流。只是想和语法或功能靠边，与

现实生活脱节。从编写目的上看，《汉语入门》，《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和

                                                        
[1]赵金铭.论对外汉语教材评估[J].《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3 期,1998. 

[2]杨寄洲.《编写初级汉语教材的几个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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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汉语》三套教材主要针对泰国汉语零起点的学生，了解中国的知识和文化，

学习汉语的发音、文字、词语、句子等等，培养学习汉语的兴趣。 

 

1.实用性 

近些年以来，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与重点很多放在了汉语教材的实际运用上

面。而教材拥有的实用性则包含了两个方面：即内容以及教学的方式方法。第一，

编写者应该提供学生所需的，且常用的教材内容。有一些专家学者曾经说过：有

一部分的书中被问答式的这种对话充满了，内容无聊，知识想要把语法以及功能

联系起来，却没有很好的和现实中的生活相联系。然而，只有拥有实用性的那些

汉语方面的教材，才可以唤起学习者的学习上的一种积极性。如果想要课文的内

容上拥有这种实用性，首先要把学习者的这种实际上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对教材

拥有的内容进行选择，使学生能够把理论和实际进行结合。这三本汉语教材主要

的教学的对象则是泰国的职业学校的这些学生，大部分还是汉语初学者。若使学

生能够将所学的汉语知识及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对教材的要求主要是与日常生

活紧密联系。 

 

表 1 三本教材各种体裁所占全书的比例统计表（%） 

 
《交际汉

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会话 80% 100% 100% 

记叙文 20% / / 

应用文 / / / 

议论文 / / / 

散文 / / / 

寓言 / / / 

童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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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三本教材课文题材统计表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第一课 中国概况 汉语语音入门（一） 我很好，你呢？ 

第二课 你好 汉语语音入门（二） 先生，这种女鞋有没有红色的 

第三课 自我介绍和介绍

朋友 

你好 你的汉语太好了 

第四课 职业 今天你忙什么 认识您，我很高兴 

第五课 家庭 这是什么 这儿的菜真不错，又便宜又好吃

第六课 现在几点了 你去哪儿 请问这儿有红毛丹吗 

第七课 明天是我的生日 你家有几口人 下个月十六号是我爸爸的生日 

第八课 假日你要做什么 汉语难吗  

第九课 我喜欢学中文 你吃什么  

第十课 这是我教室 您贵姓  

 

 

图 7《交际汉语》教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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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教材目录 

 

 

 

 

 

 

 

 

 

 

 

 

图 9《汉语入门》教材目录 

 

在三套教材所选用的课文体裁和题材中，编写者选择的课文内容尽量贴近生

活。课文从学生周围的人和事出发。从校园生活和日常交际为主，由浅入深地扩

展。会话成为主要的体裁，一问一答的课文形式。《交际汉语》的题材从打招呼

到自我介绍，从家庭到学习的场所学校，然后再到和学习者有关的生活的现实。

课文的整体的编排是由简到繁，是互相之间紧紧相连的，非常符合生活实际。《交

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从拼音入门开始，题材围绕打招呼，询问，涉及到日

常用语，但是课文的设置有一定的局限性，全部都是会话形式，题材相对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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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汉语入门》的课文设置从问好到点餐，买东西等

等，内容较丰富，形式全部是会话。对于课文内容的形式来说，《交际汉语第一

册》（实用篇）和《汉语入门》比较单调。 

课文在内容上的实用性则是要求课文的语言来源于现实的生活当中，具有真

实性。课文内容应该尽量提供真实的语言环境，为学生实现生活中的交际活动提

供条件。语言教学贴近真实的交际情况，就能反映真实的人物情感和关系。总体

来看，《交际汉语》一书结合了职业学校学生的接受能力。课文的语言环境在校

园里，家庭中等。这些地点与学生们的平时的生活密切相关。课文当中的这些语

言非常的真实，符合生活实际。《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的课文主要编排在

简单问询上，对于职业学生来说，课文内容较为初级，过于简单，实用性有待加

强。《汉语入门》的课文内容与实际生活联系较为紧密，语言较真实语境来说，

比较真实的反映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 

  

2.趣味性 

教材课文的内容和形式生动有趣就是趣味性。教材的趣味性至关重要。学习

第二语言本来是一件十分枯燥的事情，汉语的学习难度又比较大。如果学习者在

汉语学习的过程中感到了枯燥，教材的内容就需要编写者仔细的推敲以及思索了。

教材的内容要能够和学习者已有的知识的水平、心理的认知以及发展的水平相适

应。另外，对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愿望等需求也要加以考虑。因此，对于教

材之中的内容来说，要和学生的现实情况相联系，在语言材料上的选择要具有时

代性，使其能够促进学生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趣味性，既是评价一篇课文的价值的重要的指标之一，也是在难度上 大的

目标当中的一个。课文当中的“趣味性”普遍比较的低，乃是关于汉语的教材制

定的过程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有待解决。佟秉正先生则认为制定

编辑教材当中对于课文以及会话方面进行的构思是 为困难的。其不仅要求一篇

课文中的语言要非常的标准和正确，而且在内容上也要非常的有趣和能够经得起

仔细的品读。
3
人人都重视教材当中的趣味性,然而这种有趣并不是随便就能有的，

这是必须要努力的去进行创造的。要是制定教材的人可以把教材内容之中的趣味

性与实用性有机的进行融合，再采用灵活多样的语言、吸人眼球的情节以及活灵

活现的人物的形象来获得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们能够对教材方面的内容有一定

的兴趣，这样一来，在教学上的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3]佟秉正，《汉语初级教材的编写问题》，世界汉语教学，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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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本教材相关题课文内容对比 

《交际汉语》 

“我喜欢学中文”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难吗” 

 《汉语入门》 

 “你的汉语太好了” 

       王明和刘丹是朋友，他

们一起学中文，洪老师使他们的

中文老师。洪老师是中国人，洪

老师既是他们的老师，又是他们

的好朋友。他们班还有外国学

生，叫 MǎLì，她学英文和中文。

王明，刘丹和 MǎLì一起去学中

文，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喜

欢学中文。星期六放假，他们去

MǎLì的宿舍。他们在宿舍做饭，

做作业，看书，喝茶。之后，他

们去图书馆还书和借书。他们喜

欢放假，因为可以一起快乐地学

中文。 

A：你上哪儿去？ 

B：我去学校上课。 

A：你今天上几门课？ 

B：两门：会计和英语。 

A：你学习汉语？我也想学

汉语。 

B：你也想学汉语啊？ 

A：是啊，汉语难吗？ 

B：发音不太难，汉字很难。

A：你的汉语老师会说泰语

吗？ 

B：他会说泰语，他的泰语

很好。 

 

美兰：你的汉语太好了！

立宏：不敢当。 

美兰：汉语发音难不难？

立宏：发音不太难，可是

汉字很难。 

美兰：我要学习汉语，你

可不可以教我？ 

立宏：因为我的汉语语法

不够好，所以我要请一位

汉语老师来教你，好吗？

美兰：好的，谢谢你。 

立宏：不谢。 

 

 

表 4 不同题材课文在三本教材中所占比例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拼音基础 10% 20% 5% 

日常生活 40% 40% 60% 

教育学习 10% 20% 15% 

中国文化 10% 6% 10% 

地理旅游 10% 4% 0 

社会问题 / 0 0 

家庭朋友 20% 10% 5% 

人生哲理 / 0 0 

童话故事 / 0 5% 

爱情婚姻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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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表 3和表 4的分析研究《汉语入门》总体来看，在课后增加了中国文

化内容的介绍，对于吸引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较有帮助。课文的语言比较鲜活。

《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的课文语言略显呆板僵硬，不够灵活。学习人员

在学习当中不能够留下较为深刻的一种印象；而课文当中的内容对于中国人现在

的事实上的生活的水平介绍的也不够详细，人物应有的那种形象不是很鲜明。《交

际汉语》当中的课文，在题材选取方面包含的范畴还是非常广泛的，文体的形式

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可以把教学的目标用不一样的形式来呈现出来，以此来激

发出学生在学习上的积极性，这与青少年现阶段的心理方面的认知的特征也非常

符合，很好的呈现出了教材内容当中的有趣性。 

总体来看，《交际汉语》和《汉语入门》在体现教材的趣味性上要比《交际

汉语第一册》（实用篇）更好一些，总的来说在课文的语言中更加生动活泼了，

在实际生活上也是生活气息浓厚。教材的制定编辑人员应该更加努力的制定出来

更高的质量的多种类的课本。能够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可以在进行学习时爱上这本

书。这需要在课文的语言表达多一些灵气和趣点。如果想在汉语教材趣味性方面

上有所进步，这需要更多汉语教材编写者不懈的探索与努力。编写者应该依据趣

味性原则，让课文的内容更加符合中国的文化，同时也能体现中泰两国的文化的

不同。在内容上，编写者能够在课文当中适当的加入一些泰汉以及英汉的注解或

者是翻译，这则是很好的一种方法，可以使学生们能够深入的了解课文的内容。 

 

3.针对性 

汉语教材如果想要有针对性，就要分析学习对象的学习背景和条件。有效的

汉语教学必要对学习对象的各种客观因素进行分析。例如学习者的年纪、国籍、

认知水平、心理素质、文化背景等等一系列条件。研究者需要仔细分析研究、再

进行总的概括。对于教材进行编写要以很多个体性的自然方面的条件为基础，获

得这个集体当中差不多能够和实际的情况相一致的共性。要是能够这样来对教材，

进行制定与编辑，就可以详细地明白学生在学习汉语方面的重点以及难点。教授

汉语内容的老师就可以主动的对语言上的因素和文化上的背景方面存在的一些

不同进行分析和对比。这可以使学习当中的负迁移产生的影响得到降低。现在，

和汉语联系密切的教材的制定与编辑的方向是依据民族来进行制定与编辑的。 

在针对性上所包含的原则还要能够留意到不一样的学习的对象所拥有的不

一样的学习的目的。学生具有的学习上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学生们看重

的地方也是都不一样的。针对性这一要求还要能够留意到学生们的不同的学习时

间上的特征。其和教材之中的内容的多少有着很重要的联系。比方说，长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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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和短时间的班级所采用的教材是各不相同的，采用的主体不同，所以针对性

也就不同。 

针对性这一原则对于教材的制定与编辑是非常的重要的，其和教材的每一个

方面都紧密相联。在课文的内容方面,应该合理的呈现出来汉语和学习人员的母

语之间存在的不一样。 

《交际汉语》是 2013 年教育部针对泰国职业学校课程大纲设计的教材，共

十课。《交际汉语》艺术的编写目的是通过让学生系统学习和训练，初步具备普

通话听、说、读、写的能力。书中的练习形式多样，内容比较充实实用。《交际

汉语》有利于学生来初步的理解中国的文化，使学生能够用汉语来进行基本的一

些交流。《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共七课，是由泰国人编写，2006 年通过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文化研究院的汉语研究中心的研究，配有 CD，包含教案，

大纲，录音，练习，答案，内容由易到难。包含注释，用法，成语，文化的介绍。

《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包括语音、词汇、句型、语法点的教学。此书以

训练学生的读写能力为主。并为学习汉语口语打下基础。《汉语入门》共七课，

是一套大量采用泰语注释与翻译的教材。《汉语入门》这本书的教学的目的是让

学生进行汉语的学习以及练习，为进一步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打基础。《汉

语入门》的课文后面的每一章节都会有介绍中华文化内容的阅读课文。每课内容

包括了句型、对话、练习等等。此书主要用于训练学生的汉语口头交际的能力。 

我们可以看出，教材编写者在汉语教材课文编写上，基本可以根据学习者的

年龄，国籍和文化背景等因素的不同进行教材课文内容的编排。《交际汉语》教

材的针对性强于《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和《汉语入门》。然而这本教材当

中的现有的针对性应该加强和改善，能够更加深入的调动学生在学习上的积极性。

教材的制定与编辑的人员可以对目的语和母语两者之间的语言以及文化来进行

进一步的对比和分析。致力于写出针对性更强的汉语教材。 

 

第二节 生词 

 

单词乃是组成语言的重要的部分，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汉语的教学当中，

单词的重要地位体现在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与此同时，汉语教学中的词汇教

学始终都是汉语教学的重难点。1999 年胡明扬先生曾说：“要是一个人掌握了一

门语言，那他可能没有学会语法，但是他一定学会了单词。”
4
所以，和汉语相关

                                                        
[4]胡明扬.对外汉语教学基础教材的编写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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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的制定人员通常都是费尽心思，仔细推敲课文当中出现的单词方面的编辑

制定，想要能够达到一个 佳的一种教学的效果。即便制定人员在单词量的编辑

以及调节上面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不太好的地方。单词方

面的编辑第一是不可以超出大纲要求的。“超纲的词汇”应当尽可能的缩小在一

定的范围当中。大量的单词应该是不应该超出大纲要求的，这是对单词进行制定

的基础。第二，单词和短语要能够重复的出现率以及覆盖的范围要广。每一节课

的新的单词的数量应在一定的范畴当中， 好是能够平均的分配在每节课当中。 

 

1.生词量 

汉语教材中生词总量和每课的生词量编排应该根据科学的理论。在对教材进

行制定与编辑当中要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也要体现在对于单词的制

定与编辑中。而较为初级的汉语方面的那三套教材就要更加的能够体现科学性。

苏新春先生则说到：“对于教学上的具有基础性的这个阶段来说，教学的目的要

具有确切的依据，而且单词方面的量化的可靠性变得愈加的重要。”
5
 

  

表 5 三本教材的每课生词量统计表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 《汉语入门》 

第一课 0 0 26 

第二课 10 0 38 

第三课 12 12 23 

第四课 10 16 14 

第五课 5 15 19 

第六课 22 16 17 

第七课 21 20 40 

第八课 16 17 / 

第九课 18 18 / 

第十课 18 15 / 

 

 

 

                                                        
[5]苏新春.对外汉语词汇大纲与两种教材词汇状况的对比研究[D].语言文字应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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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三套教材的生词量指标统计表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专有名词 0 5 7 

补充生词 0 0 16 

生词总数 132 134 200 

一课生词 少 5 12 14 

一课生词 多 22 20 40 

多 少之差  17 8 26 

每课平均值  15 17 26 

 

表 7 三本教材的生词难度统计表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HSK1 82% 87% 85% 

HSK2 13% 9% 9% 

HSK3 5% 4% 6% 

HSK4 / / / 

HSK5 / / / 

注释：百分比数据为本书生词所占 HSK 单词相应等级的数量，占总单词数的百分比。 

 

通过分析表 5 和表 6 可以看出，《汉语入门》，《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

和《交际汉语》这三套教材的生词数量编写的情况，有所不同。在生词总数，每

课生词平均数和专有名词数量上，《汉语入门》比另外两本教材多，难度也较大。

该书的生词设置对于初级阶段的学习者来说，比较不恰当。《交际汉语》的生词

总数和《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基本相同，《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

的一课生词的 少和 多之差是三本教材中 小的，其生词的出现频率较为稳定。

《交际汉语》的书中并未出现专有名词，其生词的难度设置较为合理。生词量不

能太多，太多的话会使学生学习压力增大，从而降低学习汉语的兴趣。同时如果

生词太少，也使学生在学习上的积极性降低。因此，新的单词要遵循适量的原则，

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通过表 7 我们可以看出，在三本教材当中出现的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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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汉语水平考试难度划分，有所不同。《交际汉语》、《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

篇）和《汉语入门》当中的生词 HSK-1 水平生词所占比例较大，其中《交际汉语

第一册》（实用篇）所占比例 大，为 87%。《汉语入门》当中出现的生词难度在

HSK-3 水平生词数比例 大，为 6%。在生词难度设置上，《汉语入门》的生词难

度 大，《交际汉语》和《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的难度比较适中。 

 

2.生词的针对性和泰文译注 

此文会从对词性进行标注以及泰文进行的注释这两个角度来对《汉语入门》，

《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和《交际汉语》三套教材进行对比，并提出相关

编写建议。新的单词在注释上的对比，包含了新的单词的词性类别的标注对比以

及新的单词的进行泰文注释的对比。新的单词表也是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词汇的

主要来源。课文前后排列生词表是常见模式。新的单词的正确、容易、好理解的

注释可以有利于学生们明白新的单词的一些单词的含义以及会运用这个新的单

词。在三本教材中，《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更加仔细标注了词性，另外两

本教材并没有标注生词的词性，仅仅出现了泰语注释。《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

篇）这种进行非常仔细的注释的方式方法，更加的有利于学生来掌握新的单词当

中的意思以及其用法。 

 

3.词性标注 

词类是词非常重要的属性，对词类进行标注可以使学生很好的理解词义并

且很好的运用新的单词。李晓琪曾经说过“对于词类进行标注一定要正确，要是

词类的标注不整确，那产生的就是反向的作用了，还可能会使学生错误的运用这

个单词，所以，正确性是对词类进行标注的时候 为重要的一个问题”。6因为汉

语当中同音的一些字以及同形的一些字是挺多的，一个单词在不一样的环境中会

拥有不一样的解释，所以，对单词进行标注这个问题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对词

性进行标注能够使学习者很好的明白单词的含义以及正确的运用这个单词。 

众所周知，词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词性了。一本汉语教材，如果说词类的标

注不准确，那么学生就很难准确地理解新的单词拥有的意思。李晓琪说过“对于

词类警醒的标注要确保正确。要是对于词类的标注出现错误或者标注模凌两可，

使学生混乱，会使学生错误的运用这个单词。因此，在和汉语有关的教材当中，

                                                        
[6]李晓琪.外国学生现代汉语常用词词典编纂散论[J].世界汉语教学，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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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词进行标注这个问题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7。由于中文中的一些同音的字

以及同形的字太多了，因此一样的单词在不一样的情况下是有不一样的解释的。

《汉语入门》，《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和《交际汉语》三套教材在词性标

注的问题上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 

《汉语入门》，《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和《交际汉语》三套教材在标

注词性的这个问题上面，基本上是有下面这两个不同的地方： 

第一，对词性进行标注的方式的不一样。《交际汉语》当中运用了新的单词-

汉语的拼音-泰语方面的解释的这种方式，然而《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是

运用了新的单词-词性-汉语的拼音-泰语方面的解释的这种方式。《汉语入门》采

用的是汉语拼音-同音泰语注释-泰语意义解释。从三套教材课文前的缩略表就能

够看出，三本教材都使用了泰文注释。而《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的教材

编写者则更加周到地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在生词注释上添加了词性标注。

《汉语入门》的泰文标注对于学生短时间内掌握汉语口语比较有帮助，对于长期

地拼音和汉语的学习会起到反向干预作用。学生会对泰文拼音标注有所依赖从而

不能很好地掌握拼音拼读汉字和汉字书写。 

第二，内容有所不同。三套教材在标注词性的方面有一个统一的不足点：即

对于新的单词列表当中呈现出来的短语没有标注。如果在教材中，教材编写者可以

对课文中的短语进行标注，对汉语学习者会更加有利。比如说，教材编写者可以在标注上

短语是什么性质的短语。这会更加有利于学生加深对于短语的印象和更好地运用该短语。 

 

第三节 语法 

 

汉语教学的中心是语法教学。刘珣认为“根据成人学习第二语言的认知原则

和汉语本身的特点来考虑，是要强化语法和句型的。”8这也说明了语法教学的

重要性。学生学习汉语，想要进行正确理解和表达，就需要用语法来进行造句。

否则对于社会交际是不利的。所以，语法部分在整个教材编写环节中也非常重要。

本小节将从三本教材中的语法项目数量和编排方式进行对比分析。 

 

1.语法项目数量 

汉语教材中的语法项目数量，语法项目的选择和其编排的方式，应该遵循学

                                                        
[7]李晓琪.外国学生现代汉语常用词词典编纂散论[J].世界汉语教学，1997. 

[8]刘珣.为新世纪编写的《新实用汉语课本》[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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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的学习汉语基本规律和汉语自身语法的特点。吕文华先生在《对外汉语教材

语法项目排序的原则及策略》当中说过汉语教材当中的每一节课的语法量的多少

是对于教学的效果进行影响的一种直接的因素。9语法的多少是由教学的总量来

决定的。这也是由每一种语法的项目方面的含量来决定的。不一样的语法方面的

项目的含量有着很大的差别。一些语法的项目比较容易，有的语法项目难度较大

且复杂。语法项目总数量构成了教材中语法部分影响着每一课的教学量。在三本

教材中，语法点的讲解包含注释和语法。 

 

表 8 三本教材的每课语法数量统计表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 《汉语入门》 

第一课 0 3 6 

第二课 3 3 5 

第三课 4 5 5 

第四课 2 6 5 

第五课 1 3 5 

第六课 1 1 6 

第七课 4 6 6 

第八课 1 4 / 

第九课 3 6 / 

第十课 1 8 / 

 

表 9 三本教材的语法量指标统计表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语法点平均数 4 5 6 

语法点总数 20 45 38 

一课语法 少 0 1 5 

一课语法 多 4 8 6 

多 少之差 4 7 1 

                                                        
[9]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M].国家教委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查委员办公室，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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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的三本教材语法统计可以看出，《交际汉语》，《汉语入门》和《交

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每一课都包含了一些语法点的讲解。《交际汉语》的语

法点讲解平均 少，为 4个，语法点从第二课开始出现。语法点总数《交际汉语

第一册》（实用篇） 多，为 45 个，且每课语法点 少和 多的差距较大，差距

为 7 个。仔细来看，《交际汉语》的语法难度和数量相比另外两本教材都较小，

降低了学习难度。《汉语入门》出现了一些文化差异导致的语法混乱的问题，在

科学性上，有待考究。 

 

2.编排方式 

对于汉语教材怎么根据汉语教学当中的规律来进行语法的编排，这个问题则

是制定汉语教材的人员在进行编辑的时候需要思考的。汉语的语法上的项目的排

列以及划分乃是语法方面的两个不同的点。依据整体的分析来看《汉语入门》，

《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和《交际汉语》，三套教材的语法编排方式，有着

以下两个特点： 

首先，《汉语入门》，《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和《交际汉语》在语法项

目编排上都遵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众所周知，语法项目的顺序以及汉

语特点，语言学习规律都是息息相关的。教材的编写者是需要根据学习第二语言

的客观规律，综合考量的。如果想由浅入深，层层推进地进行语言学习就必须遵

循语法自身存在的难易度来进行编排语法项目的规律。汉语的语法项目之间是互

相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 

其次，《汉语入门》，《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和《交际汉语》三套书，

整体上差不多都按照化整为零这种原则。教授汉语的老师在汉语的教学当中，不

能够把比较难的一些语法一次就都灌输给学习者的。主要原因是难度较大的语法

点本身包含的信息量过大，学习的难度较高。如此教学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一种负

担，不利于学生们在学习汉语方面的积极性的提高。也会增加老师在一些工作上

的压力。因此，教材的制定者可以把较难的一些语法点划分成小点进行讲解。顺

便把学生的学习难度也降低。在 后，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也可以巩固旧知识，

便于学生进行语法点的归纳总结。尽管《汉语入门》以及《交际汉语第一册》（实

用篇）运用的编辑教材的语法的方式一样，即化整为零的这种原则，但是《交际

汉语》划分的更详细一些。《交际汉语》当中有语言上的知识点的一些概括和总

结，使得汉语方面的学生们来进行概括以及巩固学过的一些语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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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练习 

 

在 1993 年，吕必松先生曾经说过：“勤加练习，是除了母语之外的，第二

种语言的教材 为重要的构成部分。课堂之上的教学的质量直接的影响因素就是

练习的质量。”10此文会把《交际汉语》，《汉语入门》和《交际汉语第一册》（实

用篇）三本教材的习题的数量，习题的类型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来对比和分析。

笔者制定了有关教材方面的练习的内容的问卷题目，对佛统职业学校的学生和汉

语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分析调查的结果，提出关于练习部分的对外汉语教

材编写建议。 

无论学习哪种语言都不可以却是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练习，关于汉语的教

学同样是这样的。汉语教材当中的练习部分是课本当中不可缺少也无法取代的。

因为练习是语言习得的基本方式，练习是非常重要的。老师在课堂上面进行的一

些梳理被时间的长短所规定。因此，学习汉语的人们一定要利用非常多的课后的

练习题来把已经学到的一些知识变为自己的能力。练习能够使学习者把语法、语

音以及词汇等方面进行结合来一起练习，然后慢慢的把它练习的非常的熟练，一

直练习到可以合理的来进行表达。通过汉语来交流的这种能力是经过持续的练习

之后拥有的，要想语言方面的技能以及交流的能力得到改善，就要进行很多的练习。 

《汉语入门》，《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和《交际汉语》三套教材中的

练习基本上是由单词、读音、语法、篇章交际以及汉字方面的练习等组成的。《交

际汉语》当中的练习则是由造句上的练习、新的单词书写的练习、词汇方面的练

习、读音方面的练习、篇章的交际方面的练习等组成的。《交际汉语第一册》（实

用篇）的练习主要有语音练习、词汇练习、造句练习、篇章交际练习，汉字书写

练习的编排在 后，另外两本教材的汉字书写练习是随堂练习。 

 

 

 

 

 

 

 

                                                        
[10]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M].国家教委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查委员办公室，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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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交际汉语》课后练习 

 
 
 
 
 
 
 
 
 

 

 

 

 

 

 

图 11《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课后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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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汉语入门》课后练习 

 

1.练习题量 

表 10 三本教材的练习题量统计表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第一课 0 2 6 

第二课 3 2 5 

第三课 4 4 5 

第四课 4 7 5 

第五课 5 7 5 

第六课 4 7 6 

第七课 4 7 6 

第八课 4 7 / 

第九课 4 7 / 

第十课 4 6 / 

 

从对三套和汉语教学相关的教材当中的练习的部分进行的考察可以发现，三

套教材当中练习所占得数量都是很多的，和《交际汉语》，《汉语入门》的题量相

比而言，《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随着学习时间的增长，三本教材的练习

题的数量也比较稳定。而对刚开始学习汉语的人而言，这种非常多的练习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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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巩固在课堂上所学习到的一些知识以及更好地记住这些知识，还能够使学习

者能够在实际的交流当中运用学到的东西。教授汉语的老师能够按照在课堂上的

一些真实的情况对汉语方面的教材之后的练习题来进行选取。以此来测验学生对

于汉语方面的知识的理解的程度。然而，练习题的数量不是愈多愈好，它有一个

度。每一节课的习题的数量基本上是占据课堂上的时间的二分之一的时间来讲解

是 好的，制定一本和教材相匹配的习题册也是不错的选择。书上的习题可以在

课堂上面就做好，而习题册上面的习题可以让学习者自由的选取，这样可以做到

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2.练习题型 

练习题拥有的各种的题型是其学习内容的一种呈现的方式。要是习题的类型

较为单一，那么学生就会觉得练习题无味，那么他们做习题的一些积极性就会逐

渐丧失，然后就会对学习的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汉语上的学习是各不相同的，

因此习题类型的制定也是不一样的，习题的类型具有丰富性。粗略统计三本教材

的题型，主要包括：听写、语音练习、替换练习、完成对话、翻译、讨论题、成

段表达、改病句、填空、连线成句和造句等练习形式。 

《交际汉语》，《汉语入门》的题量，《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中的练习

主要包括语音、词汇、篇章交际以和汉字。《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将语音

练习放到 前面。其次是生词的练习，简单的口语对话练习，补全对话等等，

后补充了一些课堂用语。全书 后是每课的汉字书写笔顺表。总体来看题型比较

丰富。《交际汉语》一书中的练习首先是补全对话，其次是汉字笔顺书写练习。

之后的练习题围绕着复习课文当中出现的生词，设置了选择题。在篇章练习的部

分出现了阅读题。《汉语入门》一书中的练习形式包括了汉字笔顺书写练习、替

换练习、补全对话等等。 

对比分析《交际汉语》，《汉语入门》的题量，《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

可以总结出三本教材中课后练习的优缺点。首先，《交际汉语》一书中的练习题

型比较完整。涉及生词，课文句型，语法点等方面。包含了汉字书写，小组练习

等，相对比与《交际汉语第一册》（第一册）未涉及汉字书写练习来说，比较完

整。《交际汉语实用篇》（第一册）的练习形式，主要围绕拼音，语音练习，在难

度较大的替换练习和完成对话等练习形式上，内容较少。《汉语入门》一书的课

后练习比较全面，且练习形式生动活泼，但是在语音练习上涉及的内容较少。三

本教材均将课后练习放在课文教学后，未将练习单独成册，且练习主要以语音、

词汇、语法、语用几个方面进行编写，比较符合学生的汉语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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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汉字 

 

对于汉字进行的教学，对于教学的初级阶段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它也困

扰着教材的制定编辑者。对于汉字方面的教学，至今来说，仍处在持续的探索之

中，在对其进行持续的完善和改进。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以教材当中的汉字的选择

和编排为基础来对这三套不同的教材来进行的对比和分析。 

图 13《交际汉语》汉字内容编排 

 

 

 

 

 

 

 

 

 

 

 

图 14《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汉字内容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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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汉语入门》汉字内容编排 

 

 

1.汉字的选择 

怎么样来选取教材当中的汉字，大家想法各异。然而， 基本的是要能够促

进学习者的认知以及记忆，能够促进老师的教学。利用对三套不同的教材当中的

汉字书写选字的观察，得到了一些观点，即三套不同的教材都可以按照汉字的简

单和困难来很好的编辑和排列，使教材可以容纳不一样组成的汉字。《汉语入门》、

《交际汉语》两本教材当中都有汉字书写笔顺的练习题，随每一课附加在后面。

《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一书设计汉字笔顺书写是在全书后。汉字的选择

主要是围绕课文内出现的重点生词。 

 

2.汉字的编排 

经过对以上的三套不同的教材当中汉字的一些编辑排版的详细研究，可以知

道《汉语入门》和《交际汉语》两套教材采取了“随文识字”的方法，就是根据

课文中出现的汉字进行汉字教学，一笔一划地教学生书写汉字。其中，《交际汉

语》一书总结了汉字书写的笔画总数。《汉语入门》和《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

篇）两本教材中未告诉学生每个汉字的笔画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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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文化 

 

对于文化上的教学能够使学习者对其知根知底，能够让学习者把语言上的学

习和文化上的理解进行有机的结合。文化和语言二者之间是有互相促进的联系的。

老师在教学当中对相关的文化进行讲解有利于学习者更好地明白语言。和汉语相

关的教材可以呈现出中国的特色文化，还能体现汉语教材的针对性。此文则以文

化方面的作用和选择为视角来对以上三本不同的教材的进行了研究。 

 

 

 

 

 

 

 

 

 

图 16《汉语入门》文化内容介绍示例 

 

1.文化的作用 

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汉语教材当中的文化应该着重的进行思索的是跨文化这

个问题。所以，和汉语相关的教材要重视合理的利用文化的概念促进来汉语上的

教学。因此，编订人员在制定汉语的教材的时候要合理的吸收当地的一些有益的

文化，促使学习者把本国拥有的文化和中国拥有的文化来对比分析，以此能够进

一步的来了解汉语。 

 

2.文化的选择 

汉语方面的教材要选取什么样的文化内容来讲解，这是一个要仔细考量的问

题。观察这三套不同的教材能够知道《交际汉语》，《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

两本教材对于中国文化的专题介绍较少。《汉语入门》在每篇课文的 后会附加

一篇关于中国文化的介绍，包括“三国演义英雄人物”，“春节”等等为泰国学生

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交际汉语》当中对于中国基本国情，文化知识在书前

言部分进行了讲解。《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对于文化部分的内容讲解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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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于三套教材的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第一节 佛统职业学校学生对三套教材的评价分析 

 
笔者对泰国佛统泰国职业学校的学生和汉语教师进行了关于三本教材使用

情况的分析。参加调查的这些学生都是佛统职业学校的中专在读的学生们。参加

调查的老师有中国籍的汉语老师 1人和泰国籍汉语教师 7人。问卷研究了佛统职

业学校的学生对三本教材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评价和需求。发给学生

的问卷一共有 96 份，收回来的有 90 份（有 6 份不能用）；发给老师的问卷一共

有 8份，收回来的有 8份，全部收回。佛统职业学校学生一共 744 人，20 个班。

下设专业有 10 个，其中包括会计专业、酒店管理、烹饪、平面设计专业、电子

商务专业、手工艺专业、美术专业、秘书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和零售商业管理专

业。每周每个班汉语课有两节。目前所使用的汉语教材为《交际汉语》。中文课

程是这所学校的必修课程。 

 

表 11 泰国佛统职业学校参与调查学生的性别人数分布统计表 

性别 人数 百分比 

男 21 23.3% 

女 69 76.7% 

总计 90 100% 

 

表 12 泰国佛统职业学校参与调查的学生专业人数分布统计表 

专业 人数 百分比 

专科一年级 48 53.3% 

专科三年级 42 46.7% 

总计 90 100% 

 

表 13 泰国佛统职业学校参与调查的学生使用其他教科书的经验统计表 

经验 人数 百分比 

使用过 18 20.0% 

未使用过 72 80.0% 

总计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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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泰国佛统职业学校参与调查的学生对汉语喜爱程度统计表 

喜爱程度 人数 百分比 

很喜欢 28 31.1% 

比较喜欢 26 28.9% 

一般 34 37.8% 

不太喜欢 9 10% 

不喜欢 3 3.3% 

 

表 15 泰国佛统职业学校参与调查的学生学习汉语动机统计表 

动机 人数 百分比 

喜欢汉语，想了解关于中国的知识 9 10% 

家长支持 3 3.3% 

找工作 45 50% 

分数 30 33.3% 

其他 3 3.3% 

 

表 16 泰国佛统职业学校参与调查的学生对自己汉语水平的评价统计表 

水平 人数 百分比 

很好 12 13.3% 

一般 45 50.0% 

不太好 30 33.3% 

差 3 3.3% 

 

根据人口学调查资料以及对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和背景的调查可以看出。参

与调查的学生女性人生较多，超过了 70%。80%的学生已经使用过除了《交际汉

语》，《汉语入门》和《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三本教材以外的其他教材。

20%的学生未使用过其他教材。近 50%的学生对汉语的喜爱程度较高。学习汉语

的动机 50%的学生是为了找工作，另外所占比例较高的 33%的学生，学习汉语的

动机是为了获得汉语科目的分数。参与调查的佛统职业学校的学生对自己的汉语

水平的评价是“一般”和“不太好”的学生所占比例高达 80%。 

我们的调查问卷也设计了有关泰国佛统职业学校的学生对于三本教材课文

内容的评价问题。统计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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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调查问卷中泰国佛统职业学校学生关于三本教材课文内容的评价统计表 

课文项目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内容与实际生活

联系紧密度 

 

63.3% 58.2% 47.6% 

语言实用性 

 

76.7% 65.3% 55.6% 

内容趣味性 

 
66.7% 57.4% 54.6% 

对提高汉语交际

能力的帮助程度 

 

66.6% 65.5% 60.7% 

对课文的理解度 90% 87.6% 93.1% 

注释：百分比数据为评价为较好和评价为非常好的次数，占总评价次数的百分比。 

 

根据表 17 问卷数据统计结果来看，无论是学生对这三套的实用性并不十分

满意。超过半数的学生都认为《汉语入门》以及《交际汉语》这两本教材当中的

一些课文的内容和学习者的实际的生活紧密联系。在语言实用性，内容的趣味性，

对提高汉语交际能力的帮助程度上，《交际汉语》相较于其他两本教材，更具优

势。但是对于课文的理解度来说，《汉语入门》更容易被学生所理解。在教材趣

味性问题的调查上，《汉语入门》的课文内容更吸引学生，评分较高。其中对课

文的理解度上《汉语入门》的 93.1%的学生认为非常好和较好。 

有关泰国佛统职业学校的学生对于《交际汉语》，《汉语入门》和《交际汉语

第一册》（实用篇）三本教材生词内容的评价问题。统计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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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调查问卷中泰国佛统职业学校学生关于三本教材生词内容的评价统计表 

生词项目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生词数量较多 60.0%	 58.6%	 65.9%	

泰文翻译准确度 75.3%	 78.2% 42.2%	

需要有泰语注释 96.6%	 94.7%	 90.1%	

查找方便 46.6%	 43.3%	 40.8%	

实用性强 63.4%	 59.7%	 55.7%	

注释：百分比数据为评价为较好和评价为非常好的次数，占总评价次数的百分比。 

 

通过上表我们又发现很多问题。根据调查问卷可以看出，学生对三本教材中

的生词内容的态度。首先是学生对《交际汉语》，《汉语入门》和《交际汉语第一

册》（实用篇）三本教材的生词数量评价上，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三本教材的生

词数量较多。其中 65.9%的学生认为《汉语入门》一书的生词数量 多。《交际

汉语》和《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更符合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

其次是泰文译注方面，一部分学生表示不太准确。尤其是《汉语入门》一书的泰

语注释很不准确，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准确度评价 低，仅为 42.2%的学生认为

泰语翻译准确。在查找方便和和使用性方面，学生对于《交际汉语》一书的评分

高，分别是 46.6%和 64.3%的很好和非常好。 

有关泰国佛统职业学校的学生对于《交际汉语》，《汉语入门》和《交际汉语

第一册》（实用篇）三本教材语法内容的评价问题。统计结果如下： 

 

表 19 调查问卷中泰国佛统职业学校学生关于三本教材语法内容的评价统计表 

语法项目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语法点数量较多 46.7%	 47.9%	 54.2%	

语法对提高汉语帮助程度 56.7% 55.3%	 52.7%	

语法点难度 63.4%	 62.5%	 70.2%	

语法点讲解准确度 56.7%	 54.9%	 51.8%	

语法点讲解可理解度 30.0%	 27.8%	 26.3%	

注释：百分比数据为评价为较好和评价为非常好的次数，占总评价次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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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析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超过半数受调查学生，近 54.2%认为《汉语

入门》的语法点数量较多,75.3%的教师认为《汉语入门》的语法点数量多，高于

《交际汉语》和《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根据数据可知，《交际汉语》编

排的语法点数量，相比较而言，每节课当中的语法的点的量对于泰国的职业学校

中的学习者的接受方面的能力以及认知方面的水平更加符合。语法对提高汉语帮

助程度上，同时也近 56.7%的受调查学生认为《交际汉语》对于自身提高汉语水

平上，帮助较大。学生对于《汉语入门》一书的语法难度设置评价为较难。其中

学生认为非常难和很难的评价占 70.2%。语法点讲解准确度上，《汉语入门》一

书评价得分较低，学生占 52.7%，为三本教材 低。原因是《汉语入门》出现了

明显的印刷和语法有错误问题。这一问题也应得到编写者们的关注。语法点讲解

可理解度上，学生对于《交际汉语》的评价较高。 

通过对于三套教材语法项目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发现，学生普遍认为三套教

材的语法点的制定差不多能够和学生的现有的认知水平相适应。但是，在现有的

语法点的数量上和难易程度上有待提高。指定人员能够把汉泰的语言进行比较研

究，有计划的进行选取和编排。教材的每个阶段和每节课当中的语法量都要是一

定的，以此才和第二语言当中的习得性规律相适应。 

有关泰国佛统职业学校的学生对于《交际汉语》，《汉语入门》和《交际汉语

第一册》（实用篇）三本教材练习内容的评价问题。统计结果如下： 

 

表 20 调查问卷中泰国佛统职业学校学生关于三本教材练习内容的评价统计表 

练习项目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练习量较多 

 

52.1%	 54.3%	 57.7%	

交际练习量较多 

 

53.3%           51.9% 	 	 	 	 	 47.5%	

练习形式对于汉语

学习的帮助性 

 

56.7%	 51.2%	 50.9%	

注释：百分比数据为评价为较好和评价为非常好的次数，占总评价次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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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表，能够知道，大量的学习者对这三套不同的教材的习题量是支持的

态度，大概有 57.7%的学习者认为《汉语入门》每课课后练习题量较多。对于交

际汉语量，学生对《交际汉语》一书有 53.3%的较好或者非常好的评价。练习形

式对于学生汉语学习的帮助性有 56.7%的学生认为《交际汉语》的练习形式有助

于汉语学习。综合分析可见，《交际汉语》在学生的满意程度上更高，其在量上

还是差不多的。汉语方面的交流是学习者们对于汉语学习的终极的目的。大量的

交流性的练习能够让学习者把基础知识变成进行语言交流的一种能力。 

通过上表统计的数据来看，三套练习对于学生学习汉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教材当中的一些练习能够促进学生学习汉语。在制定习题时，

制定人员要考虑到学生们的积极主动性，兼顾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使学生有计

划有目的地进行学习。习题的制定要能够提高出学习者的积极主动性，而只有较

新的。题型以及有趣的练习方可提高出学习者的兴趣，从而使学习者们喜欢练习

汉语 

 

表 21 调查问卷中泰国佛统职业学校学生关于三本教材练习题型的需求统计表 

题型 学生（人） 教师（人） 

听写 

语音练习 

替换练习 

完成对话 

翻译 

讨论题 

成段表达 

改病句 

填空 

连线成句 

造句 

其他 

 18 

42 

23 

8 

3 

29 

2 

/ 

10 

58 

19 

2 

8 

8 

8 

8 

6 

5 

3 

3 

6 

5 

4 

1 

 

通过表 21 可以看出，连线成句、语音练习、连词成句、讨论题、替换练习、

讨论题等题型比较受学生欢迎。听写、语音练习、替换练习、填空等这些类型的

题是被汉语老师喜欢的。然而老师以及学习者们是不喜欢修改病句以及成段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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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表达等题型的，这其中的原因，应该是，语音的练习等这类型的题型变幻多样，

使学习者有好奇的感觉，所以受到欢迎。而对于修改病句等类型的不喜欢可能是

因为学习者们处于学习当中的一个初级的阶段，语法上的知识还没有很好的把握

住，因此完成度很低，所以不受老师和学习者的喜爱。 

有关泰国佛统职业学校的学生对于《交际汉语》，《汉语入门》和《交际汉语

第一册》（实用篇）三本教材汉字内容的评价问题。统计结果如下： 

 

表 22 调查问卷中泰国佛统职业学校学生关于三本教材汉字内容的评价统计表 

汉字项目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喜欢学习书写程度 30.0%	 20.6%	 28.4%	

汉字书写掌握程度 23.3% 19.1%	 20.4%	

按照汉字笔顺规则 	 	 50.0%	 29.3%	 	 48.1%	

汉字书写难度 	 	 23.3%	 27.4%	 	 35.6%	

注释：百分比数据为评价为较好和评价为非常好的次数，占总评价次数的百分比。 

 

从上表的数据反映情况来看 30.0%的学习者认为《交际汉语》一书让学生很

喜欢学习汉字书写和比较喜欢汉字书写。在汉字书写掌握程度上，学生对自身汉

字书写水平的评价较低，其中《交际汉语》的评价较高，23.3%的学习者认为通

过学习《交际汉语》，自身对于汉字书写掌握程度很好或者非常好。关于按照汉

字笔顺规则，由于《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的汉字书写练习不是随课练习，

而是附在全书的 后。佛统职业学校的学生对于自身的喜欢学习汉字书写程度、

汉字书写掌握程度、能够按照汉字笔顺规则书写汉字的评价比较低。仅有 29.3%

的学生认为学习了《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后，能够很好或者非常好地掌

握汉字书写的笔顺。在汉字书写难度的评价上，《汉语入门》一书有 35.6%的学

生评价为很难或者非常难。《交际汉语》的汉字书写难度上，学生的评价 低，

为 22.2%。可以看出，《交际汉语》所选的汉字中难易程度更适合学习者。 

笔者对于三套汉语教材中所介绍的文化内容，对于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

性的帮助程度进行了调查。有关泰国佛统职业学校的学生对于《交际汉语》，《汉

语入门》和《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三本教材文化内容的评价问题。统计

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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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调查问卷中泰国佛统职业学校学生关于三本教材文化内容的评价统计表 

文化项目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帮助提高学习汉语 

积极性的程度 

 

53.4% 51.3% 60.7% 

帮助了解中泰文化 

不同 

46.6% 44.3% 42.1% 

 

增加文化内容介绍 

必要性 

83.4% 90.8% 69.7% 

注释：百分比数据为评价为较好和评价为非常好的次数，占总评价次数的百分比。 

 

通过观察上表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对于《交际汉语》，《汉语入门》和《交

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三本教材当中讲解的文化方面的内容差不多都认同。

与此同时，我们对于教材当中的文化方面的内容是否有利于理解中泰文化方面的

差异进行了一些调查。有 60.7%的学生对于《汉语入门》一书对于帮助自己提高

学习汉语积极性很有帮助或者非常有帮助。《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对于中

国文化内容的介绍较少，90.8%的学生评价为很需要和非常需要增加中国文化介

绍内容。 

 

表 24 调查问卷中泰国佛统职业学校学生关于三本教材总体评价统计表 

总体评价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使用方便，插图适当 
53.4%	 50.7%	 49.3%	

版面活泼新颖 	 	 56.7% 54.2%	 	 	 	 	 	 	 	 53.2%	

书的总体质量 56.6%	 55.4%	 53.3%	

本书适合自己学习

汉语的程度 

 

	 	 	 50%	 48.3%	 47.2%	

注释：百分比数据为评价为较好和评价为非常好的次数，占总评价次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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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关于三本教材中的总体评价，我们调查了泰国佛统职业学校的学生。

从表中，可以看出，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三本教材使用方便，插图适当，版面活

泼新颖。其中《汉语入门》在学生对版面新颖一项的评分较高，为 85.6%。关于

教材的总体质量，学生对于《交际汉语》一书的评分较高，为 56.6%。其次是《交

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 后是《汉语入门》。关于学生评价教材是否适合自己

学习汉语的评价，50%的学生评价《交际汉语》一书很适合和非常适合自己学习汉语。 

 

第二节 佛统职业学校汉语教师对三套教材的评价分析 

我们的调查问卷也设计了有关泰国佛统职业学校的汉语教师对于三本教材课

文内容的评价问题。统计结果如下： 

 

表 25 调查问卷中泰国佛统职业学校汉语教师关于三本教材课文内容的评价统计表 

课文项目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内容与实际生活

联系紧密度 
82.6% 80.2% 83.7% 

语言实用性 89.1% 85.8% 79.5% 

内容趣味性 74.1% 60.5% 84.6% 

对提高汉语交际

能力的帮助程度 
80.4% 79.6% 70.3% 

对课文的理解度 93.5% 90.7% 84.3% 

注释：百分比数据为评价为较好和评价为非常好的次数，占总评价次数的百分比。 

 

通过观察上表，可以看出：超过半数的老师认为《汉语入门》和《交际汉语》

两套教材的课文内容与实际生活联系的紧密度较高。在语言实用性，内容的趣味

性，对提高汉语交际能力的帮助程度上，《交际汉语》相较于其他两本教材，更

具优势。根据表中数据统计，但《交际汉语》在教师使用方面的得分较高。在语

言实用性上认为较好和非常好的次数占总评价次数 89.1%、对提高汉语交际能力

的帮助程度为 80.4%、对课文的理解度上为 93.5%。《交际汉语》一书教师给出的

评分高于《汉语入门》和《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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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调查问卷也设计了有关泰国佛统职业学校的汉语教师对于三本教材

课文内容的评价问题。统计结果如下： 

 

表 26 调查问卷中泰国佛统职业学校汉语教师关于三本教材生词内容的评价统计表 

生词项目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生词数量较多 60.4%	 65.2%	 80.3%	

泰语翻译准确度 71.8%	 84.2% 56.8%	

需要有泰语注释 100%	 100%	 100%	

查找方便 96.6%	 98.2%	 90.1%	

实用性强 92.5%	 84.3%	 65.7%	

注释：百分比数据为评价为较好和评价为非常好的次数，占总评价次数的百分比。 

 

通过表中数据可以看出，100%的汉语教师，即所有汉语教师认为，三本教材

中应该出现泰语注释。超过 90%的学生认为，汉语教材当中需要有泰语注释。调

查之后，我们明白了运用教材的学习者以及教师在准确的泰语注释有这方面的需

求很强。而教师对于实用性方面对于《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的评价为较

好和非常好占 98.2%。实用性上，和学生一样，教师对《交际汉语》的评分高于

其他两本教材，为 92.5%。在对泰文进行翻译标注的时候，对于学生的特点要充

分的考虑，以此来改善翻译标注的正确性，让学生可以融合翻译标注，明白的知

道新的单词拥有的意思、语法方面等的内容。 

有关泰国佛统职业学校的汉语教师对于《交际汉语》，《汉语入门》和《交际

汉语第一册》（实用篇）三本教材语法内容的评价问题。统计结果如下： 

 

表 27 调查问卷中泰国佛统职业学校汉语教师关于三本教材语法内容的评价统计表 

语法项目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语法点数量较多 45.2%	 50.7%	 75.3%	

语法对提高汉语帮助程度 80.1% 56.9%	 62.4%	

语法点难度 49.6%	 52.8%	 60.1%	

语法点讲解准确度 90.3%	 92.3%	 72.3%	

语法点讲解可理解度 92.0%	 84.1%	 79.2%	

注释：百分比数据为评价为较好和评价为非常好的次数，占总评价次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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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的汉语教师认为《交际汉语》的语法项目对于帮助学生学习汉语比较

有益，高于《汉语入门》和《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在语法点难度上，教

师对于《汉语入门》一书的语法难度设置评价为较难。教师认为难度偏大的比例

也比较高，为 60.1%。语法点讲解准确度上，《汉语入门》一书评价得分较低，

老师为 72.3%，为三本教材 低。近 30.0%。汉语教师方面，认为《交际汉语》

的语法点讲解可理解度较高或者非常高的人高达 92%。 

有关泰国佛统职业学校的汉语教师对于《交际汉语》，《汉语入门》和《交际

汉语第一册》（实用篇）三本教材练习内容的评价问题。统计结果如下： 

 

表 28 调查问卷中泰国佛统职业学校汉语教师关于三本教材练习内容的评价统计表 

练习项目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 《汉语入门》 

 

练习量较多 

 

41.6% 46.8% 54.2% 

交际练习量较多 

 

48.2% 49.6% 65.1% 

练习形式对于学生

汉语学习的帮助性 

 

80.9% 74.5% 76.9% 

注释：百分比数据为评价为较好和评价为非常好的次数，占总评价次数的百分比。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出，54.2%的老师认为《汉语入门》每课课后练习题

量较多。80.9%的老师认为《交际汉语》的练习形式有助于汉语学习。综合分析

可见，《交际汉语》在教师的满意程度上更高，在练习量上比较适中。教师对于

《交际汉语》一书中的练习形式有助于学生学习汉语的帮助性，教师对于《交际

汉语》一书中的练习形式有助于学生学习汉语的帮助性，有 80.9%的汉语教师认

为对于学生很有帮助和非常有帮助。通过观察可以看出，《汉语入门》练习中的

交际练习量比较小。 

有关泰国佛统职业学校的汉语教师对于《交际汉语》，《汉语入门》和《交际

汉语第一册》（实用篇）三本教材汉字内容的评价问题。统计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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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调查问卷中泰国佛统职业学校汉语教师关于三本教材汉字内容的评价统计表 

汉字项目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学生喜欢学习 

书写程度 

 

	 65.2.%	 39.8%	 57.4%	

学生汉字书写 

掌握程度 

 

58.1% 30.2%	 52.9%	

学生按照汉字 

笔顺规则 

 

	 34.6%	 28.1%	 30.9%	

汉字书写难度 

 
	 22.2%	 29.7%	 27.5%	

注释：百分比数据为评价为较好和评价为非常好的次数，占总评价次数的百分比。 

 

从上表的数据反映情况来看，65.2%的教师评价《交际汉语》对于提高学生

书写汉字的程度很有帮助或者非常有帮助。《交际汉语》的汉字书写难度上，教

师的评价 低，为 23.3%。 

有关泰国佛统职业学校的汉语教师对于《交际汉语》，《汉语入门》和《交际

汉语第一册》（实用篇）三本教材文化内容的评价问题。统计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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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调查问卷中泰国佛统职业学校汉语教师关于三本教材文化内容的评价统计表 

文化项目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帮助学生提高学习 

汉语积极性的程度 

 

68.9% 51.2% 75.7% 

帮助学生了解中泰 

文化的不同 

 

73.5% 52.7% 80.7% 

增加文化内容介绍 

必要性 

 

100% 100% 100% 

注释：百分比数据为评价为较好和评价为非常好的次数，占总评价次数的百分比。 

 

对于教材当中的文化上的内容是否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中泰文化之中的

不同进行了一些调查。有 75.7%的老师觉得《汉语入门》对于文化的介绍基本能

够帮助学习者了解中泰文化的差异。观察教师评价，可以看出，全部汉语教师认

为三本教材都需要把中国的文化上的内容的讲解进一步进行增加。学生们是非常

的愿意利用教材来认识中国的文化的，教师也希望课本当中介绍中国的国情和文

化。 

 

表 31 调查问卷中教师关于三本教材完成既定教学目标的评价统计表 

完成教学目标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完全可以	 5%	 /	 /	

大部分可以	 60%	 45%	 30%	

基本可以 35%	 30%	 25%	

不太可以 /	 20%	 45%	

不可以 /	 /	 /	

注释：百分比数据为评价为较好和评价为非常好的次数，占总评价次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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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可以看出，大部分教师对于《交际汉语》，《汉语入门》和《交际汉语第

一册》（实用篇）三本教材中介绍的文化内容基本满意。有 5%的教师认为使用《交

际汉语》一书完全可以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仍有 20%的教师认为使用《交际汉

语第一册》（实用篇）一书不太可以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45%的教师认为《汉语

入门》对于完成教学目标帮助不大。 

 

表 32 调查问卷中泰国佛统职业学校汉语教师关于三本教材总体评价统计表 

总体评价	 《交际汉语》	
《交际汉语第一册》	

（实用篇）	
《汉语入门》

	

使用方便，插图适当	

	

85.6%	 50.3%	 52.8%	

版面活泼新颖	

	

79.2%	 57.4%	 	 	 	 	 85.6%	

书的总体质量	

	
87.4%	 62.8%	 44.3%	

本书适合自己教授	

汉语的程度	

	

84.1%	 64.9%	 52.1%	

注释：百分比数据为评价为较好和评价为非常好的次数，占总评价次数的百分比。	

	

同时，关于三本教材中的总体评价，我们调查了泰国佛统职业学校的汉语教

师。关于教材的总体质量，教师《交际汉语》一书的评分较高，为 87.4%。其次

是《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 后是《汉语入门》。84.1%的教师评价《交际

汉语》为很适合和非常适合自己教授汉语的教材，其次是《交际汉语第一册》（实

用篇）， 后是《汉语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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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泰国职业学校汉语教材的编写建议 
 

第一节  关于课文内容编写的建议 

 

笔者在研究了三本泰国佛统职业学校所运用的三本不同的初级的汉语教材

之后，希望能够给泰国学校的汉语教材编写提出以下建议。总体来说，一本汉语

教材如果想要适合泰国职业学校学生，就必须要从学习者的特点出发。编写者应

该把有关于汉语的知识进行变难为易，清晰易懂。把《交际汉语》作为例子来看，

在课文的排列编辑上面是用句子的组织结构来作为中心的，依据由简到繁、由表

及里的原则来进行。课文当中的内容和学习者的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范围包含的

比较广，可用性非常强。还有，《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以及《词汇等级大纲》、《语

法等级大纲》等研究成果是编写者应该全面了解的，以体现教材的科学性原则。

和语言相关的委员会发布了和此相关的一些要求，关于汉语的教材在对其内容进

行制定以及对语言文字进行制定时要做到尽善尽美。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编写者

应该着重提高教材针对性，以此为编写的目标，更好地引起学生的学习汉语的兴

趣。想要编写出针对性强的教材，进一步地加强语言和文化的对比研究也是有必

要的。这一原则还包含了要明白不一样的学生有着不一样的学习的目的。一部分

是因为工作的一种需要，所以想要了解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还有的是因为别的

一些原因，所以大家的学习目地各不相同。以下将针对课文中的不同内容提出编

写建议，希望对于泰国汉语教材的编写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在课文编写方面，应该注重课文内容的实用性和教学方法的实用性。第一，

编写学习者急需的和实用的课文的内容。使学习者在课上学到的知识能够运用在

课下的其他地方，达到学以致用。其次教材的针对性和趣味性也很重要。第三是

科学性原则，这是教材的整体性以及正确性。汉语是其自身非常的有规律的一种

语言。因此，在和汉语相关的教材当中的那些课文的内容、语法的点以及经常使

用词等编排设计，都不能任意而为，违反客观的规律。课文内容的正确性包含了

语言知识的正确以及语言的能力方面的正确。语言的知识方面是解释一些呈现出

来的语言的现象。解释的对不对，对于语言的自身的一种了解具有直接的影响。

语言的技能上的正确基本上是指课文中的可读性以及对于语言方面的要求。汉语

听、说、读、写各项技能培养是依托于课文、语法、练习的。这三部分内容相辅

相成，不可或缺，都要准确。 后一点是汉语教材的编写应该遵循针对性的原则。

编写者应该认真分析学习者的学习背景和条件可以增强汉语教学的有效性，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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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作为编写汉语教材的客观依据。学习者的国籍、年龄、认知水平、心理素质、

文化背景进行总结以后，可以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共性。这样编出的汉语方面的

教材，能够很好的掌握住学习者学习的一些重点和难点。很多的专家学者也觉得

语言上的教材依据语种和民族进行编辑是往后编写这方面教材的大方向。 

根据对比研究三本教材和调查佛统职业学校学生和汉语教师，我们发现：《交

际汉语》课文当中的对话篇幅短小，语言精炼，内容方面也是非常生动的，这样

可以有效的促进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的提高，呈现出了“趣味”二字的内涵。形

式多样的练习，可以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在听、说、读、写的编排上，比

较遵循者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思想，可以呈现出来教材的编辑制定的整体性以

及科学性的原则。对汉语相关的教材进行制定，要依据实用性、有趣性以及科学

性等这些原则。课文里面的内容、生词、语法、练习也要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需

求出发，以学生的需求和学习水平为依据。《交际汉语》，《汉语入门》和《交际

汉语第一册》（实用篇）三本教材的基本使用者是泰国的职业学校中的学习者们，

这些学生也都是刚开始学习汉语，在教材的内容中想要和他们实际的生活进行联

系，所以，他们一般都是选择和实际生活相联系的课文，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及

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第二节  关于生词部分编写的建议 

 

经过一定的对比和分析来看，笔者则同意《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当

中用的“新的单词-单词的性质-汉语方面的拼音-泰语的意义方面解释”的新的

单词的编辑的方式会更好地符合学生在学习当中的要求。而制定人员在进行新的

单词的编辑和对它进行标注解释的时候，要仔细的思考，多多推敲，确保泰文的

翻译标注是正确的，如此一来才能够使学生们更佳地对汉语进行学习。由于泰国

佛统职业学校的学生属于汉语初学者，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和绝大多数的老师

认为应该生词是需要泰文注释的。只有极少数的调查者认为生词是不需要注释的。

根据 1992 年的《汉语水平词汇和汉字等级大纲》汉语作为一种语言，也是在迅

速发展的，中文中出现了许多新鲜词汇词。在编写汉语教材的词汇部分中，如何

与当下的中国生活用语接轨，是汉语教材编写者应该思考的问题。此外，经常使

用的一些单词和短语要经常的出现。早在 1998 年，邓恩明先生就说过“第一语

言的学习获得的成功率是大大的高于第二语言的获得的成功率的。有一个原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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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语言材料的接触的频率以及这些资料在学习当中出现的次数。”11。要想

使学习效果变好，保证词汇的重现率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生词的重复率高可

以帮助学生加深学习印象，更好地掌握汉语学习内容。由于笔者在泰国佛统职业

学校工作三年，根据工作实践经历分析，对上文提到的建议深有体会。《交际汉

语》中的第六课和第七课是全册中生词 多的两课，分别为 21 个和 22 个。超过

了平均每课生词量 15 个。笔者在佛统职业学校教学工作期间，教授学生中文生

词和课文的认读，从中就认识到词语重现率是个很关键的问题。通过观察学生上

课时的表现，以及课后习题的正确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学生对生词较多的课

文掌握情况不太理想。例如在《交际汉语》第九课中出现的生词“学中文”，“上

课”等等，在第十课《这是我的教室》当中也重复出现。学生在读第十课的课文

的时候能顺利地读出来。并且学生是可以准确理解用法和意思的。在新的单词的

标注解释上，我的一些制定的建议基本上是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指定人

员要把对于词性进行的标注的正确性提高。第二，在用泰文进行的标注解释当中，

要把它们的词汇的含义和其另外的含义区分开来。在对一个单词的含义进行解释

的时候，添上它另外的一些含义对于学生理解生词会更有帮助。对于生词用法上

的区别，应该加以注意和解释。为了避免造成交际障碍，帮助学生掌握如何运用

该词，就要重视词的附加意义。第三，结合多种方法注释生词词义。教材编写者

能够使用和别的标注解释相结合的方式。此外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利用以往学过

的旧词汇去解释新词汇。如此一来既可以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又能够巩固一下以

前学过的知识。第四，对于新的单词的编辑排列的问题，将重点词语用不同的颜

色印刷，不仅局限于黑白印刷。使学习者清楚的知道课文当中哪些是重点和难点

的内容，有利于促进学习者在汉语上学习的效率。 

 

第三节  关于语法部分编写的建议 

 

对刚开始学习汉语的人而言 ，可以采用一些正确的、基本的以及常用的一

些语法点。教材当中的一些语法的点采取的成功与否，乃是一本教材的重点所在。

教材在对语法点进行选择的时候，差不多可以使学生在语法的学习当中感到满足。

这里面也是有一些问题的，提醒编辑人员在对教材进行编辑制定的时候不能只看

语法自身的体系，还要依据学习者的发展特征来和合理的吸收语法当中的精髓部

分。关于语法方面的项目应该也必须遵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由简入繁、层层

                                                        
[11]邓恩明.编写对外汉语教材的心理学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199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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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的原则。在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中，各个语法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的紧密。学

习者们一般是从比较容易的内容作为起始点，慢慢的进行学习，而每一课的语法

点数量也是不宜过多。2001 年杨德峰曾进行问卷调查并提出了语法点编排量少

的原则调查研究了留学生对每课语法点应该安排得数量问题的看法。调查的结果

显示，留学生们认为，汉语教材的每课语法数量应该是以两到三个为适宜。如果

语法点过于复杂，一课编排一个语法项目，或切分语法项目比较合适。12在这一

点上，《交际汉语》的语法点编排方法比较符合标准。第三，对于语法点的一些

说明要容易理解。假如学习者刚开始学习汉语，由于水平等的限制，语法点的项

目就可以把比较难的一些点和相对容易的一些点进行融合，这样可以使老师在教

学方面的压力得到缓解，更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汉语自信心。对于较难的语法点，

比如说“把”字句和“被”字句，应该多分配课文进行教学，有助于学生巩固和

练习。 

 

第四节  关于练习部分编写的建议 

 

在教材当中练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练习的制定与编辑不是一件可

以轻松完成的事情。教材当中的练习部分的编辑与制定包含了教育学和心理学等

一些方面的有关知识。制定者在对练习进行制定的时候就要清楚：练习想要使学

习者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即练习要有何种目的。另外，练习应该是有效的，学生

可以利用练习来获得想要的一些能力。然而，练习的数量不是多了就好，太多的

练习会使学习者有非常大的一种压力，就会造成不好的一些后果。把在课堂上的

练习以及课后进行的练习划分开来，使课本当中包含课上的一些练习，把课后进

行的练习安排在课后的练习册中。如此一来，学习者就能够把应该那上进行巩固

的、及时进行复习的以及需要反馈的一些内容在课堂之上就进行相应的练习，其

他的一些的知识方面的复习以及技能方面的一些训练就可以课后进行练习了。通

过对《交际汉语》，《汉语入门》和《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三本教材在练

习当中的数量以及类型这两个方面来进行一定的对比。提出以下一些改善方式：

首先，练习的质量是数量同样重要。保证足够的练习量，学生才能熟练掌握并且

运用课堂上所学到的东西。练习题目的侧重点也不能过分强调语法等难度过大的

内容。对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的情况下，突出该课的教学目标，以保证题目的质

                                                        
[12]杨德峰.初级汉语教材语法点确定、编排中存在的问题——兼议语法点确定、编排的原

则.《世界汉语教学》[J].2001.(2):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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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重要的一点是，编写者应该保证题型的多样性和趣味性。题型种类应该做

到多变。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提高汉语学习的效率。笔者建议通过利用变题和

增加图片，游戏的方法来提高习题的趣味性。 

 

第五节  关于汉字部分编写的建议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交际汉语》，《汉语入门》和《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

篇）三本教材当中纳入的汉字中繁简度差不多和学习者的认知的水平相适应，差

不多可以依据汉字当中的繁简度来恰当的来制定汉字。此外，在汉字的制定上可

以对笔画的顺序以及笔画的总数来进行标明，使学习者可以更好地来理解把握汉

字。学习者可从对 基础的笔画的学习开始，然后再学习不一样的部首组成的新

的字，逐渐地来进行教学。使学习者对汉字的组成部分以及书写规律清楚明了，

然后能够写出优美的汉字来。在这一点上，《交际汉语》一书，标出笔顺，笔画

总数，随堂练习优于其他两本教材未标出笔画总数和全部笔顺展示编排到全书后

面。 

 

第六节 关于文化部分编写的建议 

 

在汉语教材进行编辑的时候，要尤其注重在中国的文化上的一些选择以及排

列方式。中国和泰国的文化是存在很大的不同的。怎么在解释中国的文化的时候

又能结合泰国学生的兴趣点，同时也能兼顾到泰国文化是汉语教材编写者应该思

考的问题。在对文化进行调查之后，我们可以知道，在教材当中对文化的内容的

制定上，要仔细的琢磨，要和教学的目的以及知识和交流文化相一致。我们能够

使语言的学习作为主要的部分，把文化方面的知识加入进去，使学习者在对语言

进行学习的时候，能够汲取中国的文化当中的精华。汉语学习者的打语言基础的

过程中，学习的教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汉语教师应该利用中国文化，介绍引导

学生们进行中泰文化的对比，激发学生语言表达的兴趣。文化介绍与学习者的实

际的生活以及感兴趣的地方融合起来，建立起来一种良好的学习上的氛围，增强

学习者的用汉语进行交流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对于汉语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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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对教材进行编辑制定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其过程也是非常的困难的。

因为在词汇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以及在语法上的结构较为容易和功能上比较平常

等一些因素的制约，使得初级阶段的汉语教材的制定与编辑更加困难。此文用泰

国的职业学校应用的三套教材为例，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汉语入门》，《交

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以及《交际汉语》这三套较为初级的教材进行了较为

整体的分析和探究。整篇文章只要是对教材当中的体系，课文，新的单词，新的

语法点以及习题的练习这五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和分析。根据统计结果，结合实践，

对每个方面的比较的结果进行分析探究，对教材的各个方面的制定提出了一些建

议。进行对比的这三套不一样的教材，不能够绝对的说哪个教材比较好，因为各

自有不一样的优势。它们和早些时候的汉语教材相比较而言已经是有了非常大的

改善了。 

《汉语入门》，《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和《交际汉语》三套教材作为

在泰国职业学校应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三套教材，在编辑制定当中有很多一样

的地方，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在《交际汉语》一书当中设计比较灵活，体裁

多样，语言生动能够将教学目标通过不同形式体现出来。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实

用性、趣味性较强。课文当中的内容非常的符合中国的文化，也可以看得到中国

和泰国两个不同国家在文化上的不同。《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也存在一些

不足。如课文的语言不够鲜活，略显呆板僵硬。但是在生词的注释上比另外两套

教材更加符合学生的学习要求。增加了汉语单词词性的标注。但是对于汉字的书

写顺序的练习却是不够重视的，这对于学生认识新的字有阻碍的作用。教材拥有

的趣味性不足，无法使学习者的学习激情得到提高。另外，其也不能够很好的呈

现出来泰国的学习者们的已有的认知水平。在《汉语入门》这本书当中，其可以

按照学生的已有的认知水平，依据汉字上的繁简度来进行恰当的编辑和排列。同

时，这本书也有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说，语法由于文化差异出现一些错误

和汉字的书写错误等等，对于初级阶段打基础的学生来说，会对学习汉语产生一

定的影响。 

本研究虽然对《汉语入门》，《交际汉语第一册》（实用篇）和《交际汉语》

三套教材的主要五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各个方面

比较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还有所欠缺。与汉字书写和文化相关的内容还需要再进

行深入的对比。而调查问卷的设计上，需要思考和加入的问题还有很多。作为汉

语教师，需要研究的汉语教材理论还很多。在教授汉语的路上仍有很长的路要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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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走下去。这需要所有对外汉语人的共同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希望本文通过分析

和比较在泰国职业学校应用的三套汉语教材，为今后汉语教材的编写研究出一份

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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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 

 泰国佛统职业学校学生对教材内容的评价调查  

------以《交际汉语》为例 

（中文版学生问卷） 

你好： 

这是一份与你学习汉语有关的调查问卷，本人希望通过这份问卷，了解你在

使用《交际汉语》这本教材进行汉语学习过程中的看法。这份问卷不记名，本人

同时承诺不将作答结果透露给与此研究无关的任何人。所有題目答案没有对错之

分,按照你的真实想法作答即可。十分感谢你的合作！ 

 

一、个人基本信息 

1. 性别：   男  女 

2. 国籍：   泰国  中国  其他    

3. 所在年级：  中专 1  中专 2  中专 3  专业    

4. 除了《交际汉语》，以前在汉语教学中使用过别的汉语教材吗？ 

  用过      

  没用过 

5.如果用过，用了什么教材？ 

                   

    

            

 

关于《交际汉语》的结构 

（一）课文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不好

(5) (4) (3) (2) (1) 

1.你觉得使用该教材可以完成

成学习目标 

     

2.你觉得课文语言实用      

3.你觉得课文内容有趣味性      

4.你觉得课文内容的设置具有

合理性、系统性、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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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觉得课文的语言有错误      

(二)词汇 

1.你觉得每课的生词多 

2.你觉得生词的泰语翻译准确

3.你觉得生词需要有泰文注释

4.你觉得生词适合学生的水平

（三） 语法 

1.你觉得课本语法点编排合理 

2.你觉得课本的语法讲解对你

提高汉语水平有帮助 

3.你认为本教材涉及的语法点

对你来说难

4.你认为教材中对于语法点的

讲解准确 

5.你对于本教材中的语法讲解

理解程度 

（四）汉字 

1 你觉得每课课文后涉及的汉

字书写合理

2.你对于汉字的书写掌握程度

3.您觉得本教材的汉字难

4.你认为应该增加汉字笔顺教

学 

（四） 文化 

1.你觉得学习文化的内容有助

于提高学习汉语的积极性

2.你觉得本教材的内容能帮助

你了解中国文化和泰国文化的

不同 

3.你觉得书中的内容有必要增

加关于中国文化的内容 

4.你觉得本教材的内容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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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两国文化 

（五） 练习 

1.你觉得每课的练习量够多

2.你觉得课后练习中交际练习

量多 

3.你觉得练习形式 

4.你觉得练习部分覆盖了全部

的课文内容 

 

5.你喜欢使用什么类型的练习题?(多选题) 

 替换练习    完成对话   翻译  讨论题   成段表达 

 改病句   听写    填空  连线成句   造句 

 语音练习  其他       

三、您的建议和意见 

1.如果请你为该书打分,满分 100 分,您的评分是    

2.你认为该书还存在哪些不足，需要如何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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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泰国佛统职业学校学生对教材内容的评价调查 

------以《交际汉语》为例 

（泰文版学生问卷）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ใช้แบบเรียน《交际汉语》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ฉบับนี้จัดทาํขึน้เพื่อสํารวจ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ของผู้ใช้แบบเรียน《交际汉语》 
เพื่อการทํา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เทา่นั้นข้อมูลที่ได้จากการสาํรวจผู้วิจัยจะเก็บเป็นความลับ 
กรุณาทํา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 √เลือกคําตอบที่ตรงกับ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ของทา่นมากที่สุด 
1. ข้อมูลทั่วไป 

1. เพศ    ชาย    หญิง 
2. เช้ือชาติ   ไทย    จีน       ไทยเช้ือสาย

จีน  
     อ่ืน ๆ    

3. กําลังศึกษาอยู่ช้ัน  ปวช.1  ปวช.2   ปวช.3 
แผนก     

4. นอกจากแบบเรียน《交际汉语》แล้วก่อนหน้าน้ีเคยใช้แบบเรียนอ่ืนหรือไม่ 
 เคย   ไม่เคย 

  ถ้า เคย โปรดระบุช่ือแบบเรียน       
5. คุณชอบ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หรือไม่ 

 มากที่สุด    มาก    เฉย ๆ  น้อย  น้อยที่สุด 

 
6. จุดมุ่งหมายในการเลือก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คุณคืออะไร 
 ชอบภาษาจีน และอยากรู้เรื่องราวเกี่ยว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ได้รับการสนับสนุนจากผู้ปกครอง  
 เพ่ือเพ่ิมโอกาสในการทํางาน 
 เพ่ือเก็บคะแนน 
 อ่ืน ๆ  )โปรดระบุ(         

7. 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คุณอยู่ในระดับใด 
  ดีมาก    ดี    พอใช้   แย่    แย่มา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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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ของแบบเรียน《交际汉语》และสว่นอ่ืน ๆ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บทเรียน 

ข้อคําถาม มากที่สุด มาก ปานกลาง น้อย น้อยที่สุด
(5) (4) (3) (2) (1)

1. คุณคิดว่าเนื้อหาในบทเรียนมี
ความ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ชีวิตประจําวัน
ของคุณ 

     

2. คุณคิดว่าเนื้อหาในบทเรียน
สามารถนําไปประยุกต์ใช้ใน
ชีวิตประจําวันได้จริง 

     

3. คุณคิดว่าเนื้อหาในบทเรียนสนุก
และน่าสนใจ

     

4. คุณคิดว่าเนื้อหาของบทเรียนใน
แบบเรียนเล่มน้ีมีส่วนช่วยต่อการ
พัฒนาทักษะ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คุณ

     

5. คุณสามารถเขา้ใจเน้ือหาบทเรียน
ในแบบเรียนเลม่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ดี

     

คําศพัท์ 
1. คุณคิดว่าจํานวนคําศัพท์ในแต่ละ

บทเรียนมีจํานวนเพียงพอต่อการ
เรียนรู้ 

     

2. คุณคิดว่าการแปล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
คําศัพท์ในบทเรียนเป็นภาษาไทย
มีความแม่นยํา 

     

3. คุณคิดว่าจําเป็นต้องมีการแปล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คําศัพท์เป็นภาษาไทย
ภายในบทเรียน 

     

4. เวลาเรียนบทเรียนคุณค้นหา
คําศัพท์ในแบบเรียนได้อย่าง
สะดวก 

     

5. คุณคิดว่าคําศัพท์ที่เรียนใน
แบบเรียนสามารถนํามาใช้ใน
ชีวิตประจําวันได้จริง 

     

ไวยากรณ ์
1 ．คุณคิดว่าไวยากรณ์ในแต่ละ
บทเรียนมีจํานวนเพียงพ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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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คุณคิดว่าคําอธิบายไวยากรณ์ใน
บทเรียนมีส่วนช่วยต่อการพัฒนา
ทักษะ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คุณ 

     

3.คุณคิดว่าไวยากรณ์ในแบบเรียนน้ี
ยาก 

     

4.คุณคิดว่าคําอธิบายไวยากรณ์ใน
แบบเรียนเล่มน้ีมีความถูกต้องแม่นยํา
แล้ว 

     

5.คุณมี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ในไวยากรณ์ของ
แบบเรียนเล่ม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ดี 

     

ตัวหนังสือจีน 
1. คุณชอบเรียนการเขียนตัวหนังสือ

จีน 
     

2. คุณมีความถนัดในการเขียน
ตัวหนังสือจีนอยู่ในระดับใด 

     

3. เวลาเขียนตัวหนังสือจีนคุณ
สามารถเขียนได้ตามลําดับขีด

     

4. คุณคิดว่าตัวหนังสือจีนใน
แบบเรียนเล่มน้ียาก 

     

ความรู้ด้านวัฒนธรรม 

1. เน้ือหาในแบบเรียนเล่มน้ีช่วยให้
คุณรู้สึกสนใจใน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อง
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เพ่ิมขึ้น 

     

2. เน้ือหาในแบบเรียนเล่มน้ีช่วยให้
คุณเข้าถึง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ของ
วัฒนธรรมไทย-จีน 

     

3. คุณคิดว่าเนื้อหาในแบบเรียนเล่ม
น้ีควรเพ่ิมเน้ือหา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
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 

     

แบบฝึกหัด 
1. คุณคิดว่าแบบฝึกหัดในแต่ละ

บทเรียนมีจํานวนเพียงพอ 
     

2. คุณคิดว่าแบบฝึกหัดที่เก่ียวขอ้ง
กับการสนทนาในแต่ละบทเรยีนมี
จํานวนเพียงพ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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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คุณคิดว่ารูปแบบของแบบฝึกหัด
ในแบบเรียนน้ีช่วยให้คุณเข้าใจใน
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มากขึ้น 

     

ด้านอ่ืนๆ 

1. แบบเรียนเล่มน้ีมีรูปภาพประกอบ
พร้อมทั้งจํานวนรูปภาพที่
สอดคล้องกับเน้ือหาที่เรียน 

     

2. คุณคิดว่ารูปแบบของตัวหนังสือ
สามารถดึงดูดความสนใจของ
นักเรียนได้ดี

     

3. คุณคิดว่าแบบเรียนชุดน้ีเป็น
แบบเรียนที่ดี 

     

4. คุณคิดว่าแบบเรียนชุดน้ีเหมาะสม
ต่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คุณ

     

 
คุณชอบใช้แบบฝึกหัดประเภทใด )สามารถตอบได้มากกว่า 1 ข้อ( 
 แทนที่คําศัพท ์ บทสนทนา  แปล   อภิปราย 
 พูดบทความ  แก้ประโยค  เขียนตามคําบอก  เติมคําในช่องว่าง 
 โยงเส้นให้สัมพันธ์ แต่งประโยค  ฝึกการออกเสียง  อ่ืน ๆ  

3.  คําแนะนําและข้อคิดเห็น 
1. ถ้าคุณให้คะแนนแบบเรียนเล่มน้ี คะแนนเต็ม 100 คะแนน  คุณจะให ้ คะแนน 
2. คุณคิดว่าแบบเรียนเล่มน้ีมีจุดบกพร่องหรือข้อเสียอย่างไร ?  ตอบพร้อมวิธีแก้ไข 

                  
                  
                  
                 

 
 
 
附录（三） 

泰国佛统职业学校汉语教师对教材内容的评价调查 

------以《交际汉语》为例 

尊敬的老师，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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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与您的工作和教学有关的调查问卷，本人希望通过这份问卷，理解

贵校在使用《交际汉语》进行教学的过程中的看法。这份问卷不记名，本人同时

承诺不将作答结果透露给与此研究无关的任何人。所有題目答案没有对错之分,

按照您的真实想法作答即可。十分感谢您的合作！ 

一、个人基本信息 

1.性别：   男  女 

2.国籍：   泰国  中国   其他   

3.所教年级：  中专 1  中专 2   中专 3     

专业    

4.除了《交际汉语》，以前在汉语教学中使用过别的汉语教材吗？ 

  用过      

  没用过 

5.如果用过，用了什么教材？ 

             

关于《交际汉语》的结构 

（一）课文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不好 

(5) (4) (3) (2) (1) 

1.您觉得使用该教材可以完成既定

的教学目标 

     

2.您觉得课文语言实用      

3.您觉得课文内容有趣味性      

4.您觉得课文内容的设置具有合理

性、系统性、完整性 

     

5.您觉得课文的语言有错误 

 

     

(二)词汇  

6.您觉得每课的生词多 

7.你觉得生词的泰语翻译准确

8.你觉得生词需要有泰文注释

9.您觉得生词适合泰囯学生的水平

（三）语法 

10.您觉得课本的语法点编排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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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喜欢使用什么类型的练习题?(多选题) 

 替换练习    完成对话   翻译   讨论题    成段表达 

 改病句   听写   填空   连线成句   造句 

 语音练习  其他       

11.你觉得课本的语法讲解对学生提

高汉语水平有帮助 

12.你认为本教材涉及的语法点对学

生来说难 

13.教材中对于语法点的讲解准确

14.学生对于本教材中的语法讲解理

解程度 

（四）汉字 

15.您觉得每课课文后涉及的汉字书

写合理 

16.学生对于汉字的书写掌握程度

17.您觉得本教材的汉字难

18.您赞成教材同时提供繁体字和简体字

（五）文化 

19.您觉得学习文化的内容有助于提

高学习汉语的积极性 

20.您觉得本教材的内容能帮助学生

了解中国文化和泰国文化的不同

21.您觉得书中的内容有必要增加关

于中国文化的内容 

22.您觉得本教材的内容体现了中泰

两国文化 

（六）练习 

23.您觉得每课的练习量够多

24.您觉得课后练习中交际练习量多

25.您觉得练习形式 

26.您觉得练习部分覆盖了全部的课

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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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的建议和意见 

 

1.如果请您为该书打分,满分 100 分,您的评分是    

2.您认为该书还存在哪些不足，需要如何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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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不知不觉我的研究生生涯就即将结束了，回想这一路

走来的日子，父母的疼爱关心，老师的悉心教诲，朋友的帮助支持一直陪伴着我，

让我慢慢走向成熟。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一直以来给予我无私帮助和关爱的老师们，特别是我的

导师。谢谢你们这四年来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从你们身上，我学会了如何学习，

如何工作，如何做人。 

其次，我还要真诚地感谢我的同学们，在这四年当中，你们给予我很多帮助，

在我的学习工作生活各个方面，你们给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我的成长同样

离不开你们，你们对我的关心，帮助和支持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之一。 

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以及家人，没有人比你们更爱我，你们对我的关爱

让我深深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给予我的理解、鼓励和支持，

你们是我不断取得进步的永恒动力。 
 

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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ประวัติการศึกษา 
พ.ศ. 2552 – 2557 คณะศึกษา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ศิลปากร 
   ศึกษาศาสตรบัณฑิต (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ฐานะภาษา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 
ประวัติการทํางาน 
พ.ศ. 2560 - ปัจจุบัน ครูผู้ช่วย )ภาษาจีน (   โรงเรียนวัดไร่ขิงวิทยา จังหวัดนครปฐ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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