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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汉语》主要内容：回顾四十年来我们的汉语教学所走过的路子，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从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六年“文革”前，这一时期教材和课程设置比较单一，教学方法是传统的
语法翻译法，即以语法理论的讲解为主，教学中偏重语法句式和虚词，语法和词汇讲解都通过学生的
母语进行，教材均为汉语、民族语对照。第二阶段，“文革”后自七二年恢复招生至八四年，这一时
期受结构主义语言教学法的影响，教材虽然仍为单一的综合型的，但在教学法上普遍采用了句型教学
，改变了过去课堂教学以课文为中心的状况，为了帮助学生提高听、说能力，也编写了一些口语教材
，比较注意了语言技能训练与语言规律掌握的结合。第三阶段，自八四年始至今，这一时期引进了功
能教学法，对过去单一的课型进行了改造，按语言技能划分为不同的课型，从综合型的通用教材，发
展为各自专用的系列教材。自此，课型定为：精读（实际上是语法课）、写作练习、泛读、语言实践
（二年级文科还要上文选和古代汉语）、理科班增设科技汉语。现在即将面世的这套教材，就是这一
时期老师们边教学边总结，不断实践的结晶。在教材编写中，吸取了新的语言教学理论与教学法，注
意到结构、功能及文化因素的结合，在编排上注意到科学性和实用性，内容上注意到思想性、知识性
和趣味性。有的经过长期使用，反复修改，教学效果比较明显，颇受学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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