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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借鉴前人关于对外汉语口语语法研究的基础上，从语料库角度出发，通过把口语语料库的发展与

对外汉语口语语法研究相结合，探讨对外汉语口语语法大纲的构建，并提出在构建过程中需注意“口语

情景描述”、“语体特征展现”、“语用范围表达”、“整体性表述”四要素，对对外汉语口语语法大

纲的构建进行有效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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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spoken grammar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u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development of spoken corpus with the study of 
spoken grammar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 discus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utline of 
spoken grammar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four element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description of oral situation”, “presentation of 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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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ic features”, “expression of pragmatic scope” and “overall express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dis-
cuss and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utline of oral grammar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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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口语语料库发展综述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口语语料库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伦敦—朗

德英语口语语料库”，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语料库，该语料库收集了大规模的语料，提供了大量真实的

例句。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最具代表性的英语语料库之一的英国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
简称 BNC)出现并投入使用，BNC 不仅是大型通用语料库，其收集多达 1000 万个词的英语口语语料更具

有深远的研究价值。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同步加快了对汉语技能研究的深入发展，尤其是语言资源库的

建立使计算机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进入了新时代，语料库、资源库等新兴辅助媒体的出现，让语料呈现

更加直观。国内语料库主要包括：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陈小荷，1996)、汉语口语教学语料库(赵金铭

等，2002)等。这些语料库语料丰富，但针对汉语口语语料库的研究却少之又少。直到 2003 年 6 月，兰

开斯特汉语语料库作为一个拥有 100 万词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平衡语料库初步建成，标志着从事基于语料

库的汉语研究进入新阶段。进入 21 世纪，中文语言资源联盟的出现，初步涵盖了 CASIA 汉语情感语料

库、CADCC-汉语普通话自然口语对话语料库、桌面语音识别语音库–自由话题(50 人)等多种辅助性语料

库，为汉语各项语言技能的研究提供多样化、直观化的语料选择。在 2010 年张宝林研究“北京语言大学

的汉语学习者口语语料库”的出现使得汉语口语语料库及语法的研究出现新的方向和成果。 

2. 对外汉语口语语法研究与发展 

(一) 对外汉语口语研究现状 
前人对对外汉语语法研究的积累与探索已有丰硕的成果，并逐渐形成完整的汉语语法体系，服务于

社会的发展与语言交流的需求。其中，不仅有彭小川、李守纪《对外汉语教学语法释疑 201 例》(2004)，
周小兵《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研究》(2007)、齐沪扬《对外汉语教学语法》(2014)等综合性语法著作，

更有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2005)一书对汉语口语的语法进行细化研究。从这些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上

看，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正逐渐朝着技能性、功能性、交际性的方向发展，逐渐为汉语教学提供更为细致

的服务。 
但从目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更多对语法的论述集中于对语法整体化的研究，而对语法功能性的研

究虽然有所发展，但发展缓慢。尤其对于汉语口语的发展来说，汉语口语语法的研究与汉语口语教学的

发展相差较远。正如吕必松先生曾指出：在语法教学中口语语法的教学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近几年

的论文著作中，少有论文对汉语口语语法的发展进行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Ronald Carter《编写口语语法

的十大要点》(2001)虽然从英语口语的角度出发进行口语语法编写要点的论述，但其中提及的“衡量话语

的语法是否正确”的方法及“概率语法”的复现，给汉语口语语法的整理和编写提供了新的参考思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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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晶凝《对外汉语语法大纲的构建》(2016)一文中，正面提出了对外汉语口语教学语法大纲的体系框架，

并提出了三个重要考虑因素，即：使用频率、参与到句法结构中所表现的难易程度以及通用度[2]。这与

Ronald Carter《编写口语语法的十大要点》中提及的“概率语法”有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为对外汉语口

语语法的构建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陈爽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语法大纲的构建》(2019)一文中，简明

扼要地分析了汉语口语教学的特点，从汉语口语教学的特点出发，以词汇为中心，提出对外汉语口语教

学中语法大纲的构建过程，并通过“调整口语教学内容”、“优化语法大纲”两条策略为口语语法体系

的构建献计献策[3]。 
随着对汉语口语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化、细化，汉语口语语法的研究也逐渐得到许多学者、专家的关

注，汉语口语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也进一步细化对汉语教学研究的发展。但汉语口语语法目前以“共核

性语法”为主，教授通识性的语法规则，在口语教学中容易产生脱离学生实际的口语交际需求，忽视口

语语法的实践性研究，缺乏针对性的口语语法体系等弊端，是口语语法发展受影响的主要原因。在借助

语料库的基础上开展汉语口语语法研究，对构建、完善汉语口语语法体系具有教学的现实需求和实践意

义。 
(二) 对外汉语口语语法发展特点 
对外汉语口语语法的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也呈现了自身的发展特点。第一，研究起点早，口

语语法点内容广泛。汉语语法从 1898 年马建中的《马氏文通》算起已有百年历史，而口语语法作为汉语

语法的特殊组成部分，在 1968 年由赵元任先生最先提出“汉语口语语法”的概念，此后开始被部分学者

熟知并开展相关的研究，至今为止也有五十多年历史，汉语口语语法体系不断得到完善。但汉语口语语

法体系始终依赖于以往的语法知识体系，细化了词汇、句子的每个成分，展现的口语语法点内容术语较

多。无论对于初级、中级还是高级的留学生而言，口语语法的体系内容庞杂，同时受术语过多的影响，

都不利于留学生口语教学的发展，对留学生所开展的教学效果和研究成果都很难得到有效体现。第二，

口语语法呈现碎片化规则分布。口语的发展会随着生活场景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语料需求，但大部分的

对话均以词汇或短句为主，所产生的语法信息可以是短语的“的”字句，也可以是一个名词、动词或形

容词，更有可能是无主句、程度补语、固定短语等短句的语法形式，并且大部分对话的出现因情景的不

同而呈现碎片化的规则分布，对于口语语法的完善具有极大的挑战难度。第三，口语语法与书面语语法

大同趋异特征明显。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都在汉语语法体系中展现各自的特点。在汉语语法体系中相

同部分我们可称之为共核语法，即中性语体的语法。所谓中性语体是指普通话口语和书面语共用的语言

材料和表达方式，也就是在较正式场合所用的普通话口语和演讲、小说、散文等非专业性的书面语体中

的语法[4]。在共核语法的影响下，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的发展都呈现出明显的区别。因此，无论对于

口语语法还是书面语语法来说，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都在共核语法的影响下需要进一步完善自身语法

体系，才能更好地促进口语、书面语教学的发展。 

3. 对外汉语口语语法大纲的构建 

(一) 构建对外汉语口语语法大纲必要性 
汉语口语在汉语语法体系的发展中涉及的语法面广，语言点泛，不具备有效性、针对性等原因使得

汉语口语语法的发展比较滞后。构建对外汉语口语语法体系，在语料库的辅助下不仅能获得大量的语料

资源，更能从所获得的语料资源中更新时代口语特点，分析不同国度留学生在口语教学中易出现的口语

偏误，是丰富语法体系的必要之处，也是促进汉语口语教学发展的有效推动力。其次，不同语言之间的

交流频繁增多，涉及的口语语法也在发生变化，对对外汉语口语语法进行研究和完善这既有现实教学的

需要，也是促进当下多民族、多国度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必需。再次，汉语口语语法作为汉语语法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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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支，既和汉语语法紧密联系，也有其口语为充分表达说话者人际意义而呈现的多种语态形式特征，

具备口语发展语体特点和语法规则。因此，构建对外汉语语法大纲是促进汉语教学的发展，帮助留学生

更好地开展口语学习的基础。 
(二) 构建对外汉语口语语法大纲原则 
构建口语语法大纲不仅要对汉语语法有明确的认识，同时也要明确大纲制定的原则。第一，以共核

语法为基础，构建科学的语法体系。对外汉语口语语法的制定、发展主要借鉴于《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

纲》《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语法等级大纲》等语法体系，这些体系的大部分内容我们可称之为共核语法，

这些语法体系为口语教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和语法要求，是进一步研究口语语法的重要参考

语法点。构建对外汉语口语语法体系只有对共核语法有整体的认识，并依据口语教学和实际语用特点来

构建科学的语法体系，才是促进口语语法发展的关键之举。第二，将口语语法科学量化展现语法规则。

制定对外汉语口语语法大纲要依据现实语用发展的需求。目前，研究和构建口语语料库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为汉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语料资源。口语语料库的语料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语料，应回归于语用研

究，应用于口语教学。构建口语语法大纲需要在大量语料积累的基础上发现生活中常用的语体特征和语

用规律，通过量化的方式科学取材口语语料，通过分析其中蕴含的使用规律来展现语法规则，满足于口

语教学的发展。第三，突出口语实践性特征。口语的教学和使用归根结底是回归于生活中，运用于日常

的交际上。构建口语语法大纲要立足于口语需要多开口、多交流的实践特点上，把口语语法和口语教学

相结合，突出口语交际“实用性”的特点，引导学生使用目的语表达自我需求。因此，口语语法的构建

要改变以往术语为主的体系表达，要注重对学生口语表达需求的满足，突出口语交际性的实践特征。 
(三) 对外汉语口语语法大纲构建要素 
1. 口语情景描述 
第三部分强调了口语语法大纲的构建要满足口语交际的需求，因此，在构建对外汉语口语语法大纲

中要体现口语情景描述这一要素。尽管在口语语法规则制定和借鉴过程中，语法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已可

以提供足够丰富的语用信息，但口语的教学最终是用于日常生活的交际中。对于留学生而言，所学习的

目的语在适应文化、社会环境方面都存在极大的难度，能恰当的在生活中使用口语更是需要较长的适应

期。要使留学生能切实运用所学的口语知识，特别是语法知识，要结合口语使用的环境和语境要求提供

可参考的情景语用环境，才能给留学生提供足够充足的信息掌握该语境下目的语的表达，增加其对口语

语法的吸收和理解。因此，构建对外汉语口语语法大纲需要增加口语情景的描述，以更好地帮助留学生

对目的语口语的吸收和使用。 
2. 语用范围表达 
对外汉语口语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并注重对学生口语进行情景模拟练习。在 1 中我们通

过强调在口语语法体系中注重“口语情景描述”这一要素的重要性，明确了情景练习在口语教学中的首

要地位。不同的情景会有不同的语用表达范围，如：无论在日常交谈还是商务谈判上，所使用的口语都

不一样，所涉及的口语语法也存在极大的不同。因此，在构建口语语法体系过程中明确注明某一语法点

语用范围的表达，是区分口语交际使用范围的前提，也是留学生了解目的语使用文化的重要一步。尽管

在口语模拟情景中涉及的语法点会相对简单，但口语语法内容范围广，对语法内容进行分类，对语用的

表达进行基本的界定，可以满足口语教学中可能出现的潜在需求。 
3. 语体特征展现 
口语和书面语有不同的语法和使用规则，在口语内部因时因地也会使用不一样的语体。所谓语体，

就是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领域，针对不同对象、不同环境，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所形成的习惯用语、常

用句式、结构体式等一系列运用语言的特点[5]。口语语体不仅包括谈话语体，也包括演讲语体。对于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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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谈话语体来说，口语因运用于不同的场合而展现不同的语体特征。尤其对于内容庞杂的口语体系来

说，通过展现语体特征来区分不同对象、不同环境使用口语的不同要求，是明确口语体系分类，细化语

法使用规则的重要一步。在口语语法体系中展现语体特征，不仅让教师的教学目标更明确，同时也有利

于引导学生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目的语积极表达自我需求。 
4. 整体性表述 
口语教学最终目的是要留学生能使用目的语开展正常的交际需要，而口语的教学往往不是一蹴而就

的，需要一个长期的训练和表达过程，才能完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交际训练。为有效提高交际训练的完整

性，在构建对外汉语口语语法大纲体系中无论是涉及口语情景的描述，还是语用范围的表达，亦或是语

体特征的展现，其最终的结果都是展现完整的、蕴含语法信息的交际过程。因此，在构建口语语法体系

中，语法点的展现需要和话语交际训练相结合，突破结构主义语法为纲的局限，以话语的完整性表述展

示语法的整体性。 
(四) 构建对外汉语口语语法大纲方式 
对外汉语口语语法大纲是口语教学的基础和方向标，构建对外汉语口语语法大纲是进一步助推口语

教学与生活实际相贴近的重要方式。因此，构建对外汉语口语语法大纲在参照《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语法等级大纲》等共核语法的基础上以实际生活用语为素材，通过田野调查、语

音收录、生活用语整理等方式搭建起口语语法的语料基础和语法框架，根据话语使用场景的不同，分阶

段、分类型、分对象进行整理，采取 SPSS 进行数据分析归类，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优势，辅以多媒体

信息技术支持，通过文字描述、情景搭建、数据支持等方式进行对外汉语语法大纲的搭建。 

4. 结语 

对外汉语口语语法大纲的构建是一项长久而持续的语法研究，涉及的使用范围广、语法类型丰富，

并且许多语法内容难以界定。因此，对于口语语法的研究需要借助语料库的信息资源和语料财富，通过

量化的语料整理并整合社会发展的交际需求，才能更好地构建、完善对外汉语口语语法体系，推动口语

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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