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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汉语学习者的不断增加，汉语教学的质量亟待提高，适于汉语教学的语言点语料库的建设将有

益于教学，但目前这种语料库较少。本文拟对建设一个以汉语语法为切入点的用于语言对比和国际中文

教学的语言点语料库的可行性进行研究。论文首先研究了汉语语料库建设的现状，发现研究汉语的语料

库较少，并且缺少专用的语言点语料库。基于这一背景，本文提出了构建基于国际中文教学的语言点语

料库的设想，并分析了构建语料库的可行性与意义。该语料库具有语言点检索、语言点注解、教学解释

和练习四个板块，共同组成了一个完备的系统，为学生学习和教师备课带来了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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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number of Chinese learners around the world increases continually, the quality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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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nguage point corpus suitable for Chinese 
teaching will be beneficial to teaching. Currently, there are few such corpora.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nguage point corpus for language comparison and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aking Chinese grammar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paper first stu-
d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orpus construction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few literatur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rpora and language point corpora are rare, too. Based on this back-
ground,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constructing a language point corpus based on interna-
tional Chinese teaching, and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and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the corpus. The 
corpus has four sections: language point retrieval, language point annotation, teaching explanation 
and practice, which together form a complete system that brings convenience to students’ learning 
and teachers’ lesson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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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汉语学习者日益增加，各国汉语教学正在由普及型、兴趣型向正规化、专业

化方向发展；组织机构、课程内容越来越多样化，适应教学需求的教学资料开发也在迅速增长。但目前

适于汉语教学的语料库存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远没有达到汉语学习者和教师期望的高度。本文试图

在分析现有汉语语言点语料库的不足的基础上，对其开发建设的可能性进行一定的探索。 

1.1. 构建基于国际中文教学的语言点语料库的意义 

1.1.1. 填补市场空缺 
现有的面向对外汉语教学开设的语料库数量极少，尤其是以收集语法为主的语料库。当前对外汉语

学习的语料库有语音教学语料库、动态作文语料库等，而语法汇总的语料库较少。因此，构建一个基于

国际中文教学的语言点语料库能够有效填补市场空缺，满足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1.1.2. 满足教学需求 
母语为非汉语的学习者的汉语基础较差，缺少目的语交际环境，他们缺少一个自学、练习及复习的

汉语语言点语料库。在汉语教学中，面对规则复杂、条目较多的语言点，国际中文教师需要尽量避免使

用罗列理论的教学方式。虽然大量举例和示范能够降低学习难度，但这也成为教师备课的一大难点。构

建语言点语料库能够满足各国汉语学习者自学语言点或提高汉语水平的需求，同时，为教师提供大量真

实客观的语料，有效地缓解教师备课难的问题。 

1.1.3. 促进文化传播 
网络通讯技术、线上语言教育平台蓬勃发展，为汉语学习者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平台。而面向各个阶

段的汉语学习者提供的系统性的汉语语言点语料库正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在帮助外国学习者自主学

习汉语语法的同时，增强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以此达到信息传递和文化交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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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构建基于国际中文教学的语言点语料库的可行性 

1.2.1. 技术要求难度并不高 
构建语言点语料库并非高技术门槛的任务，其所需技术要求基本上限于对常见办公软件的熟悉和掌

握，尤其是像 Excel 和 Access 这样的数据库管理软件。这些软件以其直观友好的界面和简单易懂的操作

步骤，使得即使没有专业编程或数据处理经验的人员也能够轻松上手。 
这种低技术门槛的特性大大降低了构建语言点语料库的难度，使得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和语言研究者

能够参与到语料库的建设中来。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构建语言点语料库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投入。因此，技术要求的低难度保证了语言点语料库的构建可行性，使得更多人能够参与其中，共同

促进国际中文教学和研究的发展。 

1.2.2. 可供参考的语料库较多 
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已经出现了多个可供参考的语料库，其中包括北京语言大学 HSK 动态作文语

料库、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汉语教学数据库以及 BCC 语料库。这些语料库汇集了大量真实的语言数据，覆

盖了各种语言点和语境，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实践经验。例如，北京语言大学 HSK 动态作文语料

库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范例和语言素材，有利于学习者模仿借鉴，提高写作能力。同时，语料库的分类和

标注为教师提供了针对不同水平学生的教学参考。 
以上三个语料库丰富的素材和经验对于构建一个国际中文教学语言点语料库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2.3. 教学参考资料较多 
国际中文教材的不断发展为本语料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一方面，国际中文教材的出版数

量不断增长。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2020 年底，全球共出版国际中文教材 19,530 种。其中，1981~1990
年共 1211 种，1991~2000 年共 1673 种。2000 年后出版数量迅速增长，2001~2010 年共 7278 种，2011~2020
年共 8039 种[1]。另一方面，国际中文教材的分类不断细化。根据不同的适用人群、专用目的以及课型设

置等因素，国际中文教材呈现出通用教材、专用教材(涉及商务、旅游、科技、医学、媒体、公务、交通、

工业、体育、法律、国防、政治、军事、外交、航空、工程、金融等十几个专业和职业方向)、文化教材、

考试教材等多种分类，满足不同群体的中文学习需求。 
因此，国际中文教材的不断发展不仅为语料库的构建提供了大量的可用数据，同时也为语料库的应

用提供了丰富的场景和应用场合，为国际中文教学和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源和支持。 

1.2.4. 具备专业知识的建库团队容易组建 
语言点语料库建库人员在语言学、教育学以及国际中文教育专业方面应具备较广泛的知识和经验。

一般来说，汉语国际教育方面的专业人才都能达到这个要求，这保证了建库团队组建的可能性。 

2. 现有汉语语料库建设现状及文献综述 

2.1. 现有汉语语料库建设现状 

2.1.1. 研究汉语的语料库比例小 
语料库有多种类型。现存较多的语料库是专用的，即只收集于某一特定用途的语料。一方面，按

照语料的语种，语料库分为单语、双语、多语三类。另一方面，按照语料的组织形式分为平行语料库

和比较语料库。我国汉语语料库的建设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起步时间晚，

语料库数量和质量都存在不足。由于受国外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和发展的影响，加上近年来我国对英语

教学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多数国内语料库的建设仍以英语为主，只有少数语料库是完全用来研究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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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 

2.1.2. 缺少专用的语言点语料库 
目前，国内建设的对外汉语学习语料库有语音教学语料库、动态作文语料库等，而语法汇总的语料

库较少。目前为止，国内没有一个以汉语语法为切入点的用于语言对比研究和学习的语言点语料库。 
以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 BCC 语料库为例，BCC 语料库(http://bcc.blcu.edu.cn/)是以汉语为主，兼

有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土耳其语等语言的语料库，其中汉语语料规模约 150 亿字，涵盖了报

刊、文学、微博、科技、综合和古汉语等多领域语料。BCC 语料库包括了生语料、分词语料、词性标注

语料和句法树，目前已对现代汉语、英语、法语的语料进行词性标注，中、英文句法树则是引自美国宾

州大学的中文和英文树库[2]。但使用过后可发现，检索仅能发现它的多种出现场景，对于想要了解语法

点的搜索者来说没有直接性的有效性。 

2.1.3. 语料库操作运用缺乏科学性 
目前国内的语料库建设大多数满足自用需求，缺少共享共用。语料库建设的规范性不强、缺少系统

的理论指导、缺少建立标准和统一管理、缺少评测标准等。当前汉语语料库建设的质量良莠不齐、杂乱

无序。语料库中的内容得到标注和重新加工的寥寥无几，这使得语料库的使用效率不高，存在着重复性

建设[3]。为研究者提供功能丰富、使用方便灵活、效率高的语料库分析工具，是汉语语料库未来的发展

方向。 

2.2. 有关汉语语料库建设研究的文献概述 

柏晓静等人(2002)对双语语料库的构建和加工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构想[4]。孙东云(2018)探讨了 BCC
汉语语料库在英汉翻译教学中的应用，为语料库翻译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5]。黄水清和王东波(2021)探
讨了国内语料库的构建和标注的方法、流程和策略，并阐述了语料库在语言教学等领域的应用现状，梳

理了目前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各类语料库，并对其建设和发展特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包括单语语料库、

双语语料库、特色语料库三种类型[6]。 
单语语料库主要是以汉语为主，兼有其他语言的语料库，典型的有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 BCC 语

料库。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包含现代汉语语料、古代汉语语料两类单语语料，另外，还收录了二十五史、

诸子百家等杂类语料，留学生汉语作文语料、中文学术文献语料库、海外华文网络语料等专题语料[6]。
人民日报标注语料库则完成了词语切分、词性标注、专有名词标注、动词和形容词特殊用法标注等加工

工作，形成了一个大规模、高质量的现代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清华汉语树库是有完整句法结构树的汉

语句法树库语料，清华 TH 语料库(已更名为 THCHS-30 语料库)包括生语料和熟语料，涵盖多种子库语料

素材[6]。 
双语语料库有以汉英语为主的，包括中国科学院汉英平行语料库、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英汉

双语平行语料库、清华大学中英平行语料库等。另有其他语种与汉语的双语语料库，例如北京大学计算

语言研究所双语平行语料库、北京外国语大学双语平行语料库、南京农业大学古代汉语典籍平行语料库

等。其他特色语料库有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国传媒大学有声媒体

文本语料库等。 
综上所述，现有针对语料库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在语料库是如何建设、加工及应用的，并对国内已

有语料库进行分类，列出其代表的大型语料库。我们发现国内现有的汉语语料库并没有从语言点出发，

以不同级别的语法点为检索规则的语料库，而语法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又是一大难点。这产生了语言点

语料库建设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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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建基于国际中文教学的语言点语料库框架设计设想 

3.1. 总体框架说明 

国际中文教学语言点语料库的设计旨在为学习者和教师提供一个全面且实用的语言点查询与练习平

台。该语料库包含四个核心模块：语言点索引、语言点注解、教学解释和练习板块(见图 1)。 
 

 
Figure 1. Flowch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language point corpus framework 
图 1. 国际中文教学语言点语料库框架流程图 
 

整体而言，这一框架的设计不仅致力于提高汉语学习的效果，还旨在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一个互动性

强、资源丰富的学习和教学平台，从而促进汉语教学的全面发展。 

3.2. 语言点索引板块 

以《国际中文教育中文等级水平标准》为依据，以目前主流的几套汉语教材为参考，确立初中高等

级汉语语言点的主要内容，科学地、系统地编排索引页面。形成一个条理清晰、框架合理、内容全面的

语言点索引板块，帮助汉语学习者或汉语教师对所需要查询的语言点进行快速检索，及时获得客观完整

的语料。 

3.3. 语言点注解板块 

该板块旨在为用户提供客观真实的语料中心。在建立注解内容时，语料库充分考虑了主流汉语教材

的使用情况，并进行了大量考证分析，确立了每个语言点的规范注解。 
首先，注解板块采用了现实汉语教学中最广泛使用的几套汉语教材作为主要参考来源。这些教材包

括了国际中文教育中文等级水平标准所推荐的教材，以及其他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教

材。通过综合考量这些教材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语言点解释，注解板块确立了每个语言点的规范注

解，使得注解内容更加贴近实际教学需求，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可用性。 
其次，注解板块综合考虑了不同教材对于同一语言点的不同解释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形成了一

套风格统一、内容一致的注解方式。这种做法有助于用户理解不同教材之间的差异性，帮助他们更好地

把握语言点的使用规范，提高了语料库的实用性和适用性。 
此外，注解板块还对于每个语言点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分析，以确保注解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通过

收集和整理大量的语料数据，注解板块形成了丰富的语言点注解，为用户提供了全面而可靠的语料中心。 
综上所述，注解板块在语料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用户提供了客观真实的语言点注解，帮助他们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汉语语言知识，提高了语言学习和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3.4. 教学解释板块 

该板块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将注解内容可视化、简易化，通过例证的方式进行教学展示，为教师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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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供便捷易懂的教学辅助。在教学实施的角度出发，该板块深入分析和归纳了每个语言点，确保了教

学解释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采用了简洁明了的语言，避免了过多的专业术语和复杂的解释，帮助教师和

学生更好地掌握语言点的教学方法和技巧，提高了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因此，教学解释板块为用户提

供了全面而有效的语言点教学辅助，促进了汉语学习和教学的进步和提高。 

3.5. 练习板块 

该板块为用户提供丰富多样、有针对性的语言点练习，以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教师的教学备课。

该板块设计的内容根据主流汉语教材和国际汉语教学标准，提供不同难度和类型的练习题，以满足不同

水平学生的学习需求。练习内容设计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涵盖填空、改错、选择等题型，帮助学生巩

固和提高语言点的应用能力。此外，练习板块还提供详细的练习解析和答案解释，帮助学生理解题目要

求和答案逻辑，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提高学习效率。 

4. 构建基于国际中文教学的语言点语料库的使用说明 

4.1. 语言点索引板块 

该板块旨在为用户提供便捷的语言点查询和检索功能。用户可以通过清晰的页面结构，轻松浏览和

选择所需的语言点，每个语言点都有相应的注解和解释页面。此外，语言点索引板块提供了用户友好的

界面设计和搜索功能，使用户能够快速准确地定位所需的语言点，确保了检索的高效性和精准性，为用

户提供了全面、框架合理且用户友好的语言点查询与检索服务。 

4.2. 语言点注解板块 

语言点注解材料来源具有准确性与可靠性。每个语法点的规范注解经过深入研究和考证，确保其符

合语法规则和实际语言使用的共识。这种一致性使教师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会受到来自不同教材或资

源的差异性干扰，从而避免了可能的混淆和误导。 
例如，教师在搜索板块搜索“能愿动词：会”，语料库则能迅速跳转到“能愿动词：会”的注解页

面，给出客观、规范的注解。既解释了“能愿动词：会”的语法意义，也给出了它的常用用法，让教师

不用再花费大量时间翻阅纸质语法书，亦不用在网上搜索客观性、准确性无法保证的语言点注解。再如，

学生在搜索板块搜索“能愿动词：想”，语料库则能迅速跳转到“能愿动词想”的注解页面，同时能发

现它与“能愿动词：要”是联系在一起的，给出的注解是：句法上，“要”和“想”与其后面的谓词性

成分构成述词的“想”宾结构，且“要”具有肯定和否定不对称的现象。 
语料库通过连续性的框架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完整而连贯的语法学习体验。这一连续性的设计有助

于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语法体系的全貌，而不仅仅是孤立地学习一些零散的语法规则。通过逐步深入学习，

学习者能够建立起对语法体系结构的整体认知。这种整体理解有助于避免对语法知识的片面掌握，提高

学习者对语法点之间相互影响和衔接的敏感性。此外，适应性的学习特点使得语料库更具针对性，尤其

适用于 HSK 初级中级学习者。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水平和需求选择适当难度的语法点进行学习，从而

更好地适应个体化的学习进程。这种适应性学习模式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因为他们能够在相

对轻松的环境中逐渐拓展知识。 

4.3. 教学解释板块 

依据语言点注释板块的内容，从教学实施的角度出发，用简洁明了的方式将注释可视化、简易化，

以例证的方式进行教学展示，以供教师和学生自由使用。语料库被设计成一个多功能性学习工具，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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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广泛的学习和教学需求。这意味着它不仅仅提供简单的语法点解释，更兼具其他丰富的功能，使其成

为一个灵活而全面的语言学习平台。 
例如，教师在搜索语言点“能愿动词：会”时，得到注解：能愿动词，也叫“助动词”，能用在动

词语、形容词语前面表示客观的可能性、必要性和人的主观意愿，有评议作用。“会”表示通过学习具

有了某种能力，不具有某种能力用“不会”。同时，得到例句：我会说中文。我不会说中文。由此得到

对比，以例证的方式进行教学展示，为教师提供了对比教学的思路。学生再搜索语言点“能愿动词：想”

时，也能得到例句：我想学中文。将教学解释简洁化、可视化，并以例证的方式进行展示，能让学生在

自学时也能获得完整的学习体验。 

4.4. 练习板块 

该板块的设计是为了达到两方面的目的： 
一方面，帮助教师进行语言点的练习设计，从对外汉语教材中获取资源，设计有针对性的练习，配

合教学过程，为国际汉语教师教学备课提供便利。同时，语料库进行综合检索，形成的练习题客观度更

高，逻辑上更为严谨。另一方面，帮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学生可以自由下载或在线浏览语料库中的练

习题。练习的设计遵循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理论，实现机械练习、有意义的练习、交际性的练习的梯度

排列，符合阶段性教学的要求。 
除此之外，在这个有组织的学习路径上，教师和学习者还能清晰地了解每个语法点与其他点之间的

关联，这能帮助他们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语法脉络。例如，搜索“能愿动词：会”，则能出现相应的语言

点练习，但练习部分则会和另一个与它关联性极高的“能愿动词：能”一起出现。具体表现为： 
选词填空：会，能 
1、我在图书馆，不(  )打电话。 
2、他嗓子还没好，不(  )说话。 
3、爷爷(  )走路了，可以出院了 
答案：1、能；2、能；3、会 
对于教师来说，这样的练习设计板块汇聚了丰富多样的汉语学习材料，包括各类句型、词汇、对话

及实际应用场景等，为教师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在备课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水平，

从语料库中挑选合适的练习材料，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同时，练习板块还提供了多种形式的练习

题目，如填空、选择、判断、造句等，有助于教师全面评估学生的汉语水平，并据此调整教学策略。 
对于学生来说，语料库提供的练习板块，为学生自主练习汉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一板块不仅包

含了丰富多样的练习材料，还具备灵活多样的练习形式，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首先，语料库

的练习板块涵盖了从基础词汇、语法句型到实际应用场景的各个层次和方面，使得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

学习水平和目标，自主选择适合的练习内容。无论是初学者还是高级学习者，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

的练习题目，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练习。其次，练习板块还提供了多种形式的练习题目，如选择题、填

空题、判断题、造句题等，既有巩固基础知识的作用，也有拓展应用能力的功能。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

喜好和学习需求，选择不同形式的练习，练习完成后能迅速获得正确答案，以便及时纠错，从而激发学

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 

5. 结语 

随着“一带一路”进一步建设发展，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国际中文教育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基于国内汉语语料库研究现状、国际中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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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现状以及师生的教学需求，本文以期建设一个以语言点为核心的语料库。一方面，该语料库通过整体

性的框架和适应性的学习设计，为学习者提供了更丰富、更有层次感的语法学习体验，使他们能够更全

面、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汉语的语法体系。另一方面，便捷的检索和生动的例子提高了教学者的备课效

率和备课质量。国际中文教学语言点语料库的建设能够有效填补市场空缺，满足师生教学需求，传播中

国优秀文化，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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