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国际教育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全球化之路

刘英林１　　李佩泽２　　李亚男１、２

１北京语言大学　　２汉考国际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提要　国家级《等级标准》需要一次根本性统合创新，转型升级。我们历经３２年 厚 积 薄 发，呈 现 了 三

种实干创新设计和实践，它是《等级标准》的三大支柱：（１）包容性混合型全方位三等九级新范式，这是

适应全球化、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顶层设计。（２）每一级标准“３＋５”新路径，这是新型测试与教学深

度结合的新平台，是一种渐进式整合创新。（３）每一级“四维基准”等级量化指标国际 化 新 规 则，它 具

有原创性和前瞻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等级标准》还聚焦国家需求总结了在破解汉语国

际教育“老大难”问题上的三个新亮点，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开创“语法等级大纲Ａ类附录”（规范性）。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水平　等级标准　三等九级　新范式　新路径　新规则

一　历史回顾

温故而知新，回望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有助于正本清源，更好地看清未来的路。我们

回顾历史是 为 了 认 真 总 结 经 验，吸 取 智 慧，顺 应 历 史 趋 势，开 创 未 来。中 国 对 外 汉 语 教

学———汉语国际教育不断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循序渐

进，综合集成创新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１．１第一阶段

１９８７年，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吕必松提议组建研究小组①，并得到著名语言学家

吕叔湘的支持，首度开启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学科基础建设”和“开创性系统工

程”课题研究和应用。当时，从全国五所高校抽调七位中青年教师集中在北语专家楼，从事

专门研究半年多，１９８８年出 版 中 国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第 一 本《汉 语 水 平 等 级 标 准 和 等 级 大 纲》
（试行），并在全国试用。这是第一代学会的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因时间、经费等原因，总体

设计的五级标准只完成了三级，甲、乙、丙、丁四级词汇等级大纲和语法等级大纲也只完成了

三级。

１９９２年，我们发愤图强，抓住机遇，主编、出版了《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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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研究小组由李景惠（北京语言学院）任组长、赵贤州（上海外国语大学）任副组长，主要成员有（按姓

氏汉语拼音首字母排序）：董明（北京师范大学）、贾甫田（南开大学）、刘英林（北京语言学院）、盛炎（北京语

言学院）、赵燕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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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汉办重大项目，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第一个系统完整的以词汇为中心、“汉字跟着词

汇走”的“二维基准”等级大纲，被学界称为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圭臬”，词汇等级大纲和汉

字等级大纲均分为甲、乙、丙、丁四级，词汇总量８８２２个，汉字总量２９０５个。

１．２第二阶段

１９９６年，我们接力前行，以国家汉办汉语水平考试部的名义出版了《汉语水平等级标准

和语法等级大纲》（刘英林主编，以下简称《标准和语法大纲》）。这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第一

本系统完整的汉语水平五级标准和四级语法等级大纲。甲、乙、丙、丁四级语法等级大纲总

量为１１６８个语法点。五级标准在每一级标准“听、说、读、写、译”基本技能之前，认真总结和

吸纳国内外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成功经验，有选择地融进我们的标准，依次增添了“语言范

围”“话题内容”和“言语交际”三项语言要素指要。这是第二代国家汉办汉语水平等级标准。

２００４年，应新加坡教育部邀请，我们赴新为其总体设计华语水平等级标准和水平考试，
正式提出了国际性、系统性、联通性华语水平等级标准三等九级主体框架。这是汉语国际教

育领域汉语水平等级标准第一次国际化的成功尝试。

１．３第三阶段

２００７年，我们自发组建多学科专家课题组，课题组得到教育部社科司和国家汉办大力

支持，直接挂靠在国家汉办，刘英林被委任为课题组组长和首席专家，和马箭飞研发、主编的

《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以下简称《等级划分》），２０１０年通过国家语委语

言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审定。《等级划分》依据国家的需要和汉语的独特性，敢为人

先，历史上首次引入音节作为突破口，以汉字为核心，开创我国汉语国际教育新学科音节汉

字词汇第一个“三维基准”国家标准，具有开拓性意义，音节总量１１１０个，汉字总量３０００个，
词汇总量１１０９２个。这是经过１８年艰苦努力，迈出的走向全球化之路的重要一步。我们撰

写的《等级划分》词条２０１７年入选《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

１．４第四阶段

２０１８年，孔子学院总部及汉考国际组建“一老一青”两个专家组②，刘英林被双聘为总顾

问，负责统筹规划和总体设计，大家团结在一个共同目标下，克难前行，义无反顾地直奔主

题———以制订符合全球化需求的新时代国家标准作为特定目标，这是我们选择的路，是孔子

学院总部科研课题的“重中之重”，此重大项目定名为《汉语国际教育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以
下简称《等级标准》，拟作“国家标准”），这是经过反复论证、一脉相承、顺应历史之需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首届《国际中文教育大会》（ＩＣＬＥＣ　２０１９）在中国长沙举办，这是新形势下目标

长远的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我们这个重大项目应邀在会上发言并展示。

二　创新升级《等级标准》是新时代汉语国际教育的需要

汉语正在成为国际性语言。中国需要有植根汉语、独具特色的国家级《等级标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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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老专家顾问组，总顾问由刘英林（北京语言大学）担任，根据总顾问提议，又聘请五名顾问，分别是：

傅永和（国家语委）、侯精一（中国社科院）、李行健（语 文 出 版 社）、王 理 嘉（北 京 大 学）、张 厚 粲（北 京 师 范 大

学），平均年龄８４岁。中青年专家组，主要成员有：梁彦民（北京语言大学）、刘立新（北京大学）、王学松（北

京师范大学）、应晨锦（首都师范大学）、于天昱（北京语言大学）、张洁（中国人民大学）、金海月（北京语言大

学）、王鸿滨（北京语言大学）。



主创新《等级标准》必须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眼光，适应新的世界的广泛需求。创

新是一个长期的积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对现有知识和体系的提炼、集成、整合和提高

的整体化过程，创新品牌要有十年、二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升级国家级《等级标准》最重要、

最核心的原则是以基本的事实为基础，重新进行目标定位，开拓创新，兼容并包，在精准度、
广度和内在逻辑性上下功夫，从多个层面注入新内涵，在重点方向上形成突破，引领汉语国

际教育从重视数量发展转入重视质量提高新时代。《等级标准》改革创新是对其进入全球化

时代的一次系统性、集成性、协同性重构，创新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２．１坚持守正创新，突出汉语独特性，自主研发国家级《等级标准》新范式

自主创新国家级《等级标准》，最根本的根据和最重要的引领是汉语国际教育第一个国

家标准《等级划分》，新时代《等级标准》的核心是依托《等级划分》规定的短期、中期、长期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主动担当，创新统一性、联通性、实用性，初等、中等、

高等三等九级汉语水平等级标准新体系、新范式。两者相融相通、持续创新，呈现明显的国

际化、多元化、系统化发展的新趋势，这是最关键之所在，也是《等级标准》最显著的特征。

自主创新要不断超越自我。我们从１９８８年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初创时的主体框架

五级标准、四级等级大纲设计，在探究实践沉淀３２年之后，统合创新、优化升级定型为汉语

水平等级标准包容性混合型全方位三等九级新框架、新范式。这是改革创新的大 方 向，是

《等级标准》的基础架构，是《等级标准》最主要的标志，是汉语国际教育面向全球化、国际化、

规范化长远稳定发展历史的选择，是认知新时代《等级标准》的新维度、新定位。初等水平

一、二、三级标准和中等水平四、五、六级标准，这六级“每一级”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每一

级”都坚持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以精准化的定量分析为准绳，着力构建一组精细化

的音节汉字词汇语法等级量化指标（组合），这主要是根据世界各地多样化、大众化、普及化、

便捷化客观需要做出的自主选择和有效回应；高等水平七、八、九级标准，等级量化指标不再

细分，是包容统合在一起的，是为以汉语为专业的外国学生及汉语水平较高的学习者准备

的，是为提高服务的，是不可缺失的。创立更具世界性、融通中外、以最低入门等级为先导的

三等九级等级标准新范式，刚性原则和主要动因有两个：一是以国家急需为导向，满足汉语

国际教育教学、测试、学习、评估四个方面全球化需求，包括来华各类留学生进入我国高校学

习的汉语水平标准要求③。二是充分体现汉语教学特点和中国文化特色。这是我们的根本

出发点，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重大范式性转变，是我们总结、拓展２００４年在新加坡为其设计第

一个世界华语三等九级的基础上，强调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完成的，是更加标准

化、规范化、国际化、系统化的汉语国际教育汉语水平等级标准顶层设计。
简而言之，这个包容性混合型全方位三等九级新范式，是基于２０１０年第一个国家标准

《等级划分》大规模样本统计数据分析和多元化比照整合构建的，是新时代全世界多层次测

试、教学、学习和评估于一体的国家级《等级标准》，是长期探索、积累、筛选、坚守之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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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等级标准》通过国家语委审定后，我们最优先 考 虑 的 关 键 项 目 是 国 家 级 ＨＳＫ３．０版，打 造 全 球 化

的世界品牌，这是孔子学院总部及汉考国际的中心任务之一。ＨＳＫ３．０将在《等级标准》引领下开启新时代

三等九级汉语水平考试新纪元，其中包括更好 地 建 立 和 完 善 来 华 留 学 生 进 入 我 国 高 校 学 习 的 汉 语 水 平 各

类入学标准。



标准》渐进式、持续创新的系统性变革，是一种根本性统一性范式改革和升华，也是理念上的

进一步提升和精进。国家级《等级标准》三等九级新范式植根汉语国际教育特点，站在全世

界和中国两个基点上，回应了大家的共同期待，变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协调可信，这对全球

化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第三代国家级《等级标准》的新时代已

经来临。

表１　三等九级新范式

高等水平

九级

八级

七级

注：七－九 级 等 级 量 化 指 标（组 合）

不再细分，包容统合在一起。

中等水平

初等水平

六级

五级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注：一－六 级 每 级 都 有 一 组 音 节 汉

字词汇 语 法 等 级 量 化 指 标（组 合），

每一级标准都相对独立。

　　２．２提出“等级质量”“集成创新”新理念，创新规范化新路径，确保“每一级”标准的特点

和质量

我们提出“等级质量”“集成创新”新理念，“每一级”标准都要探索形成、优化升级“３＋５”

规范化新路径，这是一个精心设计和安排的独特性、联通性语言教学与测试新板块，是引领

未来方向的创新发展新平台。这是反复探索的成果，所谓“３”提炼为三个层面，每层都进行

改革升级，辨证思考和取舍，每一层“既是传承的，又是发展的”。第一层“言语能力”（１９９６）

升级为“言语交际能力”，置于首要位置，这是“纲”，是基础性准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

识，强调培养学习者的言语交际能力是教学与测试的中心任务，强调交际能力中语用能力的

教学与应用，注重跨文化交际和交际策略等。第二层“话题内容”拓展扩充为“话题任务内

容”，在世界性主流教学理念中，任务在语言教学和测试中的作用，是近十几年来的重要（前

沿）课题，我们认同、吸纳、践行这一理念，在“话题内容”（１９９６）的基础上增添“任务”一项，话
题和任务并列在一起，兼收并蓄，有利于与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规则标准有效对接，如《欧洲语

言共同参考框架》。这些“话题任务内容”一般都是举例性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

“中国文化”，我们将其有序分布在“话题”和“任务”里灵活变通处理④，“每一级”挑选较为典

型、实用、例举性的条目，按难易度和实用度适度分级，与“每一级”标准描述有机整合在一

起。第三层“语言范围”（１９９６）革新提炼优化为“语言量化指标”，“每一级”标准都独辟蹊径，

０５１

世界汉语教学 第３４卷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④ １９８８年出版的《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试行）中，原来准备研发《词汇等级大纲》《语法等

级大纲》《功能、意念等级大纲》及《文 化 等 级 大 纲》，“《功 能、意 念 等 级 大 纲》和《文 化 等 级 大 纲》还 未 及 制

定”。后两种等级大纲经十几年的研讨、争论，也几次请专家专门研究，终因课题太难、太复杂，难以形成共

识，很难制定出既规范又务实有效的《文化等级大纲》，这是直到今天仍“未及制定”的根本原因。我们的做

法是，在“话题任务内容”中适度添加、优选有关“中 国 文 化”的“话 题 和 任 务”举 例 性 项 目，进 行 包 容 性 变 通

处理，这在现阶段是理性的，也是行之有效的。



开创音节汉字词汇语法“四维基准”等级量化指标国际化新规则，它源自中国，站在了世界前

沿，发展成果属于全世界（详见２．３）。同时，我们更认识到，这“３层”新理念＋“５种”语言基

本技能———听说读写译，系统性包容协调交织在一起，搭建一个集言 语 交 际 能 力、教 学（测

试）内容与语言要素、语言基本技能融通为一体的新平台，相得益彰，形成良性互动，推动优

势互补，发挥混合叠加效应，最终具备一种更加完整、更系统、更高效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新时代《等级标准》坚定不移走自主化创新道路。经过多年与时俱进的探索和综合性的

研究积淀，我们认定，初等水平和中等水平阶段即前六级标准，“每一级”新板块、新路径，就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有的“这一级”水平！就是一个既定的等级目标！这一点具有至关重要

的意义，这个事实来源于实践，它让我们看得越来越真切、越清晰、越明确，它是新时代适用

于国际化、普及化、多样化教学与测试的新理念，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是新时代国家标准最显

著的特征之一。这种“每一级”创新型“３＋５”“多元一体”的标准化、规范化新路径、新板块，
是顺应新时代需求和汉语特点整合优化拓展而来。它独树一帜，集成创新，根植汉语国际教

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正在落地生根，富有创意，也更贴合实际，能够确保“每
一级”的等级质量和特色，进一步增强全球化的应用性和包容性，提高等级质量的稳定性、系
统性和整体协调性，将为新型国家级《等级标准》增添更多新动力。

图１　“３＋５”新路径

　　２．３精心设计等级量化指标新规则，注重“每一级”标准的可信度和可操作性

我们提出从构建精细化等级量化指标（组合）着手，对“每一级”标准进行精密化等级质

量研究和控制。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每一级”标准均源于２０１０年我们首创的第一个

国家标准《等级划分》，１０年后的２０２０年再由音节汉字词汇“三维基准”继往开来，创新拓展

成为音节汉字词汇语法“四维基准”，它是升级换代、全方位精准化等级量化指标国际化新规

则。新时代音节汉字词汇语法“四维基准”新规则是教学与测试中体现汉语水平最重要的语

言要素，它独具特色、互联互通、环环相扣，开了汉语国际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先河，具有原

创性。“只有能执行的知识才有力量”，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知识组合，是一种更符合汉语

特点的新理念，更有利于国际汉语教学在全世界的规模化发展。“每一级”的可信度和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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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都更高，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这是新时代《等级标准》具有前瞻性的重要创新点，是
定量分析中的关键要素。目标非常明确，更加开放融合，更加求真务实，促使《等级标准》更

加标准化、规范化，更具规则性和系统性，使全世界多元化使用者目标清晰、有据可依、有章

可循。一个科学的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一定是规范、务实、管用且方便执行的。标准活在细节

里，每一级标准和细节都要用工匠精神打磨完成。

换言之，音节汉字词汇语法“四维基准”等级量化指标新组合、新理念、新规则，是我们几

代人用３０多年厚积薄发、蓄势而为，好事多磨，集中呈现出来的一项具有汉语特色的开创性

成果，走在了世界前沿，是一个合理的全球化方案，是新时代《等级标准》国际化、规范化、系

统化深度融合的一个最具标志性的基本特征，为《等级标准》未来的长远创新发展和更为广

泛的应用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每一级”都要有一个实实在在、量身定制、可有效操作的音节

汉字词汇语法等级量化指标，这是每一级标准的“抓手”和基石。这是一个好传统，是我们的

优势，不应忽视，更不能丢掉。我们坚信，新时代《等级标准》中，每一级的等级量化指标都是

不可或缺的，缺了这一条规则，“这一级”的“能力”也好，“水平”也好，都是模糊不清的，是空

洞的，是无法有效操作的。这是关键性的一步，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种理性认识将作为世

界性新规则逐步传导至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为顺应未来的创新性发展注入新活力、新能量。

进行这最关键一步的研究，最为重要的是，在新时代国家级《等级标准》研制和实践中，
我们应有更强的使命自觉、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汉语是独一无二的，音节汉字词 汇 语 法

“四维基准”体系逐步拓实，别开生面，自成一体，具有一种体系优势，这是新时代国家级《等

级标准》的独特风格。我们不能也不会再亦步亦趋，跟在别人后边扮演模仿者和追赶者的角

色。要做开拓者，勇于引领创新，我们要走特色之路，坚定不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水平

等级标准全球化之路。这是我们毕生的追求。

　　　表２　三等九级量化指标（组合）总表

　 　 音节 汉字 词汇 语法

高等 七－九级 ２０２／１１１０　 １２００／３０００　 ５６３６／１１０９２　 １４８／５７２

中等

六级 ８６／９０８　 ３００／１８００　 １１４０／５４５６　 ６７／４２４

五级 ９８／８２２　 ３００／１５００　 １０７１／４３１６　 ７１／３５７

四级 １１６／７２４　 ３００／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３２４５　 ７６／２８６

初等

三级 １４０／６０８　 ３００／９００　 ９７３／２２４５　 ８１／２１０

二级 １９９／４６８　 ３００／６００　 ７７２／１２７２　 ８１／１２９

一级 ２６９　 ３００　 ５００　 ４８

总计 １１１０　 ３０００　 １１０９２　 ５７２

三　新时代《等级标准》破解老大难问题的新亮点

创新提质升级新时代《等级标准》的关键词是思“变”，变革创新。我们的出发点是以解

决问题为导向，进行系统性创新思维，突出解决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测试、学习、评估中长期

存在的问题，不“躲”“老大难”问题，要找准真问题“对症下药”，重点解决实际需求，把握好国

家标准和相对标准的关系，真抓实干，不断开拓，以简捷、务实、管用为目标，为长期存在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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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难题做出更有针对性、更具实效性的务实调整，脚踏实地实现自我突破，寻找切实可行的

新路向、新方案。

３．１引领音节整体教学、整体合读、直呼教学的新路向

口头汉语的基本单位是音节，是学生用来听说的，而不是老师用来“讲”的。音节教学对

快速提高口语听说能力至关重要。汉语拼音教学最大的优势和规则性就是音节整体教学和

应用。汉语国际教育第一个国家标准《等级划分》历史上第一次以音节作为突破口和创新

点，创建音节汉字词汇“三维基准”新标准、新体系，开了一个好头，为音节整体教学、音节整

体合读、直呼教学与测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这在汉语国际教育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但直到

今天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在这里再次呼吁和强调，音节整体、合读、直呼教学新

路向在初等水平和中等水平两个阶段非常重要，非常适用。依据《等级划分》，初等水平汉字

９００个，涵盖音节６０８个，生成常用词２２４５个；中等水平新音节３００个（累计９０８），汉字９００
个（累计１８００），常用词３２１１个（累计５４５６）；高等水平新音节２０２个（累计１１１０），汉字１２００
个（累计３０００），词汇５６３６个（累计１１０９２）⑤。这些科学数据为汉语国际教育，特别是初等水

平和中等水平的音节整体、合读、直呼教学新规则、新路向提供了最重要、最可靠的依据。音

节整体、合读、直呼教学简单、便捷、实用，能快速提升口语听说能力，是有效提升口语水平的

最重要途径，能有效化解汉字教学中长期存在的“见字不知音”这个顽疾。提升口语水平是

硬道理，可以预期这是汉语国际教育最有可能出现的新突破口和最具活力的新亮点。
在高等水平阶段要弱化单一音节教学，强化词语声调组合及轻重音格式学习。这是汉

语国际教育的新理念，据此，我们依据《等级划分》还主编、出版了《汉语国际教育用词语声调

组合及轻重音格式实用手册》（２０１９），这是国家标准《等级划分》的衍生产品，是提升口语听

说水平、克服“洋腔洋调”的重要专业标准。另外，积极倡导分级（特别是一至六级水平）编写

出版音节与汉字并行的各种形式、丰富多彩的通俗读物（包括有声），这是新时代汉语国际教

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音节整体、合读、直呼教学与汉字整体认读“相加”“相融”在一起，
非常有利于直接有效培养汉字整体认读、字音和字形一体化同步认读和记忆，有效提升阅读

水平。谁优先、有效、有计划、大规模地勇敢走出这一步，谁将吹响汉语言文字真正走向世界

的“号角”。

３．２倡导汉字认读与手写适度分离，规定汉字认读与手写汉字的合理配比

国际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长期滞后，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听说读写四种语言技

能教学中，汉字认读与手写长期同步、等量进行；另一个是在教学整体设计上，所有的汉字都

一律要求“四会”，既要求能认读，也要求会手写。汉字难写（手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解

决的一道世界性难题，这种将听说读写“四会”捆绑在一起的惯常思维方式，在国际化、普及

化、多样化、全球化的汉语教学中，是很难作为规范标准、可持续发展的。在研发新时代《等

级标准》时，必须直面这个老大难问题，为破解这个难题寻找新方案，以适应新世界的新现

实。改变是唯一的出路。近２０年来，国际汉语教学界对“认写分流、多认少写”的汉字教学

模式做了很多研究和探索。此外，２０１１年出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已经把“认字表”
（３５００字）和“写字表”（２５００字）区分开来，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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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初等水平６０８个音节，中等水平新音节３００个，高等水平新音节２０２个，列表附于《等级标准》后。



新时代国际化、规范化、多元化《等级标准》要打破既定模式，对汉字测试和教学大力进

行革新，对汉字认读和手写的数量依据教学规律进行适度调整，调整也是变革。作为改革的

重要一步，要合理规范、规定初等、中等、高等三等水平阶梯式汉字认读和手写的配比，为“每
一等”汉语水平规定手写汉字“最低量”，实现精准改革，这是符合国际汉语教学大众化、普及

化、全球化需求的，是必不可少的。初等水平９００字手写汉字３００个，中等水平９００字手写

汉字４００个，高等水平１２００字手写５００个，滚动性累计为手写汉字１２００个（初等水平的９００
字＋中等水平的３００字）⑥。也就是说，在国际化、大众化汉语教学中，由低到高规定不同等

级水平的手写汉字“数量递增”新思路、新方案，总体目标是新时期汉字教学建立一种汉字认

读与手写适度分离、手写汉字从少到多有序推进的开放性包容性新路向，这是汉语国际教育

顺应时代潮流的一种相对标准，是现阶段最务实、最有效、最理性的选择。这是破解“老 大

难”问题的又一个新亮点，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

３．３优化语法教学与测试，开创“语法等级大纲Ａ类附录”（规范性）
中国汉语国际教育７０年语法教学与测试始终没有一个规范、统一、实用的教学与测试

等级标准。这是学界高度关注的另一个“老大难”问题，我们两个专家团队集体攻关，比以往

有更好的准备，大家奋力前行，团结协作，靠自己蹚出一条路。我们在半年多中期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于２０１９年召开知名语法专家重要咨询会⑦，听取各方专家意见，敢于突破，提出

了开创与“四维基准”相适应的国家级《等级标准》“语法等级大纲Ａ类附录”（规范性附录，
以下简称“语法Ａ类附录”）切实可行的五条意见：

（１）提出与时俱进将“语法Ａ类附录”与新时代国家级《等级标准》三等九级新范式有效

对接，有机融入初等水平（一、二、三级）、中等水平（四、五、六级）和高等水平（七、八、九级统

合在一起）新框架、新体系，增强语法Ａ类附录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引领性。
（２）强化传承，彰显特色，创新发展中国对外汉语语法等级大纲的独特性，将新事物与过

去语法教学传统中最好的东西结合起来，这是经过几代人代际相传的成果，是托举《等级标

准》富有特色的语法等级大纲的根基和支柱。如，几种特殊句型，特殊表达法，动作的态，十

几种常用提问的方法，固定短语，固定格式，口语格式，多重复句和句群等。
（３）抓住机遇，乘势而为，提出新时期语法测试与教学“数量减半（定律）”，即每一级“四

维基准”等级量化指 标 中 都 有“一 组”与 音 节 汉 字 词 汇 协 调 一 致、精 选 对 接 的 语 法 点“最 低

量”，构成规范性的《等级标准》“语法Ａ类附录”。这是国家级《等级标准》一个重要的标志

性特征。
（４）适度兼顾语法等级大纲的系统性。如，语素“前缀、后缀”一笔带过，主语、谓语、宾语

兼顾到，大量具有实在意义的副词放在词汇教学中，成语也放在词汇教学中。
（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升新时期语法教学与测试关联度，主张测试与教学 协 同 创

新，协调发展，更好地体现教学与测试的针对性和统一性，更好地发挥《等级标准》及其引领

下的国家级 ＨＳＫ３．０积极的“指挥棒”作用。

４５１

世界汉语教学 第３４卷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⑥

⑦

要求手写的１２００个汉字，列表附于《等级标准》后。

与会专家有：陆俭明（北京大学）、吕 文 华（北 京 语 言 大 学）、丁 崇 明（北 京 师 范 大 学）、郭 锐（北 京 大

学）、李泉（中国人民大学）、卢福波（南开大学）。



总而言之，从１９９６年国家汉办标准《标准和语法大纲》创新发展到拓实形成２０２０年国

家级《等级标准》规范性“语法Ａ类附录”，这是富有开创性的实践，这个上升路径是汉语国

际教育新学科的一次革故鼎新的历史性变革，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新亮点、新规则。这是我们

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为此，我们锲而不舍，知难而进，探寻储集２４年。目前阶段，在现有

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体系研究和教材编写实践基础上，尽量依据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特点和外

国学生习得规律，凝聚集体智慧，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化，进行有选择性的整合，遵循大道至简

的总原则和总要求，下决心顺应时代之需，更加细化解决三个具体问题：
第一，语法点的总量。语法教学最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针对性和实效性。语法点在精

不在多，开创“语法Ａ类附录”不必“从头开始”，我们参照国家汉办《标准和语法大纲》１１６８
个语法点及相关的教学与测试有效成果，精简整合、提炼出５７２个语法点，实现了“数量减

半”的目标。
第二，语法点的提取与整合。强调语法点“精要、好懂、管用”原则（张志公），博采众长，

删繁就简，依据国内外有代表性和实用性的对外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及典范性的水平考试试

题等，不贪大求全，把握好度，取舍多做“综合折中”，多做“压缩归类”，多做“减法”。
第三，语法点的等级分布。强调基础性、常用性语法点，重点放在初等水平和中等水平

阶段，我们最重要的参照系有两个，一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长期的经验积累和代际传承，二

是对数套有广泛影响的成功教材范例请专家进行定量统计分析、检视和比对，初等水平和中

等水平阶段语法点占７０％以上（在语法Ａ类附录中占７４％）。
这是语法教学与测试顺势而为，适应新的现实，更有针对性、开放性、选择性、更加精密

的一种重大实用性改革。我们的总体目标是为新时期语法教学和测试建立一种大道至简的

新路子，提升汉语国际教育语法测试与教学的规范性、统一性和实效性，让外国学生学得简

单、学得容易、学得有效，这也是一种相对标准，是现阶段更务实、更有效、更理性的选择。提

升汉语国际教育语法教学与测试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国际化还要不断革新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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