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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通过将结构、功能以及文

化这三者之间的紧密融合进而持续充实新时代下的教学原则。

在这三者不断紧密结合的过程当中，以此为基础形成一

个完善的统一体，通过完善化补充原则，进一步将学生当做

教学工作开展的核心。

结构的核心内容是由语义结构、语法结构等多种因素共

同形成的，是一个完全统一化的基础。

本次研究的调查方法基本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以及文献

调查法 [1]。

文献调查法：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和检索，进一步为

本次研究提供更加可靠的理论依据。

问卷调查法：通过问卷发放的方式展开调查以获得详细

的研究参数。

调查问卷在详细调查过程当中主要分为两个类型：

第一，是在特殊应用场景下，针对其他国家来华留学生

开展的问卷调查。按照本次课题的设计标准，在三个城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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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开展研究，最终调查问卷分为两个批次进行回收，第一批

中回收的问卷为 502份，有效问卷为 479份；第二批回收的

问卷为 198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190份。

第二，是针对语言学研究人员来展开的调查，选择某大

学应用语言学专业毕业的博士生，以此为基础来完成对于应

用频率的调查问卷，这一部分调查的对象一共有三名，这其

中男性有两名，女性有一名，这三者均具备有接近十年的外

语教学经验。

针对来华留学生展开调查，进一步得出在不同场景中对

于汉语功能应用的均值，如表 1所示。

应用场景 均值

银行业务 3.83

超市购物 3.98

阅读文章 3.72

参加学术研究 3.52

社交活动 3.83

听课 4.21

针对语言学研究人员展开调查，通过问卷得出的详细数

据以得出在目标场景下语言各功能项目的应用频率，如表 2

所示。

功能项目 类型 场景覆盖率 平均频率 选取指数

礼貌问好
社交

礼仪
52.77％ 11.42 47.06

内容叙述 表达 41.67％ 8.63 35.97

支持
态度

表示
33.32％ 8.82 34.85

爱或不爱
情感

表达
38.87％ 11.58 44.86

发出请求
使令

表达
66,66％ 11.24 49.32

交谈结束
谈话

技巧
58.34% 9.67 42.92

在本次研究当中针对所有功能项目进行综合量化分级

的最终性目的是指导教学。在实际教学过程当中，针对一

些在平均数值下所应用的一些具备相似频率或是相似功能

的项目，如果场景的实际覆盖率越大，那么显然其在最终

外语交际当中的应用作用也就更加广泛，同样相应的也就

具备更高的教学型意义。在相同的条件下，学习外语者如

果能够较好地掌握场景覆盖率较高的项目则会比覆盖率低

的项目收益更多。更加具体地说，就是场景覆盖率的实际

大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外语教学当中实际功能项目

的具象化选择。

将目标性场景当做分析过程的基本要素一直是在外语需

求研究工作中的根本核心 [2]，但由于相关研究手段以及研究

手法的根本性限制，这样一种核心化作用自然也就无法实际

在外语教学过程当中具象化得到体现。这样一种限制方式更

多的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通过了解外语的需求，进一步

针对技术本身进行分析 [3]。这样的情况就会导致最终目标场

景的研究方向，更加强调对目标场景的详细分类，如根据百

分比进行分类等。因此，外语需求的相关分析人员必须要将

实际完成量化后的结果相应的转化为开展定性分析的分类；

在另一方面，应当将外语的实际需求分析以及外语的教学型

结合进行综合化选择。但当后续将目标的场景结果以及外语

教学进行融合的过程中，研究人员最终选择出的切入点基本

上都是语言结构 [4]。但在实际针对目标场景进行分析的情况

下，最终应该强调的则是语言的形式以及功能与融合过程中

强调的结果恰恰相反。如果直接性地将通过需求进行分析地

抽象性结果以及语言的实际结构进行结合，则会导致其中的

跨度很大 [5]。同时在这之中还会缺少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

也就是语言功能，如果无法根据相应的语言功能进行过度化

分析，那么外语需求分析的结果以及其与目标场景分析的结

果很难在结构方面进行融合。因此，通过功能项目进行量化

式分析的方法，十分有效地拓展了研究领域。

另外，通过角度进行分析，在最终较为常见的目标场景

当中应用的一般是较为常见的功能和项目 [6]。另外，常用的

功能项目也同样会被应用在常用的目标场景当中。一旦某一

个项目在应用场景当中的出现频率较低，则意味着其并不是

常用的一种功能 [7]。从理论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一些较为

常见的功能项目的场景覆盖率基本不会过低。另外，在信息

接收的功能项目方面来讲，除开上述的社交礼仪以及交谈技

巧之外，但剩下的四个分类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相关

信息的输出。

功能—文化”统一体的新式途径

在“结构—功能—文化”这样以一种统一性的结构内部，

其根本的结构性才是基础 [8]，而最终其发挥出的功能是目的，

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处在统一体的一个根本地位，因此文化

处于次要地位，这些所有发挥都为最终的语言教学服务。在

理论的角度上讲，结构以及功能的地位是一种不仅能够互相

对立同时有互相存在的矛盾。这样一种功能在实际应用过程

中将会通过符号的形式独立存在语言关系中，并且在后续过

程根据选择加以体现。在语言实际交际过程当中，功能以及

结构的部分并没有主次性质的区别，并且在不同的教学流派

当中，所详细表达的观点并不一致。在外语教学早期过程中

诞生的“听说法”“直接法”等方法都主体强调将结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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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而在后续出现的情景法、交际法等教学方式则更加强

调将功能作为主体。在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目前阶

段主要提倡的是要全面打破以结构作为教学主题的局限性，

并在此基础之上持续探索以功能作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在结

构方面将会全部跟随相应功能的需要。

例如，在实际教学过程当中，将“介绍”这一词语蕴含

的文化性知识融合进来，进一步比较东西方语言功能性的差

异，西方人在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往往会蕴含有十分强烈的

自信，但中国人在介绍的过程中却应当适当添加一些谦虚，

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全方面体现出，将功能性作为语言主

导的教学思想。

但在目前阶段，这样一种在理论上较为有效的方式还依

然暂停在一种带有抽象思维的描写阶段，无法以此进入到精

准的定量分析层面当中。这一种形式的根本性原因并不是因

为相关的定量研究没有开展，只是因为过往的研究并没有能

够良好的带动“结构—功能—文化”这一机构的有序开展。

论文进行的探索，已经综合化将外语应用的目标化场景

以及外语学习者的基本需求考虑进来，并以此为基础为“结

构－功能－文化”这一统一体做好了前期准备性工作。因此，

相关人士只需要将本次研究内容当作基础，将功能项目作为

纲领，将每一部分功能项目所涉及到的语言结构，如语法项

目、词汇等，通过由难到易的程序进行排序，再将功能以及

结构进行巧妙融合，构建一个语言库，并通过应用先进的自

动赋码技术开展系统化分析，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完整地

针对结构、文化实际出现的概率进行相关统计，进一步达到

实现“结构—功能—文化”统一体量化的根本目的。简单来说，

实现“结构—功能—文化”这一统一体量化的根本途径就是，

通过将整个功能项目表为基本纲领，体现出每一项语言功能

的结构以及其自身带有的文化为目的，依托于数据驱动技术，

通过利用纲来将目的全部统一，通过这样的方式就会全面达

到量化统一体的效果。

在本次研究过程中通过参考相关文献当中罗列的基础语

言功能作为基础蓝本，并应用问卷调查方法针对外国留学生

的特定场景汉语需求，综合了相关语言研究人员提出功能项

目在目标场景当中的应用频率提供了意见，以此为最终功能

项目的综合量化提供了可靠的参数，并在后续过程当中针对

以上参数进行有关分析，形成一个全面、完整的评估，通过

这样的方式进一步为“结构—问题—文化”统一体提供了一

个新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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