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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口语教学语法大纲的构建＊

徐 晶 凝

提要　本文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对外汉语口语教学语法大纲的体系

框架。指出口语语法体系包括结构范畴语法、情态范畴语法和话语范畴语法，并具体论述了三

大范畴各自所下辖的语法项目。文章认为，口语语法的本质特征是与口语表达功能密不可分

的，口语语法体系的建立应以功能作为统领之纲。在研制口语教学语法大纲时，还应考虑到词

汇—语法项目、口语次语体、体系内语法项目与备用语法项目、参考语法等问题。在对语法项

目进行分级安排时，至少要考虑三个因素：使用频率、参与到句法结构中所表现出的难易程度

以及通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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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１９５８年第一套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科书》出版，奠定了我国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基

础，其后出台的各种 教 学 语 法 等 级 大 纲①，基 本 上 都 没 有 脱 离 它 所 确 定 的 体 系 框 架（柯 彼 德

１９９０；李泉、金允贞２００８等）。柯彼德、吕必松、吕文华、孙德金、张旺熹、李泉等学者对语法大

纲进行过诸多的反思与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进建议（详见李泉、金允贞２００８；雷雨、王思奇

２０１４）。

其中，吕文华（１９９４）、李泉（２００３、２００４）以及雷雨、王思奇（２０１４）等指出，现有的各类语法

大纲总体来说都缺乏语体意识，导致现有口语教材和书面语教材在语言材料和表达方式上并

无太大差别，因此，应在大纲的制定中考虑到语体因素。在汉语语言学界，学者们也认识到，语
体与语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相关性（胡明扬１９９３；陶红印１９９９；张伯江２０１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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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口语教学语法大纲究竟该如何构建，口语教学语法项目清单中应包括哪些内容，学
者们并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论述。已有研究中，所列举的口语语法项目主要有如下一些：

表１　已有研究所列口语语法项目

郭颖雯（２００２）

语素；词类；短语（习语、成 语、四 字 格、特 殊 话 语 形 式）；单 句（主 谓 句、非 主 谓

句）；几种特殊句型（是字句、有字句、是……的句、被动句、兼语句、连动句、存

现句、比较句、把字句、两种句型套用）；动作的态；反问句；口语格式；特殊口语

句式（隐含、重复、追加、插说、易位、缩略）；复句；句群；语气；节奏

李泉（２００３）
用于口语的“的”字短语（教书的）；无主句；程度补语；固定格式（可玩的、那倒

不见得）；追加（上 哪 去 了？你 刚 才）；省 略（他４９岁，我５２）；紧 缩（有 事 打 电

话）；大量用于口语的词语或固定短语（我说呢）
雷雨、王思奇

（２０１４）
口语表达中的常用固定格式（看／瞧把你……得，你Ｖ／Ａ你的）；脱落、追补等

常用的口语语法；拟声词做谓语；正反疑问句的常用简式

　　可以看出，这些思考基本上是在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五级语法单位的框架内进行的，

特别重视的是口语中的固定格式以及易位、紧缩、插说、追加等口语中特有的句法现象。

徐子亮（２００２）则跳出五级语法单位的框架束缚，认为口语教学中的语言点应包括承接性

话语、施为性话语和叙述性话语。另外，劲松（１９８９）在讨论北京口语语体特征时，也谈到口语

语体的句式特征、话语结构特征、虚词使用特征、语汇特征、语音特征、话题转移特征和情感表

现特征。因两位学者都并非专论口语语法体系的问题，所以对口语语法的论述不够深入系统。

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语法体系的构建问题，求教方家。

二　口语教学语法体系框架

我们先看一个口语语句：
（１）哎，你听我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能是由他引起的。你看，他这几天总是不说话，肯

定是心里有鬼啊。

在这个语句中，包含着四种不同的语言成分。Ａ：这件事情由他引起、他这几天总是不说

话、（他）心里有鬼。Ｂ：我觉得、很可能、是……的、肯定是。Ｃ：你看、啊。Ｄ：哎，你听我说。

这些语言成分在交际中的功能是不同的：Ａ类是对所谈论客体进行的表述；Ｂ类主要表达

说话人对话语命题的态度，即说话人对命题真值的承诺度（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Ｃ类则主要表达说

话人对听话人的关注，即是否要求听话人回应等②；Ｄ类则帮助说话人抢占话轮（ｔｕｒｎ）参与会

话，即主要在话语组织层面发挥作用。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胡 壮 麟 等

１９８９：１１）。任何一个交际中的语句，都同时实现为这三大功能：反映客观世界、建立与交际另

一方的关系、与话语的上下文实现衔接和连贯。这三大元功能也体现在口语的语句之中：Ａ类

语言成分参与概念功能的表达，Ｂ类和Ｃ类主要用于表达人际功能，Ｄ类则主要参与语篇功能

的表达。

因此，口语的语法体系中至少包含着三种语法项目：Ａ类语言成分所涉及到的语法内容属

２
②徐晶凝（２００８）认为，语气助词主要用于交互主观性，即对听话人的关注。



于结构范畴语法，Ｂ和Ｃ类为情态范畴语法，Ｄ类我们称之为话语范畴语法。

２．１结构范畴语法项目

结构范畴语法项目主要参与语句概念功能的表达，用于传达命题内容，主要包括四大类。
下面我们逐一举例说明。

２．１．１口语中特有的句法现象

有一些句法现象，是口语中特有的，如学界讨论颇多的隐含或省略、易位或追加或倒装、插
说、紧缩、重复等。它们是形成汉语口语独特句法特征的重要因素。例如：

（２）我买了件大衣，毛料的。（省略、易位）
（３）这件事我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插说）
（４）有事打电话啊。（紧缩）
（５）你拿来吧你！（重复）
还有一类口语中特有的句法现象，则主要与虚词的用法有关。如：连词产生弱化用法（方

梅２０００），代词“他”变为傀儡主语（董秀芳２００５），言说动词“说”变成从句标记（方梅２００６），副
词“再”在口语中有连词的用法（乐耀２０１５）等。

第一类句法现象，在有关口语语体研究的文献中，均有提及。第二类则在２０００年前后才

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展开了一些个案研究。这两类句法现象，涉及到口语词类系统与句型系

统的构建。若要建立对外汉语口语教学语法的体系，有必要对它们进行系统研究：一是要明确

第一类句法现象的语篇运用条件及其分布频率；二是要全面考察在口语中有哪些虚词或实词

衍生出了不同于书面语的词性或用法。

２．１．２结构习用语

口语中包含着大量的预制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序列参与交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空槽

填充格式（ｓｌｏｔ－ａｎｄ－ｆｉｌｌｅｒ），如：“说Ｘ就Ｘ”“不Ｖ不Ｖ也得Ｖ……”等。一类是完全固定的程

式语（ｆｏｒｍｕ１ａｉｃ　１ａｎｇｕａｇｅ），如：“真是的、说的也是、我说呢”等，这 些 程 式 语 的 区 别 性 特 征 在

于，它们是在特定的语境条件下使用的，主要实现为一定的语用功能（张风格２００５）。以往学

界，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对这两类预制结构有不同的称呼，如熟语、习（用）语、惯用语、固定格

式、构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语块（ｃｈｕｎｋ）等。本文将它们统称为习用语。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已注意到这种现象，在丙级和丁级语法项目中，专门

辟有“口语格式”一类语法项目，共列举了６４个，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结构范畴语法，我们将之

称为结构习用语。
但大纲并没有穷尽口语中所有的高频结构习用语，如：“一Ｖ一个Ａ（一看一个准）、一Ｖ

就是＋时量词语（这一 等 就 是 六 年）、Ｘ有Ｘ的 Ｎ，Ｙ有 Ｙ的 Ｎ（你 有 你 的 理 由，我 有 我 的 主

意）”等，大纲都没收录。现代汉语口语中究竟有多少种常见结构习用语，主要用于实现什么样

的言语功能，尚需基于大规模口语语料库展开进一步的调查统计与描写。

２．１．３用于口语的“共核”语法成分

这一类结构范畴语法项 目，属 于 跟 书 面 语“共 核”的 部 分（李 泉２００３），但 主 要 用 于 口 语。
如：程度副词，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均有广泛分布，但其中“挺、怪……的、好、真”等主要用于口语

当中。其他的同类语法项目还包括程度补语（……透了／极了／坏了／死了／多了／得很／得要命／
得慌／得不行等）、动词重叠、被动句中的“叫／让／给”字句、表加强否定的“又”等。

２．１．４口语稍异于书面语的句法现象

３



还有一类结构范畴语法现象，不独属于口语，但在口语中的分布频率却不同于书面语。
比如，在口语中，性质形容词主要用作谓语，其使用频率（５９．１％）远高于作定语（２１．４％），

而书面语中则以充当定 语（６３％）为 主 要 功 能（贺 阳１９９６），而 且 可 带 动 态 助 词“了、着、过、起

来”等的形容词也多见于口语（李泉１９９６）。
再比如，在口语中，复杂的“的”字短语修饰语非常少见，而多用小句的形式来表达（张伯江

２０１２；沈家煊２０１５等）。例如③：

（６）ａ．您的小手指头都比我的腰还粗！（《茶馆》的文学脚本）

ｂ．您伸个小手指头比我腰都粗！（《茶馆》演出有声纪录的转写）
（７）他在找一个人，走路有点儿一拐一拐的，已经找了半天了。（而非“他在找一个走路有

点儿一拐一拐的人”）
这样的语法现象，是目前研究最薄弱的部分。我们尚需要基于大规模口语和书面语语料

进行扎实细致的调查描写，从而全面揭示口语的句法结构特点。

２．２情态范畴语法项目

情态范畴语法项目，主要参与语句的人际功能表达，在人际交互层面上表达说话人的主观

态度。包括说话人对语句命题真值的主观态度、对听话人的关注、证据来源（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等等。

２．２．１主要的语法表现形式

表现在语言形式上，情态范畴语法项目主要包括：句类、情态动词、语气副词、语气助词、施
为动词（如“警告、命令、请求”等）、立场标记语（ｓｔ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ｒ）等。它们分别在不同的层面上，
作用于交际者之间交互关系的构建（徐晶凝２００８、２０１２）。这些情态范畴语法项目，在现有语

法大纲和教材中都有涉及，但是没有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而是被打散在词类、插入语、
句子等语法单位中。

在汉语本体研究领域，学界对这些语法项目的讨论比较充分（齐沪扬２００２；赵微２００５；彭

利贞２００７；齐春红２００８；徐晶凝２００８；陈颖２００９等），不过，研究的视角多为理论层面的探讨，
而较少涉及这些语法项目的具体用法。如同为立场标记语，“我看、我想、我认为、我觉得”彼此

之间如何进行功能区分、疑问句在交际中如何实现为不同的言语行为功能、表达相近功能的语

气副词彼此之间的用法区别是什么等等问题，学界尚未给出足够的研究可供教学参考。

２．２．２情态习用语

在口语中还存在一些习用语，不是主要用来传达新的命题信息，而大多是在传达说话人的

情感态度，我们称之为情态习用语。如：“你呀、别提了、真是的、又 来 了、好 你 个Ｘ、不 是 我 说

你”等。这些情态习用语通常被归属在话语标记（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的研究范围，在现有大纲

中基本上是被忽略的。
在情态范畴语法方面，汉语与其他语言，如英语，区别比较大，特别是在语气助词和语气副

词上。有些语气意义的表达，是其他母语背景的人很难体会出来的。王力（１９８４：２３０）说 过：
“中国语气副词在西洋语里找不着相当的词的；语气副词的空灵不让于语气词……。‘他偏送

这个来了’的‘偏’，既不能译为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ｌｙ，也不能译为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因为它们的意义都太

实了，而它们所带的情绪又远不如‘偏’字所带的强烈。”因此，如何有效地帮助学习者掌握这类

语法项目，是值得语法大纲研制者深入探讨的问题。

４
③例句转引自张伯江（２０１２）和沈家煊（２０１５）。



２．３话语范畴语法项目

话语范畴语法项目，可以帮助说话人理解和操控会话的互动式进展，理解会话的走向，以

及使会话朝自己期待的方向进展，包括如何利用语言手段进行话轮转换、维持或抢占话轮、结

束或开始谈话，如何提供背景反馈（ｂａｃｋ－ｃｈａｎｎｅｌ），如何应答等。话语范畴语法项目主要以词

语和习用语的形式出现，它们通常被归属在会话分析（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和话语标记的研

究范围。

学界对话语范畴语法项目的研究涉及很多个案，如：１）可用来开启或转换话题的“对了、我
说、说起、说到、要说、至于说、问题是、那什么、这个”等（方梅２０００；李秉震２００９；李秉震、张全

生２０１２；朱军、史沛沛２０１４；张璐２０１５等）；２）可延续话轮的“然后、完了、那个、那么、那、是啊”

等（方梅２００２；王伟、周卫红２００５；陈妍妍２０１１；徐晶凝２０１１；殷树林２０１２；李宗江２０１３等）；３）

可抢夺话轮的“不是”以及结束一个话题的“所以、好、好了”等（刘丽艳２０１１）。

应答可以有很多方式（孙雁雁２０１１），但可归属于话语范畴语法的项目，则是指那些专门

用于针对命题内容真假而做出反应的习用语。如可用于肯定性应答的“那是、可不是（嘛）、谁

说不是呢、好吧、好的、好啊”；可用于否定性应答的“谁说的、什么呀、话是这么说”等。我们称

之为应答习用语。

话语范畴语法项目是交际中的润滑油，没有它们，交际将变得生涩。交际中的话轮转换或

话题管理规则，是母语说话人在长期的交际中自然习得的，有时候并不需要借助语言手段即可

实现。而不同语言的会话组织规则并不完全一致。对于外语学习者而言，他们往往对目的语

潜在的会 话 规 则 并 不 敏 感，不 能 很 好 地 感 知 到 话 轮 转 换 的 关 联 位 置（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ｐｌａｃｅ，ＴＲＰ），更不知道如何借助专用语言手段使会话朝自己期望的方向进展。所以，教学中

应该对这类语法项目进行教学。这是口语教学语法大纲应当重视的一部分内容。

２．４小结

以上三个范畴的语法项目彼此之间并非截然分开，也存在交叉现象。如例（１）中的“很可

能、肯定是”除了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也参与语句的句法构造。而作为结构范畴语法项目

的“那叫一个Ｘ”“叫你Ｘ，你还真Ｘ呀”等口语格式，也大都带有强烈的情感表达的功能。“瞧

你”“不是我说你”等标记说话人主观态度的表达式，在话语组织层面上也发挥着作用。

之所以区分为三类，是为了讨论和描写的方便。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将某些语法项目划

归到哪个范畴中，只要是坚持前后一贯的分类标准，在口语语法体系中将这些内容都涵盖到即

可，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口语教学语法体系的框架。

口语教学语法体系的框架，我们用表格形式总结如下：

表２　口语教学语法体系框架

主要语法项目 例示

结构

范畴

语法

口语中特有的句法现象
（１）省略、易位、追加、重复、紧缩、插说

（２）与虚词有关的独特句法现象

结构习用语 说Ｘ就Ｘ、不Ｖ不Ｖ也得Ｖ
用于口语的“共核”语法成分 动词重叠、程度补语等

口语稍异于书面语的句法现象
复杂的“的”字短语修饰语多用小句的形式

来表达；少用描写性形容词定语

５



情态

范畴

语法

表达言者对命题确信度的语言形式

表达言者对听者态度的语言形式

表达证据来源的语言形式

句类、情态动词、语气副词、语气助词

施为动词、立场标记语

情态习用语（如：你呀／好你个Ｘ）

话语

范畴

语法

开启话题／抢占话轮的语言形式 那么、不是、哎，听我说

保持话题／保持话轮的语言形式 还有、然后、完了

转移话题的语言形式 对了、我说

结束话题的语言形式 好、所以、好了好了

背景反馈形式 嗯、是吗、这样啊

应答习用语 可不是嘛、谁说的

　　总之，口语语法的本质特征是与口语交际或口语表达功能密不可分的，口语语法的目的在

于解释交际者如何通过调节话语完成言语行为并理解对方话语，对口语语法的研究不能照搬

基于书面语的传统语法框架（Ｂｒａｚｉｌ　１９９５：２），口语语法体系的建立应以功能作为统领之纲④。
如口语中常见的习用语，在口语交际中实际上分别具有三种不同的作用，有必要根据其功能分

派到不同的范畴中。

三　语法项目的选取与分级

在选取与确立口语教学语法大纲中所应包含的具体的语法项目时，还需要考虑到以下几

个问题。

３．１语法项目与词汇项目

上文所列举的三大范畴各自所下辖的具体语法项目，有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词法或句法，
如情态动词、语气副词、语气助词。若从严格的狭义的“语法”的含义来讲，它们只能作为三个

词类列入语法大纲，即只是三个语法项目而已。但这些词类中的高频成员，有必要作为独立的

词汇—语法项目（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ｍｍａｒ），一一收入口语教学语法大纲。因为它们在口 语 交 际 中 的

作用不同于其他口语词汇：第一，它们都是封闭词类；第二，它们在用法上具有很强的个性；第

三，它们在交际中所承担的功能恰能突出口语“当时当地”（ｈｅｒｅ　＆ｎｏｗ）的交互特点。
因此，虽然要特别注意语法项目与词汇项目的分野（孙德金２００６），但对于口语教学语法

大纲来说，所谓“语法形式”的含义不妨稍微宽泛一些，可采取Ｐｕｒｐｕｒａ（２００４）的观点，即构成

学习者语法知识的组成成分可以涉及语音、词汇、形态句法和语篇等不同层面的语言项目。

３．２教学用口语语体的界定

在进行口语语法体系的构建研究时，应该有明确的口语次语体的意识，因为口语语体内部

也有随便与正式、俚俗与典雅的程度差异。虽然随便、俚俗的口语最能体现口语语体的语言特

征，但其中所包含的某些语言现象是否要纳入到口语教学语法体系中，却值得慎重对待。比

如，过多的停顿、重复、残句、错位（陈建民１９８６）、结构助词“的”在单句中的省略（劲松１９８９）

６

④《中高级对外汉语教学等级大纲》中 罗 列 了 一 些 特 殊 话 语 形 式（命 令、警 告、责 备、客 气、厌 烦、赞 同、自

责、肯定、否定、醒悟），以及１１个功能项，包括引起话题、同意和反对、评论和评判、征询对方观点和看法、表达

自己观点和看法、举例说明、感叹、强调、委婉和委婉的肯定、比较、引起对方兴趣和注意等。这一 思 路 已 经 考

虑到了表达功能，但遗憾的是，所列举的功能项没有明确的范畴分类，没有做到功能与语法形式的有机结 合，

难以体现口语的语法系统。



等，恐怕都不宜作为教学语法点进行教学，因为会干扰学习者对汉语句子基本结构以及“的”表
领属关系时的基本用法规则的理解。总之，汉语口语教学的目标是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与理

解能力，而非口语语体教学，对汉语口语语体研究非常有价值的一些语法特征，并非都适用于

汉语教学。
陈建民（１９９２）、王若江（１９９９）等指出，适合教学的口语语体是“受书面语引导的”，大致相

当于“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北京人在有准备的情况下无拘束的谈话”，即一般交际场合下使用

的普通话口语或正式口语体。这一观点值得参考。
另外，也要考虑到方言的问题。特别是三大范畴中的习用语，有可能只是家常口语体北京

话或其他强势方言中的现象。在进行调查统计工作时，也要注意排除语料中可能存在的方言

土语。

３．３语法项目分级

语法项目的分级与排序是二语教学语法研究中很重要的问题之一（卢福波２００３；陈珺、周
小兵２００５；孙德金主编２００６等）。三大范畴所下辖的各个语法项目，在口语教学语法大纲中

如何进行分级安排，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认为至少要考虑三个因素：使用频率、参与到

句法结构中所表现出的难易程度，以及通用度。使用频率高、句法较简单，且通用度高的，可安

排在第一阶段。
比如，语气助词的总体安排建议如下：
表３　语气助词分级安排示例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呢

特殊疑问句末：他是谁呢？

省略疑问句末：他呢？

习用 语：我 说 呢？你 管 呢／管 他

呢

陈述句 末，表 提 醒：说 你 呢，

听见没有？

习用 语：才……呢／亏 你 还 是

……呢／还……呢

句中话 题 后：我 是 个 老 师，他

呢，是个学生。

句中连接词后：其次呢

假设 小 句 后：你 要 非 走 不 可

呢，我也不留你。

吧

祈使句末：你也去吧。

疑问 句／陈 述 句 末：你 是 中 国

人吧？

习用 语：该……吧／总 得……

吧／不 会……吧／Ｖ 就 Ｖ
吧

句中话题后：他吧，有个毛病。

假设小句后：去吧，没时间；不

去吧，又不太好。

啊

疑问句末：你 是 哪 国 人 啊？／你

也去啊？

感叹句末：多好啊！

祈使句末：走，走啊！

陈述句末：我也不知道啊

习用语：ａ啊ｂ啊ｃ啊／ａ啊ｂ
的／Ｖ啊Ｖ啊

句中话 题 后：林 生 啊，我 看 你

这日子过得也挺难。

句中连接词后：所 以 啊，我 也

不逼你了。

啦
习用语：可 好 啦／对 啦／ａ啦ｂ啦

ｃ啦

习用语：得 啦／好 啦（行 啦）／别

啦／怎么啦

嘛
陈述句末：我也不知道嘛。

话题后：这个问题嘛，……

祈使句末：你别走嘛。

　　以上仅为举例式说明，在口语教学语法大纲中，三大范畴各自应该下辖哪些语法项目，如

何进行分级安排，还有待细致全面的调查与研究。

３．４体系内语法项目与备用语法项目、参考语法

７



　　上一节我们强调，口语教学语法大纲应选取适用范围较宽的正式口语体中的语法现象，以
规范指导口语教材的编写和口语教学。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语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

高，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所接触到的口语次语体的范围越来越广，对不同口语次语体语言特

征的学习需求也会相应提升。所以，在研制口语教学语法大纲时，也有必要同时将俚俗的家常

口语体中的高频语言现象提取出来，作为口语教学语法大纲的附录，以满足未来可能出现的教

材编写与口语教学的潜在需求。
总之，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口语语法项目的详细清单，依据其在不同口语次语体中的适用范

围与使用频率，分别纳入口语教学语法大纲的主体部分和附录部分，以尽可能体现汉语口语语

法的全貌特征，从而为不同的使用者提供参考资源，使他们能够依据需要从这些项目清单中选

取适合自己教学目的的语法项目。
另外，在研制口语教学语法大纲的同时，也有必要编写配套的口语教学参考语法（孙德金

主编２００６），对大纲中所下辖的每一个语法项目的用法进行详细的描写说明，讲清楚其句法、
语义、语用各方面的使用限制，供教师教学或编写教材时了解参考。

四　结束语

语法大纲对规范对外汉语教学的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程测试及汉语水平考

试命题都具有重要作用（刘英林１９９７），语法体系是否科学完善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标志（吕

文华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得到确立以来，成立了专门的

学术组织，定期召开各种学术会议，设立了本硕博的学历教育体系，其学科地位从形式上得到

了充分保证，但语法教学大纲虽然有几个版本出台，却基本上是在原地踏步。随着汉语本体研

究的深入，口语语法现象得到越来越多的揭示（赵元任１９７９；周一民１９９８；张旺熹２０１２等），现
在是时候将已有口语研究成果纳入到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并根据教学需要继续加强口语

语法的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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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作往来

问：如稿件不采用，能否简述原因，以便改进。如只是“不用”，感觉对作者不负责任。
答：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本刊致力于为中国的语言教学与研究服务，为广大的作者和读

者服务。学术刊物的宗旨是保证从众多来稿中优选出达到刊物要求的高水平论文，并高质量

地刊出，这是我们的首要工作。编辑部配置的有限的编辑人员和学界更加有限的专家资源都

在为这个目的服务，很难有更多的力量给每篇文章写出具体的评审意见，这也是期刊界的通

例。为了保证优选出最好的文章，本刊认真对待每一篇投稿稿件，制订了严密的审稿流程，如

一审、二审、编辑部会审、匿名评审、专家评议会等众多环节，涉及的人员也相当多，目的是充分

尊重作者的劳动，负责任地对待每一篇稿件。同时本刊虽然是语言类核心期刊，但是开门办

刊，对所有作者和稿件一视同仁，不对作者的职称、学位、年龄、所在学校、国别等外部条件作出

任何限制。创刊３７年来，发表了大量青年学者的成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尽管

如此，为每一篇投稿论文提供审稿意见仍然是我们的追求，但限于目前情况，我们力有不逮。
根据编辑部同仁的成长经历，我们诚挚地建议您多和身边的同仁讨论，直接向相关专家请教，
参加学术会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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