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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汉语 40 课》与《发展汉语·初级综合》 

练习题对比研究 

 

葛雨晴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练习作为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能够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另一方面能够给教师提供教学

反馈。因此，开展教材练习研究非常有必要。本文以《基础汉语 40 课》与《发展汉语·初级综合》这两套

教材的练习题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语言要素、言语技能以及练习方式三个角度出发，比较两套教材练习题

的题量以及题型。在练习题量上，笔者统计了两套教材各要素、技能、练习方式的题量以及总题量，发现

两套教材对于练习题量的重视，并得出练习题量要以学生为中心，根据教育目的来综合考虑。在练习题型

上，笔者对比了两套教材的共有题型以及特有题型，发现在特有题型的设计上都具有创新性。 

关键词：初级；综合教材；练习题；《基础汉语 40 课》；《发展汉语·初级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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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外汉语教材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在不断地提高与发展。对于汉语教材

的研究，学者们也在不断地探索。而对于教材练习题的研究，近些年来才逐渐增多。刘珣

（2000）从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出发，将对外汉语教学过程分为“感知—理解—巩固—应用”

这四个基本阶段。练习则是巩固知识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练习可以很好地实现从教师的输

入转向学生的输出。赵金铭（1998）曾强调，“把教材练习编写的质量作为对外汉语教材评

估的一项重要内容”。 

《基础汉语 40课》与《发展汉语·初级综合》（以下分别简称“《基础》”和“《发展》”）

作为零起点的汉语教材，使用时间较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教材编排上，《基础》分上、

下两册，每册 20 课，每 5 课为一个单元，共 8 个单元；《发展》分Ⅰ、Ⅱ两册，其中Ⅰ册

30课，Ⅱ册 25课。两套教材每课结束后均附带有练习题。此次研究旨在比较两套教材的练

习题在题量以及题型上的异同。 

在练习题的分类上，杨寄洲（2003）曾提出把教材练习项目的设计安排分为语言知识的

理解、记忆练习，语言技能的练习以及语用练习三个层面。本文基于这种编排的框架，分别

从两套教材的语言要素、言语技能、练习方式等三个角度进行对比分析。 

一、语言要素的题量与题型对比研究 

（一）语言要素练习题的计量标准 

为了便于研究，本文统一以小题为单位计算题量。填空类型的题均以每空一题来计算，

例如：“选词填空”、“模仿例子组词”、“填反义词”等。问答类型的题均以每问一题来计算，

例如：“看图回答问题”、“完成对话”、“改写句子”等。以“选词填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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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础》上册第 7课第 91页 

图中共设置了 6个空，则计为 6道练习题。本文以这个方法来统计两套教材的题量。对

于不能按照此方法统计的习题，其统计方法如下： 

（1）两套教材中均出现了“声调练习”这类题，每一个完整的语音练习为一题。如图

2，计为 6题。 

 

图 2 《基础》上册第 1课第 6页 

（2）对于连线类的练习题，每一对搭配为一题。如图 3，计为 9题。 

 

图 3 《发展Ⅰ》第 17课第 190页 

（3）在《发展》中出现了关于汉字的练习，如图 4，共涉及 8个汉字，则计为 8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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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发展Ⅰ》第 2课第 16页 

（4）针对两套教材中涉及到多种要素的练习题，统计到哪个要素就计为一次，多个要

素则多次统计。如图 5，分别在词汇、语法、汉字部分各计为 7题。 

 

图 5 《发展Ⅰ》第 29 课第 322页 

（二）语言要素的题量与题型统计情况说明 

首先我们就语音、语法、词汇、汉字各要素的题量占比进行分析说明，结果如下： 

 

表 1 两套教材的语音、语法、词汇、汉字分项题量统计表 

教材          
项目

  语音 词汇 语法 汉字 

 

《基础》 

题量 987 2449 1282 3333 

占比 12% 31% 16% 41% 

 

《发展》 

题量 654 1647 1215 2221 

占比 11% 29% 21% 39% 

由表 1可知，两套教材练习题的各要素占比分布不均。汉字部分的题量占比均最多，分

别为 41%和 39%；语音部分的占比均最少，分别为 12%和 11%；语法部分的占比相差较大，分

别为 16%和 21%。 

（三）语言要素的题量与题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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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音练习 

语音是语言的基础，想要掌握一门语言，必须先学会该语言的发音。学习者通过语音练

习可以更好地掌握语音，因此，语音练习题的题量编排至关重要。《基础》上下两册已明确

划分为 8 个单元。《发展》虽未明确划分，但编者在教材前言部分提到，每 5 课结束之后设

置一个语言点小结，所以笔者在统计题量时以每 5 课为一个单元，两册共计 11 个单元。统

计如下： 

 

图 6 语音题量统计数据 

从题量上看，《基础》多于《发展》，语音占比分别为 12%和 11%。由图 6 可知，《基础》

的语音练习主要集中在第一单元，到了第二单元直线下降，中间出现了中断现象，仅在下册

的第六单元进行了简单练习。而《发展》的语音练习起伏波动较小，练习量从第一单元到第

四单元逐渐递增，第五单元之后开始下降，中间未出现中断现象。 

从题型上看，两套教材这部分的练习题型均为“声调练习”、“写出对应拼音”等，题型

较为单调。两套教材在课后习题部分均设置有“听录音标出声调或拼音”这类题，以此来检

验学生学习语音的准确性。 

2.词汇练习 

两套教材的词汇题量占比分别为 31%和 29%。造成两套教材练习量大的原因是设计“选

词填空”这类题时，选择词语的个数较多，比如在《基础》中，一道选词填空的词语可达

30个。尤其是在下册，每课关于词汇的习题可达 5道。反观《发展》，虽然题量占比较大，

但每课关于词汇的习题控制在 3道左右。 

从题型上看，两套教材的词汇练习主要集中于“选词填空”这类题，分别设置有“选动

词”、“选择形容词”、“填量词”等。《基础》在编排时，设计了“选出一个不同类的词”这

种题，可以帮助初学者对词语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类。而《发展》设计了“把下面左边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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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右边对词语的解释连线”这种题，该题可以帮助学习者了解一些新词的词义，起到积累词

汇的作用。 

3.语法练习 

由表 1可知，两套教材在该部分的题量占比相差较大，分别为 16%和 21%。造成《发展》

题量占比较大的原因，除了该教材的总课数多于《基础》，特有题型也较多，比如“情景表

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问答”、“把左右两边的内容连成句子”等。表明该教材对于语法练

习是较为重视的。 

在题型上，两套教材的共有题型大约有 20种，主要是“问答”类题型，例如：“完成下

列对话”、“改写下列句子”、“看图回答问题”等。考虑到学习者在学习虚词时存在的困难，

两套教材的习题均设计有“在合适的地方加‘了’或‘的’”这种题型。在特有题型上，《基

础》中设计了“改错”这类题来巩固语法知识，《发展》中并未涉及到语法改错题，但设计

了“仿写句子”这类题。可见，在该部分两套教材的共有题型均较多，特有题型均较少。 

4.汉字练习 

对世界上大多数使用拼音文字的学习者来说，像汉字这种表意文字，即每个方块字基本

上记录一个单音节语素的文字，是一套完全陌生的书写符号系统。因此，初学者学习汉字时

会感到困难。本文认为在教材练习中离不开书写汉字，比如：完成句子、组词、改错等习题，

除了涉及到语法、词汇练习，也都认为是练习汉字的习题。因此汉字的题量占比位居第一，

分别为 41%和 39%。但两套教材在该部分均有不足，即单独练习汉字的题型很少，主要为“填

上合适的汉字”、“组字游戏”等。《发展》的特别之处在于设计了“根据所给的偏旁写出汉

字”这一题型，考虑到多数汉字是形声字，部首与部件关系密切。《基础》并未涉及该类型

的习题。 

（四）小结 

总的来说，在语音部分，两套教材的题量占比相对合理，但题型较为单调，学生长时间

机械地练习发音，很难激起进一步学习汉语的兴趣。所以语音练习一方面是要不断地练习，

另一方面是要增加趣味性。在词汇部分，“选词填空”这类题的优点在于让学习者更好地掌

握各类词汇的用法，缺点在于缺少多样性。故而笔者认为该类题要有，但不宜过多。在语法

部分，学习者面对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汉语语法，会感到头疼。但两套教材共有题型的设计是

比较完善的，只不过在特有题型上应该适当增加一些开放性的题型，让学习者多思考。在汉

字部分，笔者发现这两套教材最大的弊端就是单独的汉字练习未得到加强，所以这部分可以

增加关于汉字笔画、笔顺、偏旁类型的习题，比如“改错字”、“辨别形体相近的汉字”、“偏

旁归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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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言语技能的题量与题型对比研究 

（一）言语技能练习题的计量标准 

在言语技能部分，各技能的练习题仍以小题为单位。例如：“听录音选择正确的音节”

练习以一个选择为一题；“阅读短文”以问题数量来计数。以“听录音选择正确的音节”为

例：共计为 7题。 

 

图 7 《基础》第 2课第 19页 

对于不能按照此方法统计的习题，其统计方法如下： 

（1）两套教材中写作技能的题量统计则更多的以一个话题或任务为单位，无论涉及到

多少词语或语法，都按照整个话题或任务来计数。如图 8，计为 1题。 

 

图 8 《发展Ⅰ》第 12课第 132页 

（2）在《基础》中阅读练习涉及到“朗读古诗”或“绕口令”等题型，以一次完整的

练习为单位。如图 9，计为 1题。 

 

图 9 《基础》上册第 5课第 66页 

（3）针对两套教材中涉及到多种技能的练习题，统计到哪个技能就计为一次，多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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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则多次统计。如图 9，分别在口语、写作部分各计为 1题。 

 

图 10 《发展 II》第 11课第 122页 

（二）言语技能的题量与题型统计情况说明 

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学习者掌握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吕叔湘（1963）说

过：“学习语言不是学习一套知识，而是学一种技能”。刘珣（2000）也说：“语言课首先是

技能课、工具课”。而听、说、读、写各项技能只有通过练习才能更好地掌握。 

首先我们就听、说、读、写各技能题量的占比进行分析说明，结果如下： 

表 2 两套教材听、说、读、写各技能分项题量统计表 

教材          
项目

  听 说 读 写 

 

《基础》 

题量 426 4136 1218 766 

占比 7% 62% 19% 12% 

 

《发展》 

题量 96 2447 972 761 

占比 2% 57% 23% 18% 

从表 2可知，从横向看，两套教材在言语技能的编排上，说和读占优势，听和写占比最

小。其中听力部分的题量占比分别为 7%和 2%，口语练习的占比最多，分别为 62%和 57%。从

纵向看，《基础》的听和说题量占比比《发展》多，《发展》的读和写题量占比比《基础》多。 

（三）言语技能的题量与题型分析 

1.听力练习 

《发展》的单元划分说明同前文。听力练习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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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听力题量统计数据 

由表 2可知，两套教材的听力占比分别为 7%和 2%。通过比较可知，《基础》的练习量在

第一单元最多，而后逐渐递减，听力练习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单元。《发展》的听力练习在第

一单元并未涉及，只持续了三个单元，往后不再出现，且练习量远低于《基础》。 

从题型上看，两套教材在该部分的练习均通过“听录音”来训练听力，题型主要为 “听

写句子”、“听读辨调”等，题型种类较少。因此，可以增加听力练习的比重。 

2.口语练习 

 

图 12 口语练习题量统计数据 

口语练习作为语言学习重要的输出途径，两套教材的题量占比分别为 62%和 57%。从图

11 可知，两套教材的口语练习循序渐进，均在下册（II）最多。导致《基础》下册题量大

的原因在于相比上册，增加了课后习题的量。表明编者非常注重锻炼学习者的口语技能。 

在题型上，《基础》中有很多半开放性的题型，比如：“说说下面的房间怎么样”、“下列

各种礼物送给谁”、“角色扮演”等。这些题型兼具实用性与趣味性。在《发展》中也编排有

“说说你家或者宿舍周围的环境”、“制作一个同学通讯录”等题型。但比起前者，题型略显

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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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阅读练习 

两套教材中这部分的占比分别为 19%和 23%，两者题量占比相差不多，仅差 4%。虽然《发

展》题量占比大，但是该部分的题型并没有《基础》丰富。除了共有题型“阅读语句或短文”，

在特有题型上，《基础》中设计了“朗读古诗”、“绕口令”等题型，《发展》中设计了“猜谜

语”题，但并未涉及到朗读类题型。 

4.写作练习 

对于初学者来说，写作练习要求较高，因此该技能的练习不宜安排过多，学习过程也需

要循序渐进。两套教材关于写作练习的占比分别为 12%和 18%，两者相差 6%，表明《发展》

对于写作技能的明显侧重。从题型上看，两套教材主要为“对话类”题型、“开放性”题型

也较多，比如：“介绍你们国家的节日”、“制作同学通讯录”等。《发展》相较于《基础》，

“互动性”的题型更加丰富，比如：“写出你的爱好”、“根据周末安排填写表格”等。 

（四）小结 

在日常会话中，正确接收他人信息的前提就是要听懂。因此听力练习必不可少。学习者

只通过听录音或听写句子，会产生倦怠。因此可以穿插游戏“传声筒”，让第一个人听完传

给下一个人，以此类推，最后一个人猜出答案。这样的游戏使学生对于听力练习不用一直保

持高度紧张的状态，能调动起积极性。两套教材在阅读和口语上，设计了很多互动性的题型，

加强了学习者之间的沟通。只不过阅读练习还可以通过定期开展“朗读比赛”、“书籍分享会”

等活动，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练习对于初学者来讲，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一定要控制

好题量。写作技能的训练非一日之功，需要学习者不断地练习。 

三、练习方式的题量与题型对比研究 

（一）各练习方式的习题计量标准 

各练习方式的习题仍以小题为单位。在两套教材中，机械性练习的习题主要为“听录音

标出声调”、“听写音节”等题型。有意义练习的习题主要为“完成句子”、“选词填空”等题

型。沿用同前文一样的填空以及问答类的题统计方式。 

（1）在《基础》中出现了“朗读”题，采用以一次完整的练习为单位的统计方式。如

图 13，计为 1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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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基础》下册第 40课第 409页 

（2）对于交际性练习，习题主要采用以一个话题或任务为单位的统计方式。如图 14，

计为 1题。 

 

图 14 《基础》下册第 22课第 35页 

（二）各练习方式的题量与题型统计情况说明 

首先我们就机械性练习、有意义练习、交际性练习的题量占比以及题型进行分析，结果

如下： 

表 3 两套教材各练习方式分项题量统计表 

教材          
项目

  机械性练习 有意义联系 交际性练习 

 

《基础》 

题量 962 4841 1024 

占比 14% 71% 15% 

 

《发展》 

题量 879 2745 1302 

占比 18% 56% 26% 

 

表 4 两套教材练习方式题型总表 

项

目 

教材 题型种类 

共有题型 特有题型 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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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械

性

练

习 

 

《基础》 

听录音标出声调、听写音节、听录

音给下列对话标注拼音、辨音、看

拼音写汉字等。 

朗读下面这首诗、用形容词

的重叠式填空、绕口令等。 

 

18 

 

 

《发展》 

写出下列汉字的拼音、辨别每组汉

字并写出拼音、读出下列数字、请

在练习本上书写下列汉字、听读辨

调等。 

读出下面的时间、说出日

期、把下面左边的词语与右

边对词语的解释连线等。 

 

17 

 

 

 

 

 

有

意

义

练

习 

 

 

 

 

《基础》 

看图写句子、选词填空、模仿例子

组词、词语搭配、把括号内的词语

放在合适的位置、用所给词语完成

句子、把下列句子改成反问句、根

据会话选择正确的答案、向同学提

问并记下答案等。 

改错、阅读课文并填表、用

下列词语复述课文、说说下

面的房间怎么样、两人一组

用所给词语进行会话、找不

同、讨论问题、说一说下列

各种礼物送给谁、请你介绍

一下你们国家的节日、角色

扮演、心理小测验等。 

 

 

 

 

70 

 

 

 

《发展》 

给多音字组词、选词填空、写出反

义词、模仿例子组词、填写汉字并

组词、看图说一说、用下列词语提

问、看图说话并写下来、对话练习

等。 

怎样跟他们打招呼、朗读课

文并仿写、指出汉字相同的

部分并说说是什么意思、说

出日期、你还知道哪些中国

人？请说出他们的姓和名

字、说说你家或者宿舍周围

的环境、猜谜语、阅读短文

等。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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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际

性

练

习 

 

 

 

 

《基础》 

看图写句子、完成下列对话、用所

给词语完成句子、向同学提问并记

下答案、把下列句子改成反问句

等。 

说一说下面的房间怎么样、

两人一组用所给词语进行

会话、游戏、找不同、说一

说下列各种礼物送给谁、请

你介绍一下你们国家的节

日、角色扮演、设计活动方

案、介绍一位朋友国家的情

况等。 

 

 

 

 

16 

 

 

 

《发展》 

怎样跟他们打招呼、看图回答问

题、改写下面的句子、看图说一说、

看图说话并写下来、问答练习、情

景表达等。 

游戏：看谁说的好、指出汉

字相同的部分并说说是什

么意思、你还知道哪些中国

人？请说出他们的姓和名

字、说说你家或者宿舍周围

的环境、制作一个同学通讯

录、说一说并写一写、走出

课堂，拓展学习等。 

 

 

 

 

41 

从表 3 可知，两套教材均以有意义练习为主，题量占比分别为 71%和 56%。在《发展》

中，机械性和交际性练习的占比分别为 18%和 36%，而《基础》分别为 14%和 15%。可见在《发

展》中，这三种练习方式的题量占比相对均衡，而《基础》的练习方式占比相对失衡。从表

4可知，有意义练习的题型种类最为丰富。总体来看，两套教材的特有题型，最为多样。具

体分析如下： 

（三）各练习方式的题量与题型分析 

1.机械性练习 

机械性练习是指学习者通过模仿、重复来掌握语言结构形式的练习。这种练习方式的优

点在于记忆准确，不易出现错误；缺点在于学生掌握的知识有限。 

《发展》的单元划分同前文。具体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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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机械性练习题量统计数据 

该练习方式的题量占比分别为 14%和 18%。从每单元的分布来看，机械性练习一直在持

续。但在《基础》中，机械性练习主要集中在第一单元，练习题量过于集中，往后直线下降，

只在第六单元出现小幅上升。而《发展》中每单元的练习量相差较小，学习者不用在某一阶

段长时间练习一种方式。 

在两套教材有限的题量中，题型主要为“给汉字注音”、“看拼音写汉字”、“朗读”等。

在《基础》中涉及到了“绕口令”的题型，而《发展》中缺少该题型。 

2.有意义练习 

 有意义练习是指学习者在机械性练习掌握语言结构基础上进行的需要对答案进行思

考、选择的练习。从表 3 可知，有意义练习的占比分别为 71%和 56%，两者相差 15%。造成

占比相差较大的原因在于《基础》中相似题型在每课中的重复出现以及题量较大，比如：“选

词填空”、“完成对话”、“根据所给的词语完成句子”等。这部分的题型种类分别为 70和 72

种，种类较多，可以满足初学者的需求。两套教材在题型上，各有创新之处，比如：《基础》

中的“心理小测验”，《发展》中的“猜谜语”等，都很好地调动起学习者的积极性。 

3.交际性练习 

交际性练习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把所学知识在所创设的各种情境中进行运用，让学生真正

的掌握课堂内容，并能达到语言交际目的的练习方式。两套教材在该部分的题量占比分别为

15%和 26%，题型种类分别有 16 和 41 种。可见《发展》的编排者更注重交际性练习。对于

初学者而言，交际性练习难度较大，应控制好题量。在《基础》中涉及到了“角色扮演”以

及“设计活动方案”等题型，可以促进学生间的配合。在《发展》中则设计了“制作一个同

学通讯录”、“走出课堂，拓展学习”等题型，使学生在课堂基础之上，更有灵活度。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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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性练习虽然识记数量有限，但准确率高，所以这类题的编排应该在控制好题量的前

提下，不断地重复来巩固知识。因此可以改善机械性练习的过程十分重要。有意义练习是教

材编排中的主体，使学习者在已识记的知识基础之上,进一步了解具体用法。因此这部分应

该适当减少相似题型在一课中的重复练习，可适当增加一些游戏式的题型，让学生更加积极

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之中。针对交际性练习，该方式要求学习者调动各种知识与技能来完成交

际任务,而两套教材的题型已经体现了很强的互动性。但《基础》在该部分的题量较少，应

该增加比重。 

四、结语 

本文选取了在初级阶段使用人数较多的综合教材《基础》与《发展》进行对比。全文通

过运用对比、统计、分析等方法，比较两套教材练习题的异同。笔者共分了三个部分进行论

述，每一部分都先说明统计标准，而后针对数据进行分析，最后小结。 

首先，语言要素练习题的分析结果显示，语音作为语言的物质外壳，练习要循环往复，

题型也要多样化，这样才能为后续学习打下基础。词汇作为建筑材料，要控制好 “选词填

空”的题量。如何让学习者有意义地识记词语，是一个重点关注的问题。在语法练习方面，

两套教材的题量以及题型编排是较为合理的，重点在于让学习者举一反三，灵活运用语法。

汉字部分要多增加单独练习，这是两套教材都未做到的地方。 

其次，言语技能练习题的分析结果显示，听力练习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两套教材在

该部分的题量较少，且题型单一。口语与阅读两者密不可分，两者的编排重点在于要让学习

者主动去说和读。写作练习除了题型要多样化，还要注意到习题的难度。两套教材虽然都包

含了听、说、读、写四项技能，但是欠缺翻译技能的练习，所以应增加翻译语句或者片段的

题型。 

最后，练习方式的习题编排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以学生为中心，减少枯燥无聊的单一

练习。尤其是交际性练习，要体现其创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任何一套教材的练习都尤为重要。吕必松（1993）曾指出：“练习是第二语言教材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一部教材练习的好坏，对课堂教学质量有直接的影响”。因此练习题的

编排要兼顾科学性、系统性、趣味性，这就决定了练习题的编写不可一蹴而就，需要不断打

磨，广泛研究。由于本人研究水平的局限，此次教材练习题的对比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

日后会继续学习，进一步投身到对外汉语教材练习题的研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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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Exercises of the “40 Lessons For Basic 

Chinese Course” and“Developing Chinese·Primary Comprehensive” 

 

Ge Yuq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eaching materials, exercises can help students consolidate their 

knowledge on the one hand, and provide teachers with teaching feedback on the other han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extbook practice research. Based on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practice titles 

of the two sets of textbooks, "40 Lessons For Basic Chinese Course" and "Developing 

Chinese · Primary Comprehensiv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amount and type of the exercises in the 

two sets of textbooks respect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elements, speech skills and 

practice methods. In terms of the amount of practice questions, we counted the amount of questions of 

each element, skill and practice method of the two textbooks and the total amount of questions. We 

found that the two textbook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mount of practice questions, and 

concluded that the amount of practice quest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comprehensively according to 

the educational purpose. In terms of practice question types, we compare the common question types 

and the specific question types of the two textbooks, and find that the design of the specific question 

types is inno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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