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级汉语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一、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高级汉语写作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 课程性质 限选

课程代码 270100402 学 分 1

学 时 共 16 学时。含讲授 16 学时，实践 0 学时

适用专业 翻译专业

执笔人 陈湘君 审定人 袁毓玲

讨论参与人

二、课程简介

作为翻译专业的学生，常常会有“外语读懂了，但是汉语表达不到位”的情

况，这种母语表达“乏力”，使翻译语义的准确性、语言的流畅性大打折扣，更

加谈不上体现我们汉语的画面美、音乐美、意境美。因此，翻译专业的学生汉语

写作能力非常重要，是翻译专业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内涵，是职业核心能力之一。

重视《应用文写作》课程的建设和学生汉语写作技能的培养，可以增强学生的职

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学生未来职业生涯和实现职业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

础。

三、课程目标

翻译专业的学生，中文水平的高低，既牵涉到理解，又牵涉到表达，对翻译

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必须在打好外语语言基础的同时，进一步提髙

母语即中文水平。本课程作为一门应用面广、实践性强的翻译专业汉语写作课程，

不能停留在传授汉语写作理论知识的层面上，而是培养能适应社会需要、富有创

新精神和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世纪新人。通过科学的训练，使翻译专业学生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掌握汉语写作技巧，提高汉语写作能力和水平，同时培养学生具

有认真的态度、坚强的意志、健全的人格、高雅的审美、高尚的情操，从而实现

传授写作本领、提高学生素质、传播中华文化的多重任务。

四、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按章节填写）

学时分配（节）

理论讲 课堂实践 合计



授

第一课 记叙文·写人 2 2 4

第二课 记叙文·写事 2 2 4

第三课 说明文·事物类 1 1 2

第四课 议论文·社会问题类 1 1 2

第五课 议论文·哲学思想类 1 1 2

第六课 读(观)后感 1 1 2

8 8 16

五、教学内容

第一课记叙文·写人（4学时）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达到以下目标：了解写人的范围；学会写人的方法；理解特

点在写人时的重要性；掌握抓人物的主要特点，掌握外貌描写、细节描写；用心

去体会所写人物的情感。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交代清楚记叙文的各要素；掌握外貌描写、性格描写；做到详略得当，突出

重点。

【教学内容】

一、学习要点

（一）人物特点在写人时的重要性

（二）动词还是形容词？

（三）外貌描写

（四）性格描写

二、写作范文分析

三、练习

四、写作偏误分析

第二课记叙文·写事（4学时）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达到以下目标：了解叙事在写作中的重要性；掌握分析、归

纳叙事记叙文的基本要求；理解叙事的主要方法；运用“写作指导”的内容，评



价例文的成功之处；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让学生在写作实践中掌握叙事记叙文

的要领，提高写作叙事记叙文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叙事在写作中的重要性；分析、归纳叙事记叙文的基本要求，运用“写

作指导”的内容，评价例文的成功之处。

【教学内容】

一、学习要点

（一）叙事在写作中的重要性

（二）分析、归纳叙事记叙文的基本要求

（三）叙事的主要方法

（四）五何公式在叙事中的运用

二、写作范文分析

三、练习

四、写作偏误分析

第三课说明文·事物类（2学时）

【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达到以下目标：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抓住事物的特征进行说

明；能综合运用多种说明方法和安排好说明的顺序；提升语言表达的精炼程度。

【教学重点和难点】

说明文的说明语言的掌握，精炼准确的表达。

【教学内容】

一、学习要点

（一）说明文的说明语言

（二）说明的顺序

（三）说明的主要方法

二、写作范文分析

三、练习

四、写作偏误分析



第四课议论文·社会问题类（2学时）

【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达到以下目标：对社会问题的过程、成因、影响等因素进行

理解和表述；学习写社会问题类议论文；树立客观辩证分析社会问题的意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把握社会问题类议论文的写作结构；使用社会问题类议论文的规范用语

【教学内容】

一、学习要点

（一）社会问题类议论文的写作结构

（二）社会问题类议论文的规范用语

（三）社会问题的过程、成因、影响等因素的理解和表述

（四）客观辩证分析社会问题

二、写作范文分析

三、练习

四、写作偏误分析

第五课议论文·哲学思想类（2学时）

【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达到以下目标：对哲学思想相关问题的过程、成因、影响等

因素进行理解和表述；学习写哲学思想类议论文。

【教学重点和难点】

把握哲学思想类议论文的写作结构；使用哲学思想类议论文的规范用语

【教学内容】

一、学习要点

（一）哲学思想类议论文的写作结构

（二）哲学思想类议论文的规范用语

（三）哲学思想问题的过程、成因、影响等因素的理解和表述

（四）客观辩证分析哲学思想问题

二、写作范文分析

三、练习



四、写作偏误分析

第六课 读(观)后感（2学时）

【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达到以下目标：能够结合阅读与观看将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

示进行议论和叙述；能够结合阅读完成读后感的写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把握阅读的具体方法；掌握提炼感受与论点的方法；掌握精炼的叙述方法

【教学内容】

一、学习要点

（一）阅读的具体方法

（二）提炼感受与论点的方法

（三）精炼的叙述方法

（四）结合阅读与观看将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进行议论和叙述

二、写作范文分析

三、练习

四、写作偏误分析

六、教学方法

理论讲解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相结合。

七、作业要求

每一次课都有课堂练习，整个学期会安排 2 次课后作业。

八、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

1.考核方式：分散考试

考核形式：闭卷（ ）；开卷（ √ ）；

2.成绩评定：总评成绩构成：平时考核（ 30 ）％；结课考核（ 70 ）％。

平时成绩构成：考勤（30）％；习题作业（ 50 ）％；课堂回答问题（ 20 ）％。

九、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

1、先修课程：《现代汉语》

2、后续课程：《应用文写作》

十、教材

《高级汉语写作教程》，主编：苗东霞，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 年 8 月



出版

《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大纲

一、基本信息

英文名称 现代汉语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 课程性质 限选

课程代码 270100202 学 分 1

学 时 共 16 学时。含讲授 16 学时，实践 0学时

适用专业 翻译

执笔人 杨艳 审定人 袁毓玲

讨论参与人

二、课程简介

现代汉语课是高等学校翻译本科专业的一门拓展课。本课程的教学任务是：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为依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

原则，较系统地讲授现代汉语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培

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为他们将来从事翻译工作和语

言文字工作打好基础。

本课程包括绪论、语音、文字、词汇等四部分。

绪论部分：简要地讲述现代汉语概况，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以及“现代汉语”课的性质、内容和任务。

语音部分：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运用语音学的原理，系统地讲述有

关普通话的语音知识；使学生对普通话语音系统有完整的了解，具有推行《汉语

拼音方案》和使用、推广普通话的能力。

文字部分：讲述汉字的性质和作用能关，汉字的结构和形体，汉字的整理和

汉字规范化问题，以及国家关于文字的方针政策，使学生正确地使用汉字。

词汇部分：讲述现代汉语语素、词和构词法，词义（词义的性质和构成、义

素的分析和运用、语义场、语境和词义），词汇的构成，词汇的变化和词汇规范



化等问题，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词汇学知识，能够正确地辨析和解释词义，丰富自

己的语汇，提高用词的能力。

三、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具有中国情怀
使学生对普通话语音系统有完整的了解，具有推行《汉语拼

音方案》和使用、推广普通话的能力。

2．自主学习能力。 培养和锻炼学生自我学习、自我管理的能力

3.具备熟练的现代汉

语运用能力。

讲述汉字的整理和汉字规范化问题，以及国家关于文字的方

针政策，使学生正确地运用汉字，掌握汉语言表达能力。

四、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第一章 绪论（1 学时）

第一节 现代汉语概述（0.5）

一、 现代汉语概念

二、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三、 现代汉语的方言

四、 现代汉语的特点

五、 现代汉语的国内地位 现代汉语的国际地位

第二节 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0.5）

一、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法规、现代汉语范化

二、 推广普通话

第三节 现代汉语课的性质、内容和任务（自学）

一、 现代汉语课程的性质和任务

二、 现代汉语课程的内容

第二章 语音（8 学时）

第一节 语音概说（0.5 学时）

一、 语音的性质

二、 语音单位的基本概念

三、 汉语拼音方案



第二节 声母（2.5 学时）

一、声母的分类

二、声母难点音辨正

第三节 韵母（2学时）

一、韵母的分类

二、难分辨的韵母辨正

第四节声调（1学时）

一、调值和调类

二、普通话的声调

三、古今调类比较

第五节音节（1学时）

一、音节的结构

二、拼音

三、音节的拼写规则

第六节音变（1学时）

一、变调

二、轻声

三、儿化

四、语气词“啊”的音变

第七节 音位（自学）

一、音位简说

二、普通话音位

第八节 朗读和语调（自学）

一、 朗读的作用和要求

二、 语调

第九节 语音规范化（自学）

一、 确立正音标准

二、 推广标准音

第三章 文字（4 学时）

第一节 汉字概说（1学时）



一、文字

二、汉字的生产、特点和作用

第二节 汉字的形体（2学时）

一、汉字的形体演变

二、现行汉字的形体

第三节 汉字的结构（1学时）

一、汉字的结构单位

二、汉字的造字法

第四节 汉字的整理和标准化（自学）

一、汉字的改革问题

二、汉字的整理

三、汉字标准化

第五节使用规范汉字（自学）

一、掌握整理过的汉字

二、纠正错别字

第四章 词汇（3 学时）

第一节 词汇、词汇单位和词的结构（1学时）

一、 词汇

二、 词汇单位

三、 词和词的构成

四、 语素、词和字的关系

第二节 词义的性质和构成（1学时）

一、 词义的性质

二、 词义的构成

三、 词义的理解与词的运用

第三节 词义的分解（自学）

一、 义项

二、 义素

第四节 词义的聚合—语义场（自学）

一、 语义场



二、 同义义场和同义词

三、 反义义场和反义词

第五节 词义和语境的关系 （1学时）

一、 语境对解释词义的作用

二、 语境对词义的影响

第六节 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自学）

一、 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

二、 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

三、 行业语，隐语

第七节 熟语（自学）

一、 成语

二、 惯用语

三、 歇后语

第八节 词汇的发展变化和词汇的规范化（自学）

一、 词汇的发展变化

二、 词汇规范化

三、 常用的词典、字典及其检字法

四、 词语解释的方法

五、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

1．在教学中，阐明国家语言文字法律政策，使学生深刻理解汉语规范的重

要意义，自觉地促进汉语规范化，促进现代汉语健康地发展。

2．要求学生了解现代汉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各部分的基本内

容，理解并掌握有关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各部分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

识。

3．联系学生运用语言的实际，有针对性地突出教学重点，使学生能够运用

现代汉语的理论和知识指导自己的语言实践，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熟练的技巧，

具有辨析和解释词义、辨认词性等能力，使学生对语言的运用逐步达到准确、鲜

明、精练、生动的要求。



教学难点：联系学生运用语言的实际，有针对性地突出教学重点，使学生能

够运用现代汉语的理论和知识指导自己的语言实践，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熟练的

技巧，具有辨析和解释词义、辨认词性等能力，使学生对语言的运用逐步达到准

确、鲜明、精练、生动的要求。

六、教学方法： 讲授法、谈论法、课堂讨论法

七、作业要求

作业共布置 4次:

第 1次: 第 2章 第 2次: 第 2章

第 3次: 第 3章 第 4次: 第 4章

八、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

1.考核方式：分散考试（ √ ）

考核形式：闭卷（ √ ）；口试（ √ ）

2.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构成：平时考核（40）％；结课考核（60）％。

平时成绩构成：考勤（10）％；习题作业（20）％；其他 课堂发言、演讲

等 （10）％。

九、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

1.先修课程：无

2.后续课程：古代汉语

十、课程的教材及参考资料

1.建议使用教材：

黄伯荣，李炜.现代汉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3 月．

2.推荐参考资料：

（1）胡裕树.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上海教育.1980 年.

（2）胡裕树.现代汉语(重订本)使用说明.上海教育.1995 年.

（3）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六版)教学参考与自学辅导.高等教

2002 年.

（4）高更生等.现代汉语资料分题选编.山东教育.1984 年.

（5）徐世荣.普通话语音知识.文字改革.198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