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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HSK标准教程 1》一书为基础，该书作为由国家汉办出版的权威 HSK

考教结合教材，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文主要研究其与 HSK一级考试大纲中

语法和词汇部分的配合度问题。

配合度即“配合程度”的概念，即两者适合共存在一起的程度。在本文中，

将教材和大纲的语法，词汇项目进行对比，以研究本教程是否切实体现了考教结

合的编写理念。

后附 HSK一级考试大纲。

一、教材综述

（一）教材体例

《HSK标准教程》经国家汉办授权，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联合汉考国际

（CTI）共同研发，将 HSK真题作为基本素材，以自然幽默的风格、亲切熟悉的话

题、科学严谨的课程设计，实现了与 HSK考试内容、形式及等级水平的全方位对

接。

全套教程对应 HSK考试分为 6个级别，1-3级每级 1册、4-6级每级 2册，

共 9册。每册分课本、练习册、教师用书 3本，共 27本。

   本册《HSK标准教程 1》全书分为 15课，建议教学时数为 30-34个学时。

第一、二课入门课由课文、拼音、课堂用语、汉字四个板块组成；之后的十三课

每课由热身、课文、注释、练习、拼音、汉字、运用七个部分组成，每五课后有

一段关于中国文化知识的讲解。教材后附有词语总表。

（二）适用对象

《HSK标准教程 1》适合未系统学习过汉语的零起点学习者以及准备参加 HSK

一级考试的汉语学习者使用。

（三）编写理念

1.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综合运用能力

2.融入交际法和任务型语言教学的核心理念

3.体现了主题式教学的理念

（四）教程特色

● 考教结合——100%覆盖 HSK考试大纲，100%吻合 HSK真题题型。

● 科学严谨——语法细化拆分暗线贯穿，语音、汉字小步推进，逐级铺垫。

● 实用有效——表达内容真实实用，培养有效学习策略。

● 场景丰富——短课文、多场景，降低学习难度，增加语言接触面。

● 自然幽默——复现幽默真题句，语言、配图与考试风格全面接轨。



二、词汇项目配合度

（一）教材词汇量问题

关于教材的词汇量，在教材编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越是教学的基础阶

段，目的明确、理据可靠的词汇量化就越显得重要。词汇的量化具体在教材编写

中主要体现在生词总量和每课生词量两个方面。

针对零基础入门学习者的教材《HSK标准教程 1》，以《HSK一级词汇大纲》

作为主要词汇来源，教材生词总量为 166个（不包括 5个人名）。根据刘珣的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中指出“初级阶段汉语课每课的生词量，应从三五个词

开始逐步增加，一般不宜超过 30个。”本教材共分为 15课，平均每课生词量

为 11个。在第一课和第二课进行的打招呼用语教学和课堂用语教学，相对应两

课的生词量分别为 6个和 4个，这还是比较符合零基础入门学习者的学习与认

知心理的。《HSK标准教程 1》课文采用的都是日常对话体语料，在生词量的控

制上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每课平均 11个生词，最高也不超过 20个。但是具体

到每课生词的量化上还是存在问题，其中每一课的生词量见下图

图 1

通常来说，每课的生词要控制在一定的数量范围内，不能有的课多有的

课少。而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到，《HSK标准教程 1》的每课生词量波动

较大，说明有的课生词量多，有的过少，最高生词量与最低生词量相差 13个

（第 2课 4个生词，第 14课 17个生词，不包括专名）。因此，本教材

可能在每课词汇数量安排上可以进一步优化。

（二）教材词汇复现问题

同时，教材编写时必须符合认知原则，在保证适当的词汇量的前提下同

时注重词汇的复现。

HSK标准教程 1》全书共十五课，每课有三段对话式材料，笔者将所有

课文材料进行词频统计，具体词汇（不包括人名）按复现次数由高到低排列。

以下列表中主要有复现次数和词目两个字段列表。词目是指根据语料整理归



类后收录在词表中的词汇条目；复现次数是指一个词汇在课文材料中的出现

次数减 1。具体情况如下：

复现

次数

词汇 词汇

数量

0 啊、爱、吧、爸爸、冷、不少、出租车、打电话、

大、大学、电脑、都是、读、饭店、分钟、给、汉字、茶、

水、后、看见、冷、

里、妈妈、米饭、明天、哪、那儿、年、漂亮、苹果、前、

请、问、十、水果、

睡觉、四、喂、五、下面、下午、小、些、二、六、一、学、

学生、一本书、一

点儿、一起、椅子、再见、这儿、这是、这些、住、坐、飞

机

60

1 不客气、对不起、电话、电影、东西、多少、儿子、

高兴、狗、好吃、回家、回来、家、今天、开车、口、块、

猫、没、美国、那个、

您、朋友、热、上、上午、身体、谁、天、下雨、现在、不

谢、也、一个、衣服、

医生、医院、怎么、这个、中国、桌子、字、昨天、坐、打

45

2 不是、吃、电视、多、和、很、今年、名字、能、

女儿、钱、三、商店、喜欢、先生、小姐、在家、怎么样、

中国、谢谢

20

3 杯子、北京、不、不会、菜、汉语、看书、时候、

岁、同学、写、有、喝、太

14

4 号、看、老师、认识、说、天气、星期、月 8

5 点、工作、叫、来、他、学校 6

6 好、她、做、人 4

7 买、哪儿 2

8 会、几、想 3

9 去 1

11 我 1

13 的 1

15 呢 1

16 了、什么 2

18 你、吗 2

22 在 1

25 是 1

165 172

由之前的词汇总量可知教材生词量为 166个（不包括五个人名），在统计

复现率的同时，发现教材还存在一些重组词现象，如生词表中出现了“开”和“出

租车”，由构词语素重新组合成为“开车”，之前课文中出现了“不”和“多少”，

之后的课文就重新组合出“不少”。由于属于不同词汇，同样把这些重复语素词

计算在内，统计出的实际总词汇量为 172个。由此得出词汇复现率，如图所示：



图 2

根据相关数据，我们把复现频率表在 2或者以上的认定为高频词，反之则为

低频词，又得出下图。

图 3

由图我们可以看出，《HSK标准教程 1》中 58%的词汇都属于教材低频词，

有足够复现次数的词汇只有 77个，占实际总词汇量的 42%，能够被学习者有效

记忆的词汇只有一半不到，这说明这本教材的词汇复现率还没有达到学习者对于

词汇记忆的浮现需求。并且在这 95个教材低频词里，有 80个是属于 HSK一级

词汇大纲中的常用词汇，初级词汇尤其是大纲要求的词汇复现率过低，这对于没

有任何汉语基础的初级学习者来说是不利的。

（三）HSK一级词汇大纲覆盖率

教材的每课词汇选择除了要考虑数量和复现率以外，还要考虑所选择的词语



与等级大纲的重复率的问题。大纲中的词汇覆盖了人们生活中最常用的词汇，并

且是 HSK考试的中心内容，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它的权威性和指导性。

以下是《HSK标准教程 1》中每课的生词的大纲覆盖情况统计：

大纲等级 一

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超纲 专名 总计

不包括超纲

词

第一课 5 1 0 0 0 0 1 0 6

第二课 4 0 0 0 0 0 0 0 4

第三课 10 0 0 0 0 0 0 2 12

第四课 10 0 0 0 0 0 0 0 10

第五课 9 0 1 0 0 0 0 0 10

第六课 11 1 0 0 0 0 1 0 12

第七课 11 1 0 0 0 0 1 0 12

第八课 15 0 0 0 0 0 0 0 15

第九课 12 0 0 0 0 0 0 2 14

第十课 12 0 0 0 0 0 0 2 14

第十一课 12 0 0 0 0 0 0 0 12

第十二课 12 1 0 0 0 0 1 0 13

第十三课 7 3 0 0 0 0 3 1 11

第十四课 15 0 1 0 0 0 1 1 17

第十五课 8 1 0 0 0 0 1 0 9

总计 153 8 2 0 0 0 10 8 171

《HSK一级词汇大纲》总共收录了 150个词。《HSK标准教程 1》中共有 153

个一级词汇，但对照《HSK一级词汇大纲》，“哪”和“哪儿”、“这”和“这

儿”、“那”和“那儿”、“前”和“前面”都分别计作一个词，所以教材实际

收录的一级词汇为 149个（包含“北京”“中国”2个大纲内专有名词）。

所以，在教材词汇总量的计算上，《HSK标准教程 1》的生词表中实际收录

了 167个生词（包括 8个大纲外专有名词、10个超纲词、149个一级大纲内

词汇）。

由以上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HSK标准教程 1》的词汇与《HSK一级词

汇大纲》的配合度还是较高的。

三、语法项目配合度

词汇是语言的建造材料，语法则是建造规律。因此，研究教材编写，我们更

要关注语法教学。语法教学量表现在三个层次中：一是语法项目总量，二是每课

语教学量，三是语法项目内容的含量。

（一）教材语法点和编排方式

我们对《HSK标准教程 1》的语法点总数量和每课的语法点数量两个方面

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掌握教材语法部分的教学内容及其教学密度。如下表：

课文 语法点 数量

第一课 无 0

第二课 无 0



第三课 1.疑问代词“什么”

2.“是”字句

3.用“吗”的疑问句

3

第四课 1.疑问代词“谁”、“哪”

2.结构助词“的”

3.疑问助词“呢”（1）

3

第五课 1.疑问代词“几”

2.百以内的数字

3.“了”表变化

4.“多+大”表示疑问

4

第六课 1.能愿动词“会”（1）

2.形容词谓语句

3.疑问代词“怎么”（1）

3

第七课 1.日期的表达（1）：月、

日/号、星期

2.名词谓语句

3.连动句（1）：去+地方

+

做

3

第八课 1.能愿动词“想”

2.疑问代词“多少”

3.量词“个”、“口”

4.钱数的表达

4

第九课 1.动词“在”

2.疑问代词“哪儿”

3.介词“在”

4.疑问助词“呢”（2）

4

第十课 1.“有”字句：表示存在

2.连词“和”

3.能愿动词“能”

4.用“请”的祈使句

4

第十一课 1.疑问代词“怎么样”

2.主谓谓语句

3.程度副词“太”

4.能愿动词“会”（2）

4

第十二课 1.疑问代词“怎么样”

2.主谓谓语句

3.程度副词“太”

4.能愿动词“会”（2）

4

第十三课 1.叹词“喂”

2.“在……呢”表示动作

正在进行

3.电话号码的表达

4.语气助词“吧”

4



第十四课 1.“了”表发生或完成

2.名词“后”

3.语气助词“啊”

4.副词“都”

4

第十五课 1.“是……的”句：强调

时间、地点、方式

2.日期的表达（2）：年、

月、日/号、星期

2

总计 45

教材语法总表列出 45个语法项目，共 15课，平均每课语法点数量为 3

个。

其语法点编排特点如下：

1. 每课的语法点数量较平均，除了第一课和第二课入门没有设置语法点，一般

每课都为 3-4个语法点。平均每课约 4个语法点，数量不会过多，适合初

学者学习。

2. 语法点没有使用专门板块进行大段的讲解，而是采用注释的方式，弱化了语

法。展示形式多用表格，语法点项目的解释只涉及本课课文中的用法，从易

到难举出例句。

3. 语法点的练习是在全部语法点讲解完之后，专门设置练习板块。主要是口头

回答问题和填空。

4. 专门设置运用板块，用小组活动的方式练习使用学习的语法点。

从以上《HSK标准教程 1》的编排特点来看，针对语法点的句型和对话练习

以各种形式出现，融入交际法和任务型语言教学的理念，体现主题式教学思想，

弱化语法，降低初学者的畏难情绪。强调真实情境的设置，并单独设置交际练习，

重视了趣味性，在口头和笔头的练习中巩固语法点的学习。

（二）HSK一级语法大纲覆盖率

HSK一级语法大纲中对一级学习者的要求是理解并学会运用 27个语法点，

共计 59个语法项目，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代词、数词、量词、副词、

连词、介词、助动词、助词、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特殊句型和动

作的状态。大纲覆盖情况如下:

项目 大纲语法点 教程语法点 缺少

代词 1.人称代词：

我、你、他、她、

我们、你们、他

们、她们。

2.指示代词：这

（ 这 儿 ）、 那

（那儿）

3.疑问代词：

谁、哪（哪儿）、

什么、多少、几、

怎么、怎么样

疑问代词：

什么

谁

几

哪

哪儿

怎么

多少

怎么样

人称代词

指示代词



数词 1.表示时间 ：8点 40分、

2009年 7月 7日、

星期四、

2.表示年龄：他、今年 24、

岁。

3.表示钱数：15块

4.表示号码：我的电话是

58590000

1.日期的表达

（1）：月、日/

号、星期时间的表

达；日 期 的 表

达

（2）：年、月、

日/号、星期

2.钱数的表达

3.电话号码的表

达

年龄的表达

量词 1.用在数词后：一个、3本、

2.用在“这，那，几”后：

这个、那些、几本

量词“个” 用在“那”，“这”，

“几”

后的量词

副词 1.否定副词：不

-我不是学生。

没 - 他 没 去 医

院。

2.程度副词：很

-她很高兴 。

太-太好了！

3.范围副词：都

-我们都看见那个人了

1.程 度 副 词

“太”

2.副词“都”

否定副词：

“不”和“没”

连词 和：我和你 连词“和”

介词 在-我住在北京 介词“在” 动词“在”

助动词 会-我会做饭 。

能-你什么时候

能来？

能愿动词“会”

（1）

能愿动词“会”

（2）

能愿动词“能”

助词 1．结构助词：

的-我的电脑

2.语气助词：

了 - 她 去 医 院了

吗 - 他 是 医 生

吗？

呢 - 你 在 哪 儿

呢？

1.结 构 助 词

“的”；

2.“了”表发生

或完成；

“了”表变化

用“吗”的疑问

句；

疑问助词“呢”

（1）；

疑问助词“呢”

（2）

陈述句 1.肯定句： 肯定句



明天

星期六 。

我认识他 。

天气很好 。

2.否定句：

不-她不在饭店 。

没-她没去看电影

否定句

疑问句 1.吗-这是你的桌子吗？

呢-我是老师 ，

你呢？

2.谁-那个人是谁？

哪-这些杯子，

你 喜 欢 哪 一个？

哪儿-你想去哪儿？

什么-你爱吃什么水果？

多少-你们学校有多少生？

几-你几岁了？

怎 么 - 你 怎 么了？

怎么样-这本书怎么样

1.用“吗”的疑

问句

疑问助词

“呢（1）；

疑问助词“呢”

（2）

2.疑问代词

“么”；

疑问代词

“谁”“哪”；

疑问代词“几”；

疑问代词

“怎（1）；

疑问代词“多

少”；

疑问代词“哪

儿”；

疑问代词“怎么

样

祈使句 请-请坐 用“请”的祈使

句

动作状态 在...呢 在...呢表正在进

行

感叹句 太-太好了 ！ 太

特殊句式 1．“是”字句：

他 是 我 的 同

学 。

2．“有”字句：

一年有 12个

月 。

3．“是……的”

句：强调时间-

我 是 昨 天 来

的 。

强调地点-这是

在 火 车 站 买

的 。

1.“是”字句；

2.“有”字句：

表示存在；

3.“是……的”

句：强调时间、

地点、方式



强调方式-他是

坐飞机来的

总计 27 20 7

超纲语法点汇总：

1.百以内的数字

2.名词“后”，名词“前”

3.量词“口”

4.能愿动词“想”

5.形容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 名 词 谓 语句；连动句（1）去+地方+做；

时间词作状语

6.叹词“喂”

7.“多+大”表示疑问

8.语气助词“吧”和“啊”

9.动词“在”

笔者按照 HSK一级语法大纲条目分类，将《HSK标准教程 1》中的同类语

法点合并，得出教材 40个语法点中，20个属于大纲范围内，13个超出大纲，

并且遗漏了 7条大纲内语法点。与语法大纲的配合度只有 50%。配合度不是很

高，但是翻开教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A. 《HSK标准教程 1》的实际语法点多于其列在语法点总表中的 45个。

很多语法点隐藏在课文甚至是课后练习中，比如：

否定副词“没”出现在以下课文中：

A：大卫也在看书吗？

B：他没看书，他在学做中国菜呢。

B. 存在语法项目超纲情况，比如：语气助词“吧”和“啊”，特殊句型名词谓

语句和连动句“去+地方+做什么”。两个句型在 HSK一级考试中比较常见，

属于合理超纲，但对于语气助词“吧”和“啊”，这两个词都没有收录在 HSK

一级词汇大纲中，且对于零基础学习者来说并不常用，可以进一步优化。

虽然直观上《HSK标准教程 1》与 HSK语法大纲覆盖程度不是很高，但其

实遗漏语法点大部分都被分解和融合到课文或是其它语法注释中，所以教程与

HSK一级语法大纲的配合度还是比较好的。

四、教材建议与策略

一套优秀的教材，在编写原则、课文、词汇、语法、练习等环节都应该是非

常讲究的，不同的教学目标可以满足不同汉语学习者的需求。但是从“考教结

合”这一点来说，根据我们的调查，《HSK标准教程 1》是非常符合标准的。但

在一些细节方面，我们认为可以进一步优化，获得更大的成果。

1.加强编排的趣味性和完整性。

课文完全是简短的对话形式会略显枯燥，既无人物设定，也无前后衔接，建

议在最后一两个单元加入一两个不同体裁形式的小文章，一则让学习者尝试接触

新的课文形式，二则为下一阶段课文的学习做好准备。练习从题型到内容、格式，

都与 HSK1级考试完全一致。所以更像应试题，趣味性不高 。建议适当扩展题

型，虽然在 HSK1级考试中不会出现，但是可以增加新鲜感和趣味性。



2.建议生词的出现顺序应与课文保持一致。

“个”作为量词已经在第六课课文中出现，但是在第八课才作为生词出现。

3.语法讲解应该更加详细。

从学习者的角度考虑，弱化了语法项目，使学习者直观上不会对繁杂的语法

产生恐惧心理，但是语法项目的刻意隐去从另一方面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会对

这类出现频率较高的语法点造成忽视，从而不能很好的进行考前系统复习。比如，

教材没有对容易出现混淆的否定副词“没”和“不”进行对比区分，而是在学习

其他句型的否定形式时直接使用。

结语

本文依据教材编写的五大原则，结合教材与 HSK考试大纲的对比分析情况，

提出了教材改进的建议：总的来说，教材对考试大纲的配合程度较高，需要重视

词汇和语法点的复现比重问题，同时要讲关注点放在真实考试上，而不是死守考

试大纲。最后，根据前文探讨得出的优点与不足，提出改进意见。

参考文献

[1]姜丽萍．HSK标准教程 1[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4

[2]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361.

[3]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

[S].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4]姜丽萍．《HSK标准教程》系列教材的编写理念与实践[J]．国际汉语教学研

究，2015(2)．

[5]赵金铭．论对外汉语教材评估[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3)．







HSK一级语言功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