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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俄语如何实施篇章教学法

周小 成

摘 要 外语篇章教学
,

是培养学生外语交际能力
、

特别是篇章水平的

交际能力的重要方法
。

俄语教学也不例外
。

在阅读
、

听力
、

写作
、

翻译等各

个教学环节上
,

都应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篇章教学法
,

分阶段有重点地选择不

同语型的文章
,

并按照篇章教学理论编排不同题型的练习
。

关键词 大学俄语 篇章教学法 篇章练习

一
、

培养学生篇章水平的

交际能力

新编 《大学俄语教学大纲》明确强调
,

要培养学生较强的言语技能和交际能力
。

篇章教学
,

是实现大纲规定的教学 目的的

必要手段和必然要求
。

为此
,

新大纲中规

定了篇章教学法
。

外语篇章教学
,

是培养学生外语交际

能力
、

特别是篇章水平的交际能力的重要

方法
。

俄语教学也不例外
。

篇章是具有特定结构的
、

由句子组成

的言语作品
。

这些句子通过各种类型的联

系手段结合在一起
,

构成较高层次的表达

某种完整的交际内容的单位
。

解决句子水

平的表达能力
,

是进行篇章水平交际的基

础
。

词
、

句教学的重要性
,

是所有外语教

师的共识
。

但是
,

教学如果停留在句子水

平 (最小交际单位 )
,

学生缺乏切合交际实

践的篇章水平 (最高交际单位) 的读
、

听
、

译
、

说
、

写诸多言语技能训练
,

养成死扣

语法
、

词汇
,

逐词阅读
,

逐词听音理解
,

写

一个词检查一遍
,

不注重句子语义结构
、

段

落语义结构的不良习惯
,

那就无法达到培

养和提高外语交际能力的目的
。

相反
,

如

果能在一
、

二级教学阶段很好地解决学生

句子水平的问题
,

即在中学学习的基础上
,

进一步提高学生对句子语法结构和语义结

构的理解水平和运用技能
,

那么在三
、

四

级就可以从篇章水平上完善学生对句子语

义结构的理解
,

培养和提高学生篇章理解

能力和整体理解能力
,

使学生掌握获取和

传递完整信息的能力
。

一般来说
,

篇章教

学应该分两大步骤进行
,

一是从宏观到微

观
,

从全文到片断
、

句段
、

句组
、

句子
; 二

是从微观到宏观
,

从句子
、

句组
、

句段
,

再

到片断
、

全文
。

二
、

强化阅读课教学中的

篇章教学

阅读中的理解问题
,

不仅指理解词义
、

句义和段落中心思想
,

而且更重要的是对

篇章的理解
。

阅读训练中
,

必须把学生从

微观的对词
、

句
、

段的理解意识
,

引导到

1



宏观的对篇章的理解意识
,

以达到阅读的

质的飞跃
。

为此
,

应注意如下几个环节
。

第一
,

适当分析篇章结构
、

接应链
,

培

养学生篇章水平上的交际能力
。

阅读理解教学中要引导学生亲自对句

子进行实义切分
,

掌握不同词序句子信息

结构
,

抓取主要信息载体的关键词
,

掌握

句组
、

句段内的句际接应链和片断
、

全文

内句段间的接应链 (语法
、

词汇联接手段

以及语义联接手段)
,

分析篇章全文
、

片断
、

句段的语义结构及其接应链 (表达时间
、

空

间
、

比较
、

转折
、

条件
、

因果
、

假设
、

推

论
、

总结等语义的词
、

句
、

段 )
。

我们认为
,

上述教学应当与理解掌握篇章中语言点教

学相结合
,

培养学生组词造句能力应和连

句成段
、

连段成篇能力并重
。

这是因为
,

从

目前我国大学俄语教学所反映情况来看
,

学生基础知识
、

基本技能差
,

即句子水平

的错误多
,

仍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

因此
,

要

围绕篇章的中心思想分析解释语法
、

词汇

以及作者遣词造句
、

谋局布篇的特点
,

在

提高学生语言水平的同时训练获取完整信

息的能力
。

在此基础上
,

可以采用复述
、

转

述
、

简述
、

听写
、

缩写
、

扩写
、

续写等
,

训

练学生传递完整信息的能力
,

以此巩固学

生语言知识
,

培养学生形成篇章水平上的

交际能力
。

第二
,

适当传授有关社会文化和其他

知识
,

加深学生对篇章深层意义的理解掌

握
。

根据语用学的发现
,

在言语交际过程

中
,

听者往往根据对方所发出的信息
,

在

自己的记忆中搜寻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和经

验
,

然后运用这种知识和经验对可能的信

息进行预测
、

推断
,

从而达到理解
。

读者

或听者脑子里是否存有这方面的知识
,

是

完成理解的关键
。

就俄语教学而言
,

它不

能只解决变格
、

变位问题
,

不能 只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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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掌握句子结构上
,

而必须跳出语言

本身的范围
,

深入到语言外的现实生活中

去
。

因此
,

为了加深学生对篇章深层意义

的理解
,

教师应在深刻钻研教材的基础上
,

注重传授有关的社会文化知识
,

尤其是交

际文化知识
。

词
、

句自身有其基本含义
,

但

如果把它们置于篇章之中
,

篇章中特定的

语境往往赋予它们新的含义
。

要正确而透

彻地理解这种新的含义
,

就必须根据篇章

语境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判断
、

推理
。

如果

学生具备理解篇章深层意义所需知识
,

教

师就必须提出反映篇章深层意义的问题
,

促使学生运用所拥有的知识
,

根据语境定

义和语境推理理解词
、

句
、

段意义及篇章

中心思想
,

克服
“

只见树木
,

不见森林
”

的

弊端
。

第三
,

训练篇章阅读技能
,

提高阅读

速度
。

阅读技能的训练
,

首先应按句子信息

结构理论把句子划作已知和未知两大部

分
,

即学会句子语段划分
。

其次是超句统

一体 (也就是句段) 单位
,

学会分析段落

的超句统一体之间的联系及其内部联系
,

即先把一个超句统一体内每个句子看作一

个认识单位
,

再把整个统一体内不同层次

的句组看作一个单位
,

然后把超句统一体

看作一个阅读单位
,

最后形成 由数个超句

统一体相互关联构成篇章全文的意识
。

这

些逐渐复杂化的篇章单位叫作交际块
。

阅

读中培养学生交际块意识是提高阅读速度

的有效途径
,

其实质在于逐渐扩大一次性

有效阅读的单位
。

随着交际块扩大
,

学生

用在同一单位交际块的时间就会减少
,

阅

读速度就会提高
。

三
、

在基础听力教学中适当

进行篇章教学

听力教学从言语活动的功能出发
,

其



所强 化训 练的对语言声音外在形式的识

别
、

分辨破译
,

不仅指向单音
、

单词
,

而

且指 向言语声音的篇章结构
,

其中包括对

语调节奏
、

逻辑重音
、

语调意义
、

语段等

现象的整体把握
,

以及对上述诸形式所代

表的信息与意念的准确领会
。

但是
,

大学

俄语现阶段听力课教学中篇章教学方法的

运用
,

受到很大限制
。

这是因为
,

目前大

学生的听音理解能力大多处于对词
、

词组
、

单句等低级语言单位的语音符号的识别水

平上
,

远未具备对中学词汇的熟练辨音识

义能力
。

在我国
,

中学外语教学 中普遍存

在对听
、

说重视不够的问题
。

近年来
,

中

学外语课虽有所改善
,

但远远不尽人意
。

大

多数学生进入大学后才第一次上听力课
,

不少学生在三级学习阶段还未具备听懂一

般简单的复合句的能力
,

也就无能力根据

对话
、

短文篇章结构猜测文义
。

在这种状

况下
,

应该大力加强基础听力教学
,

提高

学生句子水平上的理解能力
。

只有在此基

础上
,

才能引导学生根据句子信息结构理

论抓取关键词
,

凭借语境中调心移动把握

篇章语段意义中心
,

逐渐培养学生利用篇

章中传递冗余信息的词汇
、

句子以及起联

系作用的接应链推理
、

预测文义的能力
。

学方法
。

在指导学生写作教学时
,

具体地

可以采用依据并列式
、

链式
、

混合式的句

段结构以及段落启承转合的结构特点组织

教学
,

教给学生相应的篇章结构知识
,

让

学生模仿写作
。

根据题材
,

采用扇形从共

同主题出发
,

或链形从已知推向未知
,

进

行有约束
、

有步骤的思维活动
,

是提高写

作能力的较好方法
。

在写作教学中
,

有意识地运用句际关

系及句际接应链
,

是提高作文表达连贯性

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

采用扇形
、

链形或混

合形思维表达方式
,

能够保证语义上的连

贯性
。

只有把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
,

不

断改正写作中出现的违背俄语表达连贯性

的语言手段
,

经过反复训练
,

才能从根本

上提高学生写作能力
。

五
、

运用语境定义
、

语境推理

等篇章方法完成等值翻译

四
、

注重写作教学中的

篇章教学

写作教学中篇章方法的应用有很大的

潜力
。

大学生从三级开始已经具备一定的

语言知识与技能
,

外语教学从三级开始也

已到基础提高阶段
。

因此
,

在教学实践中
,

我们曾指导学生有意识地模仿基础教材中

一些课文进行写作练习
,

收到了比较好的

效果
。

我们认为
,

王福祥教授提出的
“

首

先教会学生分析句段
,

然后按照句段的各

种结 构形式练 习写句段 ⋯⋯ 学会写句段

了
,

再学会写片断⋯⋯
” ,

是行之有效的科

大学俄语翻译教学
,

实质上还是理解

教学
。

只有正确而透彻地理解篇章中句段
、

句组
、

句子的内在意义与所指意义
,

也就

是在篇章水平理解文章中各个语言层的表

达手段
,

才能完成等值翻译
。

在篇章中理

解句
、

句组
、

句段的实质就是运用上下文

所传递的信息进行语境定义确定所指意

义
,

运用语境推理得出深层意义
。

理解是

表达的基础
,

只有深刻地理解文义
,

才能

运用恰当的汉语表达与原作者题旨相等的

思想
。

表达中是否运用了语境知识
,

对译

文质量有很大的影响
。

那些照搬词典译文

的作法
,

一方面是受汉语能力制约
,

但另

一方面
,

更重要的是因为孤立地理解词、

句
,

没有形成运用语境知识创造性翻译的

习惯和能力
。

因此
,

篇章教学法所提倡的

运用语境定义
、

语境推理理解词义
、

句义

以至文义的原则
,

是翻译教学应该遵循的
。

翻译教学的合理运用
,

就是把语言点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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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整体理解相结合
,

把获取俄语完整信息

与用母语传递完整信息相结合
。

教师应在

研究课文的基础上
,

选取重点句
、

句组
、

句

段
,

依据从易到难原则指导学生进行实践
。

六
、

关于语体教学和篇章语型

人们在理解一篇文章的时候
,

往往有

在脑子里搜寻以前读过的与其结构相似的

文章的经验
。

如果读到的文章在语体
、

语

型
、

结构上与记忆中的文章相吻合
,

理解

就容易多了
。

俄语教材中的文章也都有自

己的语体属性和篇章语型属性
。

虽然如何

把语体教学纳入大学俄语教学还是一个有

待商榷的问题
,

但不同语体的篇章在结构

特点和语言运用上的差异却是教学实践中

不容忽视的因素
。

篇章语型可以分为叙迷
、

描写
、

议论三大类
。

每种语型都有 自已的

一般结构模式和常见的联系手段
。

例如
,

叙

述语型一般按情节
、

现象
、

状态发生
、

发

展
、

结束的时间
、

空间上的变化为线索
,

因

而
,

篇章呈线性结构
,

大多用链式逻辑联

系
,

以时间
、

地点状语和动词体
、

时对应

关系作为接应链
。

议论语型依照事理内在

逻辑关系为线索进行论证
。

因而
,

篇章呈

层次结构
,

大多运用各种表达因果
、

转折
、

对比
、

条件
、

总结的接应链
。

如果学生能

够掌握叙述
、

描写
、

议论三种语型篇章的

结构规律和相应的联系手段
,

掌握其遣词

造句
、

连句成段的特色
,

那就会极大提高

外语理解和表达能力
。

我们认为
,

可以考

虑在三
、

四级教学阶段搞清各种不同语型

的结构规律和接应链
,

在五
、

六级教学阶

段正式纳入语体教学
。

七
、

编排合适的篇章练习

作好课堂教学
,

篇章教学方法的合理

体现是极其关键的一个环节
。

因此
,

首先

在选材时应该照顾到不同语型的文章
。

其

次
,

在选定课文后
,

则要围绕课文编写篇

章练习
。

如何选择适合我国大学生俄语水

平 及大学俄语教学大纲要求的练 习形式

呢 ? 这也有一个阶段性问题
,

应该遵循篇

章理论的内部规律
,

按照篇章不同层次单

位和从易到难
、

从简到繁的原则
,

编排合

适的练习形式
。

首先是句子
、

句组
,

其次

是句段
,

最后是片断
、

全文
。

不同层次的

篇章单位具有不同的内容特点和结构特

性
,

因而练习题型应针对这些内容特点和

结构特性来设置
。

第一
,

句子的信息结构理论是篇章教
,

学的起点
,

针对这点
,

应编写诸如下例的

练习题
:

o n p e皿e jl; ,二
, Ka Koe 玖3 n p e八J . o ; K e , lo n一 / a /

; , : ! , ,

/ 6 / 一 、, o 二e T 6 u T o n 伪八。 , ; K e ; lo e 、l 及a , , ; lo r o

n Pe及J10 刁亏e ll丢I月
·

第二
,

句组的主要特征是语义的连贯

性和结构的衔接性
。

表达语义连贯性的句

际关系意义有承接
、

说明
、

递进
、

总分
、

因

果
、

转折六种
。

这与句段的句际关系是一

致的
。

因而
,

句组
、

句段内句际联接手段

是相同的
。

表达这些句际关系的联接手段

主要是语法一词汇手段
。

对大学俄语教学

应包括的句际连接手段
,

需要有量的规定
;

对句段内部句际联系手段
,

应作详细训练
。

各种句法联接手段 (a
.

各种类型的连接词
、

联系用语
、

语气词
; b

.

词语重复
、

插入语
;

c
.

词序) 及语义联接手段 (主要是语义重

复 )
,

都应编制相应的练习题
。

练习题形式

可以在第三级采用完形填空
、

选词填空等
,

借以训练学生对表达篇 章连 贯性 的功 能

词
、

词序等手段的敏感性
。

在第四级采用

类似下例的形式
:

¹ B n e 及: I T e 。o 及e p , ,、a ; J、,。 。以从e J , e : l , , o 。

H a C T ll n e p B 0 r O FI Pe 八JIO zK e 川 I 月 B O S T 0 p o e
·

y 日 o T Pe 6 玉zT e

I IO B T OP
.

卜I e C T O ll卜I e l ll lo 一 Jle K C l l协 e C J仁11171



º 氏
B
二 p o 、, n p e 八J. o、e , , , , ; ,

3 a卜I e H llT e

h le CT O H卜Ie llllO一月e KCllq e CK I{n II OB T 0 p

卜le C I ,O HM e l ll lb l入l
-

» B n e八 ; , T e e o八e p、 a ; : , : e n e p B o r o

n Pe 八J旧术 e ll”月 B o B T o p o e , I lc n o JIL 3y 月

卜le C T O H M e llH e 9 T 0

¼ 11 哪
。: :矛K ; : T e T e K e T

.

y n o T p e 6 , , T e 0 0

B T O IX )卜1 fl Pe 从J10 , l又e ll }川

J一e K e H u e e K H n n o 。钧P e

卜le C T 0 11入Ie ll llO 一

c y山e c T B llT e JIL llbl 入I -

o 6 Pa 3o B a一川 H 卜1 o T B 以八e J一e ll l一o ro PJla r o jla
.

关于句组六种结构关系在教材中的体

现
,

可以采用练习题中有计划地体现
、

教

参中详细介绍的办法进行
。

句组线性排列中表现出的体现篇章连

贯性的深层结构 (即平行式
、

链式语义逻

辑结构 ) 的练习
,

可以采用翻译课文中典

型片断或仿写的方法
,

也可采用与句组六

种关系能够相结合的办法
,

体现在练习中
。

第三
,

句段语义完整性和相应逻辑结

构的掌握和练习
,

应该在第三级采用改正

语句顺序
、

连句成段
、

连段成篇等形式
,

也

可采用寻找主题句
,

划分句段启句
、

展题
、

合句的形式
; 在第四级采用较高级的填写

启句
、

合句的形式
。

例如
:

¹ e o e T aB L T e n p e 八: . 0 , K e ; ; 。 e , 。 K o T o p o 、,

e o 及e Pz 一又llT e 月 n Pe 八B a p ‘I T e J一L一lo e 0 6 0 6以e llH e

n o c Jle 八y幻以e r o T e K c T a ,

º 3a‘o ; , : , , T e T e K e T n p e 从J ,o , :、e 【;。e , , , B

K o T o P o 卜r 0 6 0 6以a e T e 月 c o 八 e P, l咬a x l卜xe

fl Pe 八ll-l e c 飞
’

D y IO 以 e r o T e K c T a
·

第四
,

句段按表达方式分为叙述
、

描

写
、

议论
。

不同的句段语型所反映的基本

内容差异很大
,

所使用的句际联接手段也

有所不同
。

在这方面
,

应编制相应的练习

题
,

采用填写叙述语
、

描写语和议论语篇

章中句际联接手段和分析句际关系的方式

进行练习
。

第五
,

针对片断
、

全文的结构完整性
,

应该采用编写课文提纲
,

要求学生按提纲

转述
、

复述
、

简述课文内容等方法进行练

习
。

这方面也应照顾到不同语型的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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