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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交际式教学”原理的引入, 我国的外语教学开始强调课堂教学的交际目的, 但大都集中于听说活动的开

展。本文探讨了“交际式读写”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读写活动,以期能对我国的外语教学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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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Guided by Communicative Teaching Theory, TEFL in our country began to emphasize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classroom .But mos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ctivities .Instead, the present paper puts forward Communication-

Oriented Reading andWriting ( CORW) in classroom teaching, exploring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developing CORW and some very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CO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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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前言

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中国英语教学一直将读和写

看作是语言学习的主要手段,而不是看作人们为获得信息和

表达思想而进行的重要交际活动。因此,长期以来从这种教

学课堂走出来的学生不能胜任实际的交际活动。虽然近些

年大力倡导“交际法教学” ,但大都集中于开展听说活动来发

展交际能力,而对读写活动的交际本质和模式很少提及。

本文立足于中国外语教育的现状,指出交际任务要反映

真实生活的交际目的,读写作为外语教学和学习中的主要媒

介与手段,更要强调活动中的交际目标。此外,笔者根据实

践经验从两方面探讨了几种交际式读写的活动与原则。

1.中国外语教育现状

1.1 传统外语教学中描写和评论式的读写

中国传统的外语教学, 强调获得有关外语的知识, 即结

构主义语言学派所指的语言系统知识(包括语音 、词汇和语

法知识) 。对应于这种教学思想,传统的外语课堂多采用以

教师为中心的语法翻译法和听说法。譬如:作为重要手段的

阅读,其中语言知识主要是通过“精读”的方式来教。教师逐

个地读讲生词,学生大声跟读并记下单词意思;教师逐词逐

句讲解课文,学生记笔记并回答问题。到了大学阶段, 课本

中虽然也会加入一些培养阅读技巧(如预读 、查读 、略读和推

断)的练习, 但显得远远不够。

传统的外语写作教学则采用翻译和作文法。教师先带

领学生分析一篇有特定修辞模式的名篇,然后布置写作任务

仿写范文;而批阅时, 教师总是按语法错误的多少给学生评

分。

许多人已经对传统的“精读”教学方式提出了异议(见

Fan, 1991;Kitao&Kitao, 1995) 。 他们认为, 这种精读课其实

已经不是一门阅读课,而是以读来增长语法知识的课程。精

读课本身强调深钻细研,结果导致了学生最终成为读速慢效

率低的“阅读者” 。他们习惯于看到书面材料就字字研读 ,而

不去考虑材料的背景 、整体观点及作者的态度, 这种不良的

习惯进而影响到了他们的听说活动,并逐渐形成了被动的语

言学习态度。

瑞姆斯( 1987)曾这样总结传统的外语写作教学:“写作

被看作是巩固和加强语法及修辞结构的手段,而不是和交际

伙伴交流有关话题的工具。”

1.2 中国外语教学现状和发展方向

传统的外语教学的弊端就在于:读写任务与实际生活中

的读写活动没有明确的联系。长此以往,学生没有能力读出

材料中有趣和有用的东西,也没有经历过表达自己思想与读

者分享的喜悦感和成就感,进而挫伤了他们的学习动机和积

极性。虽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教学改革已在这方面

做出了改进,且各种现代化设备为我们开展交际式读写提供

了便利条件, 但我国的 EFL 教学现状仍不能令人满意。如

今,“交际法教学” ( CT)在我国广泛运用, 但多数教师和学生

还不是很清楚“教学方法并不是影响教学的唯一因素” (王银

泉, 1999) ,他们一味地追求方法的推新, 而没有注重教学对

学生产生的实际效果。此外,人们对“交际法”的认识还局限

于听说活动,而对于读写活动的交际性认识不够, 于是导致

了学生四项技能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对于我国学生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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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能力停滞不前或逐步下降。若要真正地改进我国外语

教学的现状,就需要全体外语教育界人士包括教师和学生都

了解读写任务的交际性, 以及如何具体开展交际式读写活

动,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全面的外语交际能力 。

2.交际式读写任务

本文中采用了“交际式”这一术语,是建立在较宽泛意义

上的, 是指各种通过书面媒介交流信息和观点的读写活动,

在此种活动中,读者与作者可交流思想,同时也能获得有关

的读写知识和技能。语言教学在此种活动中是互动的 (如,

教师要随时注意分析学生的需要,再制定教学任务) , 也是带

预测性的(如, 教师在预读和预写阶段就要启发学生积极提

供各种词汇 、语法和修辞手段等) 。

在以下的篇幅中,笔者将以交际法教学为理论基础, 提

出几种交际式读写的形式。笔者的思想来源有以下三方面:

阅读各类有关文章和进行课本分析后有感而发;通过对某省

两所大学师生进行问卷调查, 并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依据自

己和其他教师的经验归纳出的。在此提出以下两类教学模

式供大家商榷:

( 1)结合现有课程安排交际式读写任务

◎将新的教学技巧运用到已有的教材中

◎扩展性的活动:补充现有教材的任务

( 2)从传统方式转变成新的“交际式读写”

◎课外独立的读写活动

◎有主题的单元活动:用读写促进外语学习

3.交际式读写教学

3.1 结合现有课程安排“交际式读写任务”

3.1.1 将新的教学技巧运用到已有教材中

从 80年代开始的外语教学改革影响了从初中到大学英

语教材的编排,使教学更强调了交际目的, 但如何能在“英语

课时紧张”的客观条件下使用好现有的教科书,顺利地开展

“交际式教学”呢? 这是我国 EFL教学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下面笔者就从读和写两方面谈谈交际式读写活动的开展。

A.阅读课:以扮演英语课重头戏的阅读课为例,教师可

从阅读全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出发,使用各种新颖的技巧引导

学生将阅读重心转移到课文所传达的信息上来。

◎预读阶段 ( Pre-reading ) :阅读前,教师可先把标题呈现

给学生, 让他们就此标题展开想象:自己是否有过类似的经

历或听说过一些有关内容,并可充分结合文章附带的所有可

视信息,如图片 、图表 、树形图等, 让学生进行讨论并选代表

汇报各组的讨论结果。当然,读前阶段有很多引导方式, 可

以参考文章后面的问题进行预测,并让学生当堂写下就同一

题目能想到的不同体裁和结构,以及可能用到的表达法或关

键词,此时教师应及时给予鼓励性的反馈。 在起始阶段, 教

师可在预测完后立即告诉学生本文实际的体裁是什么, 然后

可列出一些关键词句, 这样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文章, 并

在头脑中勾画出文章的语义图式;随着学生阅读能力的增

强,可让学生在进行完对题目的设想后说出简单的提纲, 然

后进行独立阅读并列出文章的中心思想和关键词句, 再据此

复述出文章的主要内容(口头或笔头) 。

这样的预读活动将思考 、预测 、说 、写多种认知形式和语

言技能相结合,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有助于学生能力

的全面发展。

◎阅读阶段 ( While-reading ) :预读阶段使学生明确目标

固然很重要,但是否能成功地获取信息还要依赖于阅读过程

中成功地调用相应的阅读策略和认知策略, 所以, 教师应在

教学之初就将基本的阅读类型( Skimming, Scanning, Intensive

Reading and Extensive Reading)以及在阅读每种类型的文章时

应具备的基本阅读知识和认知技能介绍给学生。如, 在快速

查读( Scanning)时应在找到的信息旁做标记;若是研究性的

阅读( Intensive Reading) , 则可在关键词 、句下划线, 并写出概

括性的笔记。在真正的阅读过程中, 教师应起监控作用

(Monitor Effect) , 给予时间限制或适时地进行指导。

◎读后阶段( Post-reading) :在这一阶段应设计一些检验

学生是否获得主题内容或有用信息的练习。 譬如, Johns 和

Davis就曾提出非常简单可行的读后训练:“ Students can fill in

a chart or table, label a diagram or timeline, or apply information to

solve a problem, and then work in pairs or groups to discuss an-

swers.” ( Johns &Davis, 1983)

B.写作课: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教师认可了“过程写作教

学法” ,且提出了写前阶段的可行性 (吴锦, 张在新, 2000) 。

结合《大学英语》 (修订本)中的写作练习,笔者提出一些在写

前 、写后阶段可行的指导技巧。

◎写前阶段 ( Pre-writing) :明确写作的目的和读者对象。

笔者总结了《大学英语》 (修订本)中的写作练习有两类:单句

改写或连句成段;指导型段落和篇章写作 。第二种练习中的

指导语大都缺少明确的读者导向,因此学生提不起写作积极

性,教师就应该想方设法提供真实情景以明确学生的读者意

识。如第 1册第 8 课的段落写作( paragraph writing)要求“举

出两个例子说明科学家是否能发现人脑是如何工作的, 以及

人如何更好地利用大脑,可以参考文中第 5、6、7 自然段的内

容。”为了使学生明确写作目的和预设读者, 笔者告诉学生,

“假如你是一名科学家, 你的一位朋友是一名电脑工程师 ,他

请你给他介绍两项关于人脑的最新研究,看是否有可能发现

人脑是如何工作的以及人如何能更好地利用大脑, 这样你们

就可以合作开发新的人工智能软件。”这样一改编, 学生们明

确了读者是一位专业人士,于是在作文中就可以运用一些专

业术语。实践证明,这样改编的效果很好。

有了写作目的和读者意识后,教师还应采用多种方式引

导学生挖掘思想。笔者认为“有声思维” ( think aloud)和“写

下所想” ( write down the thinking)不仅是非常有用的语言研究

手段,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学习手段。同时, 笔者还鼓励学生

在真正写文章时,也写上中心思想 、关键词 、正文这三方面内

容,这样既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思考过程, 也有助于学生

养成及时写下自己所想并最后理清思路再动笔的习惯, 从而

帮助他们将阅读中的“整体阅读”策略转移到写作中来,“中

心思想”的写作有助于他们从整体上驾驭文章内容。

◎写后阶段 ( Post-writing ) :作文的批阅可采用多种形

式。学生小组互评互改并写下批阅感受, 教师进行抽查, 若

发现问题要及时讲评,但无论哪种形式都应该以是否成功地

达到写作目的,表达是否适合预设读者为标准。评改后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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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总结出某类文章的典型结构 、代表性的关键词句等。这

样做既可以让学生重视信息的传达,也有助于他们快速地掌

握一些写作知识和策略的运用。

3.1.2 扩展性的活动:补充现有教材任务

结合现有教科书,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完成一些读写任务

以获得与课文有关的背景知识。以 Sailing around the World

( 《大学英语》第 1 册第 2课)为例,可让学生去图书馆读一些

航海故事,找有关 Sir Francis Chicherster 的生平和航海经历以

及有关骑士和骑士时代的故事,并在进行课文讲解前进行口

头或书面汇报。

除了进行常规的总结 ( summary)之外, 教师还可结合课

文适当地安排一些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写作任务。如在教完

Turning Off TV:A Quiet Hour一课后, 可以让学生写一封信说

服一位高中生不要过多地看电视,也可让学生给《英语周报》

投稿,写一篇以 Ideas on Television为题目的文章。

3.2 从传统方式转变成新的“交际式”读写活动

3.2.1 课外独立的读写活动

课外泛读被认为是帮助学生扩大知识面,同时又能提高

阅读能力增加词汇量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教师应根据学

生的不同水平提供一个读书清单,包括小说 、杂志(如 College

English, English Salon ) 、报纸 ( English Weekly , 21Century , China

Daily) ,这样学生能从阅读中了解到目的语的文化和风土人

情。另外,还有一些当地旅游局出版的旅游指南手册和地图

等,这些资料语言规范, 因而是学生进行泛读并了解此类应

用文体例的绝好材料。当然, 教师还应鼓励学生充分运用

Internet扩大阅读范围。

下面是一些可行的读写活动:

◎写总结和书评

◎复述所读内容, 听有关内容的录音或看有关的录像

( Nash &Yuan, 1992/1993)

◎小组报告———读后写报告, 并拿到小组中读, 听者需

提出问题和补全信息(M.Ernst, Personal Communication, 1997)

◎写“读者日志” ———读后写下自己的观点 、问题以及希

望掌握的词和表达法

◎写应用文或私人信件———读完旅游介绍后,可进行仿

写或给外国朋友介绍自己家乡的名胜古迹 、旅游景点等。

3.2.2 有主题的单元活动:用读写活动促进 EFL学习

所谓“有主题的单元活动” ,有两个涵义:其一是指“窄幅

阅读”( Narrow Reading) ( Norbert Schmitt&Ronald Carter, 2000) ,

就是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某个专题的阅读,这样可以使学习者

对某种体裁的文章结构及措辞用语有个深刻的体会和了解;

其二是指与专业有关的英文读写活动,一般这种活动安排在

大学高年级中开展,为今后的工作做准备。如幼儿教育专业

的学生从第四学期开始就可适当读些像 Children' s Education

和Children' s Psychology 之类的杂志, 并做读书笔记以积累专

业词汇,写读书报告以锻炼写学术英语的能力 。

4.发展“语言能力”———交际式读写的最终目标

在以上提到的所有方法中, 语言能力的发展是最终目

标。实际上,进行交际式读写活动的目的就是发展学生的综

合语言交际能力。 Cosdy&.Huckin( 1997) 的二语词汇学习和

阅读的研究表明:泛读和各种词汇激活练习相结合, 是一种

有效的词汇习得方法。读前 、读中 、读后的词汇练习都是巩

固词汇学习的好方法。 ( Paribakht &.Wesche, 1996)

应该指出的是, EFL教学中“交际式读写”的顺利开展需

要多方面的配合:

◎教师:要努力探索和研究如何在班级容量越来越大 、

课时紧张的情况下进行“交际式读写”教学;

◎学生:应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 逐步适应和学会自己

进行可行的交际式读写活动;

◎教材:教材编写者应该多钻研“交际法教学”原理, 并

多设计一些各式各样的交际式活动编入教材中;

◎测试标准和测试:作为在教学环节中起重要反馈

( feedback)作用的测试应制定出相应的衡量标准, 并开发出

真正测试学生交际能力的试题,以配合教学中“交际式读写”

的展开。

5.结论

本文提出了笔者关于开展“交际式读写”教学的一些构

想,每种活动都致力于用英语交流和学习的目标, 强调读写

活动获取信息和交流思想的目的,相信此类活动的开展会对

我国的 EFL教学与学习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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