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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篇分析应用于阅读教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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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

四川 南充 6 3 7 0 0 2 )

[摘 要 ]语篇教学超越句子语法就单个句子讲解篇章的局限
,

强调从整体篇章去分析
、

理解篇章
。

它的提出
,

引起了英

语阅读教学的革新
,

对教师改善阅读教学理念
,

提高阅读教学效率起到了重大作用
。

本文在大量文献检索的基础上
,

归纳了语

篇的定义
、

特征
,

分析了语篇分析与 阅读教学的关 系
,

概括 了国内外语篇分析应 用于阅读教学的研究现状
,

并提出了语篇分析

研究尚待进一步研究的一些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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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语篇提出以后
,

句子语法在阅读教学中应用 (二 ) 语篇分析的主要内容

的局限性变得越来越明显
,

它 已经无法阻挡阅读教 1
.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学向语篇分析改革的车轮
,

语篇教学受到越来越多 最早对衔接和连贯进行系统研究并使它成一

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的重视
,

他们既做定性研究
,

个语言学术语的是 .M A
.

K
.

H all id ay
。

他与 H as an 合

也做定量研究
,

语篇教学的研究正不断深人
。

著的 c ho
e

iso in
n E gn h hs 的出版

,

标志着衔接理论的

一 语篇分析 创立
。

他们把英语句子的衔接手段分成两大类
:
语

(一 ) 语篇的定义与特征 法衔接 ( g
r a m m a * i e a l e o h e s i o n

)和词义衔接 ( l
e x i e a l

H a irr S 19 5 2 年在 《语言 》杂志的 《语篇分析 》一
c o h e is o

n)
。

语法衔接可再分为
:
照应 ( er 介

r e n c e
)

、

替

文
,

被看作是现代语篇分析的起源
。

有些学者把 代 (
s u b sl il u it o

n)
、

省 略 (祖 i p iss )
、

连 接 词 语
“

语篇
”

称为
“

篇章
” ;也有不少学者试图将语篇 ( *

e x * ) (
e o
nj

u n e *i o n
) ;语义衔接可再分为

:
复现 (er i *e ar * i o n

)

和话语 ( d i
s e o u r s e

)区分开来
,

语篇常指书面语言
,

而 和同现 (
e o ll o e a *i o n

)
。

话语常指 口头语言
。

在王宗炎 ( 1 9 8 8 )主编的《英汉 黄国文 ( 19 8 8 )指出
: “

衔接是语篇的重要内容
,

应用语言学词典 》中
,
t e x[ 和 id s co u sr e

都被译为语 是一个语义概念体现
、

语篇的表层结构和有形的网

篇
,

对两者没有作区分
。

络 ;连贯也是一个语义概念
,

但它存在于语篇的底

自语篇提出以后
,

国内外学者对语篇作了不同 层
,

通过逻辑推理来表达语义的连接
,

它是语篇的

的界定
。

C oo k ( 19 8 9
: 巧 6 )认为语篇是

“

一个连贯 无形网络
。 ”

这个定义表明连贯是语篇的作者和读

的
、

完整的
、

为一定 目的服务的语言
” ,

而 w id do w s
on 者

、

文化语境
、

情景语境和语篇本身综合起来的结

( 19 9 6 :
38 )则指出

: “

它是为了获得语用含义而在 口 合体
。

那么衔接和连贯有哪些关系呢? 从定义上

语中或书面语上被使用的语言
” 。

在国内
,

黄国文 看
,

衔接和连贯是相对应的
,

衔接是语篇表层的语

( 19 9 8 : 7 )把语篇定义为
“

一系列联系的话语或句子 义结构 ;连贯是语篇深层的语义结构
。

从功能上

构成的语言整体
” ;胡壮麟 ( 19 44

:
l) 表示

“

语篇指任 看
,

衔接是连贯的重要手段
,

但并非是实现连贯的

何不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语境下表示完整语 必须和充分条件
。

即要达到语篇连贯
,

使用上述的

义的自然语言
” ;徐盛桓 ( 19 90

: 1 1 )把语篇看作是 衔接手段是很重要的
。

但是
,

并不是没有使用上述
“

有语句组成的表达了多层意思的具有内在逻辑相 衔接手段的语篇就是不连贯的
,

也不意味着使用了

关性的结构系统
” ;刘辰诞 ( 19 9 9 : 3 )把语篇称为

“

一 上述衔接手段的语篇就一定是连贯的
。

段有意义
、

传达一个完整信息
、

逻辑连贯
、

语言衔 .2语篇体裁分析与模式

接
,

具有一定交际 目的和功能的语言单位和交际事 J o
hn M

.

Sw al e S
( 19 90

: 5 8 )认为
: “

体裁是包括具

件
” 。

综上所述
,

不难发现虽然不同的学者对语篇 有共同目的的一组交际事件
。 ” ;秦秀白 ( 19 9 7 )概括

的定义有所不同
,

但他们都意指语篇是语言单位和 体裁特征为
:
( l) 体裁是一种可辨认的交际事件 ;

语义单位的统一体
,

无论何种定义的语篇都强调它 ( 2 )体裁不是一般交际事件
,

而是一种内部结构特

集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为一体
,

并与一定的语境相 征鲜明
、

高度约定俗称的交际事件 ; ( 3 )在建构语篇

联系
。

时
,

我们必须遵循某种特定体裁要求的惯例 ; ( 4 )尽

收稿 日期
: 2 0 1 3一 01 一 1 4

作者简介
:

麻恩海 ( 1 9 8 5一 )
,

男
,

苗族
,

湖南湘西人
,

在读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
:
英语教学

。



西昌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第2 5卷

管体裁有惯例和制约性
,

内行人仍可在体裁规定的

框架内传达个人意图或交际 目的
。

体裁分析旨在

回答
:
人们在创造特定的语篇时为何都倾向于这样

而不是那样遣词造句和谋篇布局 ? 常见的文章体

裁有
:

议论文
、

说明文
、

记叙文 ;不同的语篇体裁
,

有

者不同的语篇模式
。

秦秀白 ( 19 9 7 )对常见语篇模

式作了概括
:
( l) 问题— 解决型 ( rP

o b l e m一 oS vil gn

aP e[[ rn)
,

具体为
“

情景— 问题— 反应— 评价

或结果
”

( 2 )设定— 真实 型 ( T h e H y p o *h e *i e a l一
R e a l P a **e m ) ; ( 3 )一般— 特殊型 ( T h

e G e n e r a l一
p a r *i e u l a r p a **e r n

) ; ( 4 ) 匹 配 比较 型 ( T h
e M a *e h i n g

aP e[[ m )
,

常与
“

一般— 特殊型
”

配合使用
,

构成较

长语篇 ; ( 5 )叙事语法
:
点题— 指向— 进展—评议— 结局—

回应 ; ( 6 ) CA R S模式
,

即 c er al ign

a R e s e a r e h s p a e e 。

3
.

语境分析

刘辰诞 ( 19 99) 指出
:
在生产篇章时

,

篇章生产

者会将篇章置于一定的社会
、

语言和物质世界制约

之中
,

这种与篇章相互作用的社会
、

语言和物质世

界被称为语境 (
c o n * e x * )

。

黄国文 ( 1 9 8 8 )认为
:
语篇

的含义主要依赖于语境
,

语篇与语境相互依存
、

相

辅相成
。

前者产生于后者
,

又是后者的组成部分
。

胡壮麟 ( 19 9 4 )把语境分
:
( l) 语言语境 ; ( 2 )情景语

境 ; ( 3 )文化语境
。

语言语境是指篇章的内部环境
,

即词
、

短语
、

语段或篇章的前后关系
,

通常称为
“

上

下文
” ,

它帮助理解词
、

短语等语言成分的特定意

义 ;情景语境是与篇章内部环境有关的周围事物
、

时间
、

情况
、

地点
、

方式等语言环境 ;文化语境是指

作者或说话人所在的语言社团的历史
、

文化
、

和风

俗人情
。

.4 信息结构和主位结构分析

在语篇分析中
,

布拉格学派提出了两个基本
、

重要的范畴
: 已知信息和新信息

。

已知信息是受话

人早知道的信息
,

而新信息是发话人提供的信息
,

是语篇所传递的主要信息
,

是理解语篇的关键
。

信

息呈现方式通常是已知信息在前
,

新信息在后
。

分

析语篇主述位结构是理解语篇信息的关键
,

主位是

句子信息的起点
,

通常是已知信息 ;述位是对主位

的叙述
、

描写和说明
,

是句子表达的核心内容
,

通常

是新信息
。

黄国文 ( 19 8 8 )认为
,

主位担负着少量信

息负荷
。

这就使它成了语篇构造的重要手段
,

因

此
,

每个语篇都可以看成是一个主位序列
,

主位结

构分析能帮助我们弄清语篇是如何发展和组织

的
。

要了解语篇宏观结构则要弄清语篇的主位推

进模式
。

朱永生 ( 19 9 5 ) 认为常见的语篇模式有
:

( l) 主位同一型— 主位相同
,

述位不同 ; ( 2 )述位

同一型— 主位不同
,

述位相同 ; ( 3 )延续型— 前

一句的述位或述位的一部分为后一句的主位 ; ( 4 )

交叉型— 前一句的主位是后一句的述位
。

语篇

通常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模式的综合使用
。

二 语篇分析与阅读教学的关系

首先
,

衔接是分析语篇的重要手段
,

在阅读教

学中分析语篇的衔接
,

有助于学生弄清篇章内句子

之间的关系
,

明确替代和部分省略的信息
。

其次
,

尽管语篇数量不计其数
,

但体裁类型是很有限的
,

尽管同一体裁的语篇语义各异
,

但它们有共识的惯

例
,

共同的框架
,

有一定的规律可寻
,

让学生了解这

些常见语篇模式有助于他们弄清作者写作脉络
,

文

章宏观结构
,

从而能更迅速更准确地理解文章
。

再

次
,

大量研究表明
,

背景知识及文化语境和情景语

境
,

对语篇理解 的影响大于语言知识
。

(王初明
,

19 8 8 )A
n d e sr on ( 199 7 )曾表示

:
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

会造成阅读理解障碍
,

具备相关背景知识
,

但不会

运用也会造成阅读障碍
。

因此在阅读教学中
,

不仅

有必要讲解背景知识
,

更有必要解释怎样利用它

们
,

帮助理解文章意思
。

然后
,

正如戚雨村 ( 19 93 )

所言
, “

主位述位推进模式有助于研究句际的语义

联系以及语段中主题的展开形式
。 ”

因此
,

信息结构

分析既能帮我们把握文章宏观结构
,

也有助于我们

理解文章微观结构
。

语言学家 w idn do w s
on 曾指出

:

“

一旦我们承认需要把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来教授
,

我们显然再也不能仅仅用句子的术语来考虑语言
,

我们必须考虑语篇特征及怎样最好地教语篇
。 ”

三 国外语篇分析应用于阅读教学的研究现状

上世纪 70 年代
,

国外研究语篇分析在阅读教学

中应用 的人越来越多
。

K i n * s e h
,

R u m e l h a rt (一9 7 4
,

1977 )在研究中发现
,

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通常

对语篇结构非常敏感
。

M ay e r
( 19 7 7 )通过研究后指

出
:
在论说文中

,

处在高层次的信息要比处在低层

次的信息容易叙述
。

运用语篇分析指导阅读教学
,

能明显地提高学习者的阅读能力
。

aB llr 叭 ( 1 9 7 8 )把

被试分为实验组
、

对照组和正常教学组
。

指导实验

组的被试怎么区分语篇的主要结构
,

怎样在复述中

使用它们 ;对照组的被试以语法教学为主
。

结果表

明
,

实验组的学生在测试中复述的信息量接近其他

学生的三倍
。

对照组也有进步
,

但不明显
。

G or don

( 19 80) 的研究将 50 名儿童分为 3组
。

第一组为
“

内

容结构
”

组
,

主要指导学生提高掌握语篇的主要内

容和语篇结构的能力 ;其他两组为推断认知组和对

照组
。

经过实验后发现内容组儿童的阅读能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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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地超过两组
。

C ar er l ( 19 8 5 )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

25 名 E S L 学习者作为被试
,

通过一段时间语篇教学

实验后进行测试
,

他得出一样结论
:
对 E S L学习者进

行语篇教学
,

可 以大大提高他们的阅读理解
。

aP uk

在 19 8 9 年根据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阅读研究中心

的研究成果推出了语篇模式阅读法
,

指导英语族人

的阅读 (吴敏之
,

一9 9 9 : 5 2 )
。

四 国内语篇分析应用于阅读教学的研究现

状

(一 ) 定性研究现状

自从黄国文
、

胡壮麟等学者引进语篇分析后
,

我 国学者对其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做了一定的应

用研究
,

并对传统英语阅读教学法作了反思
,

提出

了一些可行性的意见
。

赵丽霞 ( 2 0 00) 举例介绍语

篇的衔接和语境分析并得出
“

引导学生掌握逻辑关

系语的规律和作用
,

理顺文章思路
,

可 以提高他们

的逻辑判断推理和思维能力 ;语境分析能调动学生

背景知识
,

做出合适推导和重构
。 ”

胡壮麟 ( 2 0 0 1) 在

《语篇分析在教学中的应用》一文中指出
,

语篇教学

能提高学生预测文章发展趋势和主要内容的能力
,

同时通过语境分析
,

能使学生深刻地理解词汇的意

义
,

剖析语法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

黑玉琴 ( 2 0 01 )把

错误分析运用在篇章阅读理解当中
,

通过对她所教

的高级学生所写的篇章大意分析后发现
“

学生在篇

章的理解中基本上可以解释主要的内容点
,

但是却

不能充分理解各句间的逻辑关系
。 ”

并认为
“

这也是

学生阅读理解中的薄弱之处
,

从篇章的连贯和衔接

方式人手进行篇章层次的阅读理解是提高学生阅

读水平的有效途径
。 ”

韩晓玲 ( 2 0 0 2 )在分析导致语

篇理解困难因素后
,

阐明在阅读教学中应讲解语篇

理解技巧
:
句子分析

,

衔接手段分析和话语分析
。

项兰 ( 2 0 0 2 )以一篇定义说明文为例进行主位结构

分析后认为
“

我们通过主位排列可以看出作者的思

路
,

完整地把握语篇信息
,

使阅读过程简单化
。 ”

达

芸 ( 2 003 )从四级阅读理解提问方式说明有相当一

部分题 目在于考查学生对文章深层理解的能力
。

虽然学生开始会认为语篇没有什么作用
,

但只要教

师持之以恒
,

他们就会体会到这种方法的好处
。

杨

树臣
,

杨敏 ( 2 0 0 4 )以
“ H o w 1 D i s e o v e er d W o r d s ”

为例
,

介绍了运用语篇分析进行阅读教学的教学模式
。

他们说
, “

语篇分析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

在教学中要

分析那个方面
,

要根据语篇特点来确定
。 ”

陈运香

( 2 0 0 5 )从 M i e h a e l H o e y语义单位关系理论探讨了外

语阅读教学
,

在文中说到
, “

这个理论对读者把握文

章的整体框架
,

理顺语义关系
,

最终达到把握语篇

意义核心
,

提取重要信息
,

解读作者意图的阅读 目

的
,

可谓是一条有效捷径
。 ”

(二 ) 定量研究现状

与定性分析相比
,

定量研究少得多
。

许迎军

(20 01 )通过试验
,

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和方差分析

后发现
,

使用语篇结构分析教学是卓有成效的
。

邹

启明
,

周瑞琪 ( 2 0 0 4 )把 18 名被试按照为了获取知

识
、

信息和为了提高英语水平的阅读 目的把他们分

成两组
,

时隔一个月后对两组被试进行测试
,

然后

用 S P S S 10
.

O对数据进行分析
,

发现前者更多的采用

宏观篇章处理策略
,

后者反之 ;还发现宏观篇章处

理策略有利于读者的阅读理解与记忆
,

前者的阅读

成绩优于后者
。

段云礼
,

孔祥永 ( 2 0 0 4 )对近 10 年的
T E M S 阅读理解试题分析后

,

总结出了通过语篇分

析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解答试题的方法
,

并将此

方法对南开大学某班的学生进行辅导
,

结果发现接

受语篇分析训练的班级在 T E M S测试中阅读理解部

分的得分比另外一个班高出 14
.

3%
。

五 对语篇分析应用于阅读教学研究未来发

展的思考

尽管学者们对语篇教学应用于阅读教学作了

较深人的研究
,

但国外研究较多
,

国内研究不够
,

国

内定性研究较多
,

定量研究不足
,

而且还有不少领

域并未涉及
。

首先
,

国外对语篇分析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

究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

且绝大部分都

是对本国语言阅读教学的研究
,

将语篇分析应用于

外语阅读教学中的研究似凤毛麟角
。

因此
,

把语篇

教学引人中国英语阅读教学时
,

就很有必要根据本

国的教学环境
,

实际教学情况和学生的实际语言水

平进行调整
,

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语篇教学方法
,

切忌完全照搬照抄外国的语篇教学
。

其次
,

国内所有研究应用语篇分析进行阅读教

学的实验都持积极的观点
,

这证明了引进语篇分析

的积极作用
,

语篇分析应成为我 国新课改下阅读教

学的重要方法
,

这一点毋庸置疑
。

但同时也发现
,

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定性研究
,

定量研究屈指可数
,

且将语篇分析与阅读测试结合起来的更是少之又

少
。

达芸只说明四级阅读理解试题需要语篇分析
,

段云礼
,

孔祥永也只是介绍如何分析 TE M S 阅读理

解试题
,

并没有研究语篇分析对提高学生的阅读理

解各方面的能力 (如推理能力
,

归纳能力
,

猜词能

力
,

抓住细节能力等 )是否存在差异
。

因此
,

笔者认

为
,

一方面
,

有必要进一步做更具体的研究 ;另一方

面
,

由于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
,

学习时间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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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生相差甚大
,

学习习惯和英语 自学能力也有很

大的差异
,

分开研究也是有必要的
。

再次
,

教和学是必不可分的
,

研究语篇教学的

文章几乎都是从教师的角度考虑
,

很少关注学生的

反应
。

因此
,

从学的角度研究语篇教学显得迫切
,

可以从学生对语篇教学的态度
,

语篇教学能否改善

学生 的阅读策略等学 的角度对语篇教学进行研

究
。

只有这样才能找 出语篇教学优于传统阅读教

学方法的更多地方
,

全面了解语篇教学
,

让它更好

地服务于阅读教学
。

最后
,

在所有的研究中
,

都是零碎地提到语篇

教学
,

迄今为止
,

没能概括出大家认可和易于操作

的语篇教学模式
,

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专家学者和

同行朋友们的共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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