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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精读课程教学方法的选择是否会导致课堂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学习效果差异的问题，以两个平行班级
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历时一个学期跟踪考察传统教学法及交际教学法在德语基础阶段精读课程教学中的效果。研究

结果表明，传统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各有优势，也有不足。将两种教学法有机结合的模式比单一采用一种教学法模式的

效果更好，能够更好地实现既强化学生语言基础又能促进其语言应用能力和交际能力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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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外语教学中是采用传统教学法还是交际教学法的问题，专家学者的态度和看法在不断发生转

变。尽管传统教学法在我国外语教学中根深蒂固，也曾起到重要作用，但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外语教学
发生“交际转向”后，很多学者认为，传统教学法过分重视语法规则而束缚了学习者口语能力的发展，过

度强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容易导致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而失去学习的动力，不利于学生语言

使用能力的发展，因而对传统教学法持否定态度，这种思想对我国的外语教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交际

教学法把学生置于教学的中心地位，通过各种交际活动和交际任务促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语言，提升其

语言运用和交际能力。在很长时间内，交际教学法在我国外语教学中备受推崇，大有取代传统教学法的

趋势，但交际教学法也并非一种十全十美的教学模式。戴炜栋（２００１）［１］、胡青球（２０１０）［２］等人通过实
证调查指出，交际教学法在中国外语教学界实行二十多年，效果并不理想。在教学中过分注重交际本

身，忽视语言规则及语法在教学中的作用，学生的语言基础很弱，也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交际行为，不利

于学生语言水平的提高。不少学者不一而同地提出了在英语教学中采用将传统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相

结合的综合教学法的建议。针对德语教学，庄慧丽（１９９７）［３］、胡嘉荔（２００２）［４］提出在德语基础阶段实
行综合教学法的设想，但并没有和具体课程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教学法选择研究都只注重

理论研究或理论分析，而对于其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比较少见。

精读课程是德语专业一、二年级学生的学科基础课，不仅涉及到德语基础语言知识（比如语音、语

法、词汇、文化背景知识等）的传授，还涉及到听、说、读、写、译各项基本技能的培养，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和综合性。和英语专业的精读课程相比，由于德语专业学生基本上都是零起点学生，因此精读课程的教

学强度、教学时数远高于英语专业。根据笔者对全国近６０所开办德语专业的高校德语专业精读课程课
时量的统计分析，各高校中精读课程周课时最低为６学时，最高的达到了每周１４节，这是其他课程远不
能比拟的。为了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使学生能够学有所得、学以致用，教师如何设计德语精读课程显

得尤为关键，其中教学方法的选择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究竟哪种教学方法更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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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德语基础阶段的精读课程教学，本文将通过实证的方法对传统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在德语基础阶段

精读课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进行检测，从而为德语教师的精读课程教学提供借鉴作用。

１　研究设计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受试群体为江苏省某重点高校德语专业一年级的两个平行班（１班和２班）学生。每个受试
群体均由３０名学生组成。两组学生德语学习均为零起点，无需进行前期测试，教学强度相当，教材也完
全相同，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１．２　研究步骤
实验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历时一个学期。授课教师在实验班以交际教学法为主、传

统教学法为辅进行精读课程教学，在对照班则以传统教学法为主、交际教学法为辅进行相同内容的教学

（如表１所示），目的在于一方面使实验对象能同时体验到两种教学方法，感受到两种教学方法的差异
并能产生对应的教学期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教师并没有完全只采用一种教学方法，只

是有所侧重。实验结束后，将对两组受试群体进行测试并对课堂教学方式满意度进行问卷调查。

表１　教学实验的２种方法

班级 方法 步骤

实验班 主要采用交际教学法
教师根据具体精读课程教学内容设计丰富有趣而又真实可信的交际情景，布置交际性教

学任务，如个人报告、两人对话、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

对照班 主要采用传统教学法
通过教师清晰讲授和对学生的强化训练，使学生熟练掌握德语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形

式，能熟悉和理解语言运用的基本规则

２　数据分析
２．１　测试研究内容及结果

测试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书面测试和口语测试。书面测试内容涉及重要的语法点、词汇表达及句法

使用规则。测试时间为１００ｍｉｎ，满分１００分。口语测试则为情景对话，受试者２人一组，由教师根据已
学内容设计场景，学生自由对话，并邀请了德国语言教学专家作为参评教师，目的是使测评结果更加公

正、具有说服力。时间不超过５ｍｉｎ。由教师根据学生对话内容是否合理、表达是否流畅正确给出评价，
满分１０分。实验获得的数据按照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处理。

实验班和对照班书面测试和口语测试成绩的独立样本 ｔ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受试群体各有优势。
实验班书面测试均值远低于对照班（ｔ＝－２．２０３，Ｐ＜０．０５）（如表２所示），其口语测试均值略高于对照
班（ｔ＝１．７１３，Ｐ＞０．０５），但不具有显著性（如表３所示）。

表２　书面测试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

均值（Ｍ） 标准差（ＳＤ） 组间差异（ｔ值） 显著性

实验班 ７３．４０ １２．２０７

对照班 ７９．９３ １０．７１６
－２．２０３ ０．０３２

表３　口语测试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

均值（Ｍ） 标准差（ＳＤ） 组间差异（ｔ值） 显著性

实验班 ６．７３ １．６６８

对照班 ５．６２ １．７６３
１．７１３ ０．００９４

由于实验班课堂教学侧重交际教学，学生的听说能力较强，在口语测试中不怯场，发挥比较稳定，口

语测试成绩普遍较好，德语语言专家也对该班学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在书面测试当中，由于书面测试

侧重于对语法能力的考查，实验班学生做题错误较多，优秀率和及格率远低于对照班学生。而在对照

班，教师在课堂上多采用传统教学法，重视对语法、词汇、句型结构等基础知识的讲授和操练，学生的基

本功比较扎实，在书面测试中优势明显，在口语测试中，尽管在平时课上这方面的训练较少，但大多数学

生还是能够将课堂上所学内容迁移到测试当中，测试结果与实验班差距并不大。

３４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６年第８卷

２．２　问卷调查结果
在一个学期的授课时间结束后，教师还分别对两组受试群体发放了关于德语精读课程课堂教学方

式满意度的调查问卷。问卷调查均为匿名填写，要求学生在１５ｍｉｎ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完成，问卷
不记名，但记录学号，以便将其与学生的测试（包括书面和口语）相匹配以及用于问卷数据分析。课堂

教学方式满意度调查问卷主要内容涉及研究对象对传统教学法及交际教学法的适应程度、两种教学法

对课堂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对传统教学法及交际教学法利弊评价等问题。本研究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共发

放调查问卷６０份，共获得有效问卷６０份。实验获得的数据采用Ｅｘｅｌ软件进行处理。
第一，实验班和对照班对传统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的适应程度。数据表明，实验班有７３．４％的学

生表示自己在德语基础阶段更适应传统教学法，在对照班这一比例更高达７８．３％。两组受试群体中选
择不太适应交际教学法的人数比例差异较大，对照班中表示对交际教学法不太适应者比例更高，达到

２３．１％。这也在研究者的预期之中。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心理状态一直起着重要作用［５］。习惯

了传统教学法的对照班学生容易对交际教学法产生一定的排斥和抵触心理，但是偏重交际教学法的实

验班里也有不少学生（１２．１％）表示不太适应这种教学方法。因此，从学生对两种教学法的适应程度来
看，传统教学法要比交际教学法具有更大优势。

第二，对传统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对精读课课堂学习的重要性程度的评价。在对两种教学法的重

要性进行评价时，两组受试群体对传统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没有厚此薄彼，实验班 ７２．８％、对照班
６８１％的学生都认为传统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在德语基础教学阶段同样重要。这表明不管是实验班学
生，还是对照班学生，对这两种教学方法都是持肯定态度的。

第三，对德语精读课程中传统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的利弊评价。此项调查要求对照班和实验班学

生分别对所采用的传统教学法或交际教学法进行利弊评价，虽然实验当中两组受试群体对传统教学法

和交际教学法都有所接触，但因为授课方式侧重点不一样，学生只可能对主要的教学模式有更深刻的教

学体验和感受，所以只要求学生对本班采用的授课方式进行评价，以确保实验数据切实有效。从结果来

看，对照班和实验班各超过８成的学生都认为传统教学法或交际教学法各有利弊，但从整体上看，对照
班６５．７％、实验班７１．４％的学生认为传统教学法或是交际教学法的利都是大于弊的。在这个问题之后
还附有“对精读课程未来教学模式的展望”的开放式问题，目的是了解学生对精读课程教学模式的真实

想法和期望。很多学生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在德语基础阶段精读课程中将传统教学法

和交际教学法结合起来，根据教学内容进行合理分配，努力克服二者的不足之处，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

的优势，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３　研究结论及启示
第一，传统教学法在德语基础阶段精读课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德语基础阶段精读课程的教学目

的是使学生掌握德语基础知识，具有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和初步的语言交际能力，为高年级阶段的

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２］，而传统教学法的最大优势在于高度重视学生语言基础知识的培养。与英语专

业相比，德语专业绝大多数学生在入学之前并不具备语言基础，是从大学阶段才开始接触这门语言，而

德语和汉语本属两套迥然不同的符号系统，表音和表形完全不一样，差异巨大，这无形中加大了德语学

习的难度，因此学生在接触德语后会需要一段时间的心理过渡才能逐步适应。由于我国的外语教学，尤

其是中小学外语教学传统教学法根深蒂固，传统教学法对学生来说接受程度较高，因此在目前德语基础

阶段精读课程课堂教学中，完全摈弃传统的教学法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交际教学法应作为德语基础阶段精读课程的主要教学手段，着实加强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培

养。近年来，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对外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是否具备交际能

力已经成为外语教学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与之相对应的是，当今国内的外语课堂也在发生

着巨大的变化。教师的角色被弱化，教师不再是课堂的主导，学生成为课堂的中心；课堂教学方式更加

多样化，多媒体技术的广泛使用，交际教学法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外语教学实践当中。学生通过这些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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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实践，不仅能够更好地记住相关的语言知识，还能锻炼其语言应变能力，在以后面临同样的语境时，他

们能够更恰当地使用语言，更从容地与人交际。此外如果学生在交际活动中获得成功，这种成就感又会

反过来作用于课程教学，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交际的愿望会更加强烈，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也会更加积极

主动，这不仅能给课堂教学带来生机，提升课堂教学效果，而且也增强了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形成了外

语教学的良性循环。因此在学生初步了解所学语言的基本知识后，教师应把教学的重心放在学生语言

实际应用和交际能力的培养上。

第三，努力协调好传统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在德语基础阶段精读课程中的比例分配。在德语基础

阶段精读课程教学中，传统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此对哪一种方法全盘否定都

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取的。两种教学法都不能全盘照搬到德语精读课程教学当中，学好语言基本知识

不意味着排斥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发展交际能力也不意味着一味地排斥语法讲解与操练。在教

学实践中，具体采用哪一种教学方法，教师可以根据语言学习的阶段和重点内容来进行选择：比如在德

语入门阶段（语音）以及针对语法和词汇训练的专项教学活动中可以多采用传统教学法，让学生在语言

基础知识方面打下扎实的基础；在基础课文阶段则主要采用交际教学法，全面发展学生听、说、读、写、译

等各项基本技能，提高其语言应用能力和交际能力。尽可能避免某种方法过度使用或使用不当造成的

消极结果，使其切实做到为提高学生德语水平服务。如果在教学中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两种教学方法

的优势，避免其劣势，将对实现外语教学的目的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４　结语
精读课程是德语专业基础阶段的核心课程，也是学生接触和学习语言最重要的平台。传统教学法

和交际教学法作为目前我国德语教学的两种主要教学方法，其各有利弊，需要一分为二地去对待，对于

以其中一种作为单一的教学手段的教学行为是不可取的。教师在精读课程教学实践中一定要从教学实

际出发，因材施教，不断地总结和摸索，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这样才能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学

生学习效果，有效实现外语教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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