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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教学中创新式写作之提倡 ①

曹　霞
（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５；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系 上海２０００８３）

摘　要：德语教学中的创新式写作是指不拘泥于固定的写作模式和场景，教师运用多种媒介或手段充分激发学生想
象力，引导学生将思绪、感触用德文表达出来。在德国，教育学家对创新式德语写作已进行过深入研究，取得了基本共

识。提倡创新式写作与写作工作坊，在德语教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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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长期以来，写作在德语教学中普遍不受重视。但是，

按照２００６年修订的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的
《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德语本科教学大纲》的要求，写作与

听力、口语、阅读、口译、笔译一样，是德语专业本科生的

六大专业技能课程之一。可见写作教学在德语教学中是

非常重要的。初入大学的德语本科生们，在德语学习中

常常表现出“成人的思维，儿童的语言”。而写作过程中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中国式的德语表达。对此，中国教师

往往发现了学生在写作中的问题，也常常对具体错句进

行纠正、指导，但总感到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境

地。笔者在十多年的德语教学中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写

作教学如果要达到良好的效果，除了要融汇德语文化的

背景于教学之中，还应当学会站在德国人的立场思考问

题，特别要吸收德国人关于写作教学的先进理念与方法。

其中，创新式写作与写作工作坊的提倡，在德语教学中有

特别重要的意义。

２　国外教育学家对创新式写作的理解
何谓创新，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罗博·陂珀（Ｒｏｂ·

Ｐｏｐｅ）教授是研究创新历史、理论和概念实践的领军人
物。他在其专著《创新：理论、历史和实践》中认为创新是

“一种能够创作（ｍａｃｈｅｎ）、做（ｔｕｎ）和形成新鲜东西
（ｅｔｗａｓＦｒｉｓｃｈｅｓ）的能力，一种对别人或我们自己有价值的
东西（这里指比每个人的“自我”还要多）”［１］。罗博有意

识地选用了“新鲜东西”一词，这样就将它与新东西（ｅｔｗａｓ
Ｎｅｕｅｓ）区分开来，前者含义更为深刻。“创新式写作”在

德语中并不是一个固定或者专业的词汇，但是许多德国

学者的观点体现了对传统写作教学的反思。如李珂（Ｒｉ
ｃｏ）的“自然写作”（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ｓ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观就具有代表
性。根据他的观点，“自然写作”意义上的创新应该充分

利用左右大脑，特别是经常被忽视的右大脑。根据李珂

的方法，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空白页上写出一个核心词，

并用一个圆将其圈出来，这种方法通常也叫做“词汇刺

猬”（Ｗｏｒｔｉｇｅｌ）。具体操作如下：

老师首先让学生写出与这个核心词相关联的词语并

用这些词语来构思写作。这相当于一个连环式的词语游

戏。词汇搜集的过程也是一个发挥想象力和词汇创新的

过程。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复习和丰富德语词汇，学生还

可以从词汇中发掘出自己的写作主题，从而将这些词汇

变成自己作文的主题词。当然，这种联想式的引入还可

以是一张图片、一首歌，甚至一句谚语等等。这些都有可

能触及到语言学习者本能的愿望、好奇、恐惧、幻想等。

由此可以看出，写作不再是一支笔和一张纸那么简单的

问题了。

李珂的理论建立在半球模型影响的大脑研究成果基

础之上。该模型中，大脑被分成不同的功能区：右脑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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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情感上的“设计思维”（形象思考和类比）；左脑主

管理性的“符号思维”（线性、概念和逻辑思维）。尽管最

新的大脑研究已经表明，应该对这种模型加以修正，但它

还是对德语写作教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新的教育改革

的驱动下，德语作为外语的写作也逐渐由以主题为导向

的写作过渡到以找寻自我和发现自我为目标的写作

方式。

“交际功能性文本”（ｋｏｍｍｕｎｉｋａｔｉｖ－ｆｕｎｋ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ｒ
Ｔｅｘｔ）写作模式也是一种写作教学的创新。布林克（Ｂｒｉｎ
ｋｅｒ）认为，写作者正是想利用语文和他们的接受者（阅读
者）建立起一种交际关系［２］。写作者之所以要面向他们

的潜在读者，是因为他们怀有一定的意图，他们是为了达

到某种目的而写作。好的文本体现了传达信息的写作者

与从文本获得信息的读者相互之间需求的平衡。用一句

话来概括这种对话式和社会互动式的方式就是：“写作不

仅伴随着行为，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行为方式。”［３］这就

强调了文本的交际功能以及适应读者需求的重要性。因

此，文本作者的意图和文本给读者提供的交际的适合性

也是写作的核心问题。在“交际功能性文本”型写作中，

写作者是需要具备创新理念的。也就是说，需要写作者

超越复制和常规来创造出 Ｐｏｐｅ所说的“新鲜东西”。从
另一角度看，唯有写作者自己有语言意识，才能创作出激

发读者兴趣的读本。根据布勒（Ｂüｈｌｅ）的欧加农符号理
论学模式（ｓｅｍｉｏｔｉｓｃｈｅｓＯｒｇａｎｏｎｍｏｄｅｌｌ），文本作为复杂的
符号除了具有描述、呼吁功能，它还具有表达说话者或是

文本作者情感和见解的功能。雅各布森（Ｊａｋｂｓｏｎ）也认
为，除了具有参照、诗意、意动和应酬功能以外，文本还具

有情绪的功能［４］。因此，表达和情绪这两个功能就成为

写作步骤教学法变体与写作工作坊的核心。它们倡导自

由的和文学的创作形式，而交际功能写作模式则在实用

性、以文本为主导和社会互动写作教学法的大框架下强

调写作的描述和呼吁功能。

国外的教育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基本形成如下共

识：在德语作为外语的写作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解除学生

写作思维上的障碍，试图让学生在课堂内外根据读者的

阅读意象进行写作。此外，读者也可以在写作者的文本

修改阶段成为对文本评价主体的一部分。教师应当善于

利用发达的新媒体（如电邮、微博、ＥＭＳ等）建立起一个虚
拟的写作工作坊（Ｓｃｈｒｅｉｂｗｏｒｋｓｈｏｐ），以利于学生以合作或
是单独的形式在不同地方同时进行一个文本的创作。

３　创新式写作在我国德语教学中的应用
在当今我国大学德语写作课堂普遍出现教与学的互

动困难、学生写作潜能难以激发的情况下，“创新式”写作

教学理念应当得到提倡。所谓“创新式”写作教学，是指

不拘泥于固定的写作模式和场景，教师运用多种媒介或

手段充分激发学生想象力，引导其将思绪、感触用德文表

达出来。也即是说，在创新式写作中，应该更加强调德语

学习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意理念（如心智图法和聚

类法），借助幻想之旅之类的方式以及一些文学创作的模

式，通过这些方式使得写作成为一件愉快的事情。

创新式写作的意义在于：１）可以训练学生完整的德
语表述能力；２）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德语文化意识和德语
思维方式；３）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德语写作习惯和语
感；４）也是引导学生将所学德语的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
以及其他技能运用于实践的一种尝试；５）可以激发起德
语学习者朗读、讨论、反思以及继续写作的欲望；６）能够
增强德语学习者在写作过程中与他人之间的沟通与交际

能力，如写作者之间或是写作者与未来读者之间的沟通

与交流。

对于德语初学者而言，这种创新式写作常常让他们

感到望而却步。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框架或模式，他们

常常觉得怯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或感受。没了条条框

框的限制，反倒觉得无所适从。他们害怕遭遇到教师和

同学的低分、差评或是嘲笑。但事实上，如果他们排除了

这一心理障碍，完全可以很好地将个人经验和想象力用

所学语言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因此，面对在应试教育

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教师应该在语言学习者的初级

阶段就将学生的创新和想象能力激发出来，给他们创造

出自由的空间。

那么，如何实现创新式写作呢？创新式写作需要：

———实物

———图像、图片或是音响资料

——— 词条和句条

———我们周围的环境

具体做法可以有如下几种：

第一，讲述实物：对于词汇量掌握较弱的学生，老师

首先可以采用讲述实物的方式。因为我们身边每一个物

品都可能有一个故事：如一条具有纪念意义的围巾、一张

邮票、一本书或是一张照片等。“我们尝试着写或读一个

故事，我们用我们的想象来装饰它。”［５］１７

第二，我的七件东西：让每个学生选几件为旅游途中

可能准备的东西：如喜马拉雅之旅、孤岛之旅、月球之旅

等等。那么，学生可能会带些什么呢？老师可以让学生

写一个这样的想象之旅，并让他们所带物品在旅途中发

挥自己的作用。如果老师想让课堂气氛更加生动活泼的

话，还可以让作者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将这些物品一件件

地展示出来。

第三，相互赠送句子：老师让每个学生都带一件对学

生有着不寻常意义的东西到课堂上。为了激发学生的好

奇心，每个人所带的东西必须是保密的。这是一个互动

式的写作方式。学生 Ａ可以让学生 Ｂ闭上眼睛，然后将
东西放在学生Ｂ的手上并且提问：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看到它，你会想起什么？然后学生 Ｂ睁开眼睛并描述他
见到这个东西的第一印象、感觉和触摸东西时的想法。

然后每个人写出一个或多个句子并将它交给物品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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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物品所有者可以将句子写到黑板上。每个学生写一

篇包含这些句子的作文。

第四，“十一个词”：十一个词是一种由５句话组成的
小短文：第一行１个词，第二行２个词，第三行３个，第四
行４个，第五行又是１个。这种小短文比较适用于描述图
片。它最大的优点在于用最少的词汇最准确地描述

图像。

第五，由于课堂教学中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老师可以

让学生带一些有趣的图片或是照片。老师可以采用多种

方式让学生进行写作，如对单张图像的描述；或是将几张

图片串联起来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等等。

第六，描述音乐或是短片：随着现在多媒体技术的发

展，电脑在课堂上的广泛运用，还有随着手机功能的增

强，音乐和短片也逐渐成为写作课上的常客。教师可以

采用播放一段音乐或短片的方式，让学生发挥想象力和

创造力来进行写作。如将音乐写成故事、为短片写结局

或者开头，或是补充剧中情节等等。

写作工作坊概念的提倡也很重要。笔者理解，所谓

写作工作坊实际上是进行写作课程所需要的设施及空间

的形象表述。但它并非传统上的教室。写作工作坊的设

立可以有不同的目标：

——— 向具体的读者提供信息和激发其产生特定的见

解、想法、意见和行为；

——— 表达难以表达的意见和思想；

——— 研究文化根源；

——— 有意识地了解自己的写作过程并对其进行

改善；

——— 了解文本类型的规范；

——— 学习、运用和掌握另外一种语言；

成功地建立一个写作工作坊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必须要有一种能够激发学习者相互交流想法并

且能够尊重对方的想法和意见的氛围；

——— 学习者必须具有协同和分工写作的能力；

——— 教师必须具有裁判和提供咨询的能力。

写作工作坊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要赋予学习者一种创

作的权利和自由。自由是培养学生养成独立的思维和写

作能力最基本的条件。如果学生没有自由的权利，那么

这往往会限制创新的实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文本类

型的规范和对文本形式的特定要求才不会与创新发生冲

突。在最简单的形式要求下，创新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比如一个德语学生的一首１２３４—１诗歌正好恰如其分地
体现了创新的这一特性。学生首先遵循了形式上的要件

（第一行１个单词，第二行２个单词，其余依次类推，直到
最后一行一个与第一行相同的单词）。

Ｆｒüｈｌｉｎｇ
ｕｎｄＢｌｕｍｅｎ

ＢｕｎｔｕｎｄＳｃｈ？ｎ
ＦｒｅｕｄｅｕｎｄＳｏｎｎｅ，Ｆｒｅｕｄｅ

ｕｎｄＬｅｂｅｎ，ＦｒｅｕｄｅｕｎｄＧｌüｃｋ；
ＵｎｄＶ？ｇｅｌｔａｎｚｅｎｕｎｄＶ？ｇｅｌｓｉｎｇｅｎ
ＥｉｎＳｃｈｒｉｔｔａｕｆｄｅｍＷｅｇｄｅｓＬｅｂｅｎｓ
ＵｎｄｄｕｂｉｓｔｋｏｎｋｒｅｔｕｎｄｄｕｂｉｓｔＰｏｅｓｉｅ

Ｆｒüｈｌｉｎｇ
这位学生通过行数的增加创造性地运用了这种诗的

模式、诗行的跳跃性以及文学性的暗示。通过这首貌似

简单的诗歌，不仅体现出了作者诗意的想象和文学的修

养，还表达出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人生意义的理解

和思考。诗歌的外在形式与诗歌的主题达到了完美的结

合：树的外形契合了诗歌的春意盎然的主题，生命的美好

和深远的意义也由此彰显。这首诗歌不仅体现出了诗歌

形式之美，也体现出作者所具有的思想广度和深度。写

作创新的意义由此得以实现。

４　结　语
写作实际上是一个创新过程。写作能力的培养同时

意味着对语言文本创新能力的培养。德语教学中的写作

课程再也不能按照老一套的方式如完形填空、句型转换

等方式来进行了。我们应当充分意识到，写作的目的在

于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写作不是一个人闭门造车

地填词造句，它是一个协作的过程。教师应当引导学生

充分展现自己的语言意识、能力和知识，并在写作过程中

培养与别人沟通与交际的能力，增强对文本规范的认识

和掌控能力。充分利用各种真实的、虚拟的“写作工作

坊”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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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　罗　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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