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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文化认知 ①

———德语专业高年级视听说课程的教学理论与实践

郭　祺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大外部，重庆４０００３１）

摘　要：从国内外德语视听说教材的使用情况看，存在诸多问题。视听说课程的教学改革需着眼于媒介，借鉴交流
媒介和多重感知的方法，改善传统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本，结合教学实例阐释文

化认知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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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各大院校德语专业几乎都开设了德语视听说这
门课。从这门课在大学四年课程的设置上看，有两种趋

势：第一，为一年级设置的基础德语视听说课。教材为

《当代大学德语听说训练１》。这是与专业课教材《当代
大学德语１》相匹配的，是有效的基础性练习。第二，高级
视听说，适用于三年级学生。教材是《中级德语视听说教

程》。此书的内容选自德国电视台或电台的原版节目，各

章节的难度差别较大，没有循序渐进的过程。例如某些

听力材料只有判断对错题，而某些既有判断对错题，又有

问答题、讨论题。过于简单的题目达不到此阶段的训练

目标，而较难的题目则打击了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听不懂

便放弃。笔者认为，这是在难易程度的衔接上出现的问

题。此外，某些材料只有音频文件。单一的“听”的传统

的教学方式，加上德国实际生活的场景会话，理解就难上

加难了。

在德国，Ｈｕｅｂｅｒ和 Ｋｌｅｔｔ出版社出版了许多教材，如
Ｔｈｅｍｅｎ、Ｌａｇｕｎｅ、Ｓｃｈｒｉｔｔｅ、Ｄｅｌｆｉｎ、Ｔａｎｇｒａｍ、ＳｔｕｄｉｏＤ、Ｐａｓｓｗｏｒｔ
Ｄｅｕｔｓｃｈ等。纵观这些教材，虽然在教材的名字没有“语
法”“听力”或“视听说”等字眼，但都是针对听说读写的综

合性教材，采用的是欧洲统一的语言参考标准。此标准把

语言能力划分为Ａ，Ｂ，Ｃ三个等级，Ａ初级，Ｂ中级，Ｃ高级。
然而，Ｂ这种等级不能等同于中国德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
水平，理由在于，两国对语言层次的划分标准不同，这样，

直接使用这些教材作为高年级视听说教程不妥。

现状不容忽视，问题值得探讨。德语专业高年级的

视听说课程选取什么教材？教师应使用何种教学方法？

教学应达到何种目的？笔者认为，必须先弄清源头，着眼

于“媒介”。诚然，学生在多媒体教室上课，使用电脑，配

有耳机，能通过耳机与教师对话；教师使用电脑、网络、视

频和音频材料，也通过耳机与学生对话；然而这种“媒介”

必须是硬件的媒介吗？教师和学生之间，教与学之间的

关系是什么？媒介是什么？

１　媒介－交流
日常生活中，电视、媒体、电脑、网络、图像、音乐、语

言等都是媒介。在媒介理论领域里，伊尼斯把人类的文

化史看作媒介变革发展的历史；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

息，人类感官的延伸是媒介；鲍德里亚的选举和罢工；基

特勒的电报机、打字机；卢曼的艺术、意义、爱情等都是媒

介。近来，不少媒介理论学者试图从不同的媒介话语中

寻找共性，即统一的媒介概念。迈克·塞德博特在《系统

媒介哲学》一书中凭借媒介的使用方式把媒介划分为感

知媒介（时间，空间，意义等），语言学意义的信息交流媒

介（身体，语言，图像，音乐等）和技术领域的传播储存媒

介（广播，电影，电视，电脑等）［１］。

值得注意的是，除语言以外，在交流媒介的范畴内，

身体和音乐也被纳入其中。这是对香农和韦弗的“发出

者－接受者－模式”（Ｓｅｎｄｅｒ－Ｅｍｐｆｎｇｅｒ－Ｍｏｄｅｌｌ）为基础

的传统交流理论的质疑。他们的线性模式备受批判，因

为它忽略了“意义（Ｓｉｎｎ）不是一个物体，不能从甲地转移

到乙地，意义只能在互相理解即交流的过程中被不断地

重新衍生出来”［２］７７。而这个问题在卢曼的交流模式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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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解决。在传统理论中相互交流的人被卢曼的“告知”

“信息”和“理解”这“三向选择”（Ｄｒｅｉ－Ｓｅｌｅｋ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ｌｌ）所替代。“信息”变成“改变一个系统状态的一种差
异”，“信息”的意义不是在传递过程中，而是在理解的过

程中才得到建构。卢曼认为，“不仅要选择信息的发出者

和接受者，更重要的是，对信息进行选择。”［３］１９０这种三向

选择使人际交流过程复杂化，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理解隔

阂化。对比两种模式不难发现，前者把媒介当成“物化”

的工具，而在卢曼的模式中，人际交流并不等同于信息传

递的过程，这样一来，“媒介”概念的问题就值得进一步

追问。

按照杜登词典的解释，“工具是为某特定目的而成型

的物体，用来（手工）加工或制造另一物体。”［４］１８０５克莱默

尔进一步补充了工具的“物质性外在”这一特质，同时指

出“媒介”隐藏于物质层面之下，并且具有独特的述行

性［５］８３。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的“工具说”不攻自破。

又依据路德维希·耶格尔［６］１４，杰伊·戴维·博尔特和理

查德·格里森［７］２７３的观点，“媒介”更是一种“方法”，其物

质性和述行性共同作用于交流过程。

梳理媒介概念不难发现，媒介的定义复杂，经历或正

经历着不同话语权的限定过程。然而，在各种语境下，将

媒介纳入教育领域，准确地讲，媒介运用在德语专业高年

级视听说教程里，我们可以把媒介理解为不仅仅是传播

储藏媒介（ＤＶＤ，电脑等），教师突破讲台的框架，用身体
语言，用音乐、图像、视频等，用多重感知的方法，改变教

师与学生的传统关系，达到之间的文化交流。在这种前

提下，视听说的教学应体现出一个“新”字。

２　“新”媒介视听说教学
这里的“新”主要有两点：一是教学内容。视听说教

程题材丰富新颖，以不同主题为线索，教学内容涵盖德国

地理、名人、城市、历史、音乐、电影、社会、学习德语等方

面。题目举例如下：Ｓｏ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Ｐｏｓｔ
ｎ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ＢｅｒｌｉｎｕｎｄＷｅｉｍａｒ（Ｋｕｌｔｕｒｓｔｄｔｅ），Ｋｉｒｃｈｅｕｎｄ
Ｄｏｍ，ＪｕｎｇｕｎｄＡｌｔ，ｂｅｒüｈｍｔ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Ｆｉｌｍｅ，Ｔｒａｕｍｕｎｄ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ＲｈｅｉｎｕｎｄｄｉｅＬｏｒ

ｅｌｅｉ，ＳｃｈｎｈｅｉｔｕｎｄＮａｔｕ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Ｍｕｓｉｋ，Ｅｓｓｅｎｕｎｄ
Ｔｒｉｎｋ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Ｆｅｓｔｔａｇｅ，Ｓｃｈｕｌｅｕｎｄ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Ｓｐｏｒｔ。
二是教学手段和方法的改革。教学手段除了最新德语原

版听力视频和音频训练以外，加入了德语音乐、德国地

图、德语电影、文化阅读、网络教学，特别是运用了 Ｐｏｄｃａｓｔ
和Ａｕｄａｃｉｔｙ，配合丰富练习，重视文化学的实践，帮助学生
逐步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取材符合交流媒介理论的原

则，重视文化学背景，集现实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

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３　文化认知的教学
学习外语，正如克拉姆契所言，不仅仅是学习一种新

的交流方式，更是一条文化认知的道路［８］２３７。因此，无论

是基础德语教学、听力、阅读，还是口译、笔译、国情、视听

说课程，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交流”终究是文化，这也

是学习语言最根本的初衷和最终的目标。据笔者的经

验，学生在做篇章阅读练习时，即使查遍所有生词，还是

无法理解整篇文章的内容，这就说明，学生不是缺乏字词

的掌握能力，而是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

戚雨村在《语言、文化、对比》一文中指出：“广义的文

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

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有时也特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

等方面的精神财富，以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知识和

设施相区别。”［９］１３－１４据定义，文化有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

一种是以外显的方式传达，例如将文化表现在音乐、艺术、

建筑、文学等方面；另一种是以内含的方式存在人类社会，

例如教育制度、政治、哲学思想、传统节庆和生活方式等。

从前文所述的教学内容来看，选取不同主题，内容涵盖德

国地理、名人、城市、历史、音乐、电影、社会和德语学习等方

面，正是从文化的不同方面来进行文化的传递。

笔者以视听说教学课堂中的《莱茵河和罗蕾莱》为

例，阐释在课堂中如何实现文化的交流传递。教师给予

学生两个题目，学生需要相互合作并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

题目１：地理连线题。

１．Ｆｌｕｓｓ，ｄｅｒｄｕｒｃｈＷｉｅｎｆｌｉｅβｔ ａ．ｄａｓＭｉｔｔｅｌｍｅｅｒ

２．Ｗａｌｄ，ｉｎｄｅｍｄｉｅＧｅｒｍａｎｅｎｄｉｅＲｍｅｒｂｅｓｉｅｇｔｈａｂｅｎ ｂ．ｄｅｒＢｒｏｃｋｅｎｉｍＨａｒｚ（１１４２Ｍｅｔｅｒｈｏｃｈ）

３．ＩｎｓｅｌｉｎｄｅｒＯｓｔｓｅｅ，ａｕｆｄｅｒｗｅｉβｅＫｒｅｉｄｅｆｅｌｓｅｎｓｉｎｄ ｃ．ｄｉｅＫｉｔｚｂüｈｌｅｒＡｌｐｅｎ

４．Ｂｅｒｇ，ａｕｆｄｅｍｓｉｃｈｄｉｅＨｅｘｅｔｒｅｆｆｅｎ ｄ．ｄｅｒＴｅｕｔｏｂｕｒｇｅｒＷａｌｄ

５．Ｓｅｅ，ｄｅｒ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ｕｎｄｄｅｒＳｃｈｗｅｉｚｌｉｅｇｔ ｅ．ｄｅｒＢｏｄｅｎｓｅｅ

６．Ｍｅｅｒ，ｄａｓＥｕｒｏｐａｖｏｎＡｆｒｉｋａｔｒｅｎｎｔ ｆ．ｄｉｅＷüｓｔｅＧｏｂｉ

７．Ｇｅｂｉｒｇｅｉｎ?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ｎｄｅｍｍａｎｓｅｈｒｇｕｔＳｋｉｆａｈｒｅｎｋａｎｎ ｇ．ｄｅｒＲｈｅｉｎ

８．ＢｅｒüｈｍｔｅＷüｓｔｅ，ｄｉｅｉｎＯｓｔａｓｉｅｎｌｉｅｇｔ ｈ．ｄｉｅＤｏｎａｕ

９．Ｉｎｓｅｌｎ，ｄｉｅｖｏｒｄｅｒＫüｓｔｅｖｏｎＯｓｔｆｒｉｅｓｌａｎｄｌｉｅｇｅｎ ｉ．Ｒüｇｅｎ

１０．Ｆｌｕｓｓ，ａｎｄｅｍｄｉｅＬｏｒｅｌｅｉｉｈｒＨａａｒｋΑｍｍｔ ｊ．ｄｉｅＯｓｔｆｒｉ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Ｉｎｓｅｌ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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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２：在德国地图上填出河流。

在对德国地理知识进行复习之后，学生对河流的地

图概念也逐渐清晰。接下来，教师会从河流过渡到河流

的传说“Ｌｏｒｅｌｅｉ”。Ｌｏｒｅｌｅｉ原本只是一块陡峭的，垂直向下
的，约１２０米高的，位于Ｓｔ．Ｇｏａｒｓｈａｕｓｅｎ和Ｏｂｅｒｗｅｓｅｌ之间
５５４米处的页岩碎块。莱茵河以高速的水流速度挤进狭
窄的山谷，漩涡和急流千百年来提醒着撑筏人和船夫的

安全［１０］４８９。首先，教师给予学生莱茵河和 Ｌｏｒｅｌｅｉ岩石的
图片，让学生了解危险的地形。接着，教师向学生提问，

如果把这块岩石传说化，学生能编造出什么样的故事。

经过学生之间的讨论和学生对自己观点的阐述后，学生

对这块石头的传说有了迫切了解的愿望。接下来，教师

向学生展示传说的各种绘画作品，向学生提出５个问题，
让学生讨论并用德语描述出大概的故事情节。

问题１．Ｉｓｔｄａｓｅｉｎｅｌｕｓｔｉｇｅｏｄｅｒｅｉｎｅｔｒａｕｒｉｇ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
ｔｅ？Ｗｏｈ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ｉｅｄａｓ？（这是一个欢快的还是悲伤的
故事？为什么？）

问题 ２．ＷａｓｍａｃｈｔｄｉｅＦｒａｕａｕｆｄｅｍＢｉｌｄ？Ｗａｒｕｍ
ｍａｃｈｔｓｉｅｄａｓ？（画面上这个女子在做什么？她为什么这
样做？）

问题３．ＮｅｂｅｎｉｈｒｌｉｅｇｔｅｉｎｅＬｅｉｅｒ，ｗａｒｕｍｌｉｅｇｔｓｉｅｄａ？
（在女子身旁放着一个竖琴，为什么有一个竖琴？）

问题４．ＷａｓｍａｃｈｔｄｅｒＭａｎｎｉｍＢｏｏｔ？Ｗａｓｓｏｌｌｔｅｅｒ
ｅｉｇｅｎｔｉｃｈｍａｃｈｅｎ？（画中这个男子在做什么？他本来应该
做什么？）

问题５．ＷａｓｐａｓｓｉｅｒｔｍｉｔｄｅｍＭａｎｎｉｍＢｏｏｔ？Ｓｐｅｋｕ
ｌｉｅｒｅｎＳｉｅ！（这个男子会发生什么事情，请您猜测！）

紧接着，教师播放一段Ｌｏｒｅｌｅｉ的音乐，学生每人得到
一个题，题目是听歌填歌词。如 Ｉｃｈｗｅｉβｎｉｃｈｔｗａｓｓｏｌｌｅｓ
ｂｅｄｅｕｔｅｎ，Ｄａｓｓｉｃｈｓｏｔｒａｕｒｉｇｂｉｎ，ＥｉｎＭｒｃｈｅｎａｕｓａｌｔｅｎ

，Ｄａｓｋｏｍｍｔｍｉｒｎｉｃｈｔａｕｓｄｅｍ ．
填完歌词后，教师引导学生发现德语诗歌文化的要

素，诗歌每一句结尾的单词有韵脚。在这里，教师补充适

当的诗歌韵律的知识。然后让学生跟着音乐、和着旋律

学唱这首诗歌。

经过实际教学，笔者发现，学生对德国文化和中国文

化的差异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希望从死板的地理知识中

脱离出来，真实地感受德国语言文字的文化。在教学工

作中，教师运用了各种感知媒介，用地图、图画、声音、诗

歌和音乐为媒介，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如沟通式教学

法、游戏性教学和任务型教学来进行文化传递。

４　结　语
外语教学除了训练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之外，需

要在外语课中传递文化知识，培育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

力，才能达到最终目标：使学生具有语言能力。而跨文化

交际能力，不仅要透过专业的文化教材，在语言教材里编

入文化主题，还要透过适当的教学法，启发学生发现自身

能力。与其用“讲述式”灌输文化知识，不如用启发式教

学法让学生有机会自己去体验文化，认知文化差异，理解

与包容异己文化，达到利用媒介认知人、认识世界，认识

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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