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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英语知识提高德语教学效果 ①

金　海
（武汉工程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２０２０５）

摘　要：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外语教学的首选语种是英语。德语和英语同源于日耳曼语系，学习德语会受到第
一外语 — 英语学习行为的影响。在德语教学中，教师应从语言的整体框架结构入手，结合英语和德语的异同点，用对

比、交互、阅读讨论及联想方式对德语的语法、词汇和句法进行教学。学习行为因人而异，教师须了解学生已有外语及母

语水平，利用其知识储备来帮助他们构建新语言体系，并将不同教学法进行组合，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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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外语学习的关键因素
外语学习不同于母语学习，其发生机制和外部条件

有其特别之处［１］。ＲｏｄＥｌｌｉｓ在其著名的关于第二外语学
习的论著中提到外语学习的三个关键因素［２］：

（１）语言天赋、资质（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ｐｔｉｔｕｄｅ）。即学习者
对语言的敏感程度、灵活使用的能力和举一反三的能力。

这种资质基本上是“先天”（或者说“先天”占主导地位）

的，但也可以通过“后天”的针对性训练得到大幅度提高。

（２）学习动力（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即学习者本身对学习外语的
热情。很多情况下，外语学习与升学压力和工作压力相

挂钩，因而可能造成学习者对外语学习的“排斥”心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了兴趣，就没有了动力，学习

过程会变成机械的“强迫性”行为，其效果会大打折扣。

（３）学习策略（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主要侧重学习手段和
方法。学习行为是因人而异的，怎样找到适合个人的学

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这也是二外学习成败的关键。从

教育者的角度来看，需要了解学子们各自的特点及他们

原有的知识结构，利用他们已拥有的知识储备来帮助他

们获取新知识并构建新体系。利用英语知识对德语教学

发挥正迁移影响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３］。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外语教学的首选语种是英

语。英语和德语同属日耳曼语系［４］，英语学习对于学生

进行第二外语（尤其是德语）的学习会有极大的影响。如

何扬长避短、利用英语和德语同源的特点，发挥英语的背

景知识，以提高德语的学习效果呢？笔者认为，教师应该

从语言的整体框架上，用对比式教学法对语法、词汇和句

法进行教学，并辅导学生以交互式、阅读讨论式学习方法

来达到最佳效果。

２　教学方法探讨
２．１　对比式教学法

在解释德语词汇和语句的时候，笔者常用英语翻译来

对德语进行解释，其内容的准确度要远高于中文翻译的内

容。此法对单词的学习非常有效，因为德语和英语的很多

单词都是同源的，在拼写上非常相似，熟悉英语的学生可

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英语词汇、语言天赋和想象力在很短的

时间内极大的扩充德语词汇量（示例参见表一）：

表１　德语英语词汇相似性示例

德语 英语 中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ｚｅｎｔｒｕ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信息中心

Ｓｏｚｉａｌｓｔｒｕｋｔｕｒ 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社会结构

Ｌ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学习方法

此外，在学习德语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用母语无

法找到恰当对应词的情况。引入英语，可以极大地补充

母语表达中因文化差异和表达方式不同而导致的某些空

缺，并且在理解上能更好地把握内容的精髓［５］。例如：德

语和英语在动词第一分词和第二分词的用法上非常相

似，在解释德语中的分词结构时，教师可以直接将语句用

对应的英语例句表达出来，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这

一语法概念和用法（如表２所示）。
对于本身就是英语专业的学生或者英语基础非常好

的学生，用德语－英语互译的方式来对比两种语言间的
异同点对于德语学习来说非常有效。这一方法可帮助学

生在句型结构和时态表达上区分德语与英语的不同。例

如，学生可以通过下列翻译练习，了解到德语和英语在时

态表达上的主要区别（如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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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德语英语在分词表达上的相似性

德语 英语 中文

ｅｉｎｗｅｉｎｅｎｄｅｓＫｉｎｄ（第一分词） ａｃｒｙｉｎｇｃｈｉｌｄ（第一分词） 一个正在哭的孩子

ＧｅｓｐｒｏｃｈｅｎｅＳｐｒａｃｈｅ（第二分词） Ｓｐｏｋｅ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第二分词） 口语（口头表达）

表３　德语英语在时态表达方面的差异

德语 英语 中文

ＤａｓＥｓｓｅｎｉｓｔｇｌｅｉｃｈｆｅｒｔｉｇ．（一般现在时） Ｔｈｅｍｅａｌｗｉｌｌｂｅ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ｓｏｏｎ．（一般将来时） 饭马上就好了。

ＩｃｈｈａｂｅＥｉｓｇｅｇｅｓｓｅｎ．（现在完成时） Ｉａｔｅｉｃｅｃｒｅａｍ．（过去时） 我吃了冰激凌。

Ｉｃｈｌｅｒｎ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ｓｅｉｔｅｉｎｅｍＪａｈｒ．（一般现在时）
Ｉ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Ｇｅｒｍａｎｓｉｎｃｅｏｎｅｙｅａｒ．（现
在完成进行时）

一年以来我一直在学德语

（或：我学德语已经一年多

了）。

　　通过这一对比练习，学生可以较容易的总结出：①德
语中现在完成时与过去时在时间表达上没有区别，只能

用来表示过去，而和现在发生的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如

表三中第二行示例）。②德语中的一般现在时既表示一
般现在时、现在进行时，也可以用来表示一般将来时（如

表三中第一行示例）、现在完成时以及现在完成进行时

（如表三中第三行示例）。这两点是英语和德语在时态表

达方面最大的区别。

２．２　提问和交互式教学法
中国传统式的教学中，灌输式教学法比重较大［６］。

对于主题讲座，这种方式并无不妥。然而，在学习语言的

时候，这种方法却实在不可取。语言的学习是一个综合

技能的学习，其着眼点并不在掌握语言的基本知识机构，

而是如何应用语言，在应用中建立自己的语言表达体系，

因此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才是外语学习成败的关键。这

绝对不是灌输式教学所能实现的。针对中国学生在教学

中普遍参与度较低的情况，教师必须通过提问、交流等方

法增加学生的参与度，适时肯定他们的成绩，从而调动他

们对语言应用的兴趣。

在这一过程中，提问式和交互式教学是比较有效的

一种方法。它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增进师生间的

交流，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通过交流易于发现、并尽快

解决问题，使学生达到主动、灵活应用外语的目的［７］。

比如在前面表三的示例中，教师可在讲解这些练习

过程中，引导学生来总结这两种语言在时态上的区别，最

后通过点评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印象。

２．３　阅读讨论式学习方法［８］

语言的掌握其实是一个熟练过程，这种熟练是以听

说读写的综合能力提高为背景的，而在非母语国家学习

外语，要克服语言交流环境不太好的不利因素，尽快提高

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则须在阅读方面多下些功夫，找到突

破口。选择与教学进度相当或略超前于教学进度的合适

阅读文章，在教科书之外进行补充阅读训练，是尽人皆知

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提高阅读量和难度的条件下熟

悉语言表达的方式，体会语言的共性，进而让阅读者在了

解内容的同时记住句型结构和表达的一般性规律，有利

于熟练和准确应用语言。

这里须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很多学生总以单词

量来判断语言学习的好坏，这并不是语言教学的目的。

这就好比建一栋房子，需要各种建筑材料如钢筋、水泥、

砖瓦等。再经过适当的组合、砌筑、装修，才能成为适合

居住的房子。语言便是这样一个系统：单词只是建筑材

料，语法就是它的“框架”，句型结构、句式、习惯用法等则

是装修。抛弃了对语言整体结构的领悟，光积累大量的

“砖瓦”，形不成“建筑物”。在阅读中，学习者可以在潜移

默化中慢慢了解和体会这个语言系统的整体，逐步掌握

这一系统的方方面面，并在这一过程中构建自己的“建筑

物”，这才是语言学习应该遵循的原则。

简言之，通过阅读来学习语言应该是非常有效的。

而阅读后的口头讨论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讨论，

可以加深学生对句子和课文的理解，解决在阅读中遇到

的各种语言学习问题。不同资质的学生还可通过讨论增

强互补和互动，从而提高整体学习效果。

２．４　联想式学习法
联想式学习法与启发式教学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在进行联想式学习的时候，教师的启发是至关重要

的。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注重了解学生已经具备的知

识体系和结构，并针对性的利用学习中的正迁移原理［１０］，

启发学生大胆联想。特别是在表１、表２中，具备一定英
语词汇和语法知识的学生应能够很好地体会这两种语言

的相似性，教师则须引导学生将已有知识应用到新语言

的学习上，使其在学习德语词汇和某些与英语相似的语

法时受益。这样“举一反三”，既有效也节约时间，可起到

“画龙点睛”的作用。在实际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以上

的教学法永远不会单独存在。教师须有针对性的变换教

学法，结合不同教学模式，灵活应对学生的不同知识背景

和领悟能力。下面以几个年龄、英语程度和文化背景各

不相同的学生为例，为大家简单展示笔者在教学中采用

的教学策略：

２．５　实例分析
例一：何某某，女，２８岁。曾在外贸部门做接待工作，

其英语水平堪比专业人士。基于涉外婚姻的要求（丈夫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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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国人），必须在短时间内将德语水品达至 Ａ１级。在
教学中，由于她积极性高，参与能力极强，英语知识丰富，

且善于联想式学习，因此，她将英语知识最大限度的融入

到德语学习中，并在德语学习后三个月，以近乎满分顺利

通过了Ａ１考试。
例二：杜某某，男１６岁。高中还没有毕业，家人希望能

送孩子到德国上大学。因为他英语基础不好，且本人对外

语兴趣不大，在教学中确实遇到了不少困难，尤其是很多

可以借鉴的英语概念和知识都无“用武之地”。因此，在对

他的教学中，笔者尝试将相关内容与中文某些语法现象进

行对比，用针对第一外语的教学方式来开展教学。因为该

学生年龄较小，还没有较成型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方法，因

而更适于“手把手”教学。在传统中学（灌输式）学习基础

上增加了阅读和讨论式教学的力度，效果较好。

例三：张某某，男，１９岁，刚刚进入大学，英语虽然不
是很好，但是很有悟性。该学生是学音乐的，特点在于模

仿能力强，有创造性。缺点是不够勤奋，学习主动性不

强，不喜欢记忆。在实际教学中，笔者注重发挥联想式教

学法，通过启发式教学，增强与学生的交互行为，增强学

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在潜移默化和自我总结中完成

对语言点的记忆。

例四：范某某，女，２３岁，大学刚毕业，学设计出身，英
语很不好。该学生的整体语言结构很混乱，不论是在外

语还是母语方面；优点是记忆力强，学习态度积极。在教

学中，笔者尝试结合传统教学法，增加该学生的阅读量，

并注重讨论式教学的内容和深度，帮助其构建语言的基

本框架结构。同时，多传授已成文的语言知识，发挥她记

忆力强的优点。目前，该生已开始在德国进行深造。

３　结　语
德语英语同属日耳曼语系，两者间在某种程度上有

很大的共性。因此，在教学中，老师可有针对性的依照学

生的英语背景建立不同的德语教学模式，同时也要根据

学生的其他语言知识特点，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希望这

些基于德语教学实践而进行的教学模式探讨能够对第二

外语，尤其是对德语的教学工作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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