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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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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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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词汇是高中英语教学的重点

,

同时也是教学难点
。

运用语境进行词汇教学不仅提高了词汇教学效果
,

而且能更好地

培养学生感知语言环境
、

灵活运用语言的能力
。

该文从教材出发
,

探讨了语境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作用
,

并提 出了一

些语境词汇教学运用途径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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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是语言三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

是语言意义的载

体
。

学生词汇量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听
、

说
、

读
、

写
、

译等各项技

能的发展
。

因此
,

词汇教学是英语教学中的基础环节
,

对培养

学生综合语言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1 词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

当前词汇教学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

L l 词汇用法扩展过度
,

主次不分
,

教学重点不明确

有些教师在教授单元新词时
,

把词汇教学当成词典搬家
,

让学生熟记词的每一个意思甚至英文例句
。

对待单元的每一

个新词时
,

忽视了课标的要求
,

眉毛胡子一把抓
,

花一样的时间

和精力处理不同要求的词汇
。

这就造成学生花大量时间精力

学习词汇
,

而未能记住积极词汇的常用词义和搭配的后果
。

1 .2 缺乏词汇学习策略的培养

在词汇量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
,

传统的教师讲单词
、

学生

读单词和背单词的词汇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标准》提出的

目标与要求
。

新课标对于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能力的提

出要求教师不应当只
“

授之以鱼
” ,

还应
“

授之以渔
”

—
词汇学

习策略
,

为学生课外阅读
、

自主学习提供良好的
“

催化剂
” 。

13 忽视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

我国多数词汇教学模式局限于教师独立呈现
、

讲解词汇
,

脱离具体语境
,

极少利用真实的语言材料进行词汇运用练习
,

提供的词汇练习偏机械性
、

强化记忆类型
,

学生逐渐丧失了运

用新知有意义地表达观点和情感的能力
。

久而久之
,

学生将词

汇学习等同于机械记忆
,

失去了学习 的兴趣
。

2 语境的定义与内涵

语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

广义的语境是语言表达的具体

环境
,

如具体的场合
、

身份
、

社会环境等
。

狭义的语境是指上下

文
,

即词
、

短语
、

语句或篇章的前后关系
,

具体用来指位于某个

词
、

片语甚至长至句子或段落的语言
。 「, l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

斯基 (Mali llo w sk y)首在 1 92 3年提出
“

语境
”

的概念
,

他认为
: “

语

言环境对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

语言和环境相互紧密联

系在一起
” 。 「2 1

弗斯 (Fi rt h )师承马林诺斯基
,

提出了根据言语

背景和上下文来寻求意义的观点
,

创立了比较完整的语境理

论
。 「31

语境在语言交际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受西方语言界所重视
,

也引起我国语言学家的关注
。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
,

陈道望就

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构成语境基本要素的
“

六何说
” 。 口]

胡壮

麟(20 03 )将语境分为
:

语篇中的上下文
,

即语言语境 ;语篇产生

时的具体场景
,

事件及参与者
,

即情境语境 ; 说话人所在的言语

社团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
,

即文化语境
。 「5]

而对于课堂上的教学材料而言
,

语境按其功效可分为教学

语境与自然语境
。 「61

二者起点不同
,

侧重点不同
,

功用也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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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

教学语境指专为 目标词设计的句段
,

多以例句形式出现
,

范围不大
,

但提示具体丰富
,

多用于培养学生利用语境推测语

义能力的起始阶段
,

具有操作时间短
,

实效高的特点
。

但教学

语境有违真实
,

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 自主词汇学习的能力
。

自

然语境则是以传递信息为 目的的真实语境
,

需要词汇学习者有

一定的语言基础
,

足够的存储知识和初步的策略技巧
,

并花费

较多时间来识别 目标词
,

但其激活了学生原有的知识
,

有利于

新知的内化和吸收
。

因此
,

教师在课堂上应课汲取教学语境和

自然语境的优缺点
,

从真实预料中提取含有 目标词的句子
、

段

落及篇章
,

根据学生现有的语言基础及学习特点
,

开展合适的

词汇学习活动
。

3 语境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作用

语境是言语行为过程中对话双方运用语言表达思想
、

传递

情感的环境
,

是言语行为的条件
,

制约着词语意义的理解
。

语

境的差异会导致词汇特定内涵的不同
,

只有通过语境才能了解

该词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意义
、

搭配
、

用法及内涵
。

另外
,

真

实的语言使用环境也是学习一门语言的最重要的动机之一
,

学

生只有在交际情境中有需求
,

才会促使自己使用语言
。

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
,

语境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

3. 1 语言语境有助于猜测词义

利用语境进行猜测词义具有极其重要的原因在于
,

信息处

理水平对词汇记忆具有很大的影响
。

对信息的加工水平越深
,

信息就越能长久地保留在记忆中
。 口

而猜测词义就是一种深度

的信息处理过程
,

在这一过程中
,

学生会对所猜测 的词汇留下

深刻的印象
,

为今后运用词汇打下坚实的基础
。

语言语境中如定义
、

解释
、

举例
、

同义词
、

反义词
、

对 比
、

因

果关系等为学生提供 了丰富的线索来猜测词义
。

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应善于培养学生利用上下文猜测词义的能力
。

著名语

言学家 Nati oll 介绍了根据语境猜测词义的具体方法 ; 阅读者由

近及远在语境中寻找相关提示
,

定位目标词的词性及搭配
,

理

顺含 目标词的句子与相邻句子之间的关系
,

在可能的情况下
,

再把目标词分为词缀和词根
,

最终推测出词义
。

该方法为学生

提供了词汇学习 的参考模式
。 「别

如
:

Th
e fu n e tio n s o f yo u r Sk in 。r e 。15 0 、e钾 ‘」2卫互困上茎二 it

k e e p s yo u w a rrn o r e o o l; it p re v en ts y o u r bo dy fro rn lo sin g to o

rn u e h w a te r ; it 15 汕
e re y o u fe e l e o ld

,

h e a t o r p a in a n d it giv e s

yo u yo u r se n se o f to u e h
.

(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五 u n its r irs t 。id

凡
a d in g )

首先通过定位 目标词
”

co m p lex
” ,

学生可以确认其词性为形

容词
,

接着通过下文对皮肤作用的列举
,

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

猜测出
”

co m plex
”

即
“

复杂的
”

意义
。

3. 2 情境语境有助于扩大词汇量

教材中每一单元都围绕一个主题开展
,

教师若能根据教学

目标
,

创设一些真实或准真实的具体场合和情境
,

学生就可以

在生动
、

形象
、

直观
、

自然的学习环境中扩展关于该主题或该场

景下常用词汇
,

提高词汇储备
。

例如在学习必修五
,

U nit 4 : Mak ing the lle * 这一单元时
,

教

师可以安排
“

头脑风暴
”

作为热身
,

让学生假设自己是一名报社

记者
,

尽可能地想出与报社相关的职业
,

如 jou m ali st
, 。

dit ort

p h o to g ra ph e r ,

d e sig n e r , e h ie f e dito r ,

p u b lish er

等词汇
。

这样的教

学活动既能活跃课堂气氛
,

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

又可以帮助学

生联想记忆
,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3. 3 文化语境有助于理解词语内涵

任何语言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
。

英语中许多词

汇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

不了解其文化背景
,

学生就难以理解

其真正含义
。

因而
,

教师需结合词汇的文化语境进行教学
,

引

导学生理解词汇在特定文化背景中的含义与用法
,

理解中西方

文化差异
。

例如
“

知识分子
”

(int ell ec tua l)在中西文化中的内涵就有所

不同
:

在汉语中
, “

知识分子
”

泛指有一定知识文化科学知识的

脑力劳动者
,

如科技工作者
、

文艺工作者
、

教师
、

医生等
。

而在

芙语中1nt el lec tu al 是指具有慎密思维能力特别是致力于文学和

艺术创作人
,

以及致力于研究
、

思考和推论深奥
、

抽象的理论问

题的人
,

范畴较小
。

这就需要教师在解释
、

列举
“

知识分子
”

类

别的基础上
,

通过文化渗透使学生理解
“

int ell ec tua l’’的内涵
。

4 语境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途径

4
.

1 结合课文内容
,

在特定的段落或句子中
,

讲解词汇的形式和

意义

在结合课文进行词汇教学过程中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

由简到繁
,

由易到难
,

逐步引导学生掌握新知
。

首先介绍课文

有关背景材料
,

通过提问
、

展示等方式使学生初步接触与课文

有关词汇 ; 其次
,

让学生通过听
、

读整篇文章
,

对文章有了大致

了解后
,

再根据上下文和语言背景猜测生词的含义 ;接着教师

通过直观形象
、

英文释义等方式提供该词在文中的正确含义 ;

最后学生再阅读课文进一步理解生词含义
,

熟悉生词用法
。 田l

例如
,

在教授必修五
,

u n it Z 仆
e u n ite d K in g d o rn 时

,

可先介

绍相关国家概况
,

使学生对英国的历史
、

组成部分有个大致的

了解
,

初步接触如
“

co ull t钾si de
, 。

oll fli ct
,

b re ak * ay
”

等新词
,

接

着引导学生阅读课文
,

结合词汇所在段落或句子猜测如
“ a rc hi

-

te e tu re
, to the ir c re d it

, 。d rn in istra tio n ”

的含义
,

最后通过再次阅

读文章来验证他们的猜测并掌握生词的用法
。

4. 2 通过问答创设真实的语境学习词语的用法

在教学中
,

教师可 以以所学词汇为话题引导学生开展会

话
,

尽可能地把词汇学习与听
、

说等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
。

该项活动既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

激活思维
,

活跃课堂
,

又能实际

操练词汇的用法
。

必修一
,

unit 4 的话题是
“

Ea rth qu ak
e ” ,

教师可以实现播放地

震相关英文视频
,

要求学生描述震前迹象及震后危害
。

接着提

供以下材料供学生连线
,

要求学生合作问答编成对话
,

b五e k s fe ll dO W n

w e lls in ru in s

w a te r PIP e s r o s e a n d fe ll

h o u s e s e ra e k e d a n d bu rs t

a n irn a ls b e ha v e d str a n g e ly

P e o Ple b e e a rn e h o rn e le s s

bu ildin g s e
ov

e : ed th e 群ou n d

将新词通过语境串联起来
。

在该项教学活动中
,

教师将

听
、

说
、

读有机地结合起来
,

综合发展学生语言运用能力
。

4. 3 通过有语境的词汇练习帮助学生把握词语的意义和搭配

教材中提供的词汇练习有利于学生巩固词汇的词性
、

意义

(下转第5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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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利用网络
、

图书馆自觉地丰富知识
,

扩展词汇量
,

收集相关

信息
。

与此同时
,

在课外
,

学生要学会利用身边的有效资源为

自己创造开 口说英语的机会
,

例如主动与外教交谈
,

积极参加

学校社团
、

学生会举办的各种活动(晨读
、

英语角
、

口语辩论
、

演

讲比赛
、

话剧节 )等
。

3. 2. 2 培养合作学习的能力

合作学习是大学英语课堂最常见的学习方式
。

教师在口

语课堂上经常以小组为单位设计
“

任务
” ,

通过小组讨论
、

小组

合作的方式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学习积极性
。

作为

合作学习的参与者和主体
,

学生在小组学习中必须学会善于与

他人合作
,

敢于表达个人观点
。

课堂实践证明
,

小组活动能激

发学生的潜能
,

使其发挥出较高的水平 ;此外
,

小组成员通过共

同交流
、

思考
、

协商能增进同学间的友谊
,

培养人际交往能力
,

提高学习效率
。

3. 2. 3 培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任务型教学中
,

学生不仅仅是知识的接受者
,

也是问题

的研究者
。

学生应具有发现问题
、

设想问题
、

提出问题
、

解决问

题的能力
。

学生要做学习的
“

有心人
” 。

在课堂上
,

不确定的语

言表达方式
、

不懂的发音
,

对
“

任务
”

的质疑
,

都可以大胆地向教

师发问
,

不要害怕出错
,

怕丢脸
。

教师也应当正确地引导学生

发问
,

并指导学生解决问题
,

而不是直接告诉学生答案
。

3. 2. 4 培养归纳知识和学会反思的能力

在任务型教学的课堂中
,

学生通过小组合作
、

资料收集
、

表

演
、

讨论等途径获得的知识
、

方法和经验是比较杂乱而缺乏条

理的
。

因此
,

每个学生听完课后应该对课堂上所完成的
“

任务
”

进行反思
,

学会在众多的信息中归纳出自己应该掌握的一些内

容
,

这样便可以更好地理解教师课堂设计的目的
,

才能更好地

配合教师
,

并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

4 总结

任务型教学法从20 世纪 80 年代起逐步掀起了研究热潮
,

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外应用语言学家和教师们广为认可和接受

的一种教学方法
,

它反映出了英语教学 目标由重语法规则到重

实践运用
,

教学模式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
。

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颁布突出了教学要求对

听说能力的重视
。

但在我国
,

任务型教学法研究起步较晚
,

研

究的时间不长
。

且由于地域差异
,

各地区
、

各高校的英语教学

情况不 同
,

任务型教学在我国高校的实施不可能有统一的标

准
。

如何因材施教
,

发挥任务型教学的优势
,

使学生真正的成

为学习 的主体
,

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应该是我们所应关注

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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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搭配
。

练习中的一些例子提供了生动的语境
,

贴近学生的生

活
。

学生不再机械地操练词汇
,

而是在分析理解语境后选择和

运用词汇
。

人教版高中芙语中的
“

Le
a m in g ab ou t lall gua g e ”

环节为学生

提供了很好的巩固词汇的练习
。

例如必修一
,

u nit s 的第三大

题提供了一段黑人律师为争取平等人权的经历自述
,

题材与本

单元主题相吻合
,

挖空填词的练习要求学生在理解文章大意的

基础上
,

运用词汇的适当形式将信息补全
,

通过语境巩固生词

如
“ a tta e k

, 、io len e e , 0 佑e ia l
”

的词义
,

掌握生词的固定搭配
,

如
“ v o te fo r S th

. ”

等
.

5 结论

语境在词汇教学中的特定功能决定了须把语境和词汇相

结合的教学原则
。

为此
,

教师应尽量在语境中呈现词汇
,

在语

境中教授词汇
,

并创造条件让学生在一定语境中操练和使用词

汇
,

让学生逐渐养成通过语境观察猜测词义
、

通过思考领悟意

义
,

通过对比理解社会文化背景及词语内涵的词汇学习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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