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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和词汇策略选择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语篇和语用意
义 高中《新课标》的教学实践探索
盛海利

北京市怀柔区第一中学，中国·北京

论文首先通过中文示例展示“不啰嗦、不重复、不单调”的语篇和语用的常态规律，揭示语法和词汇策略选择在语篇和语
用上的意义。然后透过一篇简短英语例文的六次修改过程，展现在真实表达中如何顺应这样的规律来选择语法和词汇策
略，实现语篇和语用效果。最后对语法和词汇选择策略进行了可操作性解读，并修改一篇《新概念英语》课文做示范。这
是笔者长期一线教学的思考和实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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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中学一级教师，从事中学英语研究。

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

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是现阶段指导全国高中英语

教学、命题、测试和研究的权威文件。与以往官方教学指导

文件相比，《新课标》第一次把“语篇知识”和“语用知识”

放到了高中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位置。

长期以来，受认识局限和传统教法的影响，局部的英

语教学专注英语语法和词汇的知识教学。笔者结识的某些师

生就认为，学会了语法和词汇就是学会英语了；能够读懂、

尤其是在表达中能够运用复杂词汇和高级句式，英语水平就

是高了。但被认为水平“高”的学习者又经常出现“读懂字

面意思却不理解整体语篇”或“所用词汇与语用场景不搭”

的尴尬情况。

究其原因，在于不理解或忽视语法和词汇学习在语篇

和语用中的意义。《新课标》指出：“语法参与传递语篇的

基本意义，语法形式的选择取决于具体语境中所表达的语用

意义”[1]（新课标 2020：25）。

《新课标》要求学习者“在语境中，理解具体词语的

功能，词义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使用者的意图和态度等”[1]（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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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 2020：22）。

论文通过对一篇英语作文从语法、词汇和语篇连贯三

方面进行的六次修改，探索如何在教学实践中落实《新课标》

的教学要求，帮助学习者明确语法和词汇知识学习的语篇和

语用意义，选择符合语篇和语用要求的语法和词汇策略，实

现真正的理解和表达。

2 从中文表达看“不啰嗦、不重复、不单调”

的常态语篇和语用规律

语言是表达意义与交流信息的工具。“语篇是表达意

义的语言单位” （新课标 2020：26）。“在使用语言的

过程中，语言使用者不仅需要运用词汇和语法知识，而且需

要将语言组织为意义连贯的语篇”[1]（新课标 2020：26）。

人们对表达效果和交流效率的追求，体现在语篇和语用的效

果上，最终依靠语法策略和词汇策略的选择来实现。

以下请看陈述同一事实的两个口语语篇：

例 1a：今天我吃饭了。饭是米饭。饭挺香的。我在幼

儿园吃的。

例 1b：今天我家孩子在幼儿园吃了顿挺香的米饭。

可以看到：例 1a有 4个单句；主题词“我”“吃”和“饭”

出现多次重复。根据这一语篇可以推断说话人是刚刚学会表

达的幼儿。例 1b则是成年人语篇的特点：只有 1个单句；

无重复信息。这体现出常规语篇的规律：“不啰嗦、不重复”。

这一规律的总结并不是要强迫牙牙学语的孩子说出如

例 1b那样大人的话。新课标也提示：“有效的语言使用还

涉及说话人的意图、情感态度及其对具体语境下参与人角色

和身份的理解”[1]（新课标 2020：25）。他能够选择这样的

语法和词汇策略形成语篇，达到自己表达目的和效果，是“得

体”的语言！

而成年人做出例 1a式的表达，则表明在常规交流中的

语法和词汇选择策略的失败！毕竟，啰嗦表达和无谓重复既

破坏了交流效果，又降低交流效率。

当年流行的一个手机短信，从另一个角度可以揭示了

词汇选择策略在顺应规律上的重要：

例 2a—对照版

我对佛许愿，保佑你永远快乐。

佛说不行，只能四天。

我说：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佛说：两天。

我说：黑天白天。

佛说：一天！

我大笑：生命中的每一天！

祝全家快乐！

例 2b—真实版

我对佛许愿，保佑你永远快乐。

佛说不行，只能四天。

我说：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佛愣：两天。

我笑：黑天白天。

佛惊：一天！

我大笑：生命中的每一天！

祝全家快乐！

对照版对照组中，“说”多次重复，使叙述索然无味！

而右侧真实版中，“说”被表达不同情感效果的字眼所替换，

展现了情节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其中“说”有一次重复，

也是“我”藏着“小心机”！）。表达效果非常生动鲜活！

笔者无意否定词汇的重复是语言表达的重要策略。“语

篇中出现的一部分词汇相互之间存在着意义上的联系，或

重复，或由其他词语替代，或共同出现。只有词汇的相对集

中，才能保证语篇的主题和语义场取得统一”[2]（胡壮麟，

1994：112）。就像鲁迅先生的名句“我家后院有两棵树，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那样，不重复就无法达到表

达的效果。

但从常规语言的表现以及交流的效果出发，从以上两

则中文示例中仍然可以总结出语篇和语用的常态规律：不啰

嗦、不重复、不单调。语法和词汇策略的选择就服务于这样

的规律，体现语篇与语用的意义。

3 通过作文修改看语法和词汇策略选择的语

篇和语用意义

“不啰嗦、不重复、不单调”作为语篇和语用的常态

规律，同样适用于英语学习。

请看以下某同学完成的一段英文书面表达，英文例 1：

I like

I

I

I like I like

（评价：全文共 64个单词，14句话，平均每句话 4.57

个单词，表达能力起步级。）

英语初学者采取了“单句正确”的语法策略和“表达

正确”的词汇策略，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但如果仅仅满足

于此，就“渺小”了！因为语篇的“啰嗦、重复、单调”，

给读者造成幼儿英语的效果。着实有改进的空间。

初学者进步的第一阶梯，是使用并列复合句，即通过

使用并列连词，把具有语义并列关联的单句合并到一个句子

里。这样修改如下，英文例 2：

and

and

and but

（评价：全文共 48个单词，5句话，平均每句话 9.6

个单词，表达初步升级。）

使用并列复合句的好处，一是合并单句，把原文的 14

句合并为 5句话，避免啰嗦；二是省略重复的词汇，避免单

调乏味。

完成初步升级后，该文依然留有改进空间。文中划线

的两个句子“离学校不远”与“经常骑车上学”之间是比并

列关系更具“内涵”的因果关系，但两个独立单句并不能表

现出来。

初学者进步新阶梯，是使用主从复合句，即把一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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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降格”为从属者（从句），为另一单句（主句）服务，

实现两句合并来表达这一更有“内涵”的关系。修改如下，

英文例 3：

I I

（改后评价：全文共 49个单词，4句话，平均每句话

12.25个单词，表达进一步升级。）

使用主从复合句的好处：一是合并单句，把原文的 5

句合并为 4句话，减少句子数量；二是可以更精准、紧凑地

体现两个句子之间的关系内涵，使表达进一步升级。

这一提升效果仍然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在划线的主从

复合句中，从句的主语“I”与主句的主语“I”在同一句中

所指相同，造成信息重复。可以把从句的谓语动词从时态形

式改造为不含时态的非谓语动词形式，进而使从句主语失去

存在必要而省略。改进后如下，英文例 4：

（改后评价：全文共 47个单词，4句话，平均每句话

11.75个单词，语法表达高级化。）

以上三组示例表明：语法策略不是拿来“秀”的，而

是服务语篇功能，使书面表达简洁紧凑，更得体。但初学者

的进步空间不仅限于语法，更有赖于词汇策略的选择。英文

例 2在词汇选择上存在明显的问题：“喜欢”只能用“like”

表达吗？重复且单调！改进后如下，英文例 5：

I I

I

I

（评价：全文共 55个单词，4句话，平均每句话 13.75

个单词——表达质的提升。）

可以看出：原文多次重复的词汇“like”，在例文 5

中 分 别 被“ ”“ ”“

doing”和“enjoy”等 4种词汇替换，避免了啰嗦、重复、

单调。这里体现《新课标》对选修阶段的要求：“在特定

的语境中，有效运用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正确理解

和确切表达比较复杂的主题意义和观点”[1]（新课标 2020：

22）。可见英语学习过程中掌握词汇的重要性：词汇表达准

确多样，是提升语言表达效果的必然路径。

然而例文 5从交流效果评判，仍然存在不尽如人意的

地方：全文每句话主语都是“I”，给人的感觉还是重复、

单调。主语是表达的视角，始终从“自我”的视角去“絮叨”

一件事情，给人的感觉是“自恋”或“乏味”！初学者需要

改变表达视角，就如同视频需要不断切换镜头一样。改后后

如下，英文例 6：

（评价：全文共 56个单词，4句话，平均每句话 14个

单词，表达正常自然。）

变换主语，可以实现表达视角多元化，进而导致语法

和词汇策略的调整，提升语篇和语用效果。主语不一定必须

是“人”，也可以是物，如论文中“ ”或“

”做了主语；还可以动名词 doing做主语，或偶

尔使用被动语态变宾语为主语等。《新课标》提示：“通过

使用被动语态或调整主从复合句中主句和从句的位置，在句

子中合理安排中重要信息的位置，以提高语篇的连贯性”[1]

（新课标 2020：27）。

历经多次修改以后，这一书面表达还是略显生涩。《新

课标》要求：“在作文中恰当地运用语篇知识来组织篇章结

构，可使逻辑更加清晰，内容更有条理，整个语篇更加连贯”[1]

（新课标 2020：27）。其中提到的重要连接手段，就是借

助句与句之间的连接词和段与段之间的过渡句，实现表达的

流畅。修改后如下，英文例 7①：

I’

on However

’

English.

（评价：全文共 70个单词，7句话，平均每句话 10个

单词，表达自然流畅。）

文中加横线的地方，体现了表达中思维的变化和语句

之间的联系，增加了行文的流畅性，展现了思维的连续性。

同时，词汇的选择也显出不同于一般学习者风格和水平。

4 从语篇和语用层面上解读语法和词汇的策

略选择和实例演示

通过英文例 1到例 7的蜕变说明：英语学习者沿着“不

啰嗦、不重复、不单调”的指向，可以实现语言表达的螺旋

式上升！

不啰嗦！就是“句式紧凑多变”。即，从正确形成单

句起步，通过并列复合句、主从复合句和非谓语动词简化的

学习过程，实现句式的简洁紧凑；通过多种句式（语气）的

表达、主动与被动语态的切换，长句陈述和短句评论的结合，

实现句式的多变。

不重复！就是“词汇准确多样”，即在保证语义准确

的前提下，变换同义词或近义词来实现表达的多样化，同时

兼顾语用环境选择得体的词汇；退而求其次的情况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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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否定方式使用反义词实现表达的变化或强调。在英语中，

还可以通过上下文词性的变化来实现词汇多样性。

不单调！就是“连接过渡自然”，这是更高要求。不

啰嗦和不重复都是不单调的体现。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句与

句之间的连接词和段与段之间的过渡句，实现表达的流畅和

思维的显性。

根据这样的学习路径，笔者把中国大陆历久不衰的英

语学习教材的课文 [3]（亚历山大、何其莘：1997：12）进行

升级改造，作为对以上所讲原则的示范和试验。

原文：

man woman

act

said

（评价：供初学者学习的过渡语文章，16个单句，101

个单词，平均每句话 6.31个单词。）

修改后：

where

However

disappointment

couple

so that which

n’

and

responded

“ ”

（评价：常态化文章，10个单句，107个单词，平均

每句话 10.7个单词。）

5 结语

《新课标》把新时代的英语教学提升到聚焦语篇意义

和语用效果的高度，这对基于语言形式的教学习惯提出了巨

大挑战和明确的改进要求。论文着眼于单句之间重复信息的

处理，探索如何引导学习者理解语言形式的变化、省略、代

替和变换对语篇意义和语用效果的影响；期待在形式教学和

意义教学间建立可能的过渡。最终希望帮助学习者认识到语

篇意义和语用效果决定了语言形式的选择；语言形式的选择

策略服务于语言意义表达的本质。由于选题视角狭小，论文

无法从语篇的整体结构出发展开全面讨论；也由于所选示例

所限，不能深入探讨真实语篇的语用效果。这是论文的遗憾

所在。

感谢笔者爱人谢文英在论文创想和成文过程中给予的

批评和参考意见。

感谢笔者的同事好友关东杰老师通读最初的草稿，并

提供支持和建议。

感谢笔者的同事好友赵淑华老师在基本定稿后所给的

肯定和修改建议。

注：

①论文是笔者学生曹瀚文同学高三第二学期的现场习

作（笔者略作改动），在此向他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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