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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调查研究俄语写作教学中运用语篇衔接与连贯的现状。结果显示，学生

对语篇衔接手段使用的经常性程度与其熟悉程度直接关联; 教师在俄语教学中对相关知识讲授欠缺系统性和计划性，对

其在写作中重要性的认同意识较低; 教材、教学大纲及考试中对相关知识体现不足。据此，建议从学生、教师、教学资源

等多角度重视语篇衔接与连贯，促进学生自觉运用相关知识以提升俄语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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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Application of Textual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Russian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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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ed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pplication of textual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Russian writing． The results indicate: it is often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students’use of the
textual cohesion means and their degree of familiarity about then; the teaching of the knowledge of textual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he Russian classroom turns out to lack of planned and systematic． Based on the results we recommend that multi-dimensional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textual knowledge to writing in Russian could be p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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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写作一篇好的文章不仅要呈现丰富的内容，还必须

把文章各部分内容有机衔接起来，达到表达连贯。我们

所说的话和写的文章必须是连贯的，才能被接受者听懂、
读懂( 张德禄 刘汝山 2003: 3) 。这也是语篇衔接与连贯

的要求和体现。加强语篇衔接与连贯相关理论知识的教

学，有助于学生有意识把握语篇中的用词准确度和得体

性，提高他们联句谋篇的写作能力和策略，促进其提升语

篇表达能力。语篇衔接与连贯理论对于学生写作水平的

提高不可替代，对于作文质量水平的高低有着重要的衡

量作用。教授和强调语篇衔接理论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

的有效途径之一。( 胡淑兰 李红瑛 2009: 94) 因此，增进

学生对语篇衔接与连贯知识的了解，可以直接促进学生

提高写作水平。于是，有必要调查研究语篇衔接与连贯

在俄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现状，以便针对性探究提升学

生俄语写作水平的相应策略。本研究从俄语写作的“教”
和“学”入手，探查与研究相应情况。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收集俄语写

作教学中语篇衔接与连贯知识应用状况的相关数据，两

种研究方法的结合能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和真实性。
2． 1 问卷调查法

为了全面真实地了解俄语专业学生在俄语写作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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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篇理论相关知识的实际情况，我们运用问卷调查法

获取信息。本次调查共发放俄语写作教学调查问卷 250
份，收回问卷 246 份，有效问卷 238 份。共调查国内 5 所

高校，地域上包括东北、华北、华南和西南地区，其中 3 所

部属重点高校，两所市属本科院校。受试为俄语专业本

科二、三、四 3 个年级的学生。问卷主要采用里克特五级

量表评定法，运用 SPSS 12． 0 统计分析软件对所有有效问

卷的数据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统计学处理。信、效度结

果分析表明，问卷的 Alpha 一致性系数为 0． 8269，在 0． 70
以上，分半信度系数为 0． 7958，在 0． 60 以上。这说明问

卷工具可信，有效。
2． 2 访谈法

考虑到单纯通过问卷调查不能深入了解相关信息背

后的原因，本研究还运用访谈法。一方面，针对问卷调查

结果对个别学生进行及时访谈，以获取更为详尽的信息。
另一方面，为了解俄语教师在俄语写作教学中运用语篇

衔接与连贯知识的实际情况，我们访谈 54 名俄语专业写

作课或含写作教学的精读课任课教师，拟定“教师访谈提

纲”，通过电话访谈、当面访谈以及书面访谈等方式进行。
访谈旨在了解相关教师和学生对俄语写作中一些具体问

题的态度、看法和采取不同应对策略的原因、影响因素

等。所获信息经过书面整理，运用 SPSS12． 0 统计软件处

理，用于对相关研究问题的阐释。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连贯基于衔接，语篇连贯与否可以以衔接关系为考

察标准。至少在书面语篇中，衔接仍然是将语篇中的句

子连接为一个整体从而创造连贯的重要手段，它帮助作

者建立句子边界之间的联系，从而建构连贯语篇。( 刘辰

诞 1999: 30) 因此，我们探查俄语写作中语篇衔接与连贯

理论的运用现状时，首先须要了解学生对语篇衔接手段

的运用情况。
3． 1 语篇衔接手段的使用情况

为了考察学生在俄语写作中使用语篇衔接手段的实

际情况，我们选择最具代表性、最为常用的 9 种语篇衔接

手段作为研究对象。
在问卷中给出这 9 种衔接手段，为了避免学生对每

种衔接手段的概念不清而影响其判定结果，我们对每种

衔接手段给出简明例子。9 种衔接手段作为 9 个题目，在

SPSS 统计中即为 9 个变量。让学生判定每一种衔接手段

的使用经常性程度，判定选项分为几乎不用、偶尔使用、
有时使用、较常使用、经常使用 5 个等级，并采用里克特

五级评定法依次计为 1—5 分。统计结果显示，学生对于

连接词、代词照应、情态词以及语气词的使用较为频繁，

其均值超过 4 分，即较常使用的标准分。同一词复现这

一衔接手段的使用经常性程度均值介于有时使用和较常

使用标准分值之间。其余 4 种衔接手段即同根词复现、
同义词复现、反义词复现和同一结构复现的使用经常性

程度都呈现较低水平，均值都低于“有时使用”标准分值。

概括而言，使用频率较高的语篇衔接手段有连接词、

代词照应、情态词以及语气词，使用频率较低的语篇衔接

手段包括同根词复现、同义词复现、反义词复现和同一结

构复现。
3． 2 语篇衔接手段的熟悉情况

为了进一步探查学生对上述语篇衔接手段使用频率

高低不一的原因或影响因素，我们调查学生对语篇衔接

手段概念的知晓情况。我们同样列出上述 9 种衔接手

段，让学生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选出他们熟悉的衔

接手段概念的种类，据此了解其对俄语写作中常用的衔

接手段概念的知晓情况。
须要补充说明，为了准确了解学生对语篇衔接手段

概念的知晓情况和实际运用情况，避免两个因素的调查

数据相互干扰，在问卷中，有关语篇衔接手段概念知晓情

况的问题列于前一页，对语篇衔接手段实际运用情况问

题列在后一页，并给出每一种衔接手段简明而典型的例

子作为提示。要求被试从前往后依次回答，从而既保证

学生在回答对于语篇衔接概念知晓情况时不受提示的干

扰，又避免学生在回答对于语篇衔接手段的应用情况时

因不知晓某些语篇衔接手段概念而使得结果偏离实际。
9 种语篇衔接手段按照顺序编号为 1 至 9，学生只需

将自己知道的衔接手段编号填出即可。我们在统计编码

时，将每一种衔接手段作为一个考察题目按照编号转化

为一个变量从而获得 9 个变量，然后将从每份问卷中选

出的衔接手段( 学生知道概念者) 对应的变量的数值设定

为 1，没有选择的衔接手段( 学生不知道概念者) 对应的变

量的数值设定为 0，通过处理 238 份有效问卷的相关数

据，得出所有被试对这 9 种衔接手段的知晓百分比( 知道

这一衔接手段概念的学生在所有被试中所占的比例) ，如

表1 所示。
表1 学生对语篇衔接手段概念的知晓情况

语篇衔接手段 学生知晓百分比

同一词复现 39． 49
同根词复现 36． 55
同义词复现 37． 39
反义词复现 27． 31

同一结构复现 27． 93
代词照应 28． 15

语气词 95． 17
情态词 74． 78
连接词 96． 21

可见，学生对语气词、连接词概念的知晓情况很好，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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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95%。对情态词概念的知晓情况也属良好，接近 80%。
而对于其余 6 种衔接手段概念的知晓情况则相对较差。在

所有被试中，不到 40% 的学生知道同一词复现、同根词复

现和同义词复现概念，而对于反义词复现、同一结构复现

和代词照应 3 种衔接手段的概念，知晓者不足 30%。
总体而言，学生最为熟悉的语篇衔接手段为语气词、

连接词和情态词; 学生最为陌生的语篇衔接手段包括反义

词复现、同一结构复现和代词照应。此外，学生对同一词复

现、同根词复现和同义词复现概念的知晓程度也较低。
基于上述分析发现: 学生对于他们熟悉概念的连接

词、语气词以及情态词等衔接手段的使用经常性程度较

高; 对于相当一部份不太熟悉的语篇衔接手段，如同根词

复现、同义词复现、反义词复现和同一结构复现等，学生

对其使用经常性程度均值都低于“有时使用”标准分值，

呈现较低水平。因此，学生对语篇衔接手段的使用经常

性程度与其对相应手段的熟悉程度直接关联。
但也有例外。有个别衔接手段，如代词照应，学生对

这一衔接手段概念的知晓程度较低，而对其使用经常性

程度也达到较高水平。从随后对学生进行的及时访谈获

知，学生之所以使用频率较高，是因为他们对传统语法中

代词概念的熟悉程度较高。
3． 3 教师运用语篇知识的现状

为了进一步了解学生对语篇衔接与连贯知识熟悉情

况的根源所在，我们调查研究教师在俄语写作教学中运

用语篇衔接与连贯理论的实际情况。
首先，探究教师在课堂上进行语篇分析的经常性程

度。在“访谈提纲”中，直接让老师进行选择性回答，选项

设为几乎不、偶尔、有时、较常、经常 5 个等级，采用里克

特五级评定法依次计为 1—5 分，通过统计处理 54 位老师

的反馈信息所获数据，得出被试在课堂上进行语篇分析

的经常性程度如表2 所示。
表2 俄语教师在课堂上进行语篇分析的经常性程度

经常性程度 选择人数 所占百分比

几乎不 0 0
偶尔 6 11． 11
有时 19 35． 19
较常 22 40． 74
经常 7 12． 96

可见，在接受调查访问的俄语教师中，40% 以上确定

自己在课堂上进行语篇分析的经常性程度达到较常程

度，认为自己有时在课堂上进行语篇分析的教师比例约

三分之一，而没有人认为自己在课堂上几乎不进行语篇

分析。看来，教师自己认为，在俄语写作课或有写作教学

任务的精读课中，进行语篇分析的经常性程度较高。
考虑语篇分析的内容广泛，而语篇分析经常性程度

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为了进一步了解俄语课堂上语篇

衔接与连贯理论知识的介绍情况，我们调查教师对于 9
种常用语篇衔接手段的讲授情况。在“访谈提纲”中，列

出 9 种衔接手段，被试从中选出其在课堂上讲授过的衔

接手段，可以多选。而在统计编码时，将每一种衔接手段

作为一个考察题目按照编号转化为一个变量从而获得 9
个变量，针对每位被试，被选出的衔接手段对应的变量的

数值设定为 1，没有选择的衔接手段对应的变量的数值设

定为 0，通过处理 54 位教师的反馈信息和数据，得出所有

被试对这 9 种衔接手段的讲授百分比( 在课堂上讲授过

这一衔接手段的教师在所有被试中所占的比例) 。受试

中，对同一词复现、同义词和代词照应 3 种语篇衔接手

段，约 70%的受试认为自己在俄语写作课上讲授过; 近三

分之二的教师认为自己在课堂上介绍过同一结构复现和

连接词; 而同根词复现、反义词、语气词、情态词 4 种语篇

衔接手段，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教师认为自己讲授过，尤

其是语气词和情态词，只有约百分之十的教师在课堂上

关注过。
依据数据，教师在课堂上对于语篇衔接手段的关注

程度有待提高。对此，我们对个别教师进行开放式访谈。
结果发现，在俄语写作课或有写作教学任务的精读课中，

教师进行语篇分析的经常性程度较高，但主要基于促使

学生对目的语篇理解，方法上主要按照习惯性理解课文

的逻辑思维顺序进行，较少运用语篇衔接与连贯理论进

行系统性分析。原因在于，他们目前还没有把语篇知识

与俄语写作教学联系起来。
一位多年从事俄语写作教学的老师说，“教学中，远

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注重语篇问题，即使讲起来也缺乏

理论基础。在写作教学中，注重要求学生关注内容连贯

性，较少注意衔接手段和方法。这也是为什么学生的写

作水平很难实质性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受各种因素制约，目前在俄语课堂上，不太注

重语篇相关理论知识的介绍，很少将语篇衔接与连贯知

识作为写作知识来讲授。这反应出相应课程教师对于语

篇理论对俄语写作的重要性的认同意识较低。可见，教

师对语篇衔接与连贯知识对于俄语写作的有意识关注程

度亟待提高。
3． 4 关注语篇知识的影响因素

教师在俄语课堂上不太注重介绍语篇相关理论知

识，这无疑会影响到学生在俄语写作中对语篇衔接与连

贯理论的运用。为了探究造成该情况的原因，对俄语教

师进行针对性访谈调查。
在“访谈提纲”中，我们列出 4 种可能制约教师在俄

语教学中注重语篇衔接与连贯相关知识讲授的因素，让

被试从中选出符合自己看法的选项，可以多选，也可以补

充其他影响因素。根据 54 名教师反馈的信息，将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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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选项作为一个变量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所有被试

对每一种可能性影响因素的认同百分比。数据表明，被

试中很少人把主观认为没有必要视作影响语篇衔接与连

贯相关知识介绍的主要原因之一。三分之一的被试认为

教学大纲没有对语篇理论的教学要求，考试没有体现这

两个因素是制约其在课堂上进行相关知识介绍的主要原

因之一。80%以上的被试认为教材中没有语篇衔接与连

贯相关理论知识的具体体现，是影响其在课堂上讲授语

篇知识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见，教材没有体现应该是最

主要制约因素。
事实上，在与教师进行访谈交流时获知，除了上述提

到的几种影响因素外，学生俄语基本功差、对语篇理论兴

趣不大等因素也制约着教师在课堂上讲授语篇相关知

识。此外，教师对语篇衔接与连贯理论介绍存在较大个

体差异，“凭经验”、“按兴趣”是实施相应知识传授的普遍

原则，因为相应教材没有系统体现相应知识。
对于语篇衔接与连贯相关知识，教材、教学大纲及考

试体现不足以及学生实际水平有限等，导致俄语教师在

课堂上对语篇相关知识关注程度较低，影响语篇衔接与

连贯相关知识在俄语教学中的系统讲授。

4 结束语

4． 1 研究结论

( 1) 在俄语写作中，学生对连接词、代词照应、情态词

以及语气词等语篇衔接手段使用经常性程度较高; 而对

同根词复现、同义词、反义词和同一结构复现等语篇衔接

手段使用经常性程度较低。
( 2) 学生对语气词、连接词和情态词等语篇衔接手段

熟悉程度较高; 而对反义词、同一结构复现和代词照应等

语篇衔接手段熟悉程度较低。
( 3) 学生对语篇衔接手段的使用经常性程度与其熟

悉程度直接关联。
( 4) 受诸多因素制约，教师目前在俄语课堂上对语篇

衔接与连贯知识的关注度有待提高，对其在俄语写作中

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 5) 教师对语篇衔接与连贯理论知识讲授缺乏计划

性和系统性，而教材、教学大纲及相关考试等对相应知识

的关注和体现程度有待提高。
4． 2 教育建议

( 1) 加强学生对语篇衔接手段及相关知识的熟悉与

掌握，改善其在俄语写作中对相应知识的运用状况。具

体讲，按照不同类型系统介绍语篇衔接手段，在语篇分析

过程中引入语篇衔接手段概念及其相关知识，也可采取

语篇比较方法帮助学生掌握各种衔接手段的功能。

( 2) 提高教师讲授语篇衔接与连贯理论知识的计划

性和系统性。教师可结合教学内容将语篇衔接与连贯具

体知识排列成延续性序列，根据总学时的延展时限以及

学生的实际水平等因素，制定循序渐进的教学计划并加

以实施，确保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教学效果。
( 3) 提升教材、教学大纲等教学资源对语篇知识的关

注度。教材编者应依据教材内容及难易程度，将语篇知

识贯穿其中，尤其在基础阶段教材中，应尽量将语篇相关

知识通俗地呈现，避免学生心理上的抵触和畏惧，达到

“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教学大纲的制订者则需要在教学

要求中予以具体体现，推进相关考试对相应知识的关注

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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