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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语传统教学法与 FLE 交际教学法
对于基础词汇教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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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根据目前在法语教学中所出现的两种不同的教学模式，就词汇教学一点出发，结合自身教学经验，探讨两种教
学法的内涵、教学手段、运用场合以及可能产生的教学效果。希互取其长补其短，形成对学生更行之有效的教授词汇的方法，
使学生能更有效地记忆和运用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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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教学法与 FLE 交际教学法的内涵

法语传统教学法指老师利用黑板、粉笔、课本等

基本的教学条件把书本上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在讲

解知识的过程中，以语法和句子结构为纲，重视知识

的传授、语言形式的掌握以及基本技能的操练。老师

是课堂上的主角，学生的重要任务为听和记录，也就

是所谓的知识灌输。这种语言基本功的训练，对在中

国国内环境中学习外语的学生是必要的。受传统法

语教学法的影响，一些老师往往把学生掌握语言形式

作为教学的目的，并全力以赴地训练学生，让其准确

了解语言形式，而往往忽视了语言教学的最终目

的———语言技能和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用这种方

法培养的学生表面上看对法语掌握得不错，实际上离

语言学习目的的要求甚远。为此，很多从事法语教学

的教师和专家进行了探讨，法国的 FLE( franc，ais lan-
gue étrangère) 教学法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

法国 FLE 教学法主要经历了语法翻译法、直接

法、整体结构视听法、交际法几大阶段。回顾其发展

历程，我们可清晰地感受其发展趋势，即: 教学模式

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随着

外语教学研究对象从客体过渡到主体，FLE 领域也

在 80 年代开始突出学生学习自主性的教学，使 FLE

实践与研究走上正确方向，也代表了它今后的发展

趋势; 教学内容从侧重语言形式的教学转向语法与

交际能力相结合的教学———FLE 教学从语法翻译法

到视听法，重点都在语言形式。80 年代后重视语言

功能、意义和交际能力的交际法成为几乎所有 FLE
教学及教材推崇使用的教学法; 此外，授课方式从教

师讲授为主转向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与人机互动模

式; 教学手段亦从传统方式转向利用计算机和网络

教学。
本文论及的，主要是 FLE 教学法当今所处阶

段，即自 80 年代至今的交际教学法阶段。该法强调

学习者进入真正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和使用语言，注

重以参与和行动培养交际能力。教材使用地道真实

的原文，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在真实情景中得体交

流的能力。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情景设计尽量真实。
语法教学集中于交流与意义构建，文化教学则以日

常生活涉及方面为主。
二、传统教学法与 FLE 交际教学法的教学手段

与教学效果

在国内大学的法语教学中，所开设的法语基础

课程，基本使用的都是中文教材。在词汇的学习部

分，通常采用法汉对照的词汇表的形式清晰明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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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每篇课文出现和学生需要掌握的新词。教师通

过举例的形式解释生词，给出中文定义、词汇用法并

补充相关的同义词或反义词。这样的教学方式普遍

运用于各个法语学习的讲堂之上，在上课过程中缩

减解释的时间，也便于学生在课前或课后集中并有

重点预习和复习词汇。但这样一来就很难避免学生

在记忆词汇的过程中不断地用中文思维记忆法语词

汇，总是在第一时间想要明白该词的中文意思是什

么，并在运用语言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寻找中文为

中介，对听到的话和要表达的话在脑中从中文加工

为法语，然后再表达出来。并且一篇文章中给出的

词汇的联系性有时并不强，往往无法做到由此及彼

的连贯记忆，并且缺乏运用环节，因此词汇成为了教

师和学生公认的最难记的部分，“费时低效”的词汇

问题是阻碍基础法语课词汇教学顺利进展的瓶颈。
另一方面，以法盟课堂为代表的 FLE 教学推行

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词汇教授思路，更加注重词

汇在听说中的运用。“语言是由口头输出并由耳朵

接收的声音系统。”这一定义直接就是索绪尔“语言

是一个符号系统”的翻版。
以北京和西安法盟为例，目前主要采用的是以

《欧洲语言教学共同参考框架》为指导的《taxi》《le
nouveau taxi》以及《Alter Ego》等法文教材。

这些教材在编排上的思路也较为相似: 每个单

元设置一个共同的交际目的，而该单元中包含 3 ～ 4
篇课文，各篇课文从不同方面丰富此单元的共同交

际目的。每篇课文都配以图片，通过一段原文听力

或阅读引出一个交际主题，围绕该交际主题制订词

汇、语法以及文化方面的学习目的。由此，各个方面

的学习形成一个整体，突出并服务于语言的应用。
对每个环节的讲解并不孤立，通常在课堂教学上采

用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引导学生回顾之前所学过的

与新知识相关联的词汇或语法知识。第二，通过观

察围绕主题的图片或问题把学生带入交际情境之

中。第三，通过听力和阅读的形式，让学生在表达之

中自己发觉某一语法规律，老师辅以整理归纳。第

四，通过各种形式的练习巩固和消化该课中的词汇

与语法新知识。第五，将学习的新知识付诸于实践

之中，通常是模拟交际环境进行角色扮演及写作。
这样的一套流程下来，学生成为课堂上的主角，

以交际为目的，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全面掌握交

际主题。而这其中的词汇教学，通常是以图片、影像

或肢体动作等感性直观的手段让学生在情境之中掌

握，并不需过多的中文解释，学生也会了然于心，运

用于行。

三、如何将二者融入目前大学基础法语教学中

FLE 的交际教学法更符合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规

律，而传统教学法更符合中国现阶段大学法语基础

教学的现状，是否有方法将二者之长处有效地结合

在一起呢?

笔者认为，中文教材侧重教授学生“法语是什

么”，而法语教材则侧重教授学生“法语怎么用”。
在基础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在不同类型的课堂上同

步互补进行。如今大学大一、大二基础教学阶段，都

设有精读和视听说课，可加强两个课种之间的联系

性。基础教学中的交际主题大多有相似之处，试从

词汇教学举例说明:《法语》第 13 课为《Logement》，

主题介绍住房与室内陈设词汇; 而《走遍法国》第 2
课《On visite l’appartement》，也恰巧是此词汇主题。
在视听说课上，笔者尽可能地用法语授课并借鉴

FLE 教学法的流程: 1． 先让学生介绍自己的宿舍陈

设，再引导学生介绍自己的家庭陈设，此时通过事先

准备好的一些图片，如客厅、厨房、卫生间以及内部

陈设等帮助学生扩展相关词汇。2． 让学生观察《走

法》第二课中所附的剧情照片，通过简单的问题:

谁? 在哪? 做什么? 把学生带入视听情境。3． 统看

一至二遍影片，引导学生描述所看到的故事梗概。
之后，将视听部分分成若干段落，通过 PPT 图片，以

表格形式让学生填写关键词检测听懂与否，并在观

看电影过程中定格画面引导学生用学过的词汇进行

简单描述。4． 发放书面的听力内容，模仿片中演员

语音语调，分段定格配音。补充片中出现新词，并适

当用同义词或肢体语言辅助讲解。5． 模仿影片，模

拟情境进行角色扮演，向到你家做客的同学介绍家

人以及家里布置与陈设。最后留书面作业，写封信

给父母介绍自己在学校生活和住宿情况。
总而言之，无论是法语传统教学法还是 FLE 交

际教学法，如何有效地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至关

重要。词汇能力的欠缺直接影响到学生听、说、读、
写各方面能力的综合发展。法语词汇教学的方法很

多，我们只有不断地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取长补

短，才能更科学、更有效地进行法语词汇教学。

［参考文献］

［1］Louis Porcher． Le Franc，ais Langue étrangère［M］． Paris: Ha-

chette，1995．

［2］杨艳如． 从《基础法语词汇》和《欧洲语言教学共同参考框

架》看 FLE 语言学理论基础的转变［J］． 外国语文，2010( 03) ．

［3］关晓红． 法国 FLE 教学及教学法发展历程综述［J］． 外语研

究，2011( 05) ．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