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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的教学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表象上这一过程只是简单的按部就班对语音、词汇、语法等内

容进行学习，但是如何能够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语言的相关知识，关键就是要处理好语音、词汇和语法之

间的关系。更深层次的是，需要语言学习者了解并掌握所学语言的文化、背景，以及该民族语言表达的

思维习惯。德语作为一门语法逻辑极为严谨的语言，学习起来十分困难。因此在设计教学方法，合理设

置教学内容时，需要教师对教学原则有十分清晰的理解。并能根据实际教学情况，遵循该原则合理地进

行教学内容和形式上的调整。本文通过针对现阶段德语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明确

德语教学的基本任务，总结出德语教学过程中所应该遵守的原则，有利于促进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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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a language can be very complex. On the surface, in this learning process, a learner has to 
master the phonetics, vocabulary and grammar, but beyond that,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how to 
mater and apply these knowledge well. The key to do that is cope with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honetics, vocabulary and grammar. At a deeper level, language learners need to know wel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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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 habit of mind of the language speakers. German as one of the most 
logical languages, is very hard to learn. Therefore, when designing teaching approaches and 
choosing teaching content, teachers should be clear about the teaching principles and in the spirit 
of such, be able to make proper adjustment to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problems. Through analyzing the general problems of German teaching and clarifying 
the basic teaching tasks of it, this article tries to summarize the teaching principles with the hope 
of promoting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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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国现代的德语教学工作起始于 70 年代末，但是由于大环境的发展更趋向于对于英语的教学和普及，

因此德语的教学重视程度无法与英语相提并论。进入 20 世纪后，国内的德语教学规模出现过爆炸式的增

长，但其教学原则一直延续过往的教学原则，并无本质上的改变。虽然这一时期内国内一些知名教材都

有改版，但基本内容和结构没有太大变化，教学原则也基于长期积累教学经验形成，导致目前国内的德

语教学发展几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在德国，除德语教学理念和教学原则本身就与国内差别较大外，

在 2001 年，德国的德语教学又经历了一次大的变革，加入了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重新规划了德语教

学。虽然国内也引入了少量以新标准编撰的德语教材，但是国内主流的德语教学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变化，

导致目前德语教学落后于时代。 

2. 现阶段德语教学工作的瓶颈 

德语教学的内容和方法针对于不同的教学任务和教学目的有所区别的，但其根本的教学目的本质上

没有不同之处。其核心目标是为了使学生掌握德语基础核心语法、词汇，句型知识，使学生具备与教学

目标相符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1]。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发音需准确，词汇量需加大，语法需熟

练，听力需强化，表达需准确。但现阶段的德语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课程设置的学时少，相对

知识点较多，学生难以在相应的时间内全面理解掌握。二、教材结构过于强调一致性，不同语言等级的

教学单元结构设置基本相同，没有随语言知识点累加，及难度增强而做出合理变化。三、教材整体以语

法教学划分等级，每单元围绕语法组织教学材料，没有合理的参考词汇、句型和场景应用方面的难易程

度等级。四、每单元词汇、句型应用练习部分设置单一，缺乏灵活性。尤其是没有很好的结合听力能力

训练、书面表达能力训练和口语表达能力训练。 
因此学生在完成每单元学习的后，经常会感到困惑，知识点学习掌握了，但却不知道如何正确的运

用，更不能灵活的将各个知识点组合应用。导致相应的学习目标也就无法达到。当下德语教学原则制定

是依据《大学德语教学大纲》所设定的，其符合基本的教学应用，但是其深度和适应性不太符合实际教

学中的应用场景，尤其在近几年欧洲语言分级标准多次修改和调整的情况下，更需优化调整德语教学的

基本原则。以解决目前德语学习中两大难点：一、各个知识点难以相互贯通；二、听、读、写、译等语

言能力不能同时均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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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语教学的原则优化和改进 

3.1. 原则一：德语语音教学碎片化 

对于任何一门语言的教学，强调发音教学的重要性，这一点本身没有问题，但是现有语音教学课程

设置过于传统，几十年来教学方法没有变化，没有改进。几乎所有的国内德语教材，基本上都将语音教

学的所有内容设置为第一个独立单元。在德语教学开始阶段会设置十多个课时，甚至更多的课时用于语

音教学。学生在语音学习过程中通过不断模仿、练习来进行强化学习。这种语音学习方式只属于刻板的

“鹦鹉学舌”，完全未考虑到语言表达在现实中存在不同个体和不同地域中存在的差异问题。需要说明

的一点是，语言在日常使用中的容错性是非常强的，同一个音素在不同语境和环境下，以及由于使用者

个体的差异，会存在很多变化，但这种变化一般不会影响人们对语言的理解。由此可以理解为，标准的

发音是相对的，并不可能要求所有人的发音都和播音员一样标准和准确。另外德语表达时非常重视语气

的阴阳顿挫，句子的不同成分，发音有轻有弱，声调有高有低。在德语学习开始阶段，学生在没有词汇

积累，句型积累的情况下，是不能完全准确的掌握发音技巧，并熟练应用的。所以在德语学习开始阶段

集中“突击”只学德语发音，不是高效的语音教学方式。 
德语语音教学碎片化原则完美利用了德语词汇发音的两大特点：一、德语字母在单词中基本不变音

的特性 1；二、德语单词的拼读特性。因此在德语教学开始阶段，第一步先教授学生掌握最基本的发音知

识，即可开始进行后续的德语教学。其他的语音教学内容，则分散到德语学习初期的三至四个单元中，

即可避免前期语音学习时“鹦鹉学舌”的枯燥感，也可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即可学习掌握新语言的实用知

识点，保持学习兴趣，同时又通过德语句型应用，在语言交流练习中增强学生自我纠正发音的学习主动

性。 
德语语音教学碎片化原则需要教师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合理的设置语音教学模块，在教学过程中

需要更好的耐心和包容性。按照该原则，语音教学可拆分为五大部分：1、字母表发音、德语词汇的音节

相关知识；2、单元音发音；3、单辅音发音；4、组合元音发音；5、组合辅音发音。完成第一部分语音

教学后(1~2 课时)，学生即可开始德语初级语言知识的学习。剩余四个语音教学部分，教师可根据教学内

容合理进行拆分，穿插进后续的课程单元中。但在教学实施中需注意两点：1、语音教学的单个模块不易

设置的太过细碎，应合理归类，整合；2、语音教学模块之间不易设置过多的非语音教学内容。 

3.2. 原则二：建立以德语句子结构为模型的语法教学方式 

如果将一句话看作为一个有机体(人类)，那么可以将词汇理解为肌肉组织，修辞法理解为皮肤、外貌，

语法理解为骨骼，文化理解为灵魂。其中语法在语言结构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这其中还隐藏了一个

重要信息，句子各个成分是如何正确的连接，准确地构造出完整的一句话。在学生学习语言的过程中，

尤其是在语言学习初期，学生最苦恼的问题是，“词汇学了，语法学了，句型也学了，但表达时却不知

道该怎么构建一句话”[2]。 
与其他语言相比较，德语一个非常突出特点就是，德语的句子结构中各个成分的位置相对固定。所

以建立以德语句子结构为模型的语法教学方式，可以帮助学生快速准确的解决，怎么在句子中使用和在

句子中什么地方使用，所学语法知识点的问题[3]。简单的以德语基础语法对应在句子结构中的位置为例，

如表 1 所示。不仅是基础的语法内容，更为高级的德语语法知识点也可以如表 1 所展示的，在句子结构

中找到对应的位置，且在表达运用的时候位置是相对固定的。但是在国内语言教学中，德语的句子结构 2

通常作为一个知识点来进行讲解，往往一带而过，并没有很好的利用其特性，将语法知识与之进行关联

 

 

1德语字母中也存在部分字母在词汇中发音会有变化，可将这类字母进行归类，设置在一个教学模块中，更符合语音教学碎片化原则。 
2德语句子结构分为主句结构和从句结构，但两者可建立在一个模型结构上，只需明确标注出各自特殊的成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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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Table 1. The position of grammar in sentence structure 
表 1. 语法对应句子结构中的位置 

1 2 3 4 5 6 

Vorfeld Verb1 (Subjekt) Angabe Ergänzung Verb2 

 

1. 动词变位(规则、不规则变化)； 
2. 可分动词 
3. 不可分动词 
4. 情态动词 

1. 定冠词第一格； 
2. 不定冠词第一格； 
3. 无冠词名词 

1. 时间状语； 
2. 地点状语； 
3. 方式状语； 
4. 程度状语； 

1. 定冠词第四格 
2. 不定冠词第四

格 
 

 

学生在理解和掌握每个孤立的语法知识点并不是很困难，难点在于掌握每个孤立语法点的使用方法，

特别是在进行表达时，准确的在句子中找到相应知识点对应的位置。尤其是学生在构造一个较为复杂的

句子，需要将若干个语法叠加运用的时候，准确的进行排序，就更为困难。所以在进行语法教学时，按

照遵循以德语句子结构为模型的语法教学方式的原则，便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尤其是当学生构

造主从句，或从句中套从句这类复杂结构的句子时，不会茫然无知的按照中文表述习惯将德语句子成分

胡乱拼凑在一起。 
并且在高等级德语教学中，学生掌握好德语句子结构，能够帮助学生对于复杂句子语义的理解。首

先可根据德语变位动词(受主语支配的动词)在句子结构中的位置固定在逻辑顺序第二位，快速确定动词

(框架结构可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分析)。再根据主语在变位动词前或后进行辨别(名词、代词的排序规则

另行分析)，即可明确掌握复杂句子中的核心信息，“谁实施了一个什么行为”。句子的限定语成分和宾

语成分(受动词支配的成分)，亦可通过句子结构结合语法现象依次进行确认。 

3.3. 原则三：以听力和写作主导德语教学 

国内在德语教学时，虽然一直会强调听力和写作的重要性，在每个教学单元中设置有独立的听力和

写作教学模块。但，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都会不自觉的弱化听力和写作的学习

与练习。这种现象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教学方式和实际的教学环境及教学条件有密切的关联。首先，听力

和写作相对于语法和阅读，对学生掌握知识点的熟练程度和语言应用能力的要求较高，学生在进行听力

和写作学习时表现的语言水平相对于学习进度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其次，在听力和写作教学时，受到

课时数、学生人数及学生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教师无法充分完成听力和写作模块的教学工作，达到预期

的教学目的。 
因此，改变以往传统的，将语法、阅读、听力和写作四个独立教学模块分开进行教学的方法，建立

基于以听力和写作为主导的德语教学原则的教学方法，可以保证学生在学习德语初期，就能够随着学习

的进度同步提高听力和写作能力。听力和写作不再设置为独立的教学模块，而是融入到语法和阅读教学

模块中。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主导”并不是“引导”、“领导”的含义，而是广泛应用，起重要作用

的意义。 
在语法教学模块中，教师完成语法概念讲解后，需改变以往学生对照练习题奋笔疾书的学习方式。

改为组织学生对练习题进行朗读，听写的方式进行练习，并且模仿习题中的句子，进行自由造句练习，

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应用能力(写作基本功) [4]。在阅读教学模块中，教师亦可将阅读文章，或阅读习题

中的部分或全部，分段或整体进行听力练习(阅读文章和听力文章不存在本质的差异性)。并结合阅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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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写作练习。具体的教学实施方法可参考独立的听力和写作模块。 
依照基以听力和写作为主导的德语教学原则实施德语教学，可以无需再独立设置听力和写作模块。

由此每个教学单元的学时量相对增加，教师可以更为深入透彻地进行每个单元的教学，提高教学效果。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德语教学的过程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做好学习的准备，才能够更好地

面对教学任务的要求。对于教师还需要强调的是，在德语强化教学中教师须严格按照《出国留学人员德

语强化教学大纲》的要求，来进一步明确教学任务、对学生的培训目标，这样便于自身的基本定位，做

好一个德语教学过程中的引路人。而对于学生来说，学习过程中有时会感觉到枯燥、无聊，有时会遇到

困难，这时候就应该秉承着“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在学习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不断地激励自己在学习德语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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