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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纪念中国&ldquo;俄语年&rdquo;，是为了开拓我国俄语教育事业更好发展的新局面。
当今社会的发展给俄语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中国俄语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纪念中国俄语年文集》中的文章深具代表性，理论与实践相辅
相成，经验与现实有机结合，凝结着百余位俄语学人潜心研究的点点心血。
文章或记事，或漫谈，或偏于理论研究，或侧重教学实践。
内容涉及到中国俄语教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希望它们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给大家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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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领进门的艺术&mdash;&mdash;忆我的导师波斯彼洛夫教授漫谈&ldquo;PyccK明3eM册视角的困惑词
的搭配限制现代俄语中的间接格主语关于象征难以割合的俄语情缘温馨的回忆教学第一要素北大俄文
系的幸运中俄文化差异与相互认知俄语动词的格位与其语义巴赫金外位性思想和中国文化视野中的托
尔斯泰经典我的俄语人生文学文本与文学批评话语&mdash;&mdash;俄罗斯文学教学与研究对象及方法
谈再议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配价观&ldquo;语言国情学&rdquo;二题&mdash;&mdash;俄语教学中的跨文化
交际问题&ldquo;中国俄语年&rdquo;勾起的畅想俄语动词的语义结构与义群划分走出低谷走向世界口
语学与语用学&mdash;&mdash;回忆走过的学术之路象似性是语言中居统治地位的普遍机制吗饱含哲理
的艺术逻辑&mdash;&mdash;解读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种切入我的俄语情结谈俄语在中国的发展与作用试
论虚拟现实技术在俄语教学中的应用《大学俄语课程教学要求》的制订与思考俄语教学实践的新思考
论&ldquo;说话过程&rdquo;的&ldquo;普遍语境&rdquo;&mdash;&mdash;俄罗斯&ldquo;言语活动&rdquo;
研究的启示俄国文学名著注释本对汉译的重要参考作用&mdash;&mdash;以《叶甫盖尼&middot;奥涅金
》注释本为例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艺术特色浅论对俄语专业研究生培养的思考俄罗斯东正教对俄语的
谚语和俗语的影响俄语中不常用的十对运动动词语法&middot;语义&middot;语用与俄汉语句子主语俄
语带一被动动词的语义类别及其功能扎米亚京创作中的表现主义倾向，中俄民族文化差异对命名方式
的影响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和任意性问题俄语笑话与跨文化交际对语言符号象似性的探索翻译教学的
改革与实践&mdash;&mdash;以山东大学俄语专业为例当代俄罗斯文学语境：索尔仁尼琴与《癌症楼》
俄语学科发展规模与质量体系建设现代俄语抽象名词数的使用问题后现代主义在俄罗斯的&ldquo;异
样&rdquo;形态现代语言教学论的新兴分支&mdash;&mdash;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论试析文化观念在语
言与文化教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从雅格布森的交际理论看师生对话性关系当代俄语报刊用词特点刍议
中俄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特质比较分析文化观照下的俄罗斯文学教学&mdash;&mdash;对大学本科俄语专
业文学教学的几点思考俄汉口译课教学探索普希金笔下&ldquo;道路&rdquo;一词所建构的语言世界图
景三种《叶甫盖尼&middot;奥涅金》注释本解读对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几点思考俄
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策略与研究广义解读教学模式原理与价值取向&mdash;&mdash;构建外语教学
现代化模式的前提拉斯普京创作中的&ldquo;梦&rdquo;意象安徽俄语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俄语话语词概
述&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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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步：教师设计交际练习。
选定交际练习是教师绞尽脑汁的思维活动，因为交际练习应该符合下列原则：（1）每一个学生都有
机会就主题表达思想、感情。
（2）每一个学生都参与交际，并且练习量基本相等。
（3）时间使用经济，活动质量上乘。
这第四步的宗旨是，教师想方设法组织贴近真实的交际练习，使班级学生练习数量增多，练习质量提
升。
　　教师的思维品质的自塑和优化将使教师成为思考型教师，理性教师。
他对教学过程的把握将是哲学意义上的，能窥见教学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2.以明确的教学动机带动非智力品质的自塑。
教师在当课的教学中要确立明确的动机，确立本次的交际主题，以帮助学生学以致用，帮助学生会用
所学。
此时，由于教师认识到本交际主题的必要，并且决心要去实施时，其非智力品质已在加强，如，对教
材产生了兴趣、为发现教材的价值而兴奋，愿意付出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教学设计。
学者陈永明在文章中指出：&ldquo;兴趣是动机的一种形式，它是个体对客观事物的一种选择性态度。
这是由于客体具有对个人的生活意义和在情绪上的吸引所形成的。
兴趣是以需要为基础的，是对客体需要的一种情绪色彩的表现。
&rdquo;我们在这里引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需要、动机能够引起兴趣、引起积极情绪，换句话说，兴趣
是随需要、动机的形成而形成的，动机推动兴趣的萌发。
学者伍棠棣等在主编的《心理学》一书中指出：&ldquo;人的意志行动，一般说来，总是由一定的动机
激发，指向一定的目的的。
&rdquo;显然，意志也和动机相关，意志也受动机的支配。
教学实验证明，教师明确的教学动机可带动兴趣、情绪、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品质的培养。
我们建议教师&ldquo;三步走&rdquo;，以增强自身的非智力品质。
　　第一步：教师明确当课的教授动机。
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反复阅读课文，感知、记忆、思维、想象等智力活动紧张而活跃，教师将由面对课
文的茫然不知所措进入发掘出课文的语言知识价值和言语交际价值的阶段，继而确定本课的教授动机
，确定交际主题，并且设计出交际练习。
通常，俄语教材的语言知识价值体现在：（1）教材中有典型的，有难度的语言现象，有充实学生已
学过的语言现象，以提高学生的俄语理解能力。
学者张玉书说，没有翻译不了的东西，只有理解不了的东西。
所以，教师要重视学生对俄语的正确理解，这和学生未来工作质量成正相关。
（2）教材中有类型词语。
如，当课中即便只有三五个某一主题类型词语，它们的交际价值要比零散的词语大很多。
（3）教材中有主题词群。
这也是教师取合教学材料的根据。
而俄语教材的言语交际价值则体现在，学生有可用来进行言语交际活动的主题，与主题紧密相关的系
列动词性词语。
当教师教学动机明确时，他的情绪、情感、意志品质都在自塑中。
教师会因为已有满意的教学设计而踌躇满志地准备去上课。
这第一步可称为，教师培养教的动机和兴趣。
　　第二步（走进课文）：教师以适合的方式组织课堂言语交际活动。
教师教学动机已经明确、兴趣提升、情绪饱满、决意组织好交际练习。
教师操作的目的是，不偏离课文，帮助学生最大限度地掌握课文的精华。
每个学生在交际练习中叙述的时间为70秒，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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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验证明，限时叙述既可保证学生练习量均衡，又可保证练习的质量，因为学生只有事先充分准
备，才能在限时叙述中获得成功（言之有物、使用词语较多、失误较少、叙述流畅），而成功是学生
所期盼的。
教师对学生叙述评价的标准之一是，其所用课文词语的数量及表述的正确性。
这第二步可称为：教师满怀兴趣带领学生走进课文。
　　第三步（走出课文）：教师引导学生走出课文。
如教师与学生一起回忆与课文类似的，个人经历过的或熟悉的情景，如欢呼胜利：教师帮助学生使用
课文中的积极词语和句式，富有创意地叙述自己和他人欢呼胜利的场面。
这第三步可称为：教师以充沛的情感带领学生走出课文。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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