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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语习得研究与语言教学的关系密切，经过近40年的发展和演变，二语习得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为语言教学注入了许多新理念，引发了许多新教学法。
二语习得有其自身的规律，语言教学应遵循这一规律，并将其运用到外语教学中，有效地提高外语教
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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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二语习得研究中国大学生英语虚化动词搭配型式研究性别与PETS口试成绩研究加强考官培训，提
高PETS口试评分信度--一对一次PETS口试量分统计结果的思考交际策略与PETS口试研究基于语料库的
中国大学生议论文中的指示词研究中国大学生英语议论文中疑问句式使用的特征--一项基于中外学习
者语料库的研究从有声思维实验看英语专业八级写作认知过程与成绩的关系英语写作策略、八级写作
认知过程及成绩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课堂表现性别差异与四级成绩的关系研究英语专业和非英语
专业学生学习策略差异研究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学生课堂表现差异研究元认知策略在TEM4中的运
用及其与成绩的关系研究英语专业课堂表现性别差异与四级成绩关系的实证研究PETS口试中的话轮分
析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系统观日语专业与公共日语学生学习策略差异研究英语四级单项成绩与学习策略
类别关系的性别差异研究函授生与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差异研究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策略和课堂表现的
性别差异研究英语课堂提问类型与口试成绩的关系日语省略的基本原则与省略句的形式英语新闻广播
的听力理解下篇 外语教学研究超越语言形式的英语教学--以意义为中心的《英美报刊选读》教学研
究PETS口试对成人英语口语教学的启示浅谈21世纪我国高校外语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学习者中心论”
及其对第二语言教学者的素质要求论阅读理解过程中句式识别的自动化英语专业汉英翻译课教学探索
关于提高汉英翻译课大班教学质量的探索二外法语教学探讨与实践日语教学与文化导入英语语法教学
与语法能力建构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多媒体辅助英语阅读教学从中学英语教学的现状看《英语课程
标准》的实施功能翻译理论下的翻译错误分析--以《快乐的死亡》及其译文为例新《大纲》观照下的
英语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研究型高级英语教学研究教与学之间的互动--交际教学法在高级英语教
学中的运用研究型高级英语教学模式的构建隐喻的文化认知与英语听力教学改革取向范畴化与大学专
业英语语法教学论英语专业语言学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语法隐喻理论在高级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英汉对比成人英语语法教学从话轮转换角度看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对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
下课程设置的思考小组活动式英语口语教学的原则多媒体环境下公共法语教学模式的探讨与思考高校
扩招对英语专业口译教学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构建科学的复习模式，提高课堂词汇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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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省略的原因和作用　　日语出现大量省略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
，传统观念。
日语中的省略现象与日本社会的历史、文化等有着很深的关系。
日本人在语言表达上有一个固有的传统观念，即：讲话尽量简短，少说为佳。
只要对方能理解就尽量少讲，这是日语省略多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日本人还有一个传统的表达心理，即：讲话者要善于体谅别人的心情，“以和为贵”，为
了避免给对方以强烈刺激，常采取一种含蓄的、期待回答的方式，即言有所止而意未尽，时刻期待对
方的回答和插话。
第二，修辞需要。
在生活语言中，特别是口语中大量使用省略句，使语义明晰，给人以简洁明快之感，不仅避免了重复
，缩短了谈话时间，而且使句子结构简洁有力。
第三，情景作用。
情景是语言以外的客观信息，另外，借助于说话人的已知信息和语言的逻辑性同样可以省略一些内容
而不至于引起异议。
　　佐久间先生对省略的作用和效果作了如下评论：“省略使得句子有时简洁、利索，有时委婉、动
听，或者是使语调更亲切，使文章内容更充实、口语所表达感情更丰富。
另外，省略加强了句与句之间的结合，明确话题的衔接，从听者的视点把握语言表达。
关于省略还要牢记的是听者一定能复原被省略内容.通过复原这一过程促进交谈者双方的融洽，使语言
的意义更加丰富，给听者以更深刻的印象。
”（佐久间，1989：178）概括起来，省略有三大作用：一是使句子或文章简练，使句子之间的依赖性
增强，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篇文章中，把读者或听者吸引到情节中来。
二是省略可作为修辞手段使句子或段落等有余韵，给人以想象、思考、玩味的余地。
书名、广告、新闻标题之类常省略动词、助动词以及后续的用言等，以使其醒目、耐人寻味。
三是履历、记者日记等文件中，省略是必需条件，否则文章会因过于冗长而显得不自然。
　　三、省略的形式　　关于省略的形式本应从音声学、词汇学和语法学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从语法学角度来探讨句子的省略问题，即省略句。
　　所谓省略句是指原义不变的情况下省略某一成分的句子。
省略句与完整句相对应，使用频率颇高，同时又与无主句、独词句有类似之处。
关于句子成分的省略，户田光子和椎叶顺子认为：“句子通常由‘修饰’和‘被修饰’成分组成，其
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可以被省略掉的。
”（《日本语教育事典》，1982）句子的省略有多种形式，其中较为常用的是主谓省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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