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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德语听说读写强化训练系列丛书是以高等学校非德语专业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大学德语教学配
套训练辅助教材，也可作为自学德语的辅助用书。
本套丛书由同济大学德语系老师集体编写。
全体作者多年来积极开展了“大学德语听说读写能力系列训练（同济大学）”和“大学德语综合语言
应用能力培养（教育部）”教研项目，根据国内外有关外语教学法理论，对大学德语教学中听、说、
读、写四项技能的综合培养开展了系列的教学法研究。
在此基础上编写的《大学德语听说读写强化训练》系列丛书，对开展课内外训练相结合的大学德语课
程改革、避免应试教学、确保学生实际语言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本系列丛书共分四册：听力、写作、阅读和口语。
朱建华教授担任主编。
　　本《写作》分册由施显松、尚祥华编著。
书中涵盖了在德国工作、学习各方面的常用书面表达以及表格填写等，故亦可作为即将赴德工作和学
习的人员实用手册使用。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以实用、时效、贴近德国生活、学习实际为宗旨设置了一系列德语表达情形，从易
到难，循序渐进，练习答案直接融合在书中，同时还直接配有错误分析。
全书采用生动活泼的编排形式，进行学生写作能力不同方面的训练，目的是顺应新时期外语教学的发
展趋势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本分册完稿后，又按照2010年新颁布的《大学德语课程教学要求》以及新版《大学德
语四、六级考试大纲》的新规定，对个别练习作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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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配合国内大学德语的教学要求，我们编写了这套德语分类强化训练教程。
本套丛书由同济大学德语系“大学德语听说读写能力系列训练”项目组集体编写，共4本：听力、写
作、阅读和口语。
    长期以来，由于德语一般教材中不可能安排专门的写作训练章节，写作这样的专项练习也缺乏合适
、系统的训练材料，因而德语写作训练一直是德语教学的薄弱环节。
本教材就是针对这种状况进行系统的训练与实践，提高学生的德语写作能力。
本教材写作训练的项目涵盖尽可能多的交际层面，包括填写表格、合同，按规定的格式写求职信、申
请等以及发布广告、通知、结婚请帖、寻人启示、失物招领等。
    本书不仅能在较短时间内提高德语学习者的德语写作能力，也是备战大学德语四、六级考试的必备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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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在申请表上没有特别的地方贴照片，应在简历的第一贞的石上角配上让件照，通常尺寸为4
×5cm，黑白或者彩色都可。
　　注意私人信函与公务信函主要区别是：可以用手写，信内无需写上完整的地址。
　　鉴于中国人独特的书写习惯，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点：　　（a）无论是私人信函还是公务信函
都要把地址、时间写在右上角，以便收信人在一打开信时就可以找到日期。
而且日期要按日／月／年的顺序书写。
　　（b）信封上，写信人的地址可写在信封反面，也可以写在左上角，而收信人地址必须写在正中
。
在书写地址时，都要按以下顺序：街道名+门牌号，下面一行写邮政编码以及城市名，最后一行写国
家名。
　　（c）中国人的名字顺序与德国人不同，为避免误会，姓氏最好用大写，或在姓氏下划一线如SHI
。
在信的结尾签字时，因为各人签字往往无法辨认，还是要打印一个拼音姓名，然后手写签名。
有博士学位或教授职称的收信人，书写时要带上这些头衔。
　　（d）中国人在写信时，纸张选择并无严格规定，但是德国人很注意格式，在公务、商业信函或
类似于推荐信中，信纸都会用带自己公司或机构标识（Logo）的专用信纸。
除此以外的其他任何场合，都不要用国内印有单位或公司名称的信纸。
信纸一般是A4纸，且反面不能写字，信折叠在信封内时，一般有字的一面朝外。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写作>>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