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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韩礼德（［2004］2015）指出人类个体语言的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隐喻，由此进入学习专业知

识的关键期。名词化是最有效的创造语法隐喻

的方式，其含义是把一致式中的动词和形容词

转换成隐喻式的名词，即将原来小句的过程（其

词汇语法层面的一致式为动词）和属性（其词汇

语法层面的一致式为形容词）转变为名词词组中

的中心词（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名词

化主要有标识文体（Biber et al. 1998；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Hyland 2006）、增大词汇密度、

凝缩语义和组织语篇信息等多个功能（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2014；Martin 1992；董娟、张

德禄 2017；朱永生、严世清 2011）。

学术语篇最突出的特征是使用名词，尤其是

带有前后置修饰语的名词短语（Alexander et al. 

2008；Biber & Gray 2010；Charles & Pecorari 

2016）。Hyland（2006）指出，学术语体最明显的

特征是正式程度高，主要通过高语义密度、大

量名词化表达和非人称结构来实现。韩礼德

（［2006］2015：97）认为“书面语的世界是一个名

词化的世界”，学术语言中存在大量名词化。由于

名词化是二语学习的难点（Ravelli 1988；范文芳、

汪明杰 2003），二语学习者的名词化产出能力不

足会导致其学术英语写作文本缺乏学术英语的语

体特征，这需要通过显性教学予以解决。

2.	 运用POA的理据性

鉴于名词化语法隐喻的重要性，诸多学者呼

吁在高级写作和学术写作课程中开展相应的教学

研究并进行了初步探索（如Alexander et al. 2008；

Devrim 2015；Liardét 2016；董宏乐 2002；孙岩

梅、高江梅 2011；张艳 2019；张延君 2016；钟

兰凤、陈希卉 2015等），但目前已有的研究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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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解析名词化教学要素，阐明教学流程，并

验证教学实践结果。POA（文秋芳 2015，2018）

是发源于中国本土的外语教学方法，经过十多年

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已广泛应用于

通用英语教学（邱琳 2019；孙曙光 2019；张伶俐 

2017；张文娟 2017等）、对外汉语教学（朱勇、白

雪 2019等）和多个非英语语种教学（王丹丹 2019

等）。总体来说，他们的教学实践展示了POA的

有效性。

本研究基于以下理据进一步将POA拓展到学

术英语的名词化教学中：第一，POA“旨在克服

中国外语教学中‘学用分离’的弊端”（文秋芳 

2018：387），“区别于其他教学法的主要特征之

一是产出活动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孙曙光 2019：

6）。本研究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在学术写作中的名

词化产出能力，与POA一致。第二，POA“主

要针对的是中高级外语学习者”（文秋芳 2015：

547），本研究的教学对象均通过了CET-4，具备

了一定的英语水平。第三，POA由“驱动—促

成—评价”组成的若干个循环链构成整个教学流

程，不同教学阶段之间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和循环

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产出欲望。多轮形式多样

的教学活动精准应对学生的产出困难，循序渐进

地促成产出目标的实现。名词化是二语教学的难

点，涉及复杂的认知和语言转换过程，因此，实

现产出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教师在POA教

学流程的指导下，帮助学生建立明确的学习目标，

发挥脚手架作用，精准设计和分解产出任务。由

此可见，POA与本教学研究具有很高的契合度。

限于论文篇幅，本研究聚焦句子内部的名词化教

学，跨越句子范围、具有组织语篇信息功能的名

词化教学则另辟文撰写。

3.	 学术写作中的名词化教学设计

3.1 教学对象

本研究的教学对象为北京某工科高校非英语

专业选修高级英语综合课程的学生。该课程的定

位是通用学术英语，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语言

水平，为进一步学习高级学术写作课程奠定基础，

教学时数总共32学时，每周2学时。学生共计90

名，均通过了CET-4，分布在两个平行班。

3.2 产出任务与教学材料设计

Nesi & Gardner（2012）基于英国学术英语语料

库的研究表明，在英国高等教育中，低年级和高

年级的学术作业类型有较大差异，论说文是低年

级学术作业中最常见的语类。Charles & Pecorari

（2016）也指出本科生要重点掌握各种类型的论说

文和研究报告的撰写。参照上述研究，我国本科

低年级的学术写作教学应从论说文写作训练开始，

为本科高年级的研究报告撰写以及本科、研究生

阶段的学术论文发表奠定基础。

本研究的产出任务为3个不同主题下的6篇论

说文，每个主题包含产出任务A和B。相同的写作

主题创造出重复使用目标教学词汇的语境。布置

写作任务后，笔者带领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写作论

点和提纲，为写作任务的内容和语篇结构提供脚

手架，促使学生在产出任务时语义表达相对集中。

“POA建议采用学生或教师模仿学生完成的

优秀作品作为提取话语结构的输入材料”（文秋

芳 2015：555）。由于缺乏难度和长度适宜的名词

化教学输入材料，笔者和以英语为本族语的教师

共同完成了3个主题下的产出任务A的写作，并

将其作为教学输入材料。每个文本的字数控制在

250—300字之间，且嵌入了学生要学习的目标名

词化词汇（8—10个）。在促成教学环节，该材料

还被改编为语篇单位的促成练习。除了课内的名

词化文本输入材料，学生每天还要进行课外学术

听力训练，材料来自BBC和VOA。

3.3 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源自90名学生和4名进行课堂观

察的同行教师，分为质性和量化两种数据，具体包

括教师和学生的访谈数据、教师的课堂观察记录、

学生的学习日志和产出文本中名词化的数量。

本研究先后进行了3个批次的学生访谈，总

人数为23名，转写为19,700余字。学生撰写了3

次学习日志，共计241份，内容涉及学习困难、

学习收获、教学评估与建议等。有效产出文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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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份 1，总计形符78,345个。本研究对全部语料

进行了手工标注，内容主要包括名词化是否为目

标教学词汇、是否使用正确等。语料库检索工具

为AntConc3.5.0。

有4名大学英语教师对教学进行了课堂观察，

其教龄分别为11年、22年、23年和33年，她们

均为学校的教学骨干，评课经验丰富。其中1位

教师观察了全部3组目标词汇的教学，其余3位

教师主要观察了1组目标词汇的教学。除了填写

教学观察表，她们还接受了多次访谈，时长约为

116分钟，转写为35,000余字。

4.	 课堂教学过程

根据名词化过程中的各种词汇语法变化，小

句和小句复合体中的名词化语言教学要素 2主要包

括名词修饰语、修饰语排序、介词及其使用理据、

属格变化（从名词到名词所有格、从代词到物主

性代词）、词性变化（从副词到形容词）、词形变化

（从动词原形到分词）和表示逻辑关系的动词。这

些要素需要融入POA理论体系指导下的教学中。

4.1 教学流程概述

POA教学流程包括驱动、促成、评价三个环

节，本部分简要介绍教学的全流程。在驱动环节，

笔者布置写作任务A并描绘写作场景，通过界定

写作活动的目的、背景、话题和受众，凸显产出

任务的学术性。学生提交作业后，笔者挑选出典

型样本，与教师撰写的样本一同呈现给学生。通

过对比两个文本在名词化使用、词汇密度等方面

的差异，帮助学生认识到名词化产出能力的不足，

从而产生学习的“饥饿感”。

在促成环节，笔者首先向学生提供名词化输

入材料，要求学生观察并找出文本中的名词化语

料，使他们“注意”到构成名词化的各种语言要

素。完成文本输入后，教师组织学生开展单词、

短语和句子层面有关名词化的具体促成活动，并

布置新的产出任务B。

在评价环节，评价学生在写作任务B中使用

名词化的数量和质量。笔者开展了多种类型的评

价。在师生合作评价中，笔者挑选出“可改、可

评的中等质量产品”（文秋芳 2016：40），经过学

生独立思考和评价、小组讨论、教师引导的大班

交流等多个环节，对学生写作文本中目标名词化

使用不足和有误的情况进行评价。

各教学环节的授课内容与课时安排见表１。

1 6 次写作任务提交不全和少量存在抄袭现象的产出文本均归为无效文本。
2 由于论文篇幅的限制，名词化教学要素的解析与归纳详见笔者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学术英语写作预备课程中的名词化教学

研究：理论框架构建与应用》。

表１ 授课内容与课时安排

课时 授课内容

1 驱动活动①：布置产出任务A，讨论写作要点及结构

2 驱动活动②：对比学生与教师的产出文本
促成活动①：目标名词化用法讲解，单词、短语、句子层面的产出练习

1 促成活动②：布置写作任务B，即语篇层面的产出练习，讨论写作要点及结构

1 评价活动：评价任务B中目标名词化产出的数量和质量

由于“促成环节是‘产出导向法’的核心环

节”（张文娟 2017：89），限于文章篇幅，笔者

将详细汇报一个写作主题下的促成教学。写作

任务类型为说明文，主题为“热点社会问题的

解决方案”，任务A：Solution to the Issue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任 务B：Solution to the Issue of 

Empty Nesters，包含的目标名词化词汇为solution、

access、assistance、establishment、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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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investment和choice。这些词汇聚焦写

作任务主题，且其名词化原形属于大学英语四级

大纲词汇，控制了学习难度。该主题包含两个具

体产出任务，题目分别为“Solution to the Issue 

of Left-behind Children”（任务A）和“Solution to 

the Issue of Empty Nesters”（任务B）。任务A的

写作场景为：学生给来校工作的英国社会学教授

William Cartwright做助教，Cartwright教授想了解

当代中国社会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方案，请学生

以书面形式提交一篇说明文给他。

4.2 促成教学

在促成教学中，笔者设计了从单词、短语到

句子，再到语篇的产出练习，逐步促成学生对目

标名词化的掌握。

4.2.1 单词单位的促成

笔者先导入目标名词化的形容词和动词原形，

再呈现它们相对应的名词形式，由熟到生，加深

学生对目标词汇的记忆。讲解完目标词汇的词形

后，笔者在词形转化练习中巩固学生对目标词汇

的学习，例如assist—assistance和choose—choice。

英语中名词后缀的数量较多，因此在有限的课堂

教学时间内无法一一讲解。笔者提供给学生常见

的名词后缀表，包括词缀、意义和词汇示例三项

信息，要求学生将课堂教学、阅读和听力中碰到

的名词化实例填入表格，以促进其对名词后缀的

学习和积累。

4.2.2 短语单位的促成

在名词化过程中，“名词词组可能会冗长而复

杂，因为所有的词汇内容都被压缩到这一两个词

组之中了”（韩礼德 ［2004] 2015：33），也就是说

小句中围绕核心名词的其他语义成分都转化为名

词的前后置修饰成分，直接增加了单位词汇密度

和语义复杂度，因此学生必须掌握名词化的各类

修饰语和搭配。以目标词汇assistance为例，笔者

的讲解内容如下：

• 熟词： n. assistant 助手，助理

        v. assist帮助，援助

• n. assistance

• a. + ~：considerable ~, great ~大量的帮助 /

援助

  public ~公 共 援 助 , social ~社 会 援 助 , 

economic/financial ~经济援助 , medical ~

医疗援助 , technical ~技术援助 , military ~

军事援助

• v. + ~：provide/give/render/offer ~ to sb.提

供援助

  get/receive~获得援助 , seek ~ from…寻求

援助

• prep. + ~：with the ~ of…在……的协助下

学生掌握目标词汇的修饰语和搭配后，紧随

其后的任务是掌握不同修饰语的排序。笔者通过

翻译实例讲解名词修饰语类别和排序的显性知识

（见表2）（改编自胡壮麟等 2017：240）。

表2 名词词组的修饰语类别及排序

指示语 数量语
修饰语

分类语 事物 后置修饰语
态度 性质

限定语 数词 副词 /形容词 形容词 名词 介词短语

more direct and frequent contact with nature

parents’ emotional investment in their children
注：表中单词及短语均为示例。

介词作为英语后置修饰语的引导词类，在增大

语义密度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英语中的介

词数量众多，用法复杂，对二语学习者而言，是学

习的难点。笔者参照认知语言学的语言理据性向学

生讲解英语中常用介词的用法，先讲解介词的基本

意义，即最核心的意义，之后拓展至该词的引申意

义。两个意义之间的关联用图片来表示，以加深学

生的理解。以目标词汇solution的搭配介词 to为例

（如图1所示），to的基本词义为“向、往、到”某

个具体的地点，其引申意义为达成某个目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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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性、目的性”，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为从A点移

动到B点，发生“位移”，达成目标。经过上述理

名词修饰语排序的显性知识是静态的，不足

以让学生掌握名词化，因此需要通过多个专项

练习转化为“活用”知识。学生写作任务A的文

本中存在大量使用动词和形容词表达语义的句

子，笔者提取了这部分语料，要求学生改写为隐

喻式的名词化短语或介词短语。例如把句子 If the 

parents frequently contact their children, they will get 

more emotional support.中划线的小句转化为The 

frequent parental contact with children brings about 

more emotional support for them。

4.2.3 句子单位的促成

在名词化发生的过程中，小句复合体中的各

个小句被重新识解，分别成为新的名词短语。连

接小句的关系成分，即连接词，因失去了语法上

的意义而“消失”。同时，句子成分发生了较大的

语序变化。由于“两 /多个名词词组并不能构成小

句，通常还需要一个动词（词组）在它们之间建立

一种构型关系……对其中的逻辑语义关系重新进

行识解”（韩礼德 [2004] 2015：205）。因此，在

句子层面的促成中，要给学生讲解表示逻辑关系

的动词和语序变化。韩礼德（[2004] 2015）列举了

连接小句动词的6种常见类别。基于这6个类别，

笔者总结了表示逻辑语义关系的12种动词类型列

表，包括因果关系、条件关系、时间关系、变化

关系等，并开展了三种课内外教学活动来帮助学

生掌握该类动词，例如：在课堂讲解每种逻辑语

义关系的代表动词；在句子改写练习中，要求学

生判断主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参照列表，增补

动词；学生课外自学列表中的其他词汇，并在任

务B中使用。

语序教学活动包括语序转换路径描述和句

子要素排序练习。在语序转换路径描述的教学

活动中，笔者要求学生在句子改写练习中以口

头或书面的形式具体描绘转化过程中的每个步

骤，通过“verbalize”名词化前后的语法成分、

词性及位置变化，达到语序深加工、掌握语序

变化具体路径的目的。以前述句子 If the parents 

frequently contact their children, they will get 

more emotional support为例，学生需要完成如

下描述活动（见表 3）。

表3 语序转换路径描述的教学活动示例表

转化步骤 实例
语法成分、词性及位置变化

名词化之前 名词化之后

①定位名词化对象 contact—contact 谓语、动词 主语、名词

②主语变化 parent—parental 主语、名词 定语、形容词、前置修饰语

③宾语变化 children—with children 宾语、名词 定语、介词引导的短语、后置修饰语

④状语变化 frequently—frequent 状语、副词 定语、形容词、前置修饰语

⑤语义逻辑分析 因果关系（bring about）

据性分析，笔者要求学生完成关于介词 to的填空练

习，通过实例巩固对引申义项的学习。

图1 介词to的核心意义与引申意义的理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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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语序转换路径描述之后，笔者再呈现给

学生名词化之后的答案。在句子要素排序练习中，

笔者给学生提供汉语句子和英语的动词或形容词

表达，将名词化之后的句子要素打乱顺序并编号，

要求学生排序，保持意义不变。例如：

· 就企业而言，开发用于老年护理设施的技

术，为空巢老人的日常活动提供了诸多方便。

原句：On the part of enterprises, they develop 

the technology for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providing much more convenience for empty 

nesters in daily activities.

改写句：On the part of enterprises,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vides 

much more convenience for empty nesters in 

daily activities.

排序项：① development of ② their ③ for  

④ technology ⑤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答案：② ① ④ ③ ⑤

4.2.4 语篇单位的促成

语篇单位的促成练习包括把名词化短语填入

语篇空缺处，用目标名词化短语翻译语篇和完成

写作任务B。填空练习的示例如下：

Secondly, the rural government should als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providing practical assistance

（提供实际的帮助）. A problem-report ing, 

intervention and assistance system should be 

built,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boarding 

schools（建立寄宿学校）and severe punishment 

for the crimes against those children’s rights and 

interests（严厉惩罚侵犯孩子权益与利益的犯罪

行为）. 

语篇翻译练习是填空练习的中文版，进一步

增加了语言加工的难度，提高了目标词汇的应用

频率。

在促成教学任务的设计上，笔者根据学生的

产出目标和困难，“有针对性地为学生完成产出

任务提供脚手架”（文秋芳 2018：396），“帮助学

生建立语言表达信心，顺利实现语言产出进阶”

（邱琳 2017：388）。完成促成教学后，笔者布置

写作任务B，描绘写作场景、讨论写作要点及结

构之后，鼓励学生在新的写作任务中使用目标名

词化词汇，把名词化的应用能力迁移到新的写作

语境中。

5.	 教学结果与讨论

教学完成后，笔者收集了源自学生和观察教

师的多类型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三角验证，以观

察学生的名词化意识是否得到提升，名词化产出

的数量和质量是否有所提高。

5.1 数据分析

5.1.1 学生主观感受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术性论说文写作教学，大

部分学生在访谈和学习日志中都汇报了积极的学

习感受与收获，表示满意或很满意，没有学生表

示不满意或无收获。例如：

  学习抽象名词当然重要，很多动词都

可以用抽象名词表示，加长了句子的长度，

想表达的几层意思都能通过一句话说明白。

（S461，2017年11月2日）

  这学期最大的收获主要体现在写作，从

原来遇作文想动词，直接写，到现在想到动

词后，会主动去看能不能用名词化使句子成

分更丰富，句式不那么单一。（S23*，2017

年12月14日）

从上述学生的汇报可以看出，名词化教学一

方面使学生意识到自己在以前的正式书面文体中

存在的语言问题，产生了学习和产出名词化的强

烈愿望，另一方面使学生认识到名词化是学术写

作的语体特征，能够起到浓缩语义和丰富句式的 

作用。

1 S与S*分别代表两个平行班，数字代表学生编号。

3校—正文.indd   20 3/28/20   4:57 PM



21

陈 浩 文秋芳

5.1.2 观察教师评价

在访谈和课堂教学观察中，教师对学生回答

问题和完成练习的质量进行了积极评价。例如：

  （学生）基本可以按照预设回答问题，质

量较高，感觉比前两次更上路，确实可以看

出效果……主要反映在抽象名词的使用中，

说明反复训练有效果。（T1，2017年11月6日）

  名词化练习部分与第一次课相比感觉学

生更自如了，能自如地与老师讨论名词化的

使用。练习用时少了，其语言水平及应用能

力也有了提高。（T4，2017年12月14日）

上述观察教师的评价表明经过多次教学，学

生产出名词化的能力在不断提高，具体表现为学

生回答问题的质量变高，在名词化练习中的用时

减少、更加自如，整体语言应用能力提高了。

5.1.3 学生的产出文本

教学研究结束后，笔者比较了63名学生在任

务A和任务B中的名词化产出情况。从表4可知，

学生在任务B中产出目标名词化的数量和正确目

标名词化的数量均高于任务A，且都有显著性差

异（p=0.000<0.05）。这表明经过POA教学，学生

的目标名词化产出数量和质量都有显著提高。

表4 学生在句子及以下层面产出名词化的数量对比

比较项 写作任务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p

目标名词化的数量
A 0.961 0.832 0.105

0.000
B 3.661 1.828 0.230

正确目标名词化的数量
A 0.842 0.775 0.098

0.000
B 1.310 1.199 0.151

笔者还统计了学生在两次任务中的人均产出

正确名词化的数据。结果显示，在任务A中，人

均产出正确名词化的数据为3.21/百字，在任务B

中为3.66/百字。Biber et al.（1998）的统计数据表

明学术语篇中的名词化约为4.4/百字 1。学生完成

这组写作任务时，整个教学研究只进行了三分之

二，排除写作难度、语料标注误差等影响因素，

学生的名词化产出数据已接近Biber et al.（1998）

的统计数据，这说明名词化教学取得了良好成效。

理想的语言教学能使教学效果发生迁移。为

了观察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培养的名词化语法隐喻

能力是否发生了迁移，笔者统计了学生在写作任

务中产出非目标名词化的情况。任务A和任务B

中每百字分别包含了2.35个和2.40个正确的非目

标名词化情况。这表明学生通过学习，名词化隐

喻能力开始发生迁移，呈现出良好态势。总之，

学生的主观感受、观察教师的评价和学生产出文

本的质性和量化数据相互验证，证实基于POA的

名词化教学取得了成效，有助于提高学生学术写

作中产出名词化的数量和质量。

5.2 讨论

本研究促成了学生在学术写作中提高名词化

的产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名词化教学

要素的准确选取；二是应用了POA指导教学实

践。以下我们就应用POA教学方法的相关情况进

行讨论。

在教学的整体设计和产出活动的安排上，笔

者充分学习和吸收了POA的教学理念、教学假设

和教学流程，并予以执行。在驱动教学环节，笔

者以具有交际真实性的产出任务为导入，让学生

认识到自身的学习不足，从而产生学习动力。在

1 根据Biber et al.（1998）基于语料库的统计，学术语篇中名词化的频次为每百万词 44,000 次，即 4.4/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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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教学环节，笔者对标了渐进性、精准性及多

样性三个产出任务设计原则（文秋芳 2018）。在渐

进性方面，沿着认知维度先布置按要求产出的活

动，逐渐过渡到开放性产出活动；沿着语言单位

的维度，从词到语篇逐层推进，逐步实现名词化

产出目标。两个维度的设计定位符合学习规律和

学生的认知发展。在精准性方面，笔者对接了学

生产出中的问题与困难，直接采用学生写作产出

中的动词和形容词语料，要求学生改写为名词化

表达，并针对名词化构成要素的难点开展了教学。

在多样性方面，笔者采用了文本和听力两种模态

进行名词化输入，使学生在交替使用大脑的不同

加工机制中提高了学习效率。在评价教学环节，

笔者秉承POA“以评为学”的评价理念，通过师

生合作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提高学生对目标词汇

的接触频率和产出频率，仅在课堂上学生接触和

学习目标名词化词汇的频率就达到了8—12次。

频率是语言习得的决定性因素，也促使教学取得

良好产出效果。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POA进行了学术英语的名词化

教学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需要说明

的是，POA如何具体运用于教学中与教学内容

的难易度和教学对象的语言水平相关，可灵活处

理。以名词化教学研究为例，如果学生的语言水

平较高，目标词汇的词形和搭配知识可安排学生

课下自学。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名词化语

法隐喻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本研究的时

长仅为一个学期，导致部分教学活动开展得不够

充分和精细。未来的名词化教学研究可在以下四

个方面开展：第一，开展更长时间的名词化教学

历时研究；第二，开展跨越小句范围、发生在语

义层面的名词化教学，教授学生如何使用名词化

组织语篇信息；第三，深入考察名词化使用与

学生写作水平和整体语言水平之间的关系；第

四，研究除名词化之外的其他类型的语法隐喻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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