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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演绎法和归纳法是第二语言教学课堂上两种主要的语法教学方法。演绎法是指

显性的语法教学，在这种方法中，语法规则被看作是先验知识，在进行有意义

的交际之前必须学会。它要求教师先对语法规则进行解释，然后带领学生进行

语法结构操练。演绎法的预期结果是，学生学会了语法规则这样他们以后就能

在特定交际活动中应用它，目前大多数教科书仍然以这种方式介绍语法。演绎

法的缺点是把理解和构建语法知识的责任赋予了教师，把被动的角色赋予了学

习者。学生在与真实交际意图无关的、人为的语境中的语法操练并不能帮助学

生掌握目标语言。另一种方法是归纳法，指的是隐形的教学语法，它不强调教

学的重要性，教师是输入的提供者而不是解释者。如果学生接触到足够数量的

他们感兴趣的语言并从整体上理解，他们最终将能懂得目标语言的结构、功能

和意义并最终通过隐性的方式掌握知识。但这种方法并不能保证学习者能够发

现隐藏的概念和语法知识。 

ABSTRACT 
The PACE teaching model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teaching 
second language explicit grammar and implicit grammar. The 
PACE teaching model is introduced comprehensively, and the 

Chinese interjection"啊、唉、嗯、呦、哎呀、哦、嘛、呢" 
are selected and studied in the design of teaching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interjection based on the PACE model.Finally,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PACE teaching model 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interjection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PACE teaching model, the 
difficulty of acquiring interjec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xtbook layout, which provides Chinese teachers with new 
ideas for teaching Chinese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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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显性教学和隐性教学是明显相反的教学方法，但从教学的角度看，

它们都有一些明显的缺陷：这两种方法都没有承认学习者在与教师合作构建语

法解释方面的贡献，也都没有考虑到语言学习的合作性、对话性和社会互动性。 

由 Dair-Hauck 和 Donato 倡导的 PACE 语法教学模式融合了显性语法教学和

隐性语法教学的优点，在语境中把形式和意义联系起来，并为学习者提供创造

性、有意义使用语言形式的机会。具体来讲，PACE 教学模式以故事为基础，引

导学生注意语言结构形式，师生共同构建语法规则，最后通过扩展练习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语法知识。 

叹词是汉语中的特殊词类，叹词教学一直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薄

弱环节。我们根据《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的汉字表和词汇表，选

取了“啊、唉、嗯、呦、哎呀、哦、嘛、呢”等 8 个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叹

词，按照 PACE教学模式的 4 个阶段，展示了汉语二语叹词的教学的过程，并说

明了 PACE教学模式在汉语二语语法教学中的合理性，我们希望提供一种通用的

教学方法，激发中文教师对语法教学的重新认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研究方法 

一 核心概念和文献回顾 

1.1  PACE 教学模式 

PACE 是 英 语 单 词 Presentation 、 Attention 、 Co-construction 、

Extension 首字母的缩写，分别对应着 PACE 教学的四个阶段：展示真实有意

义的语言材料、 注意语言材料中的语法形式、师生共同构建语法规则、开展

拓展性的练习活动。具体如下： 

Presentation:有意义语言的呈现阶段 

这是教学材料的呈现阶段，教学材料可以是故事也可以是对话，或者是

对教科书节选部分的改编，只要它们能反映文化观念、有趣味性、并按情节组

织。同时材料要符合学习者的的语言水平，着眼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在

呈现阶段，学生通常不会看到材料，而是由教师生动地介绍材料，与学生互动，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呈现过程包括呈现前、呈现时和呈

现后。呈现前需要老师介绍文化背景、教授重点词汇，帮助学生理解；呈现时

老师要进行戏剧化的表演和学生互动；呈现后，老师要检查学生对材料的理解

程度。 

Attention:专注于形式的注意阶段 

注意力和注意是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关键。在这一阶段，老师要引导学习

者注意特定的语言形式或者语法结构。教师可以通过视觉注意的方式，比如把

材料中的语法结构用加粗、斜线等方式进行标注；也可以采用提问的形式，

“如果没有这些词，这个故事听起来怎么样?”。这个阶段很简短，通常在几

分钟内完成，然而，它的重要性却不能被低估。由于学习者在没有引导的情况

下可能不会发现输入的语法结构，所以教师的作用是引导学习者注意有关的语

言形式，并启发学习者思考语法结构在形式和功能上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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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nstruction:共同构建阶段——师生对话式的探究 

呈现和注意阶段是共同建构阶段的基础，在教师将学习者的注意力集中

到目标语言形式上之后，教师和学习者要共同构建其规则和功能。在这一阶段，

学习者和教师应该成为语法解释的共同建构者。这个过程涉及到教师和学生之

间的合作，以及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共同构建需要教师精心准备问题，这

些问题要能帮助学习者发现有规律的语法结构和语法功能。教师要灵活地评估

学生的理解能力，当学生遇到困难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解释，当然教师提供

的帮助是渐进式的，可以是简单的一句话也可以是明确的指导。 

Extension:拓展练习活动阶段 

一旦语法规则和功能被共同建构，学习者就会继续创造性地将他们新获

得的知识用于第二语言的输出，从而将可理解的输入转化为输出。扩展活动应

该是有趣的、与本课的主题有某种联系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允许学生创造性的

自我表达的。扩展练习活动可以是角色扮演、戏剧化表演、配对采访、课堂调

查、课外项目或模拟交际。此外，扩展练习活动阶段教师要鼓励学习者与目标

语言社区的成员接触，以进一步调查故事的来源国，或将故事与目标语言联系

起来。 

1.2  国内外关于 PACE 在语言教学中的研究 

PACE 教学模式一直以来在国外都受到二语教师和学者的重视，并不断地在教

学中实践。Adair-Hauck（1993）采用对比实验的方法，让两组法语二级的高

中学生分别用演绎法和 PACE 法来学习法语中的过去式和它在叙述中的作用。

实验结果表明，PACE 课程学习者在阅读理解和语法理解的延迟后测中的表现

都超过了演绎组，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Cho, Young Ah. (2018）探

讨了演绎法、归纳法和 PACE 教学法对学习者的语法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

示，PACE 组在短期和长期保持方面的表现比其他组都要好，PACE 方法对学习

者的语法掌握有明显的积极作用。Haight, C. E（2007）研究了一个改良版

的 PACE 教学法，他发现即使有教师预先设定的问题提示来引导学生注意上下

文中语法的特殊用法，学生的表现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明显高于那些接受教师讲

解语法的学生。 

国内关于 PACE 教学的研究数量偏少且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二

语教学中，理论研究水平低，常以某个英语语法点为例展开实证研究；同时，

汉语二语教学中 PACE 教学法的应用研究并不多见。 

1.3  汉语二语叹词教学研究 

叹词是一种通常独立于句法结构之外，以模拟人类自己的声音、表示人类自身

情感为主的特殊的词类（张谊生，2002）。目前，学界对叹词的划界、归属、

构成、意义、地位等方面的研究已非常成熟。但是关于汉语二语叹词的教学的

研究却不多，叹词教学一直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薄弱环节。从偏误研

究看，楚昊舒（2013）考察了英语母语者汉语叹词学习的偏误情况；在国别化

研究方面，刘燕（2014）分析了东南亚留学生叹词习得的影响因素。遗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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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文献研究来看，关于叹词汉语二语教学的教学法研究很少，尤其缺少通

用教学法的研究。 

二 教学研究设计 

教学材料： 

我们从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提供的《现代汉语语料库词语分词类频率

表》中进行叹词检索，并结合《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遴选出 8

个目标叹词“啊、唉、哎呀、哦、嘛、呢、嗯、呦”。以上叹词也梯度式地出

现在了《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字表和词表的不同等级中，这些都

是汉语中级学习者的目标词汇。在实践中，我们遵循 PACE 模型的四个阶段，

以引导学习者发现叹词的形式、建构叹词的意义和练习叹词的用法。 

教学过程 

2.1  呈现对话故事 

大明：欢迎来我家！ 

小芳：啊，你家好大啊！ 

大明：是吧，我给你倒杯水吧。 

小芳：好，谢谢。这是什么啊？ 

大明:我的录取通知书，你怎么样？你去哪个大学？ 

小芳:唉，我这个人呢，别的都好，就是学习不好，没有大学要我。 

大明：别难过啦，你才 17 岁嘛，你还有很多机会的，明年继续加油吧。 

小芳：嗯.......好吧，可是我还是很难过，考大学好难啊。 

大明：哎呀，别提了，我申请了很多学校，今年终于成功了。开心点，有志

者事竟成，失败是成功的妈妈，你不要轻易放弃呦！ 

小芳：哦,那我明年再试试吧，反正我还年轻。 

大明：我的天，我忘了交学费了! 

小芳: 哎呀，这怎么办？ 

...... 

（故事中的大明和小芳是朋友，也是即将走进大学校园的学生） 

教学展示的材料应该是真实的、有趣的、可理解的并与语法概念密切相

关的；故事不能太长，以免增加学生的理解难度。在开始呈现阶段之前，要提

前向学生介绍故事背景，并讲解故事中的关键词以帮助学生理解，上述材料中

我们重点向学生介绍了“有志者事竟成”的故事背景和意思。教师展示的过程

中要与学生互动，还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确认学生是否理解故事意思，比如我

们会问学生：这个故事里有谁?他们在哪里?对话发生在什么时候?他们在做什

么?你有什么想法?   

材料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我们选择对话的方式，是因为对话的句

子长度易于学生理解，并且具有表演性。我们同时根据对话，提前让汉语母语

者录制了视频，在课堂上播放，帮助学生理解。 

2.2  注意叹词“啊、唉、哎呀、哦、嘛、呢、嗯、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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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者对故事有了基本的理解之后，教师就要开始注意阶段了。在这个阶段，

教师要把学习者的注意力引导到目标语言形式上（在本文中目标形式是叹词，

在上述故事中叹词一共出现了 18 次）。 

我们把所有目标叹词都进行了加粗、斜体、下划线、增加颜色等方式的

处理。同时还询问了学生这些问题，以引导学生：你在阅读的时候注意到这些

词了吗? 这些词有什么特点？如果没有这些词请你再读一遍，你感觉有什么不

同？学生回答说没有这些词，材料读起来像机器人一样，这说明学生已经注意

到了叹词的特殊存在和作用。 

2.3  师生共同建构叹词的使用规则和功能 

一旦老师将学习者的注意力引导到叹词上，老师就可以与学习者进行对话共同

构建语法规则了。需要注意的是，教师不要为学习者提供现成的规则，学习者

也不要成为规则的被动接受者。相反，这是一种合作和互动过程，需要教师和

全体学生共同讨论，教师会提问但更多是“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学生一起解决

疑惑。建构使用的语言可以是汉语也可以是学生的母语。 

我们要求学生观察叹词啊、唉、哎呀、哦、嘛、呢、嗯、呦的使用情况，

并分享各小组共建的规则。归纳形成后，我们问学生他们是否注意到叹词表达

与语境的关系，不同语境下叹词意义的变化等问题以检验共同建构的质量。比

如。“啊，你家好大啊！”中的“啊”用来表达赞叹，而在句子“这是什么

啊？”中，“啊”的使用帮助强化了感兴趣、轻松等情感的表达。 

2.4  叹词的扩展练习活动 

PACE 课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旨在让学习者在形式、意义和使用之间建立联系。

根据可用的教学时间，可以安排一个或多个活动。在这里我们根据学生的学习

水平，由易到难地安排了 2 个练习。 

练习 1 

把叹词与漫画表情表达的情绪相匹配，一个表情对应的可能超过一个叹词。 

 

啊     唉     嗯     呦     哎呀      哦    嘛    呢 

 

图 1. 扩展练习题 

 

练习 2  把叹词填入下列句子的合适位置 

啊     唉     嗯     呦       哎呀      哦      嘛      呢 

下次一定会成功，继续努力_____。 

______........好吧，我马上去找老师。 

______,原来这样啊，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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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算了吧，我的分数太低了。 

这是什么____？ 

______,你能不能快点！ 

爸爸喜欢吃面条，妈妈喜欢吃蔬菜，我___,喜欢肉。 

不会就学__,反正就不难。 

 

研究结果及探讨 

一 基于故事教学的 PACE 教学模式适用于第二语言教学 

讲故事特别适用于第二语言教学。故事的框架提供了一个流动的心理图像，帮

助学习者将意义和功能分配给他们听到的形式，赋予他们所听到的形式以意义

和功能。 

PACE 教学法是基于故事的语言教学方法，强调语言形式、意义与交际的

关联并鼓励学习者从课程的一开始就理解教学材料。通过使用简化的语言、图

片和手势，教师为学习者提供了“脚手架”并帮助他们理解故事。在这些初步

的活动和互动帮助学习者理解话语的意义后，教师将学习者的注意力转向具体

的语言形式或结构上，“学习者关注形式的最佳时机之一是在实现了理解之后”

（Celce‐Murcia，1985, p. 301)。 

二 PACE 教学模式是美国 5C 标准外语教育的实践 

为提高美国学生外语学习能力，美国颁布了《 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标准》中提出了 21 世纪美国学生外语学习应达到的五大目标，即交际

（ Communication）、文化（ Cultures）、关联（ Connections）、比较

（Comparisons）和社群（Communities），简称“5C 标准”。《标准》推出

以来备受研究者推崇，成为全球外语教学非常重要的参考。 

PACE 教学模式是整合文化、交际和价值观的载体。PACE 教学模式中所选

用的故事反映出目的语所代表的特定的文化、交际方式和价值观。许多寓言、

民间故事、诗歌和歌曲是教学材料重要来源。例如，我们选择的故事中使用了

“有志者事竟成”这个成语，这是贯穿整个故事的主题，表现了中国人面对困

难，不屈不挠，奋斗拼搏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因此在 PACE 课程上我们会

与学生讨论文化和价值观念。 

在扩展练习活动阶段，PACE 整合了交际、文化、比较和社区的目标领域。

我们鼓励学生进行母语与目标语的比较，这种比较可以是语言本体的比较，也

可以是交际特点、文化价值观念的比较。同时学生在扩展阶段也可以通过做交

际任务与目标语社区的人群建立联系。 

三 叹词习得和教学编排特点适合 PACE 教学模式 

埃利斯（2006）区分了强化语法教学方法和广泛语法教学方式，并指出语法教

学需要强化教学，即一段持续时间的对单一的语法结构的教学。强化的语法教

学可以帮助学生在掌握目标结构的一系列阶段中取得进展，无论是在学习阶段

还是复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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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习得难度方面看，叹词作为汉语中的特殊词类，功能复杂，多数时候

以单独的词汇形式出现，对叹词的理解高度依赖语境，学生习得情况不理想。

刘蕾（2002）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学生对叹词的情况是较差的, 叹词的习得研究

是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的一个盲点。从教材编排来看，目前的对外汉语教材对

叹词教学内容的编排没有系统性、层次性和连贯性，分布非常分散，汉语二语

的叹词教学很难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准对叹词习得难度大，语境依赖强、教材编排分散的特点，PACE 教学模

式可以强化语法教学，把目标叹词集中编排在教学材料中，通过师生共建、扩

展练习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叹词用法，同时 PACE 模式非常灵活,既可以

用于新课的学习还可以应用于复习。 

 

结论 

“教无定法”，但是好的教学方法可以让教学效果事半功倍。PACE 教学模式

融合了显性语法教学和隐形语法教学的优点，把语法形式和意义联结了起来。

同时 PACE 模式强化语法教学的特点也能克服叹词在汉语教材中编排分散的缺

点，让语法教学效果更有效。但文章只是对叹词二语教学做了设计研究，PACE

教学模式应该可以广泛的应用到汉语二语的语法教学中，以后的研究中可以更

多关注 PACE 教学模式在汉语二语语法教学的实证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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