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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白到对话》

内容概要

《从独白到对话:背诵式语言输入形式的创造性转换》是一本关于背诵式语言输入形式转换的专著。全
书共分上、下两篇，分别为“独白篇”和“对话篇”。上篇全方位论述传统个人背诵的定义、原理、
过程、发展、背诵研究的成果和不足等问题；下篇以“支架理论”和“互动假设理论”为基础，提出
运用新型伙伴对话替代传统个人背诵形式的设想。阐述了新型伙伴对话的定义、理论基础、操作步骤
、对比研究、前景、存在的问题以及改写的对话实例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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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白到对话》

作者简介

马英莲，女，1963年4月生，甘肃省陇南市人，硕士，天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参与编写教材
一部，主持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一项，并在省级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英
语教学论和普通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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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白到对话》

书籍目录

上篇独白篇 第一章传统个人背诵的定义 一、辞典、学者释义 二、背诵的分类 三、综合定义 四、对背
诵的偏见 第二章传统个人背诵的原理 一、背诵在大脑中的运行轨迹 二、艾滨浩斯遗忘曲线 三、不同
性质材料有不同的遗忘曲线 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艾滨浩斯遗忘曲线 第三章传统个人背诵的过程 一
、识记阶段——正确、慢速朗读 二、保持阶段——中速、快速朗读 三、重现阶段——中速、较快和
快速背诵 第四章背诵的发展 一、儒家教育思想的影响 二、至理名言夸大背诵的作用 三、国内外学者
的极大重视突出了背诵的功效 四、我国英语学习者的学习环境和动机使背诵得到广泛运用 第五章传
统个人背诵研究的成果 一、基本历程 二、主要内容 第六章传统个人背诵研究存在的不足 一、对背诵
理论认识笼统 二、影响作用的理论分析不透 三、背诵的具体形式探索不够 四、背诵材料单一 下篇对
话篇 第一章新型伙伴对话的定义 一、新型伙伴对话的界定 二、新型伙伴对话的优越性 第二章新型伙
伴对话的理论基础 一、“互动假设理论” 二、“支架”理论 三、“互动假设理论”和“支架”理论
在外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四、“互动假设理论”和“支架”理论对新型伙伴对话的解释力 第三章新
型伙伴对话的操作步骤 一、新型伙伴对话材料的遴选与改写 二、新型伙伴对话者的角色分配 三、伙
伴之间分角色背诵对话材料 四、在真实交际中运用背诵材料 第四章传统个人背诵和新型伙伴对话的
对比研究（预实验） 一、问题的提出 二、对策 三、实验 四、评估 五、反思 第五章传统个人背诵和新
型伙伴对话的对比研究（主实验） 一、引言 二、教学实验 三、总结 第六章新型伙伴对话的前景 一、
新型伙伴对话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 二、新型伙伴对话搭建起合作学习的平台 三、新型伙伴对话是培
养学习者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有效途径 第七章新型伙伴对话存在的问题 一、学习者的学习成本提高 
二、新型伙伴对话活动需要教师的全程监控 三、新型伙伴对话对背诵材料要求较高 第八章改写的对
话实例 一、对话说明 二、创设真实情景 三、忠实原文主旨 四、英语书面语与英语口语的恰当转换 五
、提倡学习者自己改写对话 六、基于《新概念英语》第二册改写的对话 七、基于《新概念英语》第
三册改写的对话 附录1传统个人背诵和新型伙伴对话对比研究问卷（预实验） 附录2传统个人背诵和新
型伙伴对话研究前测试卷（主实验） 附录3传统个人背诵和新型伙伴对话对比研究后测试卷（主实验
） 附录4传统个人背诵和新型伙伴对话对比研究受试访谈（主实验） 附录5传统个人背诵和新型伙伴对
话对比研究语料转写说明（主实验） 主要参考资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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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白到对话》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六章 传统个人背诵研究存在的不足 虽然中外学者从不同视角论述了背诵的必要性和对听
、说、读、写等单项技能的作用，但此类研究的不足也渐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对背诵理论认识笼统 就上述提到的国内外学者对背诵的研究来看，他们的理论支撑主要是应用语言
学家克拉申（Krashen，1987）的二语习得理论和斯基汉（Skehan，1998）提出的语言双重性——可分
析性和程式性。它既是一个以语法为基础的、可分析的相对开放的系统，又是一个以记忆为基础的程
式化（即语块化）的、相对封闭的系统。而这两个理论强调的是背诵的一个方面——输入，却忽视了
背诵的另一面——输出。因为仅有输入还不足以产生语言习得，“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必须与“互动
交流”相结合，学习者才能获得习得的条件阿尔莱特（Allright，1984）。因此，他们对背诵的理论认
识还比较笼统，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为一门语言的学习不仅仅是输入的问题，它还涉及到输出的
问题。要搞清楚背诵对语言学习的真正作用，就必须对背诵的理论进行深刻的认识和反思，这才是研
究的关键所在。 通过近年来就背诵在英语学习方面的研究，认为对背诵理论的认识程度直接制约着研
究的进程和结果。其实，背诵作为一种语言学习法，只要抓住两个关键元素就可以解决问题。一是记
忆，记忆是背诵的基本前提、是语言知识和材料的积累、是学习语言的手段，属输入阶段。另一是诵
读，诵读是背诵的最后复现、是语言知识和材料的再识、是学习语言的结果，属输出阶段。若从背诵
的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来研究其对英语学习的影响和作用，那么，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
感觉。 二、影响作用的理论分析不透 至于国内各位专家学者就背诵对语言学习的作用分析来看，从
理性层面上讲，都比较浮浅，他们主要通过一些个案实证研究来分析背诵对语言学习的影响作用，缺
乏一定的说服力。只通过对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进行调查分析后，得出了背诵对英语学习影响的部分
结论。 还有一部分对背诵影响作用的理论分析不够；他们关注了背诵影响的结果，却忽视了对背诵影
响过程的分析。在论述背诵输入可降低学生的情感焦虑时，只以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论一带而过，
对如何降低学生的情感焦虑未作详细说明。故此，要从理论上弄清楚背诵对语言学习的影响作用，就
应该明白语言学习者和背诵的关系，背诵是语言学习的手段，是外因；语言学习者是语言学习的主体
，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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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独白到对话:背诵式语言输入形式的创造性转换》可作相关研究者的基石，亦可成为英语教师的益
友和英语学习者的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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