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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会话分析与口语教学研究》

前言

　　1952年Harris发表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文标志着现代话语分析的开端。随着符号
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发展，国外许多语言学家、社会学家、民族方法论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
对口头和书面话语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形成了语篇分析和话语分析两大分支；20世纪70年代初，奥斯
汀（Austin）以及塞尔（Searle）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为话语分析拓展了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
，韩礼德（Hallidav）提出了系统功能语法。此后话语分析研究者们逐渐抛弃了对抽象和理想化结构的
研究，不再单纯研究语言成分在句中的位置及其意义，而注重研究话语在社会语境中的功能，重视交
际双方构建和理解话语的动态过程。在融合了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语域理论以及其他语言学理论后
，跨学科、跨系统的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应运而生了，先后有分布分析法、语义分析法、结构分析法
、认知分析法、社会文化分析法、批评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等，涌现了大量论文、专著、论文集等研
究成果。　　在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末，话语分析才受到重视，陆续有些编译著作出版，但更多的
是散见于各种刊物、学报的研究论文及书评，结合教学进行的研究更少，而弥补这一不足，正是我们
进行该项研究的初衷。　　本项目作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的项目于2006年立项
，经过项目组成员三年多的共同努力，形成了本书这一研究成果。　　本项目组成员分别是教学第一
线的英语教师和教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他们或是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或是对英语教学研究有浓厚的
兴趣，着力于与教学相关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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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会话分析与口语教学研究》

内容概要

《英语会话分析与口语教学研究》由上下两篇构成。上篇为理论篇，包括会话形式及特征的研究、会
话结构的研究、会话句法的研究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从教师课堂话语、服务行业话语、电话话
语、辩论话语、电视英语访谈话语、医患对话话语等方面研究英语会话的形式及特征；第二部分从请
求、致谢、称赞、道歉等程式化语言（套语）方面研究英语会话的结构；第三部分从陈述句、疑问句
、感叹句、祈使句、复合句以及省略与重复等研究英语会话的句法。
下篇为应用篇，共选取了15篇研究组成员在研究期间发表的与英语会话相关的教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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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会话分析与口语教学研究》

书籍目录

上篇 理论篇　概述　第一部分 英语会话形式及特征的研究　　第一章 英语会话的形式及特征　　第
二章 英语课堂教师反馈语　　第三章 服务行业中的日常会话　　第四章 电话会话的开头和结尾　　
第五章 基于2004年美国竞选总统辩论的话语分析　　第六章 电视英语访谈节目中的礼貌策略　　第七
章 医患对话中的权势关系　第二部分 英语会话结构的研究　　第一章 程式语（惯例化语言）研究概
况　　第二章 请求语　　第三章 致谢语　　第四章 称赞语　　第五章 道歉语　第三部分 英语会话句
法的研究　　第一章 英语会话的句法研究简述　　第二章 英语会话中的陈述句　　第三章 英语会话
中的疑问句　　第四章 英语会话中的感叹句　　第五章 英语会话中的祈使句　　第六章 英语会话中
省略现象的语义及语用功能　　第七章 英语会话中的重复及其语用功能　上篇参考文献下篇 应用篇
　影响英语会话交际能力的因素探究　非英专学生会话结构意识的匮乏及对策　从会话模式看外语应
用能力的培养　教师话语与课堂交际　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中的教师话语分析　大学英
语课堂教师高度支持性反馈语及其作用　跨文化情境下英汉请求语的对比分析与口语教学　套语与大
学英语口语教学　论大学英语口语课堂教学中的互动模式　语用理念下的外语教学　试论语用原则与
交际法教学　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合理有效的口语项目——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
切人点　基于大学英语课堂教师话语的会话修补研究　FluencyandAccuracyinEnglish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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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会话分析与口语教学研究》

章节摘录

　　3支持性言语反馈　　会话是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交际者之间的动态交际过程，交际者在这
个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的角色，即他们不断地在讲话人和听话人之间进行角色转换。作为讲话人，他
往往要在话轮内提供与当前的话题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在自己的话轮内提供新的话题；但就听话人而
言，他必须对讲话人的言语做出恰当的言语反馈，从而表明自己对会话的积极参与。　　高夫曼
（Goffman，1981）认为言语反馈是交际者在讲话人的激发下发出的能够表明交际者对当前的言语行为
发生的位置及其所属的认识的言语行为。这种反馈具有两种基本功能：一是通过反馈，和讲话人建立
某种一致或共存的关系；二是由于反馈与当时的言语相关，从而获得了局部的意义。交际者在交际过
程中所做出的反馈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功能，总的来说，根据听话人的反馈所体现的对于讲话人和／或
讲话内容和观点的态度，言语反馈可以被分为支持性言语反馈（supportive feedback）和非支持性言语
反馈（non-supportive feedback）。支持性言语反馈指的是听话人在当前讲话人话语的激发下所做出的
一种言语反馈，其目的是支持和／或帮助当前的讲话人完成其言语行为和话轮，并且还可能表明自己
对于当前讲话人以及他所讲内容和／或观点的支持性态度，另外支持性言语反馈在话轮构建方面的一
个基本的特点是它不以取得话轮为目的。　　非支持性言语反馈同样是听话人在当前讲话人的话语的
激发下所做出的一种言语反馈，但其目的是为了取得话轮或者是对当前讲话人所表达的内容和／或观
点表示不同意或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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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会话分析与口语教学研究》

精彩短评

1、讲课参考用
2、原本是希望更侧重口语教学研究的，可惜只有四分之一的篇幅，其他都是理论，有点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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