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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学习目标：学会准确、得体、流利使用
外语，能用外语思维。 

 外语教学目标：助力达至学习目标。 

 教学研究目标：提出达至学习目标的有效理
论和高效操作方法。  

外语学习、教学、教研目标 



  

 为实现三个目标而在长期外语教学实践中探
索出来的语言习得观，简称“续论”。 

 语言是通过“续”学会的，语言习得高效率
是通过“续”实现的。 

 语言习得观指导所有与语言相关的活动：语
言学习、语言教学、教材编写、翻译实践、
语言学研究等。 

 

 

 

何为“续理论”？ 



  

 说话者在语言交际使用中承接他人的表述，阐述
自己的思想，前后关联，推动交流。 

 口语中的“续”：轮番听后续说 （互动强） 

 笔语中的“续”：《红楼梦》后40回承接前80回    

 对对子：对比“续”（内容创造，格式模仿） 

“续”的定义 



  

“续”是连接理解与产出的介质。 
  

    理解            续           产出 

    输入         输出 
   他人        自己 
   模板                    创造 
  水平高                  水平低 
               
 

“续”的定义 



  

1）“续”是对话必须的，无“续”对话便告终
止，而对话是人类学会语言的最基本方式。 

 

 

 

   语言是通过“续”学会的 

 

续论的依据 



  

2）对话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完整语段。 

 

 

 

 创造性地补全和拓展（创造内容过程中学语言） 

 

续论的依据 



  

3）语言理解水平总是高出语言产出水平，前高后
低不对称。 

 

 

     

            语言拉平与模仿 

续论的依据 



  

4）高效的语言学习经历创造性模仿过程。 

 

 

 

     内容自主创造 + 语言模仿 

续论的依据 



  

创造性模仿：学习者在对话互动过程中自主创
造内容，伴随着丰富的语境，此时接触到的新
词生句，模仿用过一次便易记住，而且保持得
久，随后还容易用得出。 

为何幼儿既不必学语法也不用背单词却能高效
习得语言？ 

“创造性模仿”促学语言的关键因素：互动、
自主创造、语境丰富、语言模仿 

“续”何以高效促学？ 



  

 人类语言因人际互动而产生和发展，自然也
因人际互动而被学会和使用。 

 协同（alignment)是互动的内在属性，含趋
同、复制、模仿成分，互动强则协同强。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拉平是协同的结果。（熨平差距） 

 “续”过程中理解与产出的不对称是拉平的
不竭动力源，两者因互动而协同，因协同而
拉平，拉平效应即学习效应。 

 
 

 

 

“续”何以高效促学？ 



  

 “续”过程中的互动发生在丰富的语境里。 

 语境的两个基本功能： 

         1）促进语言理解，2）启动语言使用 

 准确、得体、流利使用语言的前提：语言形式
必须与正确的语境知识关联。 

 互动（“续”）是将语言形式与语境知识关联
起来的粘合剂。 

 学用外语思维，就是在互动中将语言形式与语
境知识粘合起来，在后续交流中直接由语境启
动目标语使用，勿需经过心理翻译。 

 

 

 

“续”何以高效促学？ 



  

 续     互动    协同 

             

            拉平效应 

             
            学习效应 

 
“续”能促学的逻辑 
 



  

  语言是在互动中学会的，更是在续中学
会的，无“续”则无互动，学习的高效率
是通过“续”实现的。 

   

“续”能促学的逻辑 



  

  “续”是互动协同的源头，积极主动
自觉去“续”就是积极主动自觉去协同
（趋同、复制、模仿），能使协同拉平
效应最大化，即学习效应最大化，同时
将语言形式与语境关联起来，高效培养
用外语思维的能力。 

“续”能促学的逻辑 



  

我们如何积极主动自觉去“续”呢？ 

“续”能促学的逻辑 



 理解                      续                       产出                                                                         
                                      
                                                      说 
               听  
输入                                              写       输出 
               读 
                                                       译 

续论的教学应用——续作 



应用举例：读后续写        

 在没有本族语者互动交流的情况下，就跟他

们的作品互动协同。 

 从英语故事中截留一篇结尾欠缺的材料，让

学生发挥想象力，读后写全内容。（红楼梦

法） 

 续写将阅读理解与语言产出紧密结合，既以

读促写，又以写促读，两者因互动而拉平，

近距强力拉高产出水平。 

 



  

    互动强度偏弱。若无外部约束和自我控力，
学习者在具备一定语言表达能力的情况下，可能
仅凭自己的兴趣和想象随意发挥，对前文理解不
透就动笔续写，致使协同弱化，所期望的语言拉
平效应难以实现。 

 

 

读后续写的短板 



  

 多轮续写 

   1）两轮续写 

   2）小说续写 

阅读 → 续写 → 反馈 → 总结 → 再续 → 再反馈 → 再总结 
 促学优势 

   1）运用对话中轮番续说强化互动的原理促学语言 

   2）发挥文学作品促学语言的显著功效 

   3）以有趣故事情节增强续写动机 

   4）适用于大、中、小学生学外语、母语 

 

 

如何增强读后续写的互动强度？ 



  

对比续写 
 挑选一篇可用于对比的外语佳作，内容可以是具有可

比性的某个有趣现象、某个有趣观点、某个有趣观察
等，与之对比的方式可以是中外对比，或今昔对比，
或家庭对比，或学校对比，或制度对比，或教学对比，
或实验对比，或自己与他人对比，等等。 

 促学优势 
   1）能将一篇完整的文章变成可续的阅读材料 
   2）可用于续写非叙事体的论说文 
   3）能将前文篇章结构和语言表达式强制用到续写当中 
   4）特别适用于当下大学生学术写作训练 
   5）能够充分发挥我国外语教师擅长语言分析、教授语
法词汇知识的专长 

 

如何增强读后续写的互动强度 



  

 续译 
 借助“续”产生的协同效应促学译技。 
 用于培养各类翻译人才，取决于续译什么体裁和

题材的译作。 
 若要培养医学翻译人才，就让其续译优质医学译

作，与之协同；若要培养政府外交翻译人才，就
让其续译优质外交译作；若要培养科技翻译人才，
就让其续译优质科技文献译作；若要培养文学翻
译人才，就让其续译优质文学译作；若要培养翻
译多面手，就让其续译各种不同领域的优质译作，
等等。 

 笔译和口译均可“续”。 
 
 
 

“续论”的应用：续译 



  

 外研社iWrite平台和教材编写 

 操作方法参考： 
1. 王初明，2016，以续促学。 《现代外语》（6）：784-793 

2. 王初明，2017，从“以写促学”到“以续促学”。《外语教学
与研究》（4）：546-555 

3. 王初明，2018， 续译——提高翻译水平的有效方法 《中国翻
译》（2） 

4. 王初明，2018，如何提高读后续写中的互动强度（待发表） 

 

 

 

哪里有续作教材？ 



  

 承前而续，前文致知，续作为行，知行合一，高
效促学。 

 续论强调语言在互动中学，在富含语境信息的语
篇中学，在内容的动态表达过程中学，由学习者
自主创造内容去驱动学。 

 适应内容动态变化并与内容创造同步的语言学习
才能学过会用，才能做到思到言随。 

 我国的国际科技期刊论文数量世界排名第一，这
对外语教学有何启示？ 

 人工智能发达社会里教师是最不易消失的职业，
这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结语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你就是专家；简单的
事情重复做，你就是行家；重复的事情用心
做，你就是赢家。”（引自网语）外语学习
同理。 

 语言习得或许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现象之一，
复杂的表象下却掩蔽了一个十分简单的“续”
操作。 

 “续”就是复杂的事情简单做。 

 简单才能高效，幼儿才能学会语言。 

结语 



  

 “续”的操作虽然简单，却能调动几乎
所有影响语言学习的积极因素，能将这
些因素捆绑起来合力促学。 

 这正是续论的魅力所在。 

结语 



谢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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