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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等英语教

育出版分社近期精心策划、隆重推出的系列丛书，包含理论指导、科研

方法和教学研究三个子系列。本套丛书既包括学界专家精心挑选的国外

引进著作，又有特邀国内外学者执笔完成的“命题作文”。作为开放的系

列丛书，该丛书还将根据外语教学与科研的发展不断增加新的专题，以

便教师研修与提高。

笔者有幸参与了这套系列丛书的策划工作。在策划过程中，我们分

析了高校英语教师面临的困难与挑战，考察了一线教师的需求，最终确

立这套丛书选题的指导思想为：想外语教师所想，急外语教师所急，顺

应广大教师的发展需求；确立这套丛书的写作特色为：突出科学性、可

读性和操作性，做到举重若轻，条理清晰，例证丰富，深入浅出。

第一个子系列是“理论指导”。该系列力图为教师提供某学科或某领

域的研究概貌，期盼读者能用较短的时间了解某领域的核心知识点与前

沿研究课题。以《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一书为例，该书不求面面俱

到，只求抓住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中的热点、要点和富有争议的问题，动

态展开叙述。每一章的写作以不同意见的争辩为出发点，对取向相左的

理论、实证研究结果差异进行分析、梳理和评述，最后介绍或者展望国

内外的最新发展趋势。全书阐述清晰，深入浅出，易读易懂。再比如《认

知语言学与二语教学》一书，全书分为理论篇、教学篇与研究篇三个部

分。理论篇阐述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观、教学观与学习观，以及与

二语教学相关的认知语言学中的主要概念与理论；教学篇选用认知语言

学领域比较成熟的理论，探讨应用到中国英语教学实践的可能性；研究

篇包括国内外将认知语言学理论应用到教学实践中的研究综述、研究方

法介绍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第二个子系列是“科研方法”。该系列介绍了多种研究方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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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一本书介绍一种方法，例如问卷调查、个案研究、行动研究、有

声思维、语料库研究、微变化研究和启动研究等。也有的书涉及多种

方法，综合描述量化研究或者质化研究，例如：《应用语言学中的质

性研究与分析》、《应用语言学中的量化研究与分析》和《第二语言研

究中的数据收集方法》等。凡入选本系列丛书的著作人，无论是国外

著者还是国内著者，均有高度的读者意识，乐于为一线教师开展教学

科研服务，力求做到帮助读者“排忧解难”。例如，澳大利亚安妮 · 

伯恩斯（Anne Burns）教授撰写的《英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方法》一书，

从一线教师的视角，讨论行动研究的各个环节，每章均有“反思时刻”、

“行动时刻”等新颖形式设计。同时，全书运用了丰富例证来解释理论概

念，便于读者理解、思考和消化所读内容。凡是应邀撰写研究方法系列

的中国著作人均有博士学位，并对自己阐述的研究方法有着丰富的实践

经验。他们有的运用了书中的研究方法完成了硕士、博士论文，有的采

用书中的研究方法从事过重大科研项目。以秦晓晴教授撰写的《外语教

学问卷调查法》一书为例，该书著者将系统性与实用性有机结合，根据

实施问卷调查法的流程，系统地介绍了问卷调查研究中问题的提出、问

卷项目设计、问卷试测、问卷实施、问卷整理及数据准备、问卷评价以

及问卷数据汇总及统计分析方法选择等环节。书中各个环节的描述都配

有易于理解的研究实例。

第三个子系列是“教学研究”。该系列与前两个系列相比，有两点显

著不同：第一，本系列侧重同步培养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教学研究能力；

第二，本系列所有著作的撰稿人主要为中国学者。有些著者虽然目前在

海外工作和生活，但他们出国前曾在国内高校任教，也经常回国参与国

内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本系列包括《英语听力教学与研究》、《英语写作

教学与研究》、《英语阅读教学与研究》、《英语口语教学与研究》、《翻译

教学与研究》等。以《英语听力教学与研究》一书为例，著者王艳副教

授拥有十多年的听力教学经验，同时听力教学研究又是她博士论文的选

题领域。《英语听力教学与研究》一书，浓缩了她多年来听力教学与听力

教学研究的宝贵经验。全书分为两部分：教学篇与研究篇。教学篇中涉

及了听力教学的各个重要环节以及学生在听力学习中可能碰到的困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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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的办法，所选用的案例均来自著者课堂教学的真实活动。研究篇中

既有著者的听力教学研究案例，也有著者从国内外文献中筛选出的符合

中国国情的听力教学研究案例，综合在一起加以分析阐述。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内容全面，出

版及时，必将成为高校教师提升自我教学能力、研究能力与合作能力的

良师益友。笔者相信本套丛书的出版对高校外语教师个人专业能力的提

高，对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秋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2011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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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系统功能语言学既是一门普通语言学，也是一门适用语言学。谈及

适用性，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 Halliday（1994）明确指出，创立该理

论的主要目的是为语篇分析提供语法手段。这一目的体现了系统功能

语言学理论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一种语言学理论。而进行语篇

分析，无论是对于不同语言的描写，还是对于语言描写框架的应用研

究，都应是基本前提和基础。比如，对教育语言学、批评 / 积极 / 多模

态 / 生态话语分析、功能文体学、计算语言学、人工智能语言、病理语

言学、法律语言学、生态语言学、语言治理等的探讨，都离不开语篇分

析。也正因如此，系统功能语言学自诞生起，就一直应用于各种领域实

际问题的解决。

2.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言教学法

有关系统功能语言学在教育语言学领域的应用，可以说成果非常丰

富。从全球来看，目前主要有两种成体系的以教学项目的形式进行的应

用研究，一种是 J. R. Martin 在澳大利亚提出和实践的体裁教学法，另

一种是 M. J. Schleppegrell、方志辉（Zhihui Fang）等在美国提出和实践

的基于语域的功能语言 / 语法分析教学法。

2.1 体裁教学法

体裁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内的语域理论。

Martin（1984，1992，2006）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和

课程设置时，在语篇类型即体裁分析过程中，讨论了语域三要素即语

场、语旨和语式的配置关系，构建了语类结构即体裁理论，目的是解决

“教什么”和“怎么教”这两个大问题。对于“教什么”，Martin 主张聚

焦语篇类型即体裁知识，包括体裁类型、体裁结构、体裁使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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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的语言特征等等。对于“怎么教”，Martin 强调语境的重要性，主

张通过各种交际活动，让学生接触不同的体裁，从而促使其掌握相应体

裁知识，熟悉相应写作方法，提高相应语言能力，即通过增强学生对不

同体裁目的、结构、词汇语法等的选择注意力，来提高其语言理解和表

达的准确度。

2.2 功能语言 / 语法分析教学法

在美国，系统功能语言学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及实践聚焦语言

读写能力培养、课堂教学方法的实施、学科知识及技能的评价、以内

容为基础的学科语言教学、教师理念及教师培训等（孙迎晖、齐豪杰，

2015）。这些研究和实践具有鲜明的特色。针对“教什么”和“怎么教”，

学者们（同时也是教育实践者）首先结合教学第一线的实际情况，尽可

能使用师生所熟悉的语法术语来代替系统功能语言学学科专业术语。比

如，以“语篇内容”代替“经验意义”，以“语篇文体 / 态度”代替“人

际意义”，以“语篇结构”代替“逻辑意义”和“语篇意义”。

其次，通过问题设置来识解语篇的元功能意义。比如，就语篇的经

验意义，即内容，设置如下几个问题：文章谈了什么？作者说明了什

么？谁对谁缘于什么、以何种方式、何时、何地做了什么？就语篇的人

际意义，即文体 / 态度，设置如下几个问题：作者是如何与读者交流的？

作者采取了什么视角？作者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就语篇的逻辑意义和语

篇意义，即结构，设置如下几个问题：作者是怎样组织和推进语篇的？

语篇内部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语篇的结构是否合理？

然后，通过分析策略的实施来把握语篇的元功能意义。比如，针对

语篇的内容，分析语篇中每个小句的及物性，包括过程类型、参与者角

色和环境角色；针对语篇的文体 / 态度，分析言语角色、语气类型、情

态以及词汇选择；针对语篇的结构，分析句子类型、组合方式、关联词

语、推进模式以及衔接手段。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上述功能语言 / 语法分析教学法，强调对语篇

所表达的意义的识解及其针对性分析，在学生语言读写能力的培养以及

教师培训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Achugar, Schleppegrell & Oteiza，2007；

Fang & Schleppegrell，2008）。这一教学方法，一方面不仅提高了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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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能力，还提高了学生对学科语言特点的认知能力，从而总体

上增强了学生对语言形式和意义建构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解，最终提高了

学生的语言读写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培训，不仅提高了教师对语篇内

涵的识解能力，还提升了教师对学科语言特点的认知能力，从而增强了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元语言表达能力，最终使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3. 《功能语法在英语读写教学中的应用》内容介绍

方志辉教授基于自身以及合作者多年的教学项目研究及实践，并借

鉴 Martin 的体裁教学法，撰写了《功能语法在英语读写教学中的应用》

一书。该书集中展示了功能语言 / 语法分析教学法兼或体裁教学法的主

要内容及其在读写教学及写作评估中的应用，同时也包括教师读写指导

能力的提升方式与方法。目的是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有关语言的基本假

设和概念，重新审视语法在英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指导课程改革

和教学创新，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促进其在学科学习中批判性

思维能力的提升。

该书由四部分，共十章组成。第一部分“重新认识语法、课程与教

学法”包括三章内容：第一章“高等英语教育中语法作用的反思”、第

二章“适合英语教师的功能语法”、第三章“高等教育阶段英语课程及

教学法的重新设计”。第二部分“阅读教学”包括三章内容：第四章“了

解语篇的复杂度和难度”、第五章“学术语篇研读能力的培养”、第六章

“学科学习中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第三部分“写作教学”包括三章

内容：第七章“揭开学术写作的神秘面纱：概念及实践问题”、第八章“学

科教学中体裁教学法的语境重置”、第九章“语言功能关切下的学生写

作评估”。第四部分“教师能力的增强”包括一章内容：第十章“教师

英语读写指导能力的提升”。

鉴于语法教学是英语教育界长期面临的挑战，该书第一章阐述了一

个重要主张，即高等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应继续强调语法的作用，但建

议使用以功能为导向的语法，而非传统语法。该章指出，强调语言功能

的语法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入、更精准地理解语篇，并使他们更为清楚地

认识到，针对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语境，语言的使用方式也因应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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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章也进一步论证了在内容丰富的语境中，语法嵌入式教学可以更好地

促进语言学习和高级读写能力的发展，支持学科教学中的知识构建。

功能语法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语法，其突出特点是对意义的强调。功

能语法认为语法不是一套泛化的规则，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网络，

是创造意义的资源；意义表达方式的选取取决于语境中的各种因素，因

此其本质上是一种 “ 自然 ” 语法 (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鉴于功

能语法在语篇理解及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该书第二章提出，功能语法应

是一种强大的教学工具，尤其适用于阅读和写作教学。针对英语教师，

而非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该章以一种易于理解和使用的方式介绍了功

能语法。具体来说，描述了功能语法的主要原则和概念、英语的主要语

法系统（比如及物性、小句复合体、语气、评价、主位与述位）以及在

阅读与写作教学中可以用于指导语篇分析的元语言。

英语读写能力不是指一套泛化的语言技能，而是指语境化语言的使

用能力。现实中，语言的使用因应交流目的以及语境情形而发生变化，

这就要求教育界采用一种语境化的读写能力观。相应地，高级读写能力

最好是在内容丰富的语境中发展起来，也就是说，语言教学需要给学生

提供不同的语篇类型，使其处于不同的语境中。目前，英语教育改革尽

管也强调语言在构建学科知识、价值观和思维习惯方面的作用，但主要

限于口头倡议，没有落实在行动上，没有设计相应的课程，也没有提出

有效的教学法。在一个跨专业、超学科快速发展的时代，为达成复合型

人才培养目标，英语教育界应持语言教学功能观，强调语境化语言使用

能力的培养。具体地讲，应建构新的课程框架，采用功能取向的教学

方法，切实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包括跨学科语言读写能力。该书第三

章在讨论不同学科之间语言使用差异的基础上，描述了一个新的课程框

架，该框架与语言的功能观相吻合，提出了一种新的教学方法，目的是

在构建内容知识的过程中促进学生语言读写能力的发展。

教会学生处理不同类型的具有一定复杂度和难度的语篇，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只有当学生有充分的机会使用和阅读足够丰富和适当复杂

的语篇，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支持时，其高级读写能力才能得到最大程

度的发展。该书第四章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对语篇的复杂度和难度进

导 读



Using Functional Grammar in English Literacy Teaching and Learning

xii

行了诠释，确定了复杂性的关键语言来源，提出了潜在的理解挑战，为

跨学科复杂语篇教学描述了一个功能语法嵌入式教学模式——5Es。该

教学模式，即探究 (Enquire) — 参与 (Engage) — 细读 (Examine) — 练习

(Exercise) — 拓展 (Extend)，将语法教学融入有意义的学科活动中，促

进知识建构和语言学习的有机结合。

阅读一直是各级英语教育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最近的学科阅读研

究呼吁培养学生新的语言能力，使他们能够像历史学家、科学家、数学

家、文学家和其他学科专家那样阅读、写作、说话、思考和推理。培养

这些新的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研读。研读是一种起源于文学批评

的方法，它鼓励学生通过深思熟虑的阅读和重读，通过彻底和系统地检

查其中的语言表达，来解决对复杂的学科语篇的理解问题。该书第五章

回顾了研读教学的现有模式，接着以历史语篇为例，展示了功能语法分

析法如何用以指导学生的阅读，从而提升其学术语篇研读能力。

用来表征和传播科学的语言不是中立的，它反映了作者的动机、信

仰、兴趣、价值观和世界观。为了洞悉科学语篇的内容和意识形态，有

必要关注构建这些内容和意识形态的语言资源。理解如何使用词汇语法

资源来构建意义，以及批判性地评估和挑战语篇所传达的信息，不仅能

让学生了解作者的意图，还能让其在自行设计语篇时更具战略性。学生

在发展这种语篇分析和创作能力时需要教师的指导和支持。该书第六章

描述了一套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语篇分析工具，用以识别和讨论

语篇作者是如何使用语言表达信息、架构语篇、进行判断和评价、表达

主张的，以及如何与读者交流及定位读者的。这种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

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可以促进学生对语篇的探讨，使其能够在从事学科内

容探索时，发展批判性语言意识、高级读写能力和学科素养。

学术写作是一种具有建构和传递常识以外的知识功能的文体，对于

学术 / 学科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学术写

作具有一定的语篇特点，如技术性、客观性、严谨性、抽象性、规范性

等，同时其形式也会因学科和语境的不同而产生差异。该书第七章描述

了一种语境化的语法教学方法，即体裁教学法。这种教学法可以帮助学

生深入理解学科专家如何使用语言来交流他们的知识、世界观等，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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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促进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包括抽象能力、概括能力、阐释能力、

论证能力、组织能力、多维度思考能力以及客观、权威、严谨的表达

能力。

写作既是学习学科内容、发展学科思维习惯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

展示和交流个人所学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鉴于不同的学科都有其特定

的学术语言，学生写作能力的发展需要强调语境重置的教学法来支持。

该书第八章通过案例教学，即指导学生撰写科学家传记或职业报告，演

示了体裁教学法的实施过程和特点。通过此案例教学，学生可掌握有效

的词汇语法选择方式和话语组织策略，从而提高自身的写作能力。

目前流行的写作评估工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该书第九章提出了一

种基于功能语言学的替代方法。这一方法注重语言的功能性，强调语言

与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要求每项学术写作任务应有明确的体裁和语言

资源要求。这样，教师对学生作文的评估强调体裁标准、语言证据，而

非教师个人的直觉或喜好。

该书第十章指出，有关语言及其意义创造潜势的知识是每一位英语

教师应具备的一种专业知识。为有效地开展英语读写教学，该章概述了

英语教师所需要的功能语法基本知识，即有关语言是如何识解经验、嵌

入价值、发展论点、架构语篇的知识，或者有关语言是如何实现作者的

意图、体现文化规范和学科惯例的知识。同时，讨论了英语教师在学习

和掌握语言学知识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回顾了教师学习和实践功能

语法的典型案例，并提出了读写教学中的功能语法使用注意事项。

4.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中国外语教学

上文提到，目前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语言教学领域以项目形式而开

展的应用当属澳大利亚的体裁教学法和美国的功能语言 / 语法分析教学

法。这样讲，并不意味着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比较受欢迎的中国，外语教

学领域就没有相关的应用研究，恰恰相反，方方面面的应用研究成果十

分丰富。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即系统功能语言学被引进中国之初，该

理论就扎根于外语教学研究与实践。无论是历届全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

讨会或英汉语篇分析研讨会，还是各外语类专业期刊，均见证了系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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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及实践成果（张德禄、苗兴伟、李学

宁，2005；曾蕾、廖海青，2010；廖传风，2011；张德禄，2018）。

概括地讲，中国外语教学领域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应用具有以下亮

点：（1）应用的概念及理论点十分全面，包括语境、语域、语篇类型、

及物性系统、及物性结构、作格系统、语气系统、情态系统、评价理

论、衔接与连贯、主位系统、主述位结构、信息结构、语法隐喻等；（2）

应用的领域也很全面，包括听力教学、口语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

学、翻译教学、语法教学、外语测试等；（3）应用方式方法多样，涵盖

定性和定量以及两者的结合。

然而，问题也十分突出：（1）应用探讨较多，实证研究较少，学界

发表的成果绝大多数集中在理论应用探讨层面，而实证检验研究十分少

见，总体上，应用研究停留于设想阶段；（2）仅有的实证研究比较零散，

没有形成体系，没有规模效应，其实践价值没有得到确认；（3）开展应

用研究的学者大多是一线的普通教师，能对外语教育改革与创新实施影

响的专家学者大多尚未关注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因而，国内在

外语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课程体系、课程标准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尚

未触及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的基本假设、概念和原则。

5. 结语

鉴于目前外语人才培养领域面临的种种挑战，比如口头及书面产出

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跨文化）人际交往能力、本学科及跨学科素

养等均比较弱，外语教育界应加强顶层设计，借鉴上文提及的已取得良

好效果的体裁教学法和功能语言 / 语法分析教学法等，强调语言功能观

在语言教育领域的重要性，加强语言功能观在教学理念、课程体系、课

程标准、评估测试等方面的应用，倡导成体系的教学实验，超越设想，

步入操作，在实践中切实提高外语人才的种种能力。

可以讲，方志辉教授的这一著作给外语教育界提供了一个十分值得

借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能够有效提升学生英语读写能力的范本。期

待该书的使用者能够将书中介绍的做法不断地融入自己的课堂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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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切实提升语言读写实际能力以及语言读写教学指导能力；也期待相

关专家学者在思考外语教育改革与创新时能够从该书中获得一些灵感，

从而切实推进整个学界的人才培养工作。

何  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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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FL) i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as a social semiotic system (Halliday, 1978). It is an appliable 

linguistics in the sense that it can be used to solve real problems in society. 

Its problem-solving power derives from its robust theory of language use in 

context and its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s of the grammatical systems of 

language that support text analysis. One of the areas to which SFL has been 

productively applied is language and literacy education, where it provides 

fresh insights into textual/semiotic practices that help educators better 

understand and tackle issues related to language/literacy teaching and learning. 

As such, SFL is also a socially accountable linguistics.

The book demonstrates the relevance of SFL to English literacy education, 

showing how SFL theory and praxis can be recontextualized to support literacy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ontext such as China, 

where English is widely promoted as a school subject from elementary through 

tertiary education and highly valued in many sectors of society. Specifically, it 

draws on key SFL principles and concepts to reenvision the role of grammar 

in English literacy education (Chapter 1), to guide efforts to reform curriculum 

and innovate pedagogy in English education (Chapter 3), to assess text 

complexity and text difficulty for the purpose of reading instruction (Chapter 4), 

to scaffold close reading of academic texts (Chapter 5), to promote critical 

literacy in disciplinary learning (Chapter 6), to develop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and greater expertise in academic writing (Chapter 7), to enhance writing 

instruction across academic content areas (Chapter 8), and to evaluate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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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x

writing (Chapter 9). It also provides a concise account of functional grammar 

that is accessible to and useable by classroom teachers (Chapter 2) and 

describes evidence-based ways of empowering teachers that enable them to 

better scaffold students’ language/literacy learning and facilitate their growth 

as critical readers, powerful writers, and proficient language users (Chapter 10).

The book promotes a “linguistically informed, responsive, and embedded 

pedagogy” (Fang, 2020) that explicitly addresses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schooling; facilitates access to socially privileged forms of knowledge, 

ideology, and habits of mind; and engenders mor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academic/disciplinary discourse communities. The pedagogy embraces 

a language-based theory of learning (Halliday, 1993), viewing literacy as 

a language-based semiosis and knowledge as mediated primarily through 

language. It situates language and literacy development work within 

authentic units of instruction, demonstrating how language learning, literacy 

development, and knowledge building can co-occur in meaningful contexts, 

where students are exploring questions significant to their discipline or issues 

relevant to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The book provides teachers with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SFL theory 

and functional grammar, as well as their applications in language and literacy 

education. It describes major SFL-informed approaches and associate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language learning and literacy development that also 

help with building content knowledge and developing disciplinary habits of 

mind. The book should be of primary interest to English language/literacy 

teachers and teacher educat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scholars 

and graduate students in English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English education 

who are concerned with the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of an abstract linguistics 

theory such as SFL. Scholars and teachers in other disciplines who are seeking 

ways to infuse meaningful language and literacy work into content instruction 

will also find the ideas and strategies presented in the book relevant and usef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