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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学习法语、从事法语教学及相关工作已经36年，除了立志学好法语之外，更想证明学好法语并
不是什么难事。
法语存在已上千年，称得上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语言，无数人曾经或者正在用它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和情
感。
既然这无数的差异性个体都能通过法语实现交流，我想那么法语一定是很容易被掌握的，而绝不像很
多学生抱怨的那样“高深”、“难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岁的增长，我的法语教学使命感也变得越来越强。
每当看到莘莘学子努力地学习，一种怜爱感和责任感便油然而生。
当他们在法语学习方面获得成功时，我总是欢欣鼓舞；当他们在法语应用中出错时，我也会责备自己
的失职。
看着年轻教师们在敬业、辛苦地工作，我一直想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在减轻他们工作量的同时，让
他们能更有效地帮助学生学习外语，并可以让他们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1973年秋天，我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法语专业学习法语。
那还是“文革”期间，很多学校都处于“休息”阶段，而我们的学校由于“工人阶级阵地”的身份而
始终保持着教学的进程。
当时人们对学习并不重视，学生们大多在外玩耍，而我却不知为何，深深地热爱着读书，也因此在班
级中属于学得不错的学生。
其时正逢国家有外语人才方面的需求，我的家庭也符合当时的政治条件，于是我就被推荐接受面试。
我依然还记得当时面试的情景。
那是由两位复旦大学的老师，以及中学的领导、工宣队和教师等组成的评审小组，那个下午他们对我
进行了面试，问了我一些问题，而依旧懵懵懂懂的我却似乎没有很快地融入这一环境，但最终还是有
幸被录取。
现在回想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他们选我学习法语是极为正确的决定。
此后我就和法语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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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介绍“蔡式教学法或以翻译为统筹的外语教学法”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外语教学中
的两大矛盾、蔡式教学法的基本原理、蔡式教学法的具体操作、外语教学三原则、蔡式教学法示意图
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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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么如何最大限度地让学生暴露出外语输入方面的问题呢？
　　传统的语法翻译教学法，其实是把“倒推的逻辑”应用到输入能力训练，让学生最大限度地暴露
外语输人方面的需求的一个例子：让学生把读到或者听到的外语翻译成母语，依据学生是否翻译正确
了，来推断他是否读懂了、听懂了，是否存在输入能力的缺陷（即需求）。
时下较为盛行的各类外语教学法都不太赞成这种把外语翻译成母语的做法，指出了很多不足之处。
但却未曾有人质疑过语法翻译法在培养学生外语输入能力方面起到的作用。
时下的各类外语教学法，依据学生是否能答对与阅读和听力文章相关的选择题来判断学生的输入能力
水平，显然无法如语法翻译法中的翻译那样全面、准确地“直击”学生外语输入中形形色色的问题。
　　因而，当我们的课堂决定满足学生的“需求”时，语法翻译教学法思路还是可以借鉴的，它可以
最大限度地发现学生外语输入能力中的缺陷，让需求决定供给。
　　但是我们不应当像语法翻译教学法那样，在课堂上进行把外语翻译成母语的口头练习，这样做的
缺点在于：（1）给学生的文章，学生并不是每个句子、每个词都会翻译错或者不会译，因而学生在
翻译那些所有人都会翻译的句子时，其实就相当于把所有学生都懂的知识又放在课堂上讲解一遍，这
样的做法降低了课堂效益，与我们提出的精简原理相悖。
（2）而且，依照我们上文的分析，把外语翻译成中文的练习，学生并不需要教师在场就可以进行。
因而把这项工作放在课堂上进行，是对有限的课堂时间的浪费，减低了教师存在的必要性，也减低了
课堂效益，与我们提出的的精简原理相悖。
（3）教师虽然可以当场发现学生在外语输人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及时纠正、讲解，但是由于每次只
能纠正一个学生的问题，他面对的是个体，而不是全体，解决的很多问题都是“非共同问题”。
这在我们看来也是降低课堂效益的做法，与上文我们提出的归一原理相悖。
　　2.应用于了解学生外语产出方面的“隐性需求”　　上文已经指出，为了发现学生在外语产出方
面的隐性需求，目前绝大多数外语教师采用的方法是检查学生的笔头作业或者在课堂上检查学生的口
头产出情况。
例如，教师布置一篇作文让学生做，然后收学生的作业，发现作业中的问题，挑一些自己认为很严重
、很普遍的错误，拿到课堂上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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