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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铭玉教授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新时期外语教学方略”已圆满完成
，即将以《新编外语教学论》正式出版。
主持人约我为此书再写一篇序言，大概是因为我和它有一份历史上的亲缘关系，知道它的来龙去脉，
并参与其中一章的写作，比较了解此书的意义和价值。
我认为我有此义务，就欣然从命。
因此在切入正题之前，先说说这部书的由来，也许是必要的。
　　十数年以前，铭玉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即重返外语教学第一线，并独立主持一个方面的工作。
那时他就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提高外语教学质量的关键是教师，是教师的全面素质；为了保证教师的
全面素质，在其上岗之前，必须进行严格的职业培训，并有相应的“外语教师上岗必读”性质的教材
来作为培训的内容和依据，而这样的教材，在我国外语教学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只能根据需要，也可
能自行编写。
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前无古人”的创新教材。
组织新教师“上岗职业培训”和策划“上岗必读”教材是王铭玉教授重返教学第一线并主持工作所抓
的第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是该教学单位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中的一个新内容，这说明铭玉同志是具有长
远战略眼光的外语教学的一方领导人。
经过精心设计，“上岗必读”的编写工作进入实施阶段，铭玉教授约我撰写其中一章，我认为这一工
作很有意义，便接受了任务，并努力做好。
全书完成后，经试用由安徽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定名为《外语教学论——教研、教法、教艺》。
主编约我为此书写一篇序言。
“序言”的主旨是议论我个人对此书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
以上所说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
这部书问世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外语教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铭玉同志是一位精益求精的学人，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因为此书内容所概括的毕竟主要是90年代以前
有关领域和学科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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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语教学理论有什么用？
外语教学理论怎么用？
外语教学理论好不好用？
这些问题对于刚踏上外语教学岗位的青年外语教师，对于拥有丰富的外语教学实践经验的资深外语教
师，对于关注外语教学理论在新世纪发展时期如何变化的外语教学理论研究人员而言，都是必须面对
且又亟待解决的。
 王铭玉教授长期从事外语教学第一线工作，又对外语教学理论做过长期的深入研究。
《新编外语教学论》一书就是他及其编写团队在原《外语教学论——教研、教法、教艺》的基础上，
奉献给读者们的最新著作。
 全书共三十二章，分为六大板块：语言学及教学法历史概述、外语教学方法、外语教学艺术、现代外
语教育理念、现代外语教育技术和外语教学研究。
该书体现了外语教学理论的传统性和时代性特征，较好地介绍了外语教学的基本情况并提出外语教学
方略，可作为外语教师及教学专业研究人员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案头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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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铭玉，1958年6月生，河南洛阳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高校功能语法教学研究会理
事。
主要从事研究生教学、学报编辑以及语言研究工作，在普通语言学、符号语言学、句法语义、翻译等
领域成绩卓著。
出版专著一部（《现代俄语同义句》），译著两部（《克里姆林宫密谋》、《克格勃全史》），辞典
一部（《俄汉俚语双解辞典》），编著一部（《外语教学论》），总计约180万字；在全国性刊物上公
开发表论文30余篇，主要代表作有：《现代西方哲学与语言学问题》、《符号学理论在象征词语分析
中的应用》、《符号学·语言·语言文化的肖像性》、《语言符号的可逆关系》、《语言符号的层次
及其相互关系》、《（俄语语法）的句法观》、《功能主义及其在俄语中的相应研究》、《对俄语主
体的再认识》、《现代俄语同义句的界定与分类》、《语言纵横关系的制约原则》等，总计约25万字
。
其传略已被国家《最高学位丛书》、《世界名人录》、《中国专家人才库》、《中国专家大辞典》等
辞书先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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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编  语言学及外语教学法流派概述　第一章  语言学基本知识　第二章  语言学的发展及学科分
类　第三章  外语教学法流派与发展简史　第四章  21世纪语言学及外语教学法的发展趋势第二编  外语
教学方法　第五章  外语教学方法基本理论　第六章  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　第七章  语言教学　第八章
 言语教学　第九章  外语教学的主要组织形式——课堂教学　第十章  外语教学活动的基本环节——备
课与上课　第十一章  外语教学课外活动　第十二章  作业的布置、批改与讲评　第十三章  外语教学评
价第三编  教学艺术与外语教学　第十四章  教学艺术的内涵　第十五章  教学艺术的法则　第十六章  
教学艺术的风格　第十七章  课堂教学艺术　第十八章  教学的语言艺术　第十九章  教学的非语言艺术
　第二十章  教学机智与教学幽默　第二十一章  板书的艺术第四编  现代教育理念与外语教学　第二十
二章  素质教育与外语教学　第二十三章  创新教育与外语教学第五编  现代教育技术与外语教学　第二
十四章  现代教育技术概观　第二十五章  现代外语教育技术的运用与发展　第二十六章  信息技术与外
语教学　第二十七章  多媒体辅助语言教学　第二十八章  计算机网络外语教学方法与实践第六编  外语
教学与教学研究　第二十九章  外语教学与研究　第三十章  学术论文的写作　第三十一章  投稿　第三
十二章  语言文学类刊物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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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语言学的发展及学科分类　　第一节 语言学的发展历史　　一、我国传统语言学①　　1.
我国传统语言学概述　　我国和古印度、古希腊都是语言学的摇篮。
在古代，我国人民便对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从事语言的研究，我国的传统语言学诞生了。
　　我国传统语言学最初叫“小学”，是从对文字的学习和研究发展起来的。
《说文解字?叙》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所以，汉代人称文字学（六书）为“小学”。
文字包括形体、声音和意义三个方面，后来这三个方面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
。
因而在隋唐以后，小学便成为这三门学科的总称。
宋晁公武说：“文字之学凡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衡纵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
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
论体制之书，《说文》之类是也；论训诂之书，《尔雅》、《方言》之类是也；论音韵之书，沈约《
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
三者虽各一家，其实皆小学之类。
”（《郡斋读书志》卷一）清朝末年，章炳麟认为“小学”这一名称不够恰当，提出应改称为“语言
文字之学”。
从时间上来说，我国传统语言学一般是指从先秦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的语言研究。
“五四”以后，由于引进了西方的语言学理论，采用了新观点和新方法，使用了一大批新材料，扩大
了研究范围，因而产生了与传统语言学很不相同的现代语言学。
我国传统语言学又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还应当包括我国境内各个民族在古代对语言的研究，而狭义的则专指汉族的传统语言学，我们
这里采用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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