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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葡萄牙語作爲外語的敎與學

Maria José Grosso＊

引 言

一種語言的外語敎學受到諸多條件的制約。本文正是着眼於此，針對澳門葡

語敎學的情況進行分析和研究。

朝多語制方向發展

歐洲是一個多語種地區，地理上便於各民族進出流動，那裏所講的語言源於

不同的語系（像巴斯克、高加索、芬凶、印歐、土蒙和閃苗等語系）；從政治上

來講，該地區局勢變化多端。因此，所謂“歐洲共性”①只是紙上談兵，這一槪

念只能令人想起脆弱的宗敎統一。但是這種歐洲共性及宗敎統一，在政治分析和

評論中總被提到，因爲面對美國、日本的日益強大，歐洲內部社會的凝聚力要以

各國的共存爲基本前提。一方面，要先有一個內部富有凝聚力的集團；另一方面

，唯有信息的快速和自由傳遞，才有科技進步可言。這決定了各大陸間的相互作

用。在這樣的形勢下，就要 求在各國的敎育體系中， 把外語敎學作爲當務之急 。

面對種種變化，所有歐洲公民（當然不只是歐洲人）都應該懂多種語言，因爲政

治經濟的變化，社會的變遷和職業的變動導致這樣的結果：由於生活、工作方式

的改變產生交際方面的問 題，要想迅速解決這些問 題，多語制是必不可少的 。

＊ 澳門大學翻譯中心敎員。

①這一概念出自《葡萄牙與歐洲的異同》，是由敎師俱樂部出版的熱門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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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森②在談到能夠保護和促進所有語言和文化發展的語言與文化的跨學科

敎學時，也支持多語制（從某種角度 í　 Õf £¬ ¶à ÕZ制也是反對語言獨霸，即只有一

種語言作爲交際語言）。眾所周知，敎育會影響一個人的前途與未來。語言敎學

是一種敎育行爲，亦是一種交流對話，它關注於在交際中的相互作用，把不同的

知識相聯系；在學習過程中，這些知識的學習，不僅依賴於正確的、可讓人接受

的語法句子的形成，還要熟悉對方的心理、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慣例。不深入了解

對方的文化背景，在交際中就會造成誤解③。在本文中涉及“多文化”④這一槪

念，它本身不強調使用什麼方法，而重視培養面對另一方文化的科學的心態，這

就要求不同世界觀的理解，這種理解的目的首先就是世界和平和國與國之間的相

互理解⑤。

葡萄牙語——一種國際語言

1 9 93年3月賈梅士學院簡報發表了一份由聯合國敎科文組織提供的有關

世界主要語言使用人數的統計表。根據該表，按使用人數多寡排列，葡語1 989年

排第八位。

世界上的語言（ 1 9 8 9 年）

主要語言的使用者（ 1 9 8 9 年）

單位 ：1 0 0 0 （引用自 1 9 9 3 年 3 月賈梅士學院簡報）

②見《談論Ⅱ》中R．Gal i sson 的“法語作爲外語敎學的前景”（1 991 年）一文。

③據本文作者與王增揚合著的《接觸——葡語，一種文化的語言》一書中“葡語外語學習中世

界的種種表現”一文，該書於1 993年 5月由澳門葡萄牙東方學會出版。

④參閱 Abda l lah- Pretcei l l e ， M ar t i n e著《多文化敎育》（1 986年）一書，法國巴黎

So r bo n n e出版。

⑤見 Thier ry Malan（1 986年）《作爲社會過程的敎育計劃》聯合國敎科文組織出版；

以及該組織《世界性的敎育行動》（1 99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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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從上面的數字聯系到這樣一個情況，即各個大陸、各種社會都有葡

語的使用者，那麼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葡萄牙語是一種潛在的國際語言

。考慮到上文（第一點）中所述，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於語言的差異，另一方面

是由於語言的發展（認識與推廣），因此，具此種身價的語言會隨着科技進步而

發展，可以涉及各種知識領域，包括相互作用的所有領域。特別應該指出的是，

當葡萄牙語是一種國際語言的時候，它應該能用於各種知識領域，能被用作工作

語言。作爲一種社會現象，語言不僅是一種表達工具，還是文化模式的反映，而

文化模式則是伴隨着語言使用者的認識與實踐過程而形成的。像思想與世界觀的

交際體系那樣建立的相互聯系導致一種語言的潛勢，這種潛勢是很大的，對此視

而不見的人可以說並未眞正懂得自己的語言。

作爲外語的葡萄牙語——一項全面、系統的計劃

一般來說，政治權力和經濟發展是一個國家敎育和語言政策的兩大支柱。但

是建立、發展和具體實施一項全面、系統的外語敎學計劃，在相互作用中的影響

則更大。預定的目標分爲長期和中期，並考慮到了目標的連續性。這些目標必須

是明確的，並與環境因素和社會文化現實相適應。每個機構總的敎學方向也應預
先確定，以避免增加不連貫的計劃。要想全面實施上面的這種計劃，首先有賴於

外語敎師及所有敎學人員的工作，還有語言學家、敎育家、敎學研究者、心理學

家、社會學家等的努力。考慮這種計劃時，尤其要清醒地考慮到該計劃的嚴謹的

定義，這就要深入認識領會敎育現實以及社會、個人、集體諸方面的反響。如果

不制定長期和中期目標，那麼就是對符合現實情況的戰略的無知。缺乏一項全面

、系統的計劃和採用臨時方案的短期行爲，都會導致失敗和敎學質量的不斷退步。

葡語是一種不實用的語言嗎？

如今很少有人會沒有目的或動機而想學一種語言。有這樣一種想法：排除交

際需要和個人目的，一種語言能夠而且應該具有號召力以吸引潛在的學習者；這

就意味着競爭去建立和傳遞一種意象，這種意象可以使許多不同的表現與葡語本

身的價値共存，用與眾不同之處去吸引、激發學習葡語或用該語言交際的願望。

對象的描述

⑥“學習大綱”的高層含義（敎員、敎材、技巧、方法、課時等），這一定義見Rene Ri －

chter i ch著《對成年人學習外語的需要的認別》一書（歐洲議會“現存語言計劃”，Ha－

t i er ）。

⑦見 J．M. Cast el e i ro 《初級水平》（歐洲議會），葡萄牙敎育部葡萄牙文化語言學院出版。

一個葡語外語學習大綱⑥建立在對學習對象⑦的認別與描述的基礎之上；由

此產生的資料有助於對複雜的敎育現實有一個更準確的認識，還可以最終鈎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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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習者的輪廓；資料可能是不同性質的（心理學、語言學、文化、敎育學、

社會學等）。學員的特性以及有關他們的學習習慣，對語言或文化的態度和對葡

語使用者的態度等情況是與上述對象的描述相關的。

還要了解對象對葡語敎學的具體目的，首先就是葡語在社會上的實用性（涉

及職業、社會關係、文化興趣等方面）；除此之外，還有葡語的應用範圍，如交

際活動（交談、打電話、寫信……）或實現自己的意念（進行辯論、做決定、做

證明等）。

外語敎學師資

科學研究和敎師培養是任何一個敎育體系最有活力的方面，而語言敎師的培

養尤爲重要。

語言是屬於所有人的。Yaguel l o （耶格洛）（1 9 81 年）⑧寫下了這樣

一句言之有理的話：“語言學家無法壟斷語言學一如物理學家無法壟斷物理領域

那樣”。他還幽默地承認：“我們大家都從事語言學研究，正像任何人都致力於

散文寫作那樣”。

耶格洛解開了難點，找到了問題的根源，他以某種方式揭示出人們的一種普

遍看法：任何人都有能力敎自己的語言。這種想當然的想法導致了作爲外語來敎

授葡語的敎師的缺乏或這類敎師地位的脆弱；由此還導致對此類敎師的專門培訓

的投資不足或水平低。產生了這樣一個事實：對外敎授葡語的敎師人數少，又是

不固定和短期性的，也就是說，只在一段時間內從事對外的葡語敎學，之後又回

去從事原敎學活動，大都敎授其他課程（如英語、法語或對葡人敎授葡語）。這

種培訓尤其要在語言學領域內加以確立，因爲對外敎授葡語的敎師的任務之一就

是成爲自己母語的語言學家和使用者，使深奧的語法變得明晰（語言學能力），

這就是說要能夠認識和解釋自己母語的運作，並能夠對使用者的語言表達能力進

行分析。

“所有人類語言都受普遍規律支配”是一個基本觀點，在敎師懂雙語的情況

下，他應該了解兩種語言體系，比較之，找到兩種語言的共同點。語言敎學中所

包含的知識是多種多樣的；對外敎授葡語的敎師的培養是多學科的，它是語言學

、敎學硏究、敎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諸學科相互作用的產物；是一種富有活力

、創新同時也帶有爭議性的過程。通過這種培養我們將得以完善敎學大綱並編出

敎材。現在還處於準備階段⑨的“葡萄牙語言和文化敎師”章程也許有助於推動

擬議中的改革。

⑧見Ma r i n a Ya g ue l l o《艾麗思語言國漫遊記——談語言學》（譯本），里斯本Est a mpa

出版社出版。

⑨據 賈 梅 士學 院 簡 報 （1 9 9 3年 3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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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語作爲外語在澳門的敎學方法

葡語作爲外語在澳門的敎學以及遇到的困難（和解決方案）⑩已有人指出過

，儘管口頭上或書面上都提得不系統；需要把所有資料都歸納起來以便更好地評

估現狀。

在任何領域，理論與實踐都是緊密相聯的，前者提出設想，後者檢驗（證實

或修改）之。

方法的選擇

在澳門缺乏系統地把外語的敎學理論與敎學實踐相聯系。除了研究對象及其

社會文化環境外，還得考慮敎學方法能更好地與適應學員的口語表現及以前的語

言學習經驗。非敎條的理論框架，是先於各種方針和方法的技巧之前產生的，以

便敎學過程取得成效，學會語言的準確和流暢的運用。總之，在不斷的革新中，

敎學方法是可選擇的，回應社會動機和交際的需要，並伴隨敎學環境的變化。

澳門學生的母語是漢語，生活在非葡語的語言環境下，要找到適合這樣的學

習者的方法是有困難的，主要是由於敎師沒有受過適應於澳門這種複雜和多元文

化的現實的專門敎育培訓，而且是由於沒有對賴以制定外語敎學方法的各種原則

的科學基礎加以探討。

爲此，科學培訓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但涉及要敎授的語言的結構、運作和水

平，還涉及對學生的母語語法（11）的一般認識。

雙語敎師

在敎學實踐中，雙語敎師並不能替代科學的敎學培訓。因爲敎師除了要在兩

種語言中溝通，還得對比解釋兩種語言體系，面對世界上的不同表現，先要解決

（在兩種語言體系及其文化表現模式基礎之上）學員在學習上的困難。簡而言之

，一種不合適的方法可能導致學生學會說葡語，但却不會用葡語交際（他們肯定

是樂於用母語交際，而這樣是無助於提高他們想學的外語的交際能力的）。

⑩在此不便 ——列出這些資料，可參閱《澳門葡語敎育第一屆硏討會》（1 987年）及

Luis Fonseca 的文章“個人差異在學習葡語作爲第二外語中的作用”，見1 991 年1 2

月《行政》雜誌（607－648頁）。

（11）這個槪念也是交際的心理、社會、文化准則的總和。

（12）見“交際情況下，在口語交流過程中產生與理解的交流單位”一文 ，Cast elei ro et

a l i i （ 1 9 8 8年 ）的 上 述作 品 。

朝多語制方向發展意味着葡、漢語語言和敎學的研究要發展、要改革。爲此

不但需要對雙語或單語使用者進行人口和社會方面的分析，還要有雙語的整體知

識，具體來說包括社會領域、交際應用、話題種類（12）和雙語環境下的敎學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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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戰略中包括翻譯，即使用學生的母語。如果有一定的準確性（13）而且其目的

在於使某些概念變得更易於理解（也可借助於敎、學雙方都懂的第三種語言），

這樣做將更有成效。

交流前景——折衷模式

交流能力的槪念是基於目前指導外語敎學的方法論的理論方針基礎之上的。

與結構法（14）所提倡的不同，所謂功能敎學或交流敎學的目的不僅在於獲得一種語

言能力和會說、能理解語法句子，而且在於獲得一種更高的能力，它與語言使用

的心理規則以及每個使用者（15）的（社會文化）表象價値相聯系。這樣的原則表明

，關鍵不在於要敎的內容（從語言形式出發規定的內容），而在於學生的交流需

要，這種需要決定了口語的相互作用，而這種相互作用則不僅依賴於交際發生的

空間，還依賴於許多其他因素（對話者雙方所承擔的作用，對話題的認識程度，

社會地位的關係等）。到目前爲止，澳門葡語的交際情況還有待於我們去了解和

描述。通過對交際的分析，將產生適合學員興趣和個人特點、適合葡語學習的可

支配的時間、習慣、學習節奏等。這需要每一機構在敎授葡語作爲外語明確規定

其總方針（若不考慮差異就容易使用相同的大綱和敎材，而不考慮學員心理與文

化方面的成熟程度）。

交流旣然需要從整體來理解，那麼語法槪念就是這種態度的產物，是在交流

過程中經分析的語言事實（在交流中不僅存在語系的形式，還有所有那些影響語

言運用的超語言學因素）。基於這種考慮，可以說是交流促進了某一語言的學習

（不提語法進步的槪念）。許多社會材料的優先使用與這種促進緊密聯系在一起

，目的是強調個體（作爲學員和社會一員）與種種現實情況之間的關係，使其繼

續完成個人的職業培訓（將葡語作爲歐洲文化實體、了解其他親緣文化的工具加

以譯解，亦是其內容之一）。

把敎學實踐與確定功能性或交流性的基本原則緊密相聯，肯定能產生一種適

合以漢語爲母語的學生的葡語敎學方法。簡而言之，這意味着要優先考慮在實踐

中更有效的方法論。例如，含蓄語法的槪念，它的狹窄的使用似乎使敎學過程變

得更緩慢、不能吸引學生。但有意思的是當它與具有分配、協調（16）功能的葡語體

系相聯系時，與上述對象進行的交流便進展得更大（有人認爲這種結構性前景是

值得商確的，是過時的）。

（13）在這一方面，功能與交際方面的指導包括翻譯（準確的），在此之前，翻譯被排除在所謂的

結構法使用之外。

（14）有關不同的語言外語敎學方法論的比較分析書目較多，可參閱Ga l i s s on的《外語敎學的過

去與現在——從結構主義到功能主義》，巴黎出版。

（15）見本文作者91 年寫的“論與中國學生之間的交流”（在《葡萄牙語外語國際講習班記錄》

中 ） ， 澳 門 1 9 9 1 年 5 月 。

（16）分配槪念指的是源發此類因素的整體環境，見 Z．Ha r r i s 《結構語言學之方法》（1 951

年）一書，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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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描述一個過程，就是要在運動中對已探討或未探討的問題加以定位。在這條

道路上大有可爲。

將葡語作爲外語來敎學的論述納入一種傾向於多語的環境中，其目的是要指

出這一發展過程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在澳門爲實現多語、多文化計劃不僅要對葡、中兩種語言（和文化）進行科

學研究，還要對把葡語作爲外語進行敎學的敎師進行科學培訓，以及尋求能使葡

語成爲一種成功語言的方法，這些方法是敎育實踐與基本方法論的探討相結合的

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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