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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英语标题和英语修辞格标题的研究，关注的重心通常是标题本身的语法、语义和语用特点，不能充分

阐释标题隐含的重要篇章信息。 因此须用新方法揭示标题的篇章信息，从认知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视角解读辞格

标题和篇章的关系，可使辞格标题的篇章信息显性化，还可将探析这类标题和篇章的各种宏观语义关系，即将探索

辞格标题的篇章信息性特点，与培养学生的篇章预测能力和谋篇布局能力相结合来提高英语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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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语言应用中，无论是新闻报导的标题或一篇文

章的题目，还是一本书、一部戏或电影等的名称，它们

好似文章的招牌或门面。 装饰漂亮的门面，顾客总会

多看几眼，甚至进店一观，购所需之物；而差的招牌则

难以引起注意。 同理，好的标题总会激起读者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进而细读正文；而差的标题，读者往往一

扫而过，就此为止。 正因为标题如此重要，作者们往往

绞尽脑汁，想尽办法使标题独具特色，方法之一就是在

标题中用修辞格。
英文标题，包括运用英语修辞格的标题（下简称

“辞格标题”），对于能否吸引读者去阅读全文具有重

要的作用，所以关于英文标题有不少的论述。 近十年

研究的主要方面是报刊新闻英语、广告英语、大学英语

教材的文章和科技论文等的标题。 研究的具体论题尽

管涉及不同方面，但可归类举例如下：有的探研报刊英

语标题特点以提高阅读理解能力①；有的从句法和词法

方面分析英语标题的特点②；有的从语言学角度如关联

理论和功能语法角度分析标题的翻译原则与效果③；有
的从文体学角度探讨报刊英语标题的文体特征④；有的

论述科技和学术英语论文标题的文体特征、结构、写法

和英汉、汉英翻译技巧等⑤；对英语辞格标题的研究还

包括对修辞手法的总结、美感功能的表现与翻译、文体

特征的分析⑥等。 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针对标题本身的

用词、句法、修辞特点及英汉标题用法区别等方面进行

阐释，而对标题尤其是英语辞格标题从传递篇章信息

方面，即与所在篇章的逻辑语义关系方面的专题探研

不多。
一　 辞格标题的篇章信息性：概念界定、研究方法

和目的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交流通常是为了传递信息，传
递信息一般包括已知和未知信息。 为使交流更顺畅，
在传递信息时一般旧信息在前新信息在后。 旧信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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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既可提醒并引起对方注意，又为将要传递的新信息

提供背景、方向、范围，以便信息接收者跟上信息表述

者安排信息的思路，从而对信息做出正确的理解。 在

西方世界，尤其以英语作为母语的人们，他们用英语进

行思维时所预期的信息顺序，在发展形式中主要呈线

性，它是英语使用者所预期能成为交际中有机部分的

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在用英语语言传递信息时，
通过“线性化”过程将词排成句子，然后将句子排列进

篇章。 在句子层面，以主位（ ｔｈｅｍｅ）与述位（ ｒｈｅｍｅ）的
结构方式安排信息，或突出不同的信息或赋予某些信

息以重要性。 主位是句子开头的成分，句子就是围绕

这个成分组织起来的，它同时也是要突出的成分，是说

话人或作者作为出发点的成分（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而
述位 则 多 居 句 子 的 后 半 部， 是 承 载 新 信 息 的 成

分［１］３７－３８。 在英语的篇章层面，信息的安排则是个“主
位化”（ ｔｈｅ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的组篇过程，即篇章以主位结构

形式构建文章。 篇章生产者根据已知与未知信息和所

期望突出的主位去安排信息，放在文章前面的内容将

影响对后面所有信息的解读［２］５９－６１［３］７６－７８。 篇章的标

题，位于全文之首，自然会左右对整个篇章的理解。 因

此，理解标题和所在篇章的信息关系，即标题的篇章信

息性，有助于全文的理解和提高阅读效果。
篇章信息性是 ｄｅ Ｂｅａｕｇｒａｎｄｅ 和 Ｄｒｅｓｓｌｅｒ 对篇章定

义的 ７ 个标准之一，指的是语篇中事件信息内容呈现

的方式与读者理解难易度的关系。 如果提供读者熟悉

的内容或以读者熟知的方式呈现信息的篇章，在读者

的预料之中，其信息度则低，但易于把握；而信息性高

的语篇事件可预见性较低、所含已知信息少，在读者的

期望之外，难以处理但解读这样的信息可能更有

趣［４］８－９，１３９。 所以，对标题，包括辞格标题信息性的理

解，有助于理解标题的含义及其组篇效果。 修辞格作

为一种修辞手段，有很丰富文化内涵，具有很强的文化

特征，因此总体而言，辞格标题，尤其是英语中常用而

汉语中不常用的修辞格，对于外语学习者就属于信息

性高、难以理解的语言表达形式。 英语修辞格按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的释义， 即词语的比

喻性或想象性用法， 非字面意思， 是形象化的语

言［５］６０１。 与不含修辞格的标题比较，辞格标题能更好

地唤起生动的意象，使语言文字新鲜活泼、意蕴优美，
从而使标题生动有趣，引人注目。 因此，无论从语言的

输出还是输入的角度，在探索不用修辞格的标题的语

用功能的同时，有必要研究辞格标题的篇章信息性，即
辞格标题与所在篇章的语义逻辑关系，包括辞格标题

所含的文章内容、主题信息和文章结构信息。 其实，探
索辞格标题的篇章信息性，实质上探索的正是我们认

知世界所依赖的最重要的认知工具“概念化模式”，探
索我们的文化是如何用概念化模式来谋篇布局、传递

和交流信息的［６］６５－７１，７５。
本文将从语言的认知和信息结构与传递的角度，

在例释英语辞格标题篇章信息性，即举例分析英语辞

格标题传递篇章信息、表述中心主题的功能，通过探讨

修辞格标题和篇章关系，阐释在篇章层如何从认知视

角对同一语言现象或语言问题多维地识解［６］１１１，１５２：即
从编码和解码的角度，“从上到下” （Ｔｏｐ ｄｏｗ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ｇ）和“自下而上” （Ｂｏｔｔｏｍ ｕ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７］２４０－２４１地解

读辞格标题的篇章信息性，揭示辞格标题与篇章的“整
体性”关系，进而总结辞格标题篇章信息性的特点和对

英语教学的启示。 鉴于英语的修辞格种类繁多，辞格

标题和篇章关系也是多种多样，本文研究的重心既不

是对所有辞格标题和所在篇章之间关系的类型、规律

和特点的总结，也不是对具有代表性例子的种类和特

点的归纳。 本文是从语篇的宏观认知视角解读语言，
主要探析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具体而言就是指：从辞格

标题篇章信息性的视角研析语言的方法。
二　 辞格标题篇章信息性的案例分析

下文以英语辞格标题与篇章的三种逻辑语义关系

为例，简析把握辞格标题的篇章信息性对语篇主题信

息的传递和语义的“整体性”理解的作用。
（一）辞格标题与篇章形成因果倒置关系

这类辞格标题是标明文章或作品内容的概括性词

语。 它常描述一种现象或问题，心理状态或概括某件

事的重要性、必要性、危害性、有用价值或意义等，而相

应的正文则具体地讲述产生某现象，出现某一问题的

原因或过程，或阐释某事或某物为什么重要、有价值，
为何采用某方法解决某问题等。 这样的标题往往引起

读者好奇，想到正文中去探寻究竟。 如英语标题 Ｌａｄｙ
Ｈｅｒｍｉｔ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Ｄｏｗｎ Ｂｕｔ Ｎｏｔ Ｏｕｔ［８］６７－６９，汉译为“潦而

未倒的女隐士们”。 该文的标题 ｄｏｗｎ ｂｕｔ ｎｏｔ ｏｕｔ 运用

仿拟（ｐａｒｏｄｙ）修辞手法，将体育运动拳击比赛中运动

员被击倒在地超过一定时间而失去比赛资格的状况，
即 ｄｏｗｎ ａｎｄ ｏｕｔ（后来此术语逐渐用来指那些在生活中

穷困潦倒的人），与纽约市一些妇女的生活特点和悲惨

状况相比较。 这种有意仿照人们一般熟知的现成材

料，根据表意需要临时创造新语句的仿拟标题，把这些

妇女的悲惨状况描绘得惟妙惟肖，引人同情，吸引读者

到正文中去了解更多。 在美国繁华的城市纽约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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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奇特的无家可归的孤独妇女。 她们虽沦落街

头，却不公开行乞；生活穷困，生存能力却很强；身居拥

挤不堪的城市，却形单影只，不愿与人结伴，犹如“隐
士”。 这群潦而未倒的女隐士们的出现，是社会的一种

奇特现象。 在读完全文后，回视这样的标题，真是耐人

寻味，触动心扉。
在这类辞格标题中，还有一种是既概括全文的内

容，同时还标示其结构。 这样构建的辞格标题则暗含

了更多的篇章信息。 运用矛盾修辞法（Ｏｘｙｍｏｒｏｎ）的标

题 Ａ 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ｅ Ｍｅｒｒｙ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９］７２－７４就是一例。 这篇文

章围绕作者 Ｌｅｎｎｉｅ Ｓｔｅｆｆｅｎｓ 童年时代一个圣诞节期间

渴望得到自己想要的圣诞礼物的亲身经历为线索，用
细腻的手法描写了在没有获得礼物时令他心碎的痛

苦、得到礼物后欣喜若狂的心理活动和完全不同的行

为举止，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他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

端的内心情感变化。 这样的经历即便对一个成人也会

印象深刻；而对于作者，当时还是几岁的小孩而言，更
是终身难忘、刻骨铭心。 作者在正文中多次使用反复、
排比等修辞手法来强调、突出关键内容，句子很有力

度，读后让人难以忘怀。 该文的标题，用两个意思正好

相反的词 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ｅ 和 ｍｅｒｒｙ 共同修饰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揭示

了一个事件的矛盾性，即作者认为这既是他一生中所

经历的最糟的又是最好的圣诞节，简洁地概述了这由

悲转喜的矛盾心理变化过程。 这样的辞格标题，通过

点出由悲转喜的矛盾心理变化过程，把全文分为前后

两大部分，同时造就一种出人意外的修辞效果，读者在

阅读全文标题时询疑窦升：怎么会是“一个又悲又喜

（悲喜交加）的圣诞节”？ 这种因果倒置的信息结构关

系把辞格标题与篇章紧紧相连，起到使读者欲罢不能

之效。
（二）辞格标题与篇章是提纲挈领关系

篇章信息安排是个“主位化”过程，篇章的标题可

被视为主题的一种表达方式。 这类正是概括全文主题

的辞格标题。 它把作者的写作目的，说明或论述的某

种思想、观点、认识或见解，含于辞格标题中，表明作者

对所论说事物或话题的肯定或否定、赞成或反对、支持

或不支持的态度或立场。 这既是篇章信息的出发点，
又是篇章的落脚点，决定着对篇章内容和表达方式的

运用和选择，是全文的根本和归宿。 如英语标题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ｓ ｏｆ Ｌｏ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０］２２９－２３１便是轭式搭配法（Ｚｅｕｇ⁃
ｍａ）的辞格标题。 英语修辞格轭式搭配法是用一个动

词、介词或形容词同时支配或修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名词，使其同时产生不同语义的修辞手法。 它采取顺

势串用的独特搭配方式，将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甚至

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强扯在一起。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通常与

ｈｉｇｈ 连在一起使用，指高科技；过时的简单的技术通常

是 ｏｂｓｏｌｅｔｅ （ ｓｉｍｐｌｅ， ｕｎ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而该

文标题巧妙地借助 ｈｉｇｈ 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的搭配关系，故
意牵强附会地与该词的反义词 ｌｏｗ 搭配，并取用 ｈｉｇｈ
的名词词义 ａ ｈｉｇｈ ｐｏｉｎｔ ｏｒ ｌｅｖｅｌ 的转义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从

表面上 ｈｉｇｈ（高）与 ｌｏｗ（低）形成结构对照，实则通过

这种对照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启发人们去思考。
全文以人们对作者的一辆旧自行车的不同态度、

评论开始时，进而解释大家对作者的旧自行车感兴趣

的原因及其优缺点。 从表面上看，文章的内容是就旧

自行车评头论足，实则是对以旧自行车为代表的过时

落后技术的评述。 该文的辞格标题高度地概括了全文

的主题，即低技术就像旧自行车一样，与高科技比较虽

有不足，但也有高科技无法替代的优点。 若正确地把

握这类反映主题的辞格标题的篇章信息，在学习文章

时则可做到纲举目张，就能更好地理解作者是如何有

效地组织语言材料，采用什么样的写作修辞手法来说

明主题的，有助于提高英语语言的理解能力。
（三）辞格标题与篇章构成概括－具体关系

概括－具体关系也可以解释为预览－细节关系，这
样的辞格标题首先对全文的内容概括描述，正文则提

供具体细节、具体内容和例证。 具有这种关系的辞格

标题采用综合性或概括性语义的词语引出话题，像英

语句子的主位成分一样，提供或限定篇章信息发展的

大方向，而欲知详情就需阅读全文，才能了解有关话题

的主要内容、篇章结构和主题思想。 以英语标题 Ｔａｋ⁃
ｉｎｇ ａ Ｂｉｔｅ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ｇ Ａｐｐｌｅ［１１］２０８－２１３为例来加以说明。
在这个运用双关手法的辞格标题中，用 ｂｉｇ ａｐｐｌｅ 人们

喜爱吃的水果替代 ａ ｌａｒｇｅ ｃｉｔ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Ｎｅｗ Ｙｏｒｋ（“一个大城市，尤指纽约市”）；ｔａｋｉｎｇ ａ ｂｉｔｅ
表面上指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ｔａｓｔｅ，实则指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标题全文指的就是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纽约一瞥”）。 在此，作者用具体细节描写

代替直接陈述信息的形式来创造意景，给人以视觉与

味觉的美，引起读者好奇，进而阅读正文，感受作者本

人对游览纽约的一些体验。 作者由写自由女神像开文

之后，描述了百老汇、中央公园、ＳＯＨＯ 区、曼哈顿岛、
布鲁克林等地点，涉及戏剧、自由艺人表演，购物、就餐

的多种方式与丰富食物品种，及艺术博物馆等纽约市

的好、纽约市的美。 作者在文尾指出这一切仅为该城

众多迷人之处中很少的一部分，非短短一文所能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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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辞格标题勾勒出的意象是，作者之纽约游

好似对一个大苹果仅品尝了一口，只是作者本人的点

滴感受，读者若想要更多地了解纽约的情况，品尝这个

城市更多的美，体会它更多好，得自己去观光游览。 辞

格标题所传递出这样丰富的内涵与美感，是换用 Ａ
Ｇｌｉｍｐｓｅ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所无法取得的。 这类辞格标题，在
激发人们生动形象的联想外，同时高度概述了篇章的

话题。 把握这类辞格标题的篇章信息特点，便于读者

根据标题提供的篇章话题的方向，在大脑中定出搜索

信息的范围，有助于快速正确解读篇章正文。
本节的上述例释，只是从辞格标题和篇章一对一

的角度讨论了两者的语义逻辑关系。 其实，一篇文章

的辞格标题，若从不同角度解读，与篇章可能有不同的

逻辑关系。 如上文中 Ａ 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ｅ Ｍｅｒｒｙ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这一

标题，也可以理解为和正文构成提纲挈领式的语义关

系。 因为，正如一篇文章如果从不同角度分析，可能会

有不同的组篇结构或者说是几种组篇模式的综合体，
同理，辞格标题和文章之间也可能具有不同的语义逻

辑关系，语言表达的多维关系反映的正是人类对世界

的多角度和多层面的认知方式［１２］。
三　 辞格标题篇章信息性的特点

从前文分析可知，通过解读辞格标题和篇章的逻

辑语义关系，可以挖掘辞格标题所包含的篇章信息或

为把握全文主要内容和结构提供线索。 了解英语辞格

标题和所在的篇章关系，之所以有助于掌握语篇的宏

观信息和要点，是因为辞格标题具有篇章信息性。 根

据对以上例子中辞格标题的分析，其篇章信息性特点

可总结如下。
首先，辞格标题具有语篇指向性。 从主位化的角

度看，对辞格标题信息性的理解，对理解全文具有重要

作用。 主位化是一个篇章组织过程，篇章生产是根据

已知或未知信息和所期望突出的主位安排信息，文章

前面的语句将影响阅读者对后文所有信息的解读。 自

然，篇章的题目会左右对整个篇章的理解。 篇章的辞

格标题，可以是主题的表达方式。 辞格标题的这种篇

章信息功能就是主位化的手段，了解这样主位化的辞

格标题，有意识地分析和运用辞格标题的语篇指向性，
可使读者按照作者预定的方向或特定方式解读篇章，
正确建构篇章信息。

其次，辞格标题具有“摘要”特点。 根据 Ｌａｂｏｖ 对

叙述故事结构的总结，完整的叙事可由 ６ 个部分组成：
摘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定位（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事件发展（ｃｏ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评价（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结局（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和回应

（ｃｏｄａ） ［１３］３５９－３６０。 摘要位于开文之处，简要概括将要叙

述的内容。 通过告诉读者要讲什么样的故事起点题作

用，多数的叙述性篇章都有这个部分。 辞格标题作为

摘要的提炼，更是具有“点睛”之功能。 充分利用标题

对所叙述故事的概括和定位的作用，便可预测故事情

节性强的篇章。 而辞格标题所包含的丰富语篇信息，
为读者推测故事内容、把握语篇的目的和要点提供了

很好的线索。 如果把辞格标题的点题和信息结构功能

的分析与语篇视点分析结合，将更有助于深化对语篇

整体内容组织结构的了解和把握。
第三，辞格标题具有语篇视点特点。 语篇视点是

建构语篇必然涉及的选择和组合认知心理活动，是制

约语篇语义的一种图示（ｓｃｈｅｍａ）。 语篇视点影响语篇

表层结构的组织，语篇的连贯在心理层面上依赖于视

点的连贯。 视点的连贯具有层级性特点，并以框架形

式在语篇中发挥作用。 层级性是指视点在语篇内以框

架形式发挥其语篇功能，这种框架便是视点框；在视点

框内有一个信息是主要信息，其它信息从属或服务于

主要信息。 根据视点层级性，视点框按信息的支配性

由小到大分为小句、句群、语段和语篇四级，连贯的语

篇必须是上一层的视点框支配下一层的视点框，语篇

视点统驭全文的视点框［１４］。 因此，叙事故事的全文便

是语篇视点框，定位、事件发展、评价、结局和回应可分

别视为语段视点框。 如果把辞格标题看作是语篇视

点，语篇的辞格标题则支配其余五个组成部分的语段

话题。 因此，利用辞格标题的宏观整体视点特点分析

语篇，利用视点的层级性特点概括语篇的语义联系和

组织结构，可以有效地把握语篇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从整体上了解和掌握叙事文体的谋篇布局方式，进而

深入了解主题和写作目的。
上述以讲英语为母语的作者所写的四篇英语文章

和与之对应的四种含不同修辞格的标题为语料，解读

了如何从篇章信息传递的角度分析辞格标题和篇章的

关系。 这样的分析，揭示的正是潜藏在语言背后、篇章

宏观层所反映的英美人认知世界的概念化模式。
四　 辞格标题的篇章信息性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由以上对辞格标题的篇章信息性例释和特点分析

可知，辞格标题和篇章有不同的逻辑语义关系，因此具

有多种篇章信息功能，既可概述篇章主题，又可能含篇

章主要内容或全文结构的信息，还可能是篇章信息的

出发点，为篇章信息的发展划定范围指明方向。 其实，
对不同辞格标题承载不同篇章信息特点的了解，以及

对具有不同篇章信息承载特点功能的辞格标题与篇章

３９

杨德生　 修辞格标题的篇章信息性及对教学的启示



构成不同语义逻辑关系的探索，就是在试图找出并总

结作者在表述想要传递的信息时所运用语言的规律和

构思组文的方法。 在语言教学时，运用这种规律来区

分不同辞格标题具有的不同篇章信息性特点，就可正

确理解和区分不同辞格标题所预示的不同篇章信息。
以此理解为解读篇章的基础，并把这个基础作为解读

篇章的背景知识，根据这个信息预测文章的信息发展，
可加速对篇章的理解，提高理解能力，这对于语言学习

和教学是大有裨益的。
首先，从培养篇章预测能力角度看，外语课堂内外

的许多教学活动和任务是帮助学生学会正确预测下文

将会出现什么。 从解读辞格标题的篇章信息性特点出

发，分析辞格标题与篇章的关系，就是抓住作者对整个

篇章信息安排的规律，这样就能把握作者行文的目的，
思路流程，就能以最贴近作者思路的方式解读篇章。
而把握辞格标题所承载的篇章信息，即把握了概述主

题、篇章内容或结构的信息，或指明了篇章发展方向的

信息，就能把自己放在按照作者预定行文方向的轨道

上，带着这样的已知信息理解文章，就可能正确预测下

文信息，从而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阅读速度与理解能

力。
从交际功能角度看，同样的语言结构或形式在不

同的语境和情景中，可以表述不同的含义，具有不同的

交际功能；而不同的结构形式在具体的语境中也能具

有同样的交际功能。 辞格标题以篇章为其上下文语

境，在教学中有利于讲清楚其修辞效果和篇章信息传

递功能。 而且，在篇章语境中分析辞格标题所用的修

辞格，比在脱离语篇的情况下，例如用无上下文的句子

为语境，更容易让学生明白英语修辞格的篇章语义和

语用功能，这是启示之二。
若在讲解辞格标题与篇章的关系时，与学习英美

文化思维模式和组篇模式结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英

语写作水平。 例如，从篇章理论视角解读辞格标题的

篇章信息特点，可以与分析具体篇章的衔接和连贯的

手段，分析具体文章的篇章模式和篇章连续体的类型，
以及分析语篇视点等相结合。 用这样多维视角的教学

方法探讨辞格标题和篇章的关系，学习英美人不同的

谋篇布局思维模式和写作技巧，可引起学生对英语辞

格标题特点的重视，加深他们对英语辞格标题与文章

主题内容关系的理解，培养他们的篇章意识。 通过这

样的学习过程，提高学生对英语语言思维模式的敏感

度，有助于他们的英语写作尽量朝着符合英语语言规

律方向去发展，这是启示之三。
第四，在英语教学中，以不同的教学活动或教学任

务形式解读辞格标题的篇章信息性特点，可以提高教

学的效果。 从篇章信息角度探析英语辞格标题的特点

及辞格标题与篇章关系，可作为引出全文的讨论题，充
分利用课堂内外互动学习活动中学生表现出的对新知

识中难以掌握的方面、误解的概念和困惑之处，将这些

问题“及时地转化为扩宽教学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提高语言技能的教

学良机” ［１５］１１８；又可作为总结全文的方法，还可作为作

文练习题等方式，总结篇章的内容结构及辞格标题与

篇章的关系，深化对课文的理解，加大教学的难度和深

度。 通过这样在学习新知识过程中应用所学，把语言

的输入和输出紧密结合，采用以培养英语应用能力为

目的的教学实践途径，来提高英语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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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讯

我校文科学报承办全国高校

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五届评优工作成都会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２—１６ 号，我校文科学报编辑部于成都望江宾馆承办了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五届优秀主编、
优秀编辑、优秀编辑学论著汇评工作会议。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编辑委员会的委员，有《北京大学

学报》主编程郁缀教授 ／ 博导、副主编刘曙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务、学会秘书贺建胜，黑龙江大学

《求是学刊》主编杜桂萍教授 ／ 博导 ／ 长江学者、副主编李宏弢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杜敏教授 ／ 博导，《湖
南大学学报》主编兰甲云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王建平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主编陈颖教授，《河南师

范大学学报》主编孙景峰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凌兴珍编审，共计 １１ 人，参加了评审会议。
这次评选会议，主要根据各省推荐名单的情况，按照公平、公正、质量的原则，汇评出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的优秀主

编、优秀编辑、优秀编辑学论著，以展示全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队伍建设与编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 此次会议

的评选结果，将上报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会审核，通过后再予以公布。
会议期间，我校校长丁任重教授、科研处处长彭蜀晋教授到会拜望了评审委员，四川省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

会在蓉人员也与到会评审委员进行了学会工作与办刊工作交流，我校文科学报编辑部人员则与评审委员进行了更为

深入的办刊经验交流。 这次评审会的成功举办，对我校文科科研的发展、我校文科学报的办刊工作及我省文科学报

研究会的学会工作，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和良好的推动。 （宁静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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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生　 修辞格标题的篇章信息性及对教学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