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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境结合看语用能力培养 
邓  晶 

（西安翻译学院， 陕西西安  710000） 

摘要：语用作为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可以作为判断交流是否准确得体的重要指标。词语作为语言的最重要的建筑材料，

对语境的创设和语用的理解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另外判断语言的使用是否符合交际策略的标准，语境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决定性

的作用。同样，结合具体的语境进行会话，可以有效的锻炼和提高语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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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用能力培养 

语言是一种符号，语用学就是通过将符号与符号结合起来

的方式，使会话的双方都明白符号与符号解释者的关系，这样

的互动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社会网络的构建也就是语言符号

相互传播交流的成果。无论什么年龄、职业、身份，只要使用

语言符号，就要遵循语用的原则。语言符号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另当别论，就非语言符号而言，其作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显现越

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容易被接受和理解。比如我们经常使用手

势、表情、体态或空间距离等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样的交

流方法，连年纪很小的孩子都能够掌握。例如一个小朋友如果

在被喂柠檬的时候，已经尝试过柠檬很酸的味道，再去喂他的

时候，他可能会下意识的闪躲，所传递的信息很明显就是我不

想再吃了，赶快拿走。这可以看出，身势语在会话过程中的作

用非常显著，也是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和符号。如果将语言符

号和非语言符号结合起来使用，即使语言不通的会话者，也能

粗略的接受对方所传达信息所包含的意义。比如笔者层碰见一

位来自中东国家的留学生，他想要借东西，但是不能用汉语表

达自己具体的需要。于是我问他借的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他

做出撕纸条的动作，并说出了一个简单的动词“粘”，我就明

白他想要借的东西是胶带纸，最后完成了他成功借东西的交际

任务。由此可以看出，只要语用足够明显，有想要表达自己意

思的准确意识，采用任何语言符号都可以达到成功交流的目的。

可以看出，语用能力的培养和语境结合的方法，对于语言教学

和语言能力的培养很有助益。 

二、语用分析 

语用分析是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来考虑、观察、分析、研

究语言运用当中所产生的语言现象。比如具体的说，词、句法、

句式在何种情况下使用，并且是否能够使用，是语用要研究的

一个方面。这时语用分析也要向词义一样。结合具体的语境，

在语法中体现为具体的语义背景。通过语言使用的具体观察和

分析，来研究和解释某些语言现象，这种手段就是语用分析。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传递信息这一功能的重要性

的毋庸置疑的。从信息的传递角度来考虑，有这样一个例子：“八

点了，都！”如果是妈妈对我说这句话，那么她所传递的意思就

是：“都八点了，你还不起床啊！”如果是学生之间说话，那么

这句话所传递的意思可能是：“已经到了上课时间了，老师怎么

还不来呢？”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语用的范畴内，一个句

子所要传递的意思，如果是针对不同对象，它所表达和传递的

信息是不同的。 

还有口语与书面语的对比，也可以充分证明语用的重要性。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载体，也是语用的具体体现。口语与书面语

作为语言不同形式，虽然在客观上会引起它们在交际的手段和

风格上有一定的差异，这一点也和前面所提到的语境有着密切

的联系，但是它们作为表达话语意义和思想意义的工具这一点

本质特征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说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就是学会

使用，学会在交际的过程中恰到好处的使用，使用语言就是借

助一定的语言形式表达一定的意义。口语作为语言存在的最基

本形式，书面语也是源于此。口语是口头表达用意义，书面语

是借助文字来传递信息，无论哪种形式，将语言付诸于现实交

际的使用，就是要传递人们的思想、观点等信息，这时语用的

重要性就会被充分的体会到。 

三、语境语用结合 

语境作为语言单位出现时的环境，无论是上下文语境还是

情景语境，所涉及到的语义背景都对解释词义有着决定性的作

用，也就是说解释词义要根据并密切结合该词所出现的语境。

其中，词义指向的有定和无定值得结合语境进行具体分析。比

如以下这个例子： 

①老师来了。 

②来老师了。 

例句中的“老师”作为两个句子的主体，它们的概念义相

同，都是指到某个地点来的人，虽然语境没有明显的给出，但

是根据两个例句中所暗示的语义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例①中

隐含的语境是，这个“老师”是在事先给当事人打过招呼后，

按时或符合期待的到来了；而例②中的这个“老师”有种不请

自来的语境包含在里面。所以虽然句式都是在提醒有老师来，

但是具体的句意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进行分析，即使语境没有

具体的给出，但是根据词义的表现方式，仍能做出准确的分析。

这样就能有效的避免“望文生义”，而做到准确的“因文定义”。 

通过对语用和语境关系的分析，不难看出，离开意义的语

言是不可能被解读和认识的，更不用说掌握和生动的体现了，

意义程度的体现远远大于词语的数量，尤其在汉语这样一种高

语境的语言中。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提出：“语言这东西原本是

刚强的，拥有久经历史考验的坚韧力量，无论受到何种人物何

等粗暴的对待，都不至于损伤其自律性。”作为语言的本体，语

言能力是语用能力的基础，语用能力优势衡量语言能力是否过

关的重要标准，以实现语言本身的自律性。同时，语言能力也

必须依赖具体的语境进行体现，在观察语境的同时，培养语用

能力是可以做到事倍功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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