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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教科書中銜接副詞的考察與篇章閱讀教學策略研究

黎少銘

香港教育學院

1. 引言

教育局與考評局近年的幾個報告都指出，香港中、小學生在校內評核及公開考試

所表現的語文水平，都較前退步（李家樹  2010）。另外，在二零零九年學生能力國際

評估計劃的報告中，1 香港學生閱讀能力的排名由二零零六年的第三位下跌至第四位。

這些研究顯示，香港學生的閱讀能力表現雖然不算太差，但下降的趨勢明顯。原因可

能如何萬貫（2000）所指，有些中國語文科教師在閱讀教學中大多只注意字、詞、句

的講解，忽略了文章的整體概念和整體思維的教學，結果是，學生對文章留下支離破

碎的印象，從而影響了閱讀的效果。

這說明教師對篇章的閱讀教學策略有待加強。有關閱讀策略的理論及研究多不勝

數，也都提供了不少可行的建議，可是當中較受忽略的，是從副詞的銜接功能作為提

升閱讀教學策略切入點的研究。這種被王力（1985）稱為“關係副詞”，而本身具有

銜接功能的詞類，可以在篇章中銜接短語、句子，句群，甚至是段落，有很重要的標

示作用。邢福義（1997）也認為“關聯副詞”為三類副詞之一，有很強的銜接能力。

另外，許嘉璐、傅永和（2006: 196, 201-202）也認為關聯副詞在計算機科學發展中非

常重要，可惜它在現代漢語語法學界中長期受到忽視。

副詞在香港小學中文教科書中，尤其是高小，出現的頻率高，使用範圍廣。要

是學生能理解及掌握有關副詞銜接的功能類型和方式，對篇章理解必有幫助。因

此，筆者嘗試選取四套坊間較常用的小六中文教科書，考察其中關聯副詞的銜接類

1 “2009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 2009）是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策劃，自 2000 年起，每三年進行一次，

共有 65 個國家或地區參加。這計劃的目的是評估十五歲學生在科學、閱讀和數學的基礎

能力和影響他們學習的因素，以及比較各參與國家或地區的教育成效。香港於 2009 年 4
月至 5 月進行正式測試，總共有 151 間中學的 4,837 名 15 歲學生參與。（何瑞珠、盧乃

桂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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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析它們分佈的情況，然後就閱讀教學策略作出建議，以期提升學生的篇章理

解力。

2. 副詞的銜接功能探討

現代漢語的副詞研究可以分為微觀分析 2 和宏觀探索 3 兩方面。它們一般都以

句子作為研究的對象，而且都是在句法範圍內進行，較少從銜接連貫的關聯功能

出發。

王力（1985）的《中國現代語法》早已為關聯副詞作出一個清晰的定義，4 其後斷

續有不少人據此作出深入研究。5 眾多研究者中，廖秋忠（1992）按副詞的銜接關係加

以歸類及詮釋定義，為關聯副詞研究開了先河。張誼生（1996, 2000a）則在廖文的基

礎上，整理並歸納出副詞篇章的銜接功能類型，寫了《副詞的篇章連接功能》一文。

文中指出副詞在篇章銜接功能有六種：表順序、6表追加、7表推論、8表解說、9表轉折、10

表條件，11 每個分類再細分為若干小類（詳見表一）。而銜接方式則有句首與句中、連

用與合用四種。

2 微觀分析︰指對每一個副詞的功能、意義和用法進行詳盡的描寫和歸納，揭示其各個方面的功用

和特徵。（張誼生  2000a: 1）
3 宏觀探索︰指從整體上對漢語副詞的功能、意義和特點進行探討，當然也包括對漢語副詞的性

質、範圍和分類等帶有全局性的基本問題的探求。（張誼生  2000a: 1）
4 王力指出這些副詞：“並不居於兩個句子形式的中間，它們的位置往往是末品所常在的位置之外

（即主語後，謂語前），然而它們能表示句和句的關係，或上文和下文的關係。這種詞，當其獨

立時，稱為關係副詞；當其在句子中時，可稱為關係末品。”（王力  1985: 191）
5 八十年代起不少語法專家對副詞的銜接及關聯作用做出不少研究，當中從宏觀角度考察而有

分量的有：陸儉明（1982: 21-47, 49）、傅雨賢（1983: 5-14）、朱光華（1987: 24）、劉忠民

（1989: 88）。
6 順序義是以時間關係為基礎，反映了相關事件在開放或封閉的時間序列中的位置。（張誼生 

2000a: 298）
7 追加義是以事物、事件之間的關係為基礎的，它反映了相關事件、事件之間聯繫的方式及主次關

係。（張誼生  2000a: 300）
8 推論是以邏輯判斷為基礎，表示由上文所提供的情況和信息來看，有理由得出下面的結論。（張

誼生  2000a: 302）
9 表解說是通過分析和推理，對前面的情形和陳述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釋和說明。（張誼生  

2000a: 304）
10 表示所連接的兩種情況之間互相對立或不相協同。（張誼生  2000a: 306）
11 以一定的邏輯聯繫為基礎，表示實現一定的結果，相應的前提條件是有利的、起碼的、不言而喻

的。（張誼生  2000a: 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