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引言

高级英语课是在英语专业高年级开设的“一门

训练学生综合英语技能”的课程，其目的是“通过阅

读和分析内容广泛的材料，包括涉及政治、经济、社

会、语言、文学、教育、哲学等各方面的名家作品，扩

大学生知识面，加深学生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培养

学生对名篇的分析和鉴赏能力、逻辑思维与独立思

考的能力，巩固和提高学生英语语言技能”。（《高等

院校英语专业语言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

纲》）可见阅读课在高级英语阶段已较之以前的各个

英语阶段的要求有了很大的转变，正如刘润清先生

（#$$$）指出，高年级英语教学应从“语言技能教学转

向内容教学（%&’( )*+,, -’.&)/ 0’ -’10/10 -’.&)/）”，

即高级英语教学要由点及面，超越语言符号的表象，

通过语言运载的内容，让学生体会语言的灵魂。“从

整体上说，我国外语教育的目的不应当仅强调培养

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不能因强调培养学

生的听、说、读、写、译等技能而忽视对学生获取知识

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更不能

忽视学生独立人格的塑造。这也是素质教育面临的

主要课题。”（李丽生，!""2）这些都体现了目前我国

的外语教育，特别是高级阶段的英语教育，正由功用

主义向人文主义转变，而这一点体现在高级英语课

上就更为明显。

本文以下将首先就目前几种常用的阅读模式进

行简单的总结和评述，指出它们各自的不足之处，进

而提出了当前高级英语课的人文主义转向，最后指

出这种人文主义转向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 对英语教学本质特征的认识

当前我们提倡外语教学改革，不过教学内容、教

学手段和方法的改革，仍属于表层次的改革，教学过

程、教学模式等深层次的变革才能使教学改革发生

根本性的变化。（余胜泉、张建伟，!""#）因此，在评价

高级英语课时，应对这门课的几种教学过程和模式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从而总结出高级英语课的发展

方向。

当前的英语教学中，主要采用“自下而上”、“自

上而下”和“相互作用”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的基本

出发点都是将课文作为要处理的信息，并应用语言

学的方法指导学习，目的旨在高效率的从文章当中

获取信息。但这些模式更多的是把学习者当作一种

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却忽视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而

实际上，学习者是有自己的观点的，对于所学习的内

容他们要么表示接受要么进行驳斥，这与他们现阶

段的认识是有关的。不过这种认识是可以加以引导

并提高的。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可以学会观察人生

和社会，学会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

系，培养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质。

高级英语教材的名篇佳作大都选自英语世界的

文学宝库，对它们的学习主要是通过阅读的的形式。

对阅读过程的认识和研究视野，国外近十年来有了

新的拓展，即对阅读理解过程的探讨已不仅仅局限

在心理语言学模式和认知模式的框架内，阅读同时

被视是一种社会行为（3 )’-+3, 4&3-0+-/）。由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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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调阅读过程中读者的积极作用，阅读教学已从

强调读者对语篇的“理解”转向注重读者对语篇的

“阐释”。这是因为，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不只是简单

从 语 篇 中 接 受 或 提 取 意 义 ， 他 们 在 建 构 意 义 ”

（!"##"$%〈&’’(：)*+）。读者不应当被动接受或者完

全相信阅读材料中所呈现的东西，他们应该通过与

课文的接触，构建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新观点。这就要

求批评性地对所读材料进行推断、鉴别、评价。

对英语教学本质特征的认识促使我们必须对英

语教学进行反思并作出改进。

!" 英语教学的人文转向

当前外语教学改革如火如荼，而在笔者看来，其

成效根本上还是在于我们对外语教育的两个宏观功

能认识要平衡。“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离不开这两

个功能，即授业（传授知识和技能）和育人功能”，可

“由于外语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功用性），听、说、读、

写、译的操练和掌握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尤

其是从零点学起的非通用语种），而毕业后的求职考

试又多以外语水平的高低作为录取的重要标准，因

此，专业外语的学生极易把作为业务的外语当作是

功用性最强的‘硬功夫’，而把与人文修养有关的课

程和文化、学术活动看作是可有可无的‘软功夫’。”

（张中载，,++)）这种“工具观”的影响致使学生对高

级英语学习冷漠。受其影响，学生只注意到语言系统

内部的规律，经过初级的学习，自以为掌握了语言这

门“工具”，因此产生了一些急功近利的思想，对所教

内容不感兴趣，而全力复合其它学科知识，忽略进一

步提高英语水平，没有认识到“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核

心是外语人才”（《大纲》，,+++），更没有认识到高年

级阶段培养正确运用语言能力的重要性。

以外语为专业的在校学生，他们的工作能力和

效率（功用主义的）、人文素质和形象（人文的）在很

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中国人的素质和形象。由于外

语本身的功能性以及市场经济功利的支配原则的强

大导向性，外语教育在当前形式下极易倾向重“制

器”轻“育人”，重功利轻人文。急功近利，忽视人文

修养和人文关怀，这已引起教育界和学术界有识之

士的高度重视。属于人文学科的外国语教育自然也

必须“学以致用”。但“学以致用”可以有两层意义，一

是功用之用；二是王国维所说的“无用之用”，即旨在

“大用”，因为它涉及人文素质和精神的培养。大学是

功用主义和人文主义并重，专业与通识兼顾的高等

学府，不是职业培训班，不能有急功近利的导向。

国外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

兴起了人文主义教育的思潮，批评传统教育只注重

学生智力的发展而忽视学生个体因素。它强调只有

通过“整体教育”，即在注重智力开发的同时，也注重

学生的自我意识和人际交流能力的培养，才能调动

和发挥他们的全部潜能。

《大纲》在外语专业本科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

中，提出了教学手段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中谈到，“要

注意培养学生的分析、综合、批评和辩论能力以及提

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意培养学生根据自

身条件和需要独立学习的能力。”因此，培养能力是

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旨归。

英语教学中的欠缺：教师在教学中仍然掌握课

堂活动的主导地位，教学中往往偏重于阅读微技能

的训练及语言点的解释，对学生把握文本中心思想

的能力重视不够，阅读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

象还很普遍。更薄弱的是，对培养提高学生对文本的

批评鉴赏能力没有引起重视，学生在阅读课程中没

有发挥其意义构建者的积极作用，缺乏对其进行分

析、鉴赏、批评的意识，而是倾向于被动地接受课文

内容。当然上述情况原因除了教师没有对评判性意

识和能力的培养引起重视外，还有其它一些因素，

如：传统教育、思想、政治及社会的影响等，如传统的

中国主文化和一些亚文化提倡沉默、谦恭、一般不太

鼓励学生进行讨论、发表个人批评意见。因此，批评

意识在我们课堂教学中一直比较欠缺。

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对课文中传递的信息、

作者的观点立场和隐含的思想意识形态等内容不应

该不加任何分析、质疑、鉴赏、推断或评判就完全予

以接受，他们应该具备对阅读内容进行荡浊扬清的

批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的英语教学才能为学生语

言能力和思想素质的提高起到很好的作用。

#" 结语

当前外语教育界提倡人文主义精神，已极大地

影响了外语教学的各个方面。作为已有一定基础的

英语学习者来说，培养和具备人文素质远远胜于语

言知识与技能的获得。这是因为“以外语为专业的在

校学生⋯⋯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效率（功用主义的）、

人文素质和形象（人文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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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素质和形象。由于外语本身的功能性以及

市场经济功利的支配原则的强大导向性，外语教育

在当前形式下极易倾向重“制器”轻“育人”，重功利

轻人文。急功近利，忽视人文修养和人文关怀，这已

引起教育界和学术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属于人

文学科的外国语教育自然也必须“学以致用”。但“学

以致用”可以有两层意义，一是功用之用；二是王国

维所说的“无用之用”，即旨在“大用”，因为它涉及人

文素质和精神的培养。“外语的知识和技能可以用考

试和量化来衡量。但是学生的人文修养却难以用考

试和量化来判断。由于功用主义的强大的支配力量，

人文主义就需要多方呵护、扶植，以避免两者长期失

衡。”（张中载，!""#）

参考文献：

〔$〕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刘润清& 外语教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外语教学与研究，$(((，（$）&
〔#〕肖 肃& 高级英语多媒体课堂教学探索〔’〕&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
〔*〕李丽生& 从阅读理论的发展看培养学生批评性阅读能力的重要性〔’〕&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余胜泉，张建伟& 教育技术理论导论———信息时代的教学与实践〔-〕&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011023 4& 5306789 :7;< 0 =>=?727@>= 3A3：2B7;7201 B306789 78 ;<3 C@B3798 1089>093 210==B@@D〔E〕& F8 G& 4@@H I J3761<3B

（36=&）& KB7827?13= I KB02;723= 78 E??1736 L789>7=;72〔4〕& MNC@B6：MNC@B6 O87P3B=7;A KB3==〈 $(()& ##)—#*+&
〔+〕张中载& 外语教育中的功用主义和人文主义〔’〕& 外语教学与研究，!""#，（$$）：*)#—*)+&

!"# $%&’()*+,# ’- ./%*+01)0, 20#3 0+ !#*,"0+4 567*+,#6 8+4901" :’/(1#

!"# $%&’

（!"#$%&’(’)$*#+ ,-.""/0 ,1-.’)2 3"&*1%2 4)2%’)%* 52#$1$’$*0 6."2%712% 8999:;0 6.12)）

5;1)(*,)： !"#$ %&%’( &#)$ *+ ’,%-+(’ *"’ .’/ *(’.0 +1 *’&2"#.3 $’.#+( 4.3-#$" 2+5($’， -&6#.3 ’)%"&$#$ +. *"’ (+-’ +1
"5)&.#$) #. *"’ .’/ 0’7’-+%)’.*8 9* %+#.*$ +5* *"&* *"’ 4.3-#$" (’&0#.3 2+5($’$ $"+5-0 $’(7’ *"’ 3+&- +1 %(+)+*#.3 *"’
+7’(&-- 0’7’-+%)’.* +1 $*50’.*$，"’-%#.3 *"’) *+ 25-*#7&*’ *"’ 0#$2’(.#.3 $’.$’ &1*’( &2:5#(#.3 &. #.$#3"* #.*+ *"’ +(#3#.&- *’,*8

<#= 3’(61：;’.#+( 4.3-#$" <+5($’；=5)&.#$)；<(#*#2#>#.3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