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6卷第 3 期

2以只 年 9 月

西 昌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o u nra lo f Xie ha ng e T

a e he s r Co lle g e

Vo
l

.

1 6
,

N
o

.

3

S
e P

. ,

2 (洲抖

外语教学过程中三种思路的优化运动

周维萍

(西昌学院 外语系
,

四川 西昌 6巧 0 2 2)

[摘 要】 本文阐述 了外语教学过程 中三种思路不同的性质及作用
,

分析 了三种思路之间的

相互关系
,

指出了外语教师该如何处理好 它们 的关系从而 使外语教学过程中的思维结构达到最

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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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剖析外语教学
,

主要有三种思路在发挥作

用
,

即教材编者思路
,

教师施教思路和学生学习思

路
。

外语教学的三种思路
,

各具不同的性质
,

属于不

同的范畴
,

在特定的阶段各显示重要性
。

外语教材编

者的思路是师生思维加工的重要信息源
,

是一种寓

人教材中的相对静态的思维信息
,

它具有人为的规

定性和针对性
。

外语教师的思路是一种使外语教材

所提供的知识信息按照学生思维的实际重新加工和

组合
,

并采用适宜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

使信息由静态

转变为动态的过程
。

学生思维发展的现实性制约着

教材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教材内容的结构
,

制约

着教材编者的思维和教师的思维
。

也就是说
,

外语教

材的编制与外语教师施教的难易度与深浅度都受学

生思维接受能力的强弱所制约
。

外语教师的教学思

路既要以发展学生思维
,

提高学生外语水平为目的
,

同时又要以学生思维的客观实际为依据
。

在外语教学中
,

这三种思路彼此联系
,

相互作

用
,

构成三对一一对应的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
:

外外语教材编者思路路

在外语教学的各个阶段里
,

这三种思路之间的

运动是不平衡的
,

富于变化的
。

要使外语教学过程中

的思维结构达到最优
,

就必须使这三种思路充分协

调
,

有 目的地和谐运动
,

保持教学思维立体结构的整

体性
。

要实现这一点
,

关键就在于处理好三种思路之

间的关系
,

不能顾此失彼
,

畸重畸轻
。

例如
,

拿教材编

者的思路来说
,

如果这一思路不符合学生思路的客

观实际
,

教材内容的难易程度失当或结构不合理
,

就

会降低学生学习外语的积极性
,

挫伤学生学习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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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自信心
,

削弱外语教学效果
。

因此
,

外语教材编者

的思路必须根据学生的思维实际作控制和调整
,

切

实做到教材思路与学生思路同步共振
,

和谐变化
。

再

拿外语教师思路来说
,

倘若教师只考虑 自己的施教

思路而不顾学生的学习思路
,

无形中便扼杀了学生

的创造意识
,

否定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

忽视 了教学

的主体
,

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不免大打折扣
。

反之
,

倘若只顾学生的思路而无视教师自己的思路
,

便会

取消教师的主导作用
,

使教学流于放羊式
,

从而损害

外语教学的效果
。

外语教学过程中三种思路都不可以偏废
,

这并

不是说三种思路处于同等的地位
,

是一种并列关系

的罗列
,

备课与施教时我们必须面面俱到
,

对它们平

均使用力量
。

因为这三种各具不同的性质
,

属于各不

相同的范畴的思路
,

它们各自在特定的教学阶段显

示其重要性
。

如
,

在学期开端
,

安排教学计划
,

设置教

学进度时
,

教材编者的思路就显得尤为重要 ; 在启

发
、

设疑
、

纠错
、

总结时
,

教师的思路就要起主要作

用
。

在练习
,

自学
,

讨论时
,

突出学生的思路就很必

要
。

因此
,

在外语教学的各个阶段 中
,

对这几项都应

做到并行不悖
,

但并不是要求平均使用力量
,

使教师

备课与施教时穷于应付
。

外语教师怎样才能做到既能并行不悖又不穷于

应付呢 ? 解决问题的关键便是明确各种思路不同的

性质
,

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

外语教材编者的思路为学

生学习提供合理的外语知识结构
,

使外语教师从中

获得基本的知识信息从而传输给学生
,

它显然处于

从属地位
。

外语教师的施教思路是贯穿于外语教学

活动的全过程
,

而不是在局部阶段中起作用的
,

它不

是处于从属地位
,

而是起主导作用的思路
,

即对学生

思路起主导作用
。

如
: 怎样安排练习

,

怎样组织讨论
,

怎样反馈
、

布置什么作业等等
。

外语教师是外语教学

大纲的执行者
,

其思路在教学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
。

外语教师的思路对学生思路的主导作用
,

不用于外

语教师的思路对教材编者思路的支配作用
。

它们的

区别在于以下两点
:
第一

,

教材编者的思路
,

在成为

外语教学内容之后
,

是静止的
,

封闭的思路
,

所 以可

听由也应该听由教师的支配
; 而学生的思路是正在

进行的
,

开放的
,

更是迅速变化的
。

在正常教学秩序

中
,

学生的思路往往会反过来制约教师的思路
,

所以

在重视学生反馈信息的同时
,

教师思路要随学生思

路的变化而变化
。

第二
,

我们的主要 目的是培养和发

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

无论是外语教材编者思路还是

外语教师施教思路都是为这一 目的服务的
。

从这个

意义上说
,

教师思路与教材思路都处于同一个地位
:

从属的地位 ;起着同一个作用
:
辅助的作用

。

这一点

并非抹杀或降低外语教师思路的主导作用
,

而是强

调外语教师思路的主导作用必须为优化学生思路这

个主体思路而服务
,

外语教师思维与外语教材思维

要对学生思维这个主体起到最佳的辅助作用
,

就必

须符合学生思维发展的规律
,

这是至关重要的
。

在外语教学中
,

为什么有的教师基本素质不错
,

教案形式十分完整
,

讲课如行云流水
,

头头是道
,

但

效果总是不佳呢 ?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教学的主体
,

没能扣响学生思路这根弦
。

这不仅是一个教学方法

的问题
,

也涉及一个教学思想的问题
。

而为什么有的

教师组织教学新鲜活泼
,

教学节奏
“

波澜起伏
” ,

变化

和谐
,

行乎其所当行
,

止乎其所当止
,

教学效果事半

功倍呢 ? 原因就在于教师思路与学生的思路紧密结

合
,

产生共鸣
,

把学生的思维潜力充分调动了起来
。

所以
,

外语教师在备课和施教时
,

都要 以熨贴于学生

的学习思路为宗旨
。

如
,

教师制订课时或单元教学 目

的
,

固然要依据教学大纲
、

教材特点
,

但更重要的是

依据学生的思维潜能 ;教师部署教学环节力求简明
,

用意在于为学生思路的进展创造活泼主动的条件 ;

在教学过程安排中要力求为学生提供思维支点
,

以

此开发学生的思维潜能
;教师选取教学方式时

,

应倾

全力于启发式
,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

调动学生思维

的积极性
。

所 以从备课与施教的操作实践看
,

教师思

路启发着学生思路
,

这正意味着教师思路在起主导

作用 ;但从备课与施教的本质意义看
,

学生思路始终

处于主导地位
,

其他思路都是为优化学生思路服务

的
。

综上所述
,

不难明确
,

我们所谓的
“

优化运动
” ,

实质是指教材编者思路
,

教师思路随学生思路的同

步运行
,

和谐变化
。

在备课
,

施教
,

编制教材时
,

我们

都应抓住学生思路这个主体
,

只有这样
,

才能实现三

种思路的相对稳定的最优化结构
,

使师生的求知活

动达到理想境界
,

提高外语教学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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